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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传统节日教育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略研究

,,,以!华夏三亲启蒙教育"项目的探索为例

王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2**$

摘4要#节日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显性表达#对塑造民族性格%凝聚民族情

感有重要作用$ !华夏三亲启蒙教育"项目试点幼儿园以体验式节日活动为幼儿埋下中华文化之种#以亲子式节日教育

形成集体文化空间#以行动式延续节日文化发扬中华传统美德#以情景式节日故事继承中华人文精神#以坚守式节日文

化传承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幼儿园节日教育带动从儿童到成人全民的文化接受和认同#文化荣誉感和自信由此而生$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统节日&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50!#444文献标志码#6444文章编号#!012

3

)**2$"#"#%#!

3

##2*

3

#)

44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文

化自信问题#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

义(

*!+")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

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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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

*(+!(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

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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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提倡&建设%文化自信(的深厚根

基#是中华儿女的独特精神世界和文化基因#对延

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作

用' "#!1年 ! 月 ")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2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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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把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包括启蒙教育在内的国民教育

始终'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幼儿阶段

接收到的知识#养成的行为习惯&处事方式将影响

一生' 因此#在启蒙教育阶段学习&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本最低#收效最大'

节日是中华民族丰富&独特民族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的显性表达#有着深层次的

文化内涵#对塑造民族性格&凝聚民族情感有重要

作用# 因此#在幼儿园开展传统节日教育应成为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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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3也指出!要%利用

民间游戏&传统节日等#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主要

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帮助幼儿感

知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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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三亲启蒙教育(是 "#!2 年 * 月起在山

西省长治县关头村&山西省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河

南省兰考县胡寨村建立试点开始探索的幼儿启蒙

教育项目"现全国有试点幼儿园 !( 所$#该项目

致力于为儿童提供质量最优&成本最低的启蒙教

育#提出%亲情( %亲自然( %亲乡土(三大理念'

五年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了形式丰

富&内容多样的节日教育课程' 本文对%三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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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项目试点幼儿园五年来开展节日教育的情况

和效果进行介绍#探讨幼儿园节日教育的开展对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的意

义#同时#探索具体可行的实现路径'

!4体验式参与节日活动为幼儿埋下中华

文化之种

2(

3

0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3指出!%幼儿

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

中进行的'(对儿童来说#感官体验是比语言更有

效的教育方法' 谈到%文化(#人们往往会陷入

%文化是超越生活的阳春白雪(这样的误区#对其

敬而远之' 其实#生活就是文化的物质载体' 节

日作为平常日子里特殊的那么几个#在几千年的

发展历程中#被赋予了许多特殊的含义#并以特殊

的物象和民俗活动体现出来' 如中秋月饼象征着

中华民族对团圆的期待和珍视,除夕守夜充满了

对过去岁月的留恋和对时光的无限珍惜,重阳节

登高&吃糕寄托着人们对%万事皆高(的向往和对

美好幸福生活的期待' 如此之例#不胜枚举'

为了让儿童切实感受到节日与其他时候的不

同#%三亲教育(项目通过营造节日氛围和儿童的

亲身参与#将抽象的节日变为直接的感受和体验#

这对孩子是一种仪式感的教育#仪式感将激发孩

子的期待#帮助他们发现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

值' 营造节日氛围的方法有很多#如节日环境的

创设#可根据节日特色布置有浓郁节日气氛又符

合儿童心理特点的&活泼可爱的节日装饰#兼顾趣

味性和教育性' 如清明插柳,端午节制作充满童

趣的艾草香包,接近春节时在教室墙壁上挂中国

结和代表孩子生肖的小灯笼' 幼儿通过自主设

计&亲身参与&动手实践#动手能力&学习能力&模

仿能力乃至审美能力和创造性思维都可得到提

升#细心&耐心和专注力也得以培养' 美食最容易

激发兴趣&调动气氛&增进感情#节日里可以特别

安排食育课程#通过教孩子亲手制作专属于节日

的美食#帮助孩子在享受与小朋友们共同做事的

乐趣的同时#在味蕾上留下节日的味道' 他们成

年之后#可能会忘记幼儿园时光#但童年的味道将

永远留在记忆里#节日的文化基因同时得以传承'

