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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纳西族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金坤莲 依坎位 和耀芬 朱学文

云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云南昆明，650504；

摘要：随着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推广，幼儿园教育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显得尤为重要。纳西族作为中国西南地区

的一个重要民族，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为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文聚焦于幼儿园纳西

族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旨在传承和弘扬纳西族优秀文化，丰富幼儿教育内容，促进幼儿全面发展。通过

对纳西族文化的深入剖析，结合幼儿园教育的特点和需求，探讨了纳西族文化在幼儿园教育中的独特价值，分析

了当前幼儿园开发利用纳西族文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包括物质文化资源、精神文化资源开发利用

的策略，旨在丰富幼儿园课程内容，传承纳西族文化，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并为相关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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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

传承的关键起点。纳西族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

少数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其文化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幼儿园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幼

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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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祖国要从爱

家乡开始，而爱家乡要从爱当地的民间民族文化与自然

风景开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

10-2020 年）》明确提出要“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促进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幼儿园教育作

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

用得到了政策层面的肯定和支持。因此，将纳西族文化

融入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利用中，对于促进民族文化传

承、增强幼儿民族认同感、丰富幼儿园课程体系具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

1 纳西族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价值

1.1 促进幼儿文化认知与民族认同感

纳西族独特的语言、文字、服饰、建筑、民俗节日

等文化元素，能够让幼儿直观地感受和认识不同的文化

风貌，对促进幼儿文化认知和民族认同感方面具有丰富

的内容和重要的价值。第一，在语言文字。让幼儿接触

纳西语简单词汇、、短语以及东巴文字独特的形态，通

过纳西童谣、故事、游戏邓形式，激发幼儿对语言的兴

趣，感知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为文化认知奠定基础，增

强幼儿的民族认同感；第二，传统服饰与手工艺。展示

纳西族服饰特色以及制作过程，像纳西族传统服饰所特

有的“披星戴月”的色彩、图案含义，幼儿参与简单的

手工活动，比如：绘制服饰上的图案或者其他的传统图

案，锻炼幼儿的动手能力、体会传统服饰与手工艺的魅

力，同时，培养了幼儿的民族文化审美能力，从而提升

幼儿的文化认知与认同；第三，风俗习惯。介绍纳西族

尊老爱幼、热情好客的习俗，以及一些传统节日活动，

比如：开展纳西族火把节、三朵节的主题活动，让幼儿

在切身感受节日氛围的过程中深入体会民族文化的内

涵，从而逐渐形成对纳西族文化乃至多元民族文化的尊

重与认同。第四，传统音乐与舞蹈。纳西族是一个能歌

善舞的民族，其歌舞形式多样且具有独特性，纳西族音

乐也具有独特的旋律、节奏和表现形式，反映了纳西族

人民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情感世界，让幼儿欣赏纳

西族音乐节奏、韵律，学跳简单的舞蹈动作，在欢快的

氛围中感受艺术的魅力，同时培养了幼儿的节奏感，了

解民族精神，从而促进民族认同心理发展。

1.2 丰富幼儿园课程内容与形式

传统的幼儿园课程内容往往局限于一些通用的知

识与技能。引入纳西族文化资源后，可以丰富课程内容，

如将纳西族民间故事改编成幼儿语言课程内容，将纳西

族传统歌舞融入音乐舞蹈课程。在课程形式上，也可增

加如纳西族手工制作工作坊、民俗文化体验活动等，使

幼儿园课程更加生动有趣、富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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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助力幼儿多元智能发展

