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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民间游戏与幼儿传统文化活动的实践探究
张    瑶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载，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育人价值。民间游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与弘扬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幼儿传统文化与教育生态的天然支柱。黑龙江文化有其鲜明的地域和民间特色，

本文尝试从黑龙江民间游戏入手，从挖掘冰雪资源、活用本土资源、创建园本体系、优化教育理念、创新实践路径等方面入手，

为民间游戏与幼儿园传统文化活动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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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到十九大报告，从 2014 年教育部印

发《完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2018 年教育部、国家语委会印发《中华经典诵

读工程实施方案》到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党和国家一直大力倡导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并以“幼儿园、中小学为重点，强调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价值，重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1]“人

生百年，立于幼学”。幼儿教育是启蒙教育，也是奠基性的教育。

3-6 岁是幼儿教育发展的特殊阶段，这一时期适时地将民族传

统美德植根于幼儿心灵，让幼儿在欣赏、感受与体验中了解民

族文化和精髓，培育民族精神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不可替代的

价值。

一、民间游戏与幼儿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

（一）民间文化传承的内在需要

文化传承是时代的呼唤，它发于过去，融透现在，直至未来，

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教育价值。《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中明确指出 ：“玩是幼儿天性”“应因地制宜地为幼儿创

设游戏条件”“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民间游戏作为一种

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浓厚的区域文化

气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幼儿成长发展的必要“添

加剂”。在民间游戏中，幼儿不仅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知

历史文化，加深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体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

性，而且能提升民族的认同感、家乡的归属感，利于根植民族

精神。在游戏中达到“幼有善育”，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二）民间游戏失落的必然召唤

传统民间游戏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智慧，这种民间智慧历

经了时间的洗礼与检验，会凝结为一种潜在的教育机制，也成

为幼儿文化与教育生态的天然支柱。但随时社会的转型，社会

科技的不断发展，传统民间游戏也面临着生存困境，儿童游戏

文化是儿童教育的“精神植被”[4]，抢救、恢复并发展传统民

间游戏，推进民间游戏的现代化，构筑健全的儿童文化生态，

关乎民族的今天与未来。

（三）本土民间文化的必由之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文化、思想交融与碰撞，尤其是针

对幼儿“非本土化”倾向，使幼儿园开展传统文化教学变得尤

为重要。民间游戏是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既富含传统文化特

色也有着时代发展的烙印。开展民间游戏既能丰富幼儿园的地

方文化特色，让有记忆、有情感、有创造性的民间传统游戏渲

染幼儿的童年 ；又能增强幼儿对本土民间文化的认同，激发幼

儿热爱家乡的情感。

（四）丰富幼教资源的精神根基

民间游戏是极佳的游戏素材和资源宝库，为幼儿健康成长

奠定精神根基。它不仅能促进幼儿群体的认知和个体身心发展，

完善幼儿的人格内涵，培养民族认同感，而且将民间游戏融入

幼儿园活动中，对于幼儿的大动作技能、精细动作的技能、团

队协作都有重要的影响和价值。尤其是游戏规则中蕴含着道德

规范、行为准则等社会性教育价值，是现代游戏所不能比拟的，

能更好地让幼儿认识世界、观察世界、融入社会生活，对幼儿

的规则意识培养及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是儿

童社会化成长的精神食粮。

（五）完善课程体系的必然要求

游戏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民间游戏丰富

的文化底蕴是幼儿园课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瑰宝。幼儿园

开展民间游戏不仅使课程内容更加层次化和多元化，而且完善

了幼儿园的课程体系，是园本课程建设的文化之路。



242
2022 年第 17 期

◇
今
古
纵
横
◇

二、黑龙江民间游戏与幼儿传统文化的实践路径

当今时代，传统文化应与现代文化对接，民间游戏也应

挖掘出新时代的价值，为我们发扬传承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方

向。民间游戏活动的开展应遵循《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精神的引领，从幼儿身上寻找教育源泉，以“课程游戏化”

为契机，注重发展幼儿的核心素养。

（一）挖掘冰雪资源，激发民间游戏的乐趣，实现“生活

化”的冰雪活动

冰雪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冰雪游戏能给北方孩子带来

无尽的乐趣。在寒冷的冬季里，开展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

以对家乡冬季生活的感受和真实的冰雪体验作为切入点，让

幼儿在生活化的游戏活动中探索冰雪的形成和变化，在学中

玩，玩中学。如开展小班《畅玩冰雪》《勇闯雪迷宫》，中班《雪

地投手》，大班《雪地轮胎》等户外冰雪游戏活动，训练幼儿

手脚协调能力和躲避障碍的灵敏性，激发幼儿参与、体验并

设计户外冰雪游戏的兴趣，实现“生活化”的游戏活动。在

游戏活动中，还能生成许多冰雪游戏项目，如雪地足球，幼

儿在追逐、抢球、传球中控制速度，体验团队合作的魅力；冰

爬犁接力，分成若干小组，孩子们在冰面上拉爬犁，培养不

怕困难的品质。冰壶快跑，通过孩子自制冰壶进行游戏，培

养幼儿的实践和探究的能力，让孩子们完全沉浸在冰雪世界

之中。冰雪游戏既增长了知识，锻炼了幼儿良好意志品质，

又令其在冰雪游戏中感受到了家乡别样的美丽，激发幼儿亲

近大自然及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二）活用本土资源，彰显民间游戏的魅力，实现“乡土

