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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

家园。民间游戏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将中华

文明通过诸如投壶、踢毽子、跳皮筋等传统游戏传

承下来，是在实践中经过检验、世代相传的民族智

慧，是优良道德品质的精神载体。

3-6岁的幼儿尚处在具体形象思维发展阶段，

需要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的方式来

学习。如何立足儿童视角开展民间游戏教育？通过

实践，我们发现，必须尊重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发展

规律，在活动中通过幼儿喜闻乐见的方式去熏陶和

感染他们，从而培养其归属、依恋和热爱的积极情

感。幼儿如何发展决定着我国未来的发展，通过民

间游戏让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幼儿的心灵，培养具

有中国心、中国情、中国味的幼儿。

一、民间游戏的内涵及其价值

民间游戏是流传于广大人民生活中的嬉戏娱

乐的活动，俗称“玩耍”。种类多，形式多样，材

料简单，玩法不受限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

族特征。民间游戏蕴藏着丰富的教育价值和发展

潜力，不但记录着民间文化的传递与发展，而且彰

显着不同区域文化的特色，幼儿通过民间游戏的开

展，加深了对本地区文化的感受与认同，更是助力

幼儿游戏活动多样化、生活化的有效实施途径，对

完善幼儿人格，促进幼儿生活经验、身体素质、亲

社会行为、思维能力的提升，以及耐挫力的培养具

有独特的作用。

二、民间游戏的收集及整理

我们通过教研讨论得出适合幼儿的民间游戏特

征：简便性、趣味性、灵活性、地方性。我们发放

调查表，让教师、幼儿、家长、社区居民参与搜集

民间游戏资源。我们还通过书籍、网络和地方志丰

富民间游戏资源。例如这首具有明显南京地域风格

的民谣就是通过访问当地社区居民获得的：“城门

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大马，带把刀，到你

家门前操一操，问你吃橘子吃香蕉。”

我们对民间游戏进行收集、整理、筛选、改

造，使其更加贴合幼儿的生活经验，解读和挖掘其

中可能蕴涵的教育价值，寻找与幼儿经验的契合

点，使其真正为课程所用，成为一个个有价值的

教育资源。资源建设的背后是“幼儿在前，教师在

后”的教育理念。教师敏锐地捕捉幼儿感兴趣的

点，通过教师的支持、引导和合作形成探究问题，

再通过一个个游戏活动，鼓舞幼儿去尝试、去探

究，让幼儿用自己个性化的学习方式诠释一个个问

题，从而获得全面的发展。

三、民间游戏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基本路径

民间游戏课程是依托幼儿园整理、开发的民间

游戏资源，以民间游戏为载体，以幼儿经验的联系

和延续为基本线索，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以幼儿一

日生活为实施途径，促进幼儿全面、整体、和谐、

发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

（一）支持幼儿经验建构的民间游戏课程实践

环境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环

民间游戏课程开发与实施路径

王  进（江苏省南京市晓村和苑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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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

