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策略创新
——以泉州市第一幼儿园“西街记中记”乡土教育课程建设为例

黄晓军

（泉州市第一幼儿园，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以泉州市第一幼儿园“西街记中记”乡土教育课程建设的实践探索为例，建议切实增强幼儿园教育对于乡土文化生

态的必要回应，深入开发乡土文化资源，重视优化乡土文化元素融入幼儿园各项活动的策略，全面加强乡土教育课程审

议，显著提升幼儿园课程体系建设的文化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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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Kindergartens

—Taking the Ru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West Street
Chronicles in Quanzhou No.1 Kindergarten as an Example

Huang Xiao-jun
（Quanzhou First Kindergarten，Quanzhou 362000，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 Street Chronicles lo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Quanzhou
No.1 Kindergarten as an example，it is suggested to effectively enhance necessary response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to local cultural
ecology，deeply develop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pay attention to optimizing integration of loc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various activi⁃
ties of kindergartens，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review of local education curriculum，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ultural qual⁃
ity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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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园

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社区教育资源，引导幼

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

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因此，我国幼儿园在依规建设国家正式课程的基

础上，应高度重视建设乡土教育课程，充分开发

利用乡土自然文化教育资源，精心设计和组织实

施有意义、有意图、有意思和有意蕴的系列特色

教育活动，致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幼儿，为塑

造具备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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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坚实基础。

泉州市第一幼儿园（以下简称该园）创办于

1930年，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市中心老城

区——鲤城区西街，其古迹与民俗交相辉映，文

化底蕴深厚。近年来，该园以“传承、培育、创新”

为办园目标，秉承“文化漫润 美惠心灵”办园理

念，积极探索将鲤城区西街的历史与当代文化元

素迁移渗透到幼儿园环境创设、活动组织和评价

决策等“西街记中记”乡土教育课程建设全过程，

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成效。

一、充分开发与利用乡土教育课程资源

在乡土教育课程目标定位上，该园强调引

导幼儿体验乡土文化，激发其生成乡土情感、乡

土关怀与乡土认同，并为促进其国家认同奠定

坚实基础［1］。在乡土教育课程内容选择方面，该

园秉持“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堂”的教育理念，

坚持紧密贴合儿童真实需求，关心儿童真实感

受，大力支持幼儿全面亲身体验乡土日常生活，

逐步建构关于西街的历史与当代文化记忆并内

化铭刻于其幼小心灵深处。在乡土教育课程资

源开发方面，该园初步构建了协同开发与利用

鲤城区西街历史与当代文化教育资源的行动网

络。首先，积极动员教师定期“走出去”调查了

解，积极识别并筛选出适合幼儿学习体验的礼

仪风俗、节日庆典、艺术文化、文化古迹等乡土

文化资源，进而编制方便今后利用的资源目录，

不仅用于幼儿园户外与室内文化育人环境创设

（见图1-2），而且用于设计与实施生活、游戏和

教育等活动。其次，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

不仅参与收集、整理和改造西街文化教育资源，

而且积极参与幼儿园特色主题教育活动设计与

实施，负责讲解民间习俗，介绍当地人文故事，

组织民间游戏，指导特色手工制作，以及家园合

作开展传统节庆活动。再次，坚持分批次聘请

泉州非遗传承人担任乡土文化教育课程教师，

一方面为教师和幼儿传授民间艺术技能，与此

同时组织开展一系列体验式民俗活动，如妆糕

人、梨园戏、拍胸舞、木偶雕刻、刻花灯等。最

后，积极组织开展保护泉州西街文化遗产活动，

除了经常性组织广大家长聆听非遗公益讲座，

还提供必要技术支持，大力引导幼儿、家长、教

师共同成为家乡文化传承者。

图1 把西街景物搬入幼儿园

图2 东西塔下闹花灯

二、重视优化乡土教育课程实施策略

该园重视统筹规划设计与系统组织实施鲤

城区“西街记中记”乡土绘本-戏剧-哲学教育系

列活动。

一是积极优化乡土绘本阅读活动策略［2］。

例如，在“西街记中记——时间的足迹”文化绘

本阅读活动中，该园教师在室内发起环节，会通

过展示绘本封面和简要介绍故事背景，巧妙引

发幼儿们对“时间的足迹”主题的好奇心；在户

外延伸环节，会利用园所设置的仿真西街场景，

组织幼儿进行情景模拟阅读，使其仿佛亲身置

身于西街历史的变迁之中（见图3）；在园外体验

环节，会带领幼儿近距离地观察西街景观，并与

绘本中的画面场景进行对比，增强其现实感知

与历史记忆的链接；在室内拓展环节，会设计角

色扮演游戏，指导幼儿扮演绘本中的角色，在想

象的西街场景中开展符合角色身份的行动；在

区域交流环节，会举办绘本分享展示活动，会启

发幼儿通过简单的语言表达和绘画以及手工作

品等，向同伴及教师展示了他们对“时间的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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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主题的独特理解。