化”的民间活动 

民间游戏是幼儿教育的隐形环境，要充分利用黑龙江独

特的地域资源环境，因地制宜，挖掘传统民间游戏中的创新

性元素，让有限的区域教育资源在无限的教育需求中充分发

挥其巨大价值，彰显其独特魅力。黑龙江本身就有着得天独

厚的乡土资源，如赫哲族主要聚居黑龙江境内，赫哲族的传

统民间儿童游戏蕴含其生活劳动及生活习俗的特点，记录了

其历史故事和生活轨迹。赫哲人在狩猎生产时间中熟知动物

的习性和特点，产生了模仿动物动作的游戏，这类游戏不仅

有娱乐和强身健体的功能，还能传授动物习性知识，比如学

山羊跳、学兔跑、学袋鼠跳等，不仅使儿童在游戏中发展了

体能，获得了技巧，同时也保存和传承了传统生产和生活方

式，彰显了赫哲人民勤劳勇敢、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和自强

不息的民族精神。再如满族游艺游戏是满族文化中重要的有

机组成部分，不仅包含了高超的运动技巧，而且彰显了浓郁

的民族特色。如滚铁环、满族剪纸、跳皮筋、歘嘎拉哈等民

间游戏活动，其中嘎拉哈是北方民族较为熟悉的一项游戏活

动，特别是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有玩嘎拉哈的习

俗，已成为黑龙江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歘嘎拉哈这一民

间游戏应用到幼儿园活动中去，以简单玩法为主，可以从扔

口袋的力度，抓嘎拉哈的速度等入手，锻炼幼儿手、眼、身

的协调能力，也可以将这一游戏应用到班级的建构区，用来

搭建平面建筑，锻炼幼儿的手部控制能力等。这些创新的玩法，

不仅可以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更能促进幼儿思维能力与创

新能力的发展。

（三）创建园本体系，拓展民间游戏的空间，实现“多样

化”的教育活动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 ：“幼儿园应综合利

用各种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和学习的空间，共同为幼儿

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3]。”民间游戏可以与幼儿园其它活动

共生融合，使游戏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幼儿营造更加

丰富多元的活动空间和成长环境。

1. 与环境创设融合

环境是文化的载体，对正在成长的幼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创设良好的游戏环境，最大限

度发挥民间游戏活动的教育价值。结合黑龙江地域特点有针

对性地创建民间游戏区角环境，选择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物

品，如创设满族风情小镇，了解满族历史、满族文化、满族游戏，

开设剪纸工坊、扎染坊等，将民间游戏渗透到区域环境创设中，

让幼儿感受民间游戏的独特魅力，通过环境的暗示让幼儿了

解本土文化气息，激发幼儿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2. 与主题活动融合

民间游戏活动可以成为幼儿园主题活动的一部分，从类

型丰富的民间游戏中选择符合主题的游戏活动，突出幼儿在

游戏中的主体地位。在冰雪主题活动，感受冰雪游戏中人文

教育的精髓，如创设特色“家乡冬日美”“冰雪游戏乐童年”“节

气文化”等活动，让幼儿感知冬季时令节气的变化，体验节

气习俗活动，如“立冬”节气万物修养，草木凋零，蛰虫休

眠，幼儿感受着北方冬季带来的各种变化 ；“小雪”节气有三

候，天气愈加寒冷 ；“大雪”节气，雪盛也 ；“小寒”“大寒”

标志着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在端午节主题活动中，可以开展

系列活动，如认知活动“端午粽子节”，生活活动“包粽子”，

游戏活动“跑跑龙舟赛”等，将民间游戏与传统节日有机结

合起来，以活动为平台，让幼儿在主题活动中收获快乐，感

受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将传统文化根植于内心深处。

3. 与园本课程融合

园本课程是幼儿园“自由发挥”的课程体系，扎根于幼

儿园现实基础，以民间游戏活动为载体，丰富园本教育资源，

与幼儿园活动课程相融合，研发一些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贴

近幼儿生活的民间游戏，挖掘幼儿园的生长点，从幼儿兴趣、

幼儿思维、幼儿需求、幼儿发展等维度设计和评价幼儿传统

文化活动，将民间游戏活动的教育价值最大化。如在五大领

域活动中创建区域活动，可以将跳房子、踢毽子、跳皮筋、

编花篮、老鹰捉小鸡、丢沙包、木头人等体育民间游戏创建

健康区域活动。跳格子要蹦跳，锻炼幼儿的跳跃能力；跳皮筋

要快速起跳，锻炼幼儿的反应能力和四肢协调能力；丢沙包要

及时躲闪，锻炼幼儿的敏捷能力。老鹰捉小鸡在幼儿玩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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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不仅学会团结合作，鸡妈妈还要保护小鸡不被抓走，培养