有效促进幼儿的发展。”环境对促进幼儿的全面发

展起重要的作用，幼儿通过与环境中的人、事、物

进行互动，将自己的已有经验和未知经验不断建立

连接，从而使得有意义的学习得以产生。支持幼儿

经验建构的环境创设要坚持教师、幼儿双主体原

则。教师引导幼儿作为主体参与环境创设，让幼儿

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主动建构经验。幼儿根据自

己的兴趣持续追踪、探索、发现、创造，进一步获

得更深刻的理解，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寻找环

境中自己感兴趣的经验生长点。

民间游戏环境有公共环境与班级环境。我们

建构了室内与室外民间游戏博物馆，室内外博物馆

内容相互补充。民间游戏博物馆是根据幼儿的年龄

特点，充分考虑特定的民间游戏的样式与特定的材

料、活动空间等因素，在幼儿园室内外建立的民间

游戏体验、实践的特定场所，符合幼儿发展需要，

幼儿能理解并乐意探索。幼儿园引导家长、幼儿主

动参与幼儿园民间博物馆的创建过程。在建构过

程中，幼儿体验民间文化，想象力、创造力获得提

升，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也得到培养。

“室内民间游戏博物馆”分为“民间游戏文化

区”“民间游戏体验区”两大区。“民间游戏文化

区”是由幼儿园、家长共同收集、整理、呈现民间

游戏的演变过程，让幼儿感受民间游戏的由来与

发展。“民间游戏体验区”有“民间游戏动手动脑

坊”“民间游戏制作坊”“民间游戏说唱坊”“民

间游戏展示区”“民间游戏创造区”，区域之间的

安排布局遵循动静交替，幼儿自主选择场地、自由

使用材料，教师支持游戏。

“室外民间游戏博物馆”更注重幼儿民间游戏

的体验。我们通过博物馆的体验式学习，让幼儿通

过亲身经历、实践来认识民间游戏，进而获得在经

历、情感、认知等方面的成长。体验式学习是个体

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流、融合，是对原有认识

进行反思和完善的“意义建构”。室外民间游戏博

物馆让幼儿全身心投入实践，在情境创设和真实生

活中通过具身实践，达到情感、认识和经历上的发

展。我们和家长、幼儿创设了不同的游戏场景，使幼

儿可以自由开展打弹珠、跳房子、投壶、滚铁环等游

戏，并在幼儿开展民间游戏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丰

富民间游戏场景，创设了玩泥区、木工区、野草区等

自然综合类的民间游戏场景，让幼儿在其中尽情体

验、玩耍。体验式学习调动了幼儿触觉、视觉、听觉

等器官，幼儿在情境中实践、感受和获得，遵循了幼

儿的成长规律，呵护了幼儿的心灵发展。

班级环境有幼儿的作品、自己收集的民间游戏

相关照片、图片、实物、游戏，注重幼儿的经验，

强调幼儿的多感官参与、行动与思考。

（二）将民间游戏元素渗透到幼儿园课程实践

的各类活动中

民间游戏课程化的主要目的是从情感、态度、

经验、能力等方面对幼儿实施全面、综合的教育。

实施途径有主题活动、领域活动、项目活动、区域

活动、园外探索活动及幼儿一日活动各环节。例

如，集体教学活动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通过多种

形式引导幼儿了解民间游戏的种类、特点以及价

值，让他们对民间游戏有全面的认识。再如，渗透

到主题中的民间游戏。我们通过课程审议哪些主题

中可以开展什么类型的民间游戏，有些民间游戏与

季节、时令相关，我们就鼓励教师在这个时间段内

完成。反之，则将民间游戏罗列出来，教师根据幼

儿的经验和需要自主选择。再如，民间游戏小项目

的实施。我们引导教师深入挖掘某一个民间游戏，

用“小项目”的形式开展特色课程，鼓励教师关

注、发现幼儿的兴趣，并选择幼儿感兴趣的话题，

丰富、拓展和完善与此民间游戏相关的内容，将民

间游戏园本化、班本化，更加贴近班级幼儿。小项

目开展的时间不限制，根据幼儿的需要，教师自行

调整开展时间。

（三）整合多种资源推动民间游戏课程实践的

多样化

陶行知说教育和生活是同一个过程，教育包含

在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民间游戏的传承与创新需要整合社会、社区和家庭

的资源，为幼儿提供全面具体的支持性环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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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长共同制作了民间游戏小册子与小视频，让家

长平时和幼儿玩一玩、唱一唱、做一做。在这个过

程中，增强家长的民间游戏传承意识，共同培养幼

儿喜欢民间游戏的情感与发扬传统文化的责任感。

与此同时，幼儿园还积极与民间游戏艺人联系，利

用民间协会等行业资源培育幼儿园民间游戏教师。

此外，幼儿园还成立民间游戏研究院，找寻区域

内、省内有共同研究爱好的幼儿园、团体、个人，

用学习共同体的方式强化民间游戏理论与实践，把

民间游戏转化为幼儿园课程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

条件支持。

民间游戏课程的开发，既符合幼儿发展需要，

又有利于幼儿园的发展，获得了家长、社区的支持，

形成了良好的教育氛围。我们要继续挖掘民间游戏

对于幼儿发展的价值，开发更适宜的民间游戏内容

与实施途径，让民间游戏得以传承与创新，让民族自

尊、自主、自信、自强之心在幼儿心中扎根。

原载《幼儿 100》：教师版（南京），2024.1/2.10 ～ 11

一、问题的提出

“泥”以其自然性、可塑性等特征被国际认定

为非常重要的学前期操作和游戏材料之一。如何

有效利用乡村的自然条件，开发利用“泥”这个独

特的自然资源，构建具有乡村幼儿园特色的园本课

程，是值得探索实践的课程建设发展之道。新沂市

北沟第二幼儿园位于沭河之滨，河边乡村田野的黄

泥土，不仅孕育了丰富的物产，也为孩子们亲近泥

土、探索泥土的乐趣提供了广阔天地，塑泥人、搭

房子等民间玩泥游戏便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活动。

另外，幼儿园所处区域还是花厅遗址所在地，花厅

遗址孕育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其发

掘和传播有助于我们更细致地了解中华文明起源。

遗址中所出土的陶器，造型美观、纹饰精细，具有

较高的艺术价值，为幼儿园开展陶艺活动提供了丰

富的课程资源。如何把花厅文化、沭河自然资源、

居民生活传承和民间玩泥游戏等课程资源，融入

幼儿园的课程内容，满足孩子们的发展需要，便是

“泥韵”课程的由来。

二、幼儿园“泥韵”课程的内涵与价值

（一）“泥韵”课程的内涵

“泥韵”课程的“泥”指泥土，是物质载体，

也是课程资源；“韵”指“韵律”，喻指课程体系

幼儿园“泥韵”课程的建构与实施

黄金豆（新沂市北沟第二幼儿园）

【摘  要】“泥”以其自然性、可塑性等特征被国际认定为非常重要的学前期操作和游戏材

料之一。以泥为核心载体的“泥韵”课程具有自然性、游戏性、文化性，对于促进幼儿身心健

康、人格发展及传承本土文化具有重要的发展价值。“泥韵”课程基于认知、技能、文化三个

层面建立“知泥天韵、探泥形韵、传泥气韵”三个维度的儿童发展目标和“融泥升韵”的教师

专业发展目标，形成健康、艺术、语言、社会与科学五个维度内容。幼儿园通过“泥韵”环境创

设、“泥韵”主题活动与亲子活动实施课程，可以很好地提升幼儿亲自然的能力，锻炼幼儿的动

手能力，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幼儿的艺术素养，提升其审美情趣。

【关键词】园本课程；“泥韵”课程；建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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