相对于装饰&食物这些单独的文化元素#节日

民俗活动中蕴含着更多的文化讯息#也更容易被

理解和传达#所以是%三亲教育(试点幼儿园节日

教育的重点内容,但因为幼儿独特的个性特征和

接收方式#项目采用幼儿参与式教学方法替代单

纯的语言讲解' 通过幼儿自己的操作&观察&感

受#将抽象化的节日文化变成切实的生命体验'

如永济试点的中秋节#老师会带着孩子和家长在

黄河滩赏月' 月亮这一美好的自然物象#凝结着

中华民族对于纯洁美好心灵&团圆美满家庭的永

恒追求#赏月&祭月是中秋习俗中最重要的内容'

孩子们一边仰望月亮#一边听父母讲嫦娥奔月的

故事#吃着香甜的月饼#再辅以节日的诗歌#就对

其中蕴含的团圆的期待和珍惜有了初步体验' 再

如%孝(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一直是%三亲教育(项

目的重点' 在兰考试点#每年重阳节#老师都会带

着孩子去给老人洗脚#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表现

在老人和孩子的一张张笑脸上' 春节是国人最重

视的传统节日#老师便要求孩子和父母一起贴春

联&守岁#也会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给爷爷奶奶磕

头' 春联营造了喜庆的节日气氛#寄托着中华儿

女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守岁既有珍惜时光的

含义#也蕴含着为父母增寿的美好寄托,父母带孩

子给长辈磕头起到的是一种示范的作用#是用身

教的方式将孝悌精神代代延续'

从教育和文化的关系来讲#教育是对文化进

行选择&重组&改造和传递&传播的过程#传递&传

播的方式直接影响着传承的效果' 节日的特殊性

打破了孩子日常生活的节律#让他们敏锐地感受

到这一天的与众不同#从而产生庄重的仪式感#也

激发孩子的好奇心' 而节日的气氛往往欢乐&喜

庆#故更容易吸引孩子积极&主动参与' 参与&体

验&实践甚至带有游戏性质的方式相对于机械&生

硬的说教&讲述#知识性的背诵&记忆#更有利于拉

近孩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让孩子

切实感受到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抽象存在#而就

是生活本身#他们不是置身事外的#而恰恰是身处

其中的' 于是#节日教育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事半功倍#孩子通过亲自看&做&分享#逐渐认识

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了解孝悌忠信&团结友爱'

而文化自信也不是抽象的#它源于国民心理上的

普遍接受和情感上的普遍认同#幼儿从小的接触&

了解和感受#增强了幼儿未来人生中对文化的认

同#内化成他们内心的情感和操守#帮助他们建立

深厚&坚定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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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亲子式节日教育形成集体文化空间

文化不是个性的表达#是属于集体的共同的

文化空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经历数千年时

光&数百代人凝结出的精神存在' 以现在的家庭

和社区模式#儿童很难感受到集体&社区对他们的

意义和价值' 而节日活动一般是集体性的&社区

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恰恰给了孩子最大限度参

与集体生活&践行%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的机

会#幼儿园节日教育的任务就是利用节日活动的

这一特性创设集体文化空间'

%三亲教育(的其中一%亲(是%亲乡土(#即

培养孩子亲近生养他们的土地和陪伴他们成长的

邻里#并从项目发起时就提出了%四结合(理念#

其中两项分别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

%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相结合(#这两个结合在传

统节日教育中体现得尤其突出和明显' 为了体现

节日的仪式感#增强孩子的敬畏心#试点幼儿园在

每一个传统节日会郑重邀请家长和全村村民开展

亲子活动或老少齐聚活动'

教育过程中#尤其是幼儿教育阶段#家长承担

着比教师更重要的教育责任,但家长和孩子经常

处于管教与被管教的关系#交流感情的机会相对

较少' 学校设计的亲子式节日活动给了父母和孩

子共做一件事#亲密&深入沟通的机会#或者是相

互凝视的眼神#或者是一句%爸爸妈妈我爱你(

%宝贝#你是最棒的(#或者是给父母揉揉背&捶捶

肩#都促进了父母和孩子之间深入的情感交流#有

助于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的有机结合#使家长

更多见证孩子的成长' 和家长相比#孩子所受的

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污染都很少#教育儿童远比教

育成年人容易#亲子活动也更有利于形成%小手

拉大手(的理想氛围' 在项目的实践过程中#家

长的教育观念也由%家长辅导孩子#帮助孩子成

长(变为了%和孩子齐步走('