纳西族文化中的音乐（如纳西古乐）有助于幼儿音

乐智能的发展；纳西族传统手工艺制作（如东巴造纸、

纳西刺绣）能锻炼幼儿的动手能力和空间智能；纳西族

民间传说、诗歌等语言文化资源有利于幼儿语言智能的

提升。同时，在参与各种纳西族文化活动过程中，幼儿

的人际交往智能、身体运动智能等也能得到充分锻炼。

2 幼儿园纳西族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原则

2.1 适宜性原则

首先，幼儿园纳西族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要符合幼

儿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小班（3-4 岁）的小朋友适

合简单的民族故事：如《小蝌蚪找妈妈》、《三只小猪》

等，通过故事了解不同民族的动物形象和生活场景；基

础的民族服饰认识：通过图片和实物，让幼儿认识不同

民族的服饰特点；简单的民族歌曲和舞蹈：学习简单的

民族歌曲和舞蹈动作，如《茉莉花》、《小兔子乖乖》

等。中班（4-5 岁）的幼儿适合民族节日的介绍：如春

节、中秋节等，了解节日的由来、习俗和庆祝方式。民

族手工艺体验：如剪纸、泥塑等，通过动手操作感受民

族文化的魅力。民族音乐和舞蹈：学习简单的民族乐器

演奏和舞蹈动作，如《小苹果》、《小兔子乖乖》等。

大班（5-6 岁）适合深入了解民族历史和文化：如中国

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各民族的特色文化；

民族艺术欣赏与创作：如欣赏民族音乐、舞蹈、绘画等，

尝试创作简单的民族艺术作品；民族团结教育：了解民

族团结的重要性，学习尊重和欣赏不同民族的文化。其

次，需要关注幼儿的兴趣和需求。教师可以通过参与式

观察与非参与式观察等方式不断地观察，以做到真正的

了解幼儿的兴趣所在，并根据幼儿的兴趣开展民族文化

为主题的教学活动或游戏活动。

2.2 整合性原则

纳西族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民族文化

遗产，其独特的语言、文字、音乐、舞蹈、节日和传统

习俗等，为幼儿园五大领域的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第一，健康领域，教师可以组织幼儿观看纳西族传统体

育活动的视频，然后引导幼儿模仿学习简单的动作，如

跳绳、踢毽子、纳西族的“东巴跳”等，让幼儿了解并

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培养幼儿的运动兴趣和身体协

调能力，同时强调运动安全和健康的生活习惯。第二，

语言领域，教授幼儿纳西族的日常用语和简单的问候语，

如“你好”、“谢谢”等，让幼儿感受语言的魅力和多

元文化的交流，此外，还可通过游戏和故事讲述的方式，

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纳西族的语言。例如，

可以讲述纳西族的民间故事，让幼儿在故事中学习和使

用纳西族的语言。第三，社会领域，介绍纳西族的节日

和习俗，如“三月街”、“火把节”等，让幼儿了解纳

西族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可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

拟等方式，让幼儿在模拟的节日场景中体验纳西族的节

日活动，增进对纳西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第四，艺术

领域，学习纳西族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如

纳西古乐、东巴画等，让幼儿感受纳西族艺术的独特魅

力。可通过音乐欣赏、舞蹈学习、绘画创作等活动，让

幼儿在实践中体验纳西族的艺术文化，激发幼儿的创造

力和审美情感。第五，科学领域，探索纳西族的自然环

境和传统知识，如纳西族的农耕文化、天文历法等，让

幼儿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可通过户外观察、

实验操作等方式，让幼儿在实践中学习纳西族的自然知

识和传统智慧，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探究能力。

2.3 生活性原则

选取贴近幼儿生活的民族纳西文化内容，比如：纳

西族传统节日（三朵节、火把节）、传统游戏（东巴跳、

纳西象棋）、传统服饰、传统手工艺等。通过这些贴近

幼儿生活的纳西族文化内容，不仅能够丰富幼儿的知识

面，还能哦欸杨他们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和欣赏，促

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2.4 趣味性原则

纳西文化的趣味性原则是指在向幼介绍和教授纳

西族文化时，应注重内容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以激发幼

儿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通过这些趣味性原则的实施，

幼儿不仅能够更轻松愉快地学习纳西族文化，还能在体

验中培养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欣赏，促进幼儿的全面发

展。教师在设计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和

兴趣点，确保活动既有趣味性又富有教育意义

3 幼儿园纳西族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策略

3.1 物质文化资源开发

3.1.1建筑与环境资源

在幼儿园内建造或模拟纳西族传统建筑元素，如缩

小版的纳西族四合院 “三坊一照壁”、木楞放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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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幼儿户外活动或游戏的场所。在教室、走廊等区域布