图3 在仿西街场景沉浸式阅读

二是积极优化乡土戏剧主题活动策略。例

如，在“西街记中记——时光漫游”戏剧教育活动

中，该园教师会深入考察西街历史并遴选确定宋

元时期的繁荣景象、近代时期的变迁等代表性历

史时刻作为戏剧活动背景，进而精心设计戏剧表

演的情节和角色。在活动实施过程中，会利用模

拟西街的小舞台，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方

式（见图4），逐步引导幼儿融入戏剧氛围，培养其

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该园积极邀请家长

参与扮演特定的戏剧角色，显著加强了幼儿园与

家庭、社区的紧密联系。在戏剧表演之后，教师

还会及时组织幼儿进行表演反思与经验分享，引

导幼儿更加全面认识西街的历史变迁。

图4 西街小舞台上表演梨园戏

三是积极优化乡土哲学探究主题活动策

略。例如，在“西街记中记——我们的故事，时间

的朋友”哲学教育活动中，该园教师首先会通过

图画和小故事［3］，将时间描绘成一个友好的小伙

伴，让幼儿感受到时间是一个陪伴着自己成长的

朋友，从而轻松愉快地认识西街的历史。其次，

会积极组织幼儿参与绘制时间线，尝试用不同表

征方式标注重要的时间节点，支持幼儿可以直观

地感受童年时光的流逝（见图5）。再次，会组织

户外“时间的寻宝游戏”，引导幼儿在寻找宝藏的

过程中，直接体验到时间是充满趣味和惊喜的冒

险旅程［4］。再次，会鼓励家长向幼儿分享家庭中

的小故事，支持幼儿在家庭生活中中感知时间的

流逝，形成对于过去和现在的朴素认知。

图5 手绘《我在一幼》时间线

三、切实加强乡土教育课程审议工作

该园重视全面加强乡土教育课程审议工

作［5］，初步建立了乡土教育课程质量常规管理机

制。

一是积极优化乡土教育课程资源审议策

略。首先，组织教师认真研读西街历史文献，深

入采访当地居民，确保所获取的乡土教育资源真

实可靠。其次，成立由教育专家、家长代表、社区

文化工作者等多方参与的课程审议小组，紧扣

“西街记中记”主题，对采集到的各类教育资源进

行详细评估，致力筛选出最具启发性和教育价值

的内容。再次，定期邀请家长代表参与课程资源

审议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修订

课程资源开发方案。

二是积极优化乡土教育课程方案审议策

略。首先，由课程审议小组对课程方案的内容维

度和实施序度进行前置性评估，确保其对于促进

幼儿学习与发展的适宜性以及指引教师集体教

学的有效性；其次，针对“西街记中记”的每个具

体主题活动设计，充分发挥行业专家的专业性评

估、教师的实操性评价以及家长的参与式评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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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优势，坚持从历史教育、文化体验、社会互动等

多个维度进行综合性评价。再次，定期组织课程

方案实施情况的反馈和改进会议，坚持动态优化

课程方案。

三是积极优化乡土教育课程成效审议策

略。首先，坚持通过定期活动观摩、教师研讨会、

家长座谈会等方式，全面了解乡土乡土教育课程

实施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其

次，坚持制订简易可行的幼儿行为观察与评价标

准，组织教师从幼儿话语、行为、作品和任务完成

等过程性表现方面对幼儿学习与发展进阶情况

进行达标性评价或诊断性评价。再次，重视建立

在线互动平台，支持教师和家长随时反馈改进课

程的意见或建议。

总之，通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泉州市第一幼

儿园深刻认识到乡土教育课程建设是中国式现

代化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在地化推动力

量。展望未来，应当加强面向整个泉州市域文化

资源的“走出去”和“请进来”课程建设力度，更加

有力地支持幼儿们全员、全程、全面嵌入泉州闽

南乡土文化生态系统之中，更加显著地提升整个

幼儿园课程体系建设的文化品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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