文化产生于人群#产生于集体文化空间#人群

的交往方式构成了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 更广泛

的社区参与提供了完整的交往平台#给孩子提供

了更广阔的社会观察面和更健康的生活环境' 每

年的冬至和元宵节#长治试点全村村民将参与&共

享全村最大规模的饺子宴' 女人们在一起擀皮

儿&包饺子#讲孩子的趣事#孩子们看到的是和谐

团结的人际关系,男人们架锅&煮饺子#展示的是

智慧和力量,儿媳把煮好的饺子端到婆婆面前#年

轻人把一盘盘饺子传递到老人手中#营造的是长

幼有序的和谐家庭氛围' 在这样的节日活动中#

孩子的每一次服务都是尊老敬老#在这样的文化

空间里#更传统的家庭模式得以构筑#更合理的社

会交往法则得以传达#塑造着孩子的健全人格'

(4行动式延续节日文化发扬中华传统

美德

在2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3中#特别提到了自强不息&敬业乐群&

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这些价值标准&社会风尚几千年来存在于每一个

中华儿女的血脉当中#沉淀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

瞬间' 传统节日往往不是狂欢节#不是情感或力

量的宣泄#而是各有其信仰和寄托的意义#节日教

育恰以行动延续着民族的传统美德' 如清明是祭

祀与追思先人的节日#祭祀是孝道传承的重要内

容#2礼记3云%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

*1+!"(1

#对

生者来说#祭祀是情感的告慰#更是对后辈的示

范' 孩子参与这样的节日仪式#是通过亲身行动

传递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

清明节时#在%三亲教育(试点幼儿园#教师会带

着孩子追思先祖#包括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黄帝&

尧舜禹&周公孔子等#并请村里老人给孩子介绍国

家和所在村庄的历史#告诉孩子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无数志士仁人在无比艰辛的环境之下所取得

的#寄望孩子牢记历史#感念先人功绩#珍惜今天

的幸福生活' 或者#邀请家长到学校#给孩子讲家

族&长辈&祖先的故事#树立起孩子的家族荣誉感

和归属感'

自古以来#国人始终有几世同堂&家族兴旺的

美好愿景#并通过中秋节团坐吃月饼&除夕守岁等

节日习俗体现出来' 中秋节的校园活动#%三亲

教育(试点幼儿园选择以团圆&思乡为主题' 在

黄河滩上#永济试点幼儿园师生一起诵读%床前

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等诗句#共同感受古人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情感和

悠远的思念#吃着月饼#听着%嫦娥奔月(的故事#

老师&家长告诉孩子!圆圆的月饼#就像圆圆的月

亮#仿佛一家人在一起的圆满' 并一起按照家庭

成员的人数把月饼切成小块#全家人分食#象征家

庭的团圆与和睦' 对幼儿园的孩子来讲#如果教

师讲家庭团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理#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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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是陌生的概念#但这样的节日行动#让孩子去

数一数家庭成员的人数#给在外工作的亲人打个

电话#把切好的月饼先送给长辈吃#这些孝老尊亲

的传统美德就会逐渐变成孩子习惯的做法和根深

蒂固的观念#在家庭和社会中代代传承'

在%三亲教育(实践的五年时间里#家长纷纷

向老师反馈!孩子越来越懂事儿了#在家里主动做

家务#把最好的东西让给长辈#等等' 而更让%三

亲教育(实践者感到兴奋的是#教育的成果不仅

影响了孩子#也影响了家长#在节日所构筑的集体

文化空间里#全体村民互帮互助#无论是家庭关系

还是邻里关系#都较之前更加和谐友爱'

24情景式分享节日故事继承中华人文

精神

2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3在%主要内容(一项中还列出了%核心思

想理念(和%中华人文精神(#这些思想和精神支

撑着国人认识和改造世界#支撑着中华儿女勇往

直前#融入先民#尤其是伟大历史人物的生命历

程#在许多传统节日中都有体现' 介子推是春秋

时期晋国的贤大夫#后人为了纪念他#在绵山立庙

祭祀#创立了%寒食节(#随着 %清明节(与%寒食

节(逐渐合一#清明节也有纪念介子推的含义'