置纳西族建筑图片、模型，让幼儿随时可以观察和了解

到纳西族建筑元素。同时，在幼儿园的绿化区域种植纳

西族地区常见的植物花卉，营造具有纳西族特色的自然

环境氛围。

3.1.2服饰与手工艺资源

收集纳西族传统服饰，如 “披星戴月” 服饰，让

幼儿在角色扮演活动中穿着体验，感受其独特魅力。引

入纳西族传统手工艺制作课程，如教幼儿制作东巴纸书

签、纳西族刺绣小挂件等。提供原材料和简单工具，由

教师或邀请纳西族手工艺人进行示范指导，让幼儿在动

手实践中了解纳西族手工艺文化。

3.1.3饮食文化资源

纳西族饮食文化独具特色，特色小吃和菜肴丰富多

样，有酥油茶、丽江粑粑鸡豆凉粉等，“三叠水” 更

是宴请贵客的传统佳肴。将纳西族特色美食引入幼儿园

饮食课程。例如，组织幼儿一起制作纳西族传统小吃

“粑粑”“鸡豆凉粉” “油茶”等，在制作过程中，

向幼儿介绍食材的来源、特点以及纳西族饮食文化中的

礼仪和习俗，让幼儿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学习相关文化

知识，引导幼儿通过观察、品尝等多种感官体验，了解

纳西族饮食文化，培养健康饮食习惯，如不挑食、珍惜

食物等。

3.2 精神文化资源开发

3.2.1语言与文学资源

在语言活动领域，教幼儿学习纳西语简单词汇和日

常用语，如简单的问候语、数字等，还可以进行东巴文

字启蒙教育，东巴文是世界上唯一存活的象形文字，具

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其形象生动的特点符合幼儿思维方

式。幼儿园可通过游戏、绘画等形式，引导幼儿认识东

巴文字，激发幼儿对民族文化的兴趣，为民族文化传承

播撒种子；同时，纳西族民间文学作品丰富，包括神话、

传说、寓言、童话、歌谣等。这些作品富有想象力和教

育意义，如《太阳月亮的来历》等神话传说，《聪明的

小兔》等寓言童话，向幼儿讲述纳西族民间故事、神话

传说，如《创世纪》《黑白之战》等，通过故事讲述、

绘本阅读，组织文学作品欣赏等活动，让幼儿感受纳西

族文学的魅力，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和创造力。

3.2.2音乐与舞蹈资源

纳西族音乐文化多样，歌曲涵盖山歌、小调等多种

类型，传统儿歌深受儿童喜爱，幼儿园可引入纳西族音

乐元素，如将纳西传统音乐纳西古乐引入音乐课程，让

幼儿欣赏其独特的曲调、乐器演奏，教幼儿唱简单的儿

歌，欣赏经典曲目，培养幼儿音乐感知能力和审美情趣。

此外，纳西族民间歌舞形式丰富，有《热美磋》等代表

性作品。幼儿园可开展纳西族传统歌舞教学活动，让幼

儿学习简单的舞蹈动作，感受歌舞的节奏和韵律，纳西

族音乐和舞蹈都是节奏感较明显，可以让幼儿体会纳西

族舞蹈的节奏感和文化内涵，同时锻炼幼儿的身体协调

性和节奏感。

3.2.3民俗与节日资源

纳西族传统节日丰富，每个节日背后都蕴含着深厚

的历史文化故事。深入挖掘纳西族民俗节日资源，制定

民俗节日主题活动计划。例如，在三朵节期间，组织幼

儿了解三朵神的传说，开展祭祀三朵神的模拟活动，让

幼儿体验纳西族的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在火把节时，

组织幼儿制作小火把，进行火把传递游戏，感受节日的

欢乐氛围。

4 幼儿园纳西族文化课程资源利用策略

4.1 教学活动中的利用

4.1.1主题教学活动

设计以纳西族文化为主题的教学单元，如 “走进

纳西族” 主题活动。在活动中，整合语言、艺术、科

学、社会、健康等多个领域的课程内容。例如，在语言

领域讲述纳西族故事；在艺术领域绘画纳西族建筑、制

作纳西族手工艺品；在科学领域探索纳西族传统建筑的

结构科学性；在社会领域了解纳西族的家庭结构和社会

交往习俗；在健康领域进行纳西族的饮食习惯教育等。

4.1.2游戏活动

纳西族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将其融入幼儿园游戏

活动，既能传承民族文化，又能为幼儿教育增添独特魅

力，将纳西族文化元素融入游戏活动中。如可以开展角

色扮演游戏，创设纳西族人民的生活场景，在教室一角

布置类似纳西族传统民居的空间，有木质结构的房屋框

架、火塘、东巴字画装饰等。幼儿可分别扮演纳西族家

庭中的不同角色，如爷爷、奶奶、阿爸、阿妈、小孩，

模仿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围着火塘烤火、讲述古老传说、

制作传统美食等，让幼儿感受纳西族的家庭氛围与生活