幼儿的思维能力，也激发了幼儿的保护欲。

（四）优化教育理念，发挥民间游戏的价值，实现“创新性”

的育人活动

幼儿教师是幼儿游戏活动的指导者，其专业水平直接决定

了游戏活动的有效性。因此，探索幼儿教师多元发展路径，树

立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形成挖掘、传承、创新和保护

民间游戏的意识。在指导幼儿进行传统民间游戏时，不仅明确

自己的游戏角色，而且将自己当作游戏活动的参与者，适时进

行指导，发挥民间游戏的育人价值。

1. 条件性资源转化

要注重传统民间游戏本身适宜性的继承和创造性的转换，

从材料的更新、玩法的创新、规则的调整以及时代特征等方面，

充分挖掘传统民间游戏的资源，收集整理民间游戏和解读透析

民间游戏，创造性地加工和运用传统民间游戏，进行条件性资

源的转化。

（1）推陈出新，改编游戏内容

民间游戏种类繁多，有些内容往往过于陈旧，教师需要结

合时代趋势，考虑幼儿年龄特点、材料安全性、内容健康与否

等因素进行挖掘、甄别和筛选。尤其是有些民间游戏内容所展

现的生活背景、内容与儿童生活有差距，或缺乏趣味性，或缺

少亲切感，或难于理解，已不符合新时代精神，需要教师适时

改编内容，使之与幼儿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幼儿的可参与

性。如以承载传统文化的风筝游戏为例，从骨架到形态均有所

创新，不仅能发光还有多种选择，需要让幼儿了解风筝原貌，

吸引幼儿了解风筝文化，在游戏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实现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

（2）古法新玩，迁移游戏玩法 

民间游戏取材于民间，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其玩法和规则

并非一成不变，这也为古法新玩提供了自由探索，大胆想象的

机会。创新游戏玩法和规则，加入时代元素，注重游戏的趣味性、

竞技性、思想性和教育性，才能激发幼儿对民间游戏的持久兴

趣，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游戏需要。如在“滚铁环”游戏

中，幼儿可以采用不同的玩法，可以跑着推、绕障碍、接力跑等。

跳皮筋游戏可与传统童谣《城门几丈高》组合，幼儿在游戏中

会发现皮筋不仅可以跳，还可以变城门，城门不仅高低可以有

变化，还可以创新过城门的方式，这样既增强了游戏的趣味性，

又使幼儿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及合作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标新立异，创新游戏材料

民间游戏具有就地取材、简便易行的特点，在材料的选择

上要注重自然乡土气息，废旧材料变废为宝，一物多用。如传

统民间游戏踩高跷，游戏有趣但过于惊险。要考虑幼儿年龄小、

平衡能力差等问题，可以用废旧的易拉罐替代。如“骑大马”

游戏，可以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玉米秸秆，让孩子练习骑跑。

如果再为游戏配上朗朗上口的童谣，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将

逐渐成为具有黑龙江地域特色的民间游戏，这实质上也是原有

民间传统游戏知识与规则的迁移。

2. 实践性资源的生成

中国现代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 ：“小孩是生来好动的，是

以游戏为生命的。对孩子来说，游戏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游戏。”

民间游戏是幼儿园课程的文化资源，在游戏实践中，要注重传

统民间游戏的合理化创新，关注实践性资源的生成。合理利用

传统民间游戏资源，转换传统游戏的形式，创新游戏的内涵，

打通民间游戏传承的内在脉络，实现民间传统游戏不断衍生与

重构。值得说明的是传统民间游戏属于文化资源，要将文化资

源转换为教育资源，自然不是简单的引入民间游戏，而是充分

理解民间游戏的精髓，并且运用民间游戏中蕴含的教育智慧进

行教育的创新。

（五）创新实践路径，激活高校传统文化教学，实现“共

建共赢”的改革之路

构建高校传统文化课程群，优化课程内容，凝聚育人合力，

充分利用黑龙江学前教育的优势，全面参与共建幼儿园传统文

化活动，扩宽高校传统文化教学内容，实现高校与幼儿园共同

打造民间游戏活动，推动传统文化教学改革，促成学生思想境

界的升华和健全人格的塑造，培养“高尚”与“和谐”的一代

师者。

总之，传统民间游戏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工程，

民间游戏从传统游戏到现代游戏是内生的过程，从传统文化到

幼儿园活动是融合的过程。这不仅需要幼儿园要有文化自觉性

和勇于担当的创新精神，也需要幼儿教师具备人文情怀和历史

责任感，更需要高校承担起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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