%三亲教育(试点幼儿园教师会给孩子们讲介子

推的故事&吃冷食#引导孩子感受介子推对君王和

国家深沉的爱恋和忠诚&不为功名利禄折腰的独

立人格#他慷慨忠君赴义的气节将进入到孩子的

心中#成为他们道德信仰的一部分'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和政治家#他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后在极度的不甘&不舍

之下#投汨罗江而死#以身殉国' 故在端午节的记

忆和习俗里#很多都有屈原的影子!如2荆楚岁时

记3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

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

**+2*

#是端午节赛龙

舟的来源,2续齐谐记3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

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

之' ))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

也(

*8+22

#是端午节吃粽子&佩戴五色丝线的来源'

在山西长治试点#端午节前几日#教师和家长用不

织布做好%五毒(玩偶#带着孩子一起用五色丝线

做成百索子#从山上采来艾草缝成香包#打好粽

叶#泡好糯米#包成粽子' 端午这一日#请全村爷

爷奶奶一起吃粽子#给孩子讲屈原的故事#朗诵屈

原的诗词#屈原悲愤里对楚国的爱&不与世俗同流

合污的气节&卓越的才情都融在这些故事和诗里'

除了通过故事来传递介子推和屈原的人格与

精神#%三亲教育(项目还较多采用了角色扮演的

方式' 晋文公的流亡之路&楚国面临的群强环伺

被教师排成情景剧#请孩子们来扮演重耳&介子

推&屈原#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不再是听故事的人#

他们就是介子推#就是屈原#他们真切地感受和理

解着介子推和屈原的际遇与情感&奉献与期待&不

甘与不舍&放弃与坚持&理想与信念' 介子推与屈

原的情感&精神与人格力量不再抽象#而成为确实

可感的对象' 通过表演#孩子们理解了古代先贤

家国天下的伟大胸怀#也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刻入了

自己的观念和血脉里'

)4坚守式传承节日文化增强民族文化

自信

从根本上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因自身文化的卓越性而产生

的荣誉感' 一百多年前#中国遭受前所未有的危

机和困境#列强入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

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产生怀疑乃至%自卑(' 现

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来自世界各国的

文化蜂拥一般进入国民生活#频繁而广泛的文化

碰撞给中华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化渗透与

文化霸权更是无处不在' 以节日文化为例#传统

节日的味道与情感寄托越来越淡#%洋节日(却大

行其道占领着我们的市场和生活' 我们一面在春

节时说%没有年味(#一面在情人节时互送玫瑰#

在圣诞节时大肆购物#甚至将七夕称为中国的

%情人节(#似乎只有和国外节日的名字一样#我

们自己的节日才有合法性#全然不顾七夕本来的

文化意义和内涵' 长此以往#且不说我们对自己

的文化能否自信#甚至将面临子孙后代的数典忘

祖和民族精神的完全失落'

建立文化自信#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想要国

民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首先要明白%我们有什

么(#然后才能发现其中的卓越之处' 一种文化

只有存在于生活#才是活着的' 幼儿阶段作为人

生的最初阶段#所受的教育&接受的知识最牢固#

也最容易成为一生的基础#此时采用适当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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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传统节日教育#可帮助孩子真切地感受和理

解到这些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原来并未随

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渺远#而是真真实实地渗透于

他们的生活#在节日这个独特的文化空间里#孩子

看到&体会到民族的传统美德&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文化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逐渐生根发芽#今

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们将认同&珍惜&发展民族

文化'

日前#传统文化的失落让我们忧思#中华文化

被湮没和扭曲的命运让我们无比紧迫#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更新#是教育和教育者应切实

肩负的沉甸甸的责任' 节日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当中最热烈也最温暖的一个部分#以传播节

日文化作为传播传统文化的抓手最易被接受&最

容易操作'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当

文化的种子在孩子心中扎根#未来开花&长叶就指

日可待#当风俗和习惯被孩子所接受#就可以%小

手拉大手(' 由此#节日文化所带动的文化自信

将是从儿童到成人&全民接受和认同的#并会带动

国民因为接受而主动了解#当国民了解到中华传

统文化的丰富&厚重和博大#对文化的荣誉感和自

信自然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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