习俗；另外，还可以开展讲故事游戏、户外体育游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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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游戏，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通过游戏，提高

幼儿对纳西族文化的认知能力和探索精神。

4.2 环境创设中的利用

4.2.1室内环境创设

在教室内部，设置纳西族文化展示区，选择纳西族

重要节日如三朵节、火把节等，在墙面上展示节日的由

来、庆祝方式、特色美食等，可张贴幼儿参与节日庆祝

活动的照片，或让幼儿绘制自己心中的节日场景，如模

仿火把节时人们手持火把跳舞的画面，让幼儿在创作与

欣赏中感受节日氛围。同时，可以将东巴文字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展示在墙面上，如每个东巴文字配上对应的实

物图片或解释含义的简笔画，设置互动环节，如让幼儿

用手指在空中临摹东巴文字，或在文字旁贴上可触摸的

材料模拟书写触感，增加趣味性。此外，可以创建纳西

族图书角，投放纳西族民间故事绘本、文化介绍书籍等，

供幼儿自主阅读和学习。在美工区提供纳西族手工制作

材料，鼓励幼儿进行创作。

4.2.2室外环境创设

在幼儿园操场或户外活动区域，绘制纳西族文化主

题壁画，如纳西族的生活场景、民俗活动等。设置纳西

族传统游戏场地，如玩纳西族传统的 “跳竹竿”、“打

跳”圆圈方格等 游戏场地，摆放相关道具，让幼儿在

户外活动中充分感受纳西族文化氛围。可以在走廊墙面

展示纳西族的风土人情，如用大幅壁画呈现纳西族的生

活场景、自然风光、民俗活动等，或悬挂纳西族传统服

饰、乐器等实物，让幼儿在行走过程中感受浓郁的民族

文化氛围 。

4.3 家园合作中的利用

4.3.1家长资源库建设

建立家长资源库，了解家长中是否有纳西族文化专

家、手工艺人等，邀请纳西族家长或者相关专家到幼儿

园开展纳西族文化讲座、手工艺制作示范等活动。可以

邀请擅长纳西族刺绣的家长教幼儿刺绣技巧；邀请熟悉

纳西族民俗的家长给幼儿讲述民俗故事等，向孩子们介

绍纳西族的历史、传统习俗、东巴文字等。

4.3.2家园共育活动

组织家园共育的纳西族文化体验活动。鼓励家长和

孩子一起阅读纳西族民间故事、传说的绘本或书籍，如

《阿一旦的故事》等，并在幼儿园设置亲子阅读分享时

间，让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分享阅读感受和体会，增进对

纳西族文化的理解。幼儿园组织纳西文化体验日活动，

邀请家长共同参与。可以设置不同的体验区域，如东巴

造纸区、纳西族传统服饰展示与试穿区、纳西美食制作

区等，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动手体验纳西族的传统技艺和

美食制作。通过家园合作，不仅丰富了幼儿的学习体验，

也增进了家长与幼儿园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5 结论

幼儿园纳西族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一项

具有深远意义且充满挑战的工作。通过深入挖掘纳西族

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策

略，并在教学活动、环境创设、家园合作等多方面有效

利用这些资源，可以构建富有特色的幼儿园纳西族文化

课程体系。这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纳西族优秀文化，

也能为幼儿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教育内容，促进幼儿在

文化认知、智能发展、民族认同等多方面的全面成长。

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幼儿园教育工作者应不断探索创

新，加强与家庭、社区的合作，持续完善纳西族文化课

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模式，为民族文化与幼儿教育的融

合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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