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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

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幼儿园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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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园是一所农村幼儿园，坐落在美

丽的孤山脚下。玲珑孤山，自古人杰地

灵，人文景观非常丰富，有孤山寺、蹑云

坊、靖江烈士陵园等，另外还有民间工艺

品泥狗子、民间习俗“三月三庙会”等，这

些共同孕育出了孤山深厚的文化底蕴。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指出：“大自

然、大社会都是我们的活教材。”我园积

极挖掘身边资源，进行提炼、加工、整理

后充分融入幼儿的游戏中，丰富幼儿的

一日生活，让每个幼儿都能在充满乡土

特色的游戏中获得自主愉悦的发展。同

时，幼儿可以通过游戏这一载体来了解

家乡文化，接受家乡文化的熏陶，并会用

自己的方式大胆表现出来，促进自身全

面和谐发展。

一、创设特色游戏大环境

环境是一位无声的老师。2014年，

我园搬入新址，环境创设成了我们巨大

的挑战，如何将幼儿园环境与家乡文化

巧妙融合？这就要求我们对环境进行总

体规划，精心布局，以充分发挥其教育

功能。

（一）园所设计

走进我园大厅，展现在面前的是一

座绚丽多彩的假山，山上张贴着一张张

孩子们天真可爱的照片。仔细一看，你会

发现这些充满生命力的照片就是我们在

孤山拍的，孤山寺、蹑云坊、摩石崖、望江

亭、绿竹林等景点都让孩子们流连忘返。

孩子们在游览孤山的过程中发现：原来

孤山这么美！于是纷纷伴着灿烂的笑容，

拍照留念。

我园三楼大厅较为宽阔，于是我们

专门在此设计了“孤山人家”，把孤山的

山、石、泥都搬了过来。这里成了孩子们

自由游戏的新天地，孩子们可以尽情地

捏、画、玩。宽阔的走廊也成了孩子们游

戏的场所。孤山的孩子都有“三月三，上

孤山，逛庙会”的经历，于是教师根据孩

子们的兴趣，在走廊上设置了“快乐套

圈”“美丽花店”“亲亲农具”等游戏区域，

让这里俨然变成了“庙会一条街”。当孩

子们看到生活中熟悉的场景再现幼儿园

时，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去尝试、去把玩，

真正体现了游戏自由、自主、创造、愉悦

的精神。

（二）泥狗子加工区

泥狗子是孤山传统的手工艺品，其

内部中空，首腹部有孔，可吹出蛐蛐之

声，其声清亮悠扬，美妙动人。为了让幼

儿能随时随地体验到捏泥的乐趣，我园

特意在户外开辟了“泥狗子加工区”，并

请了民间“泥狗王”钱伯平先生来教师生

捏泥。我们将捏泥的过程制作成流程图，

张贴在幼儿园的墙壁上，供幼儿学习参

考。此外，区域的六张大理石台上也有供

幼儿操作的泥土、锤子、铲子、筛子、油漆

等，孩子们在敲敲打打、捏捏玩玩中深刻

地体会到了家乡文化的魅力。

二、开展丰富的区域游戏

（一）角色游戏

无论是哪一种人文景观，都有其独

特的风格和强劲的生命力。我园充分利

用孤山文化底蕴，挖掘其人文景观，全面

开展区域游戏。例如，我园在清明节前夕

组织中、大班幼儿去靖江烈士陵园扫墓。

当听到小学里的哥哥姐姐为大家讲述革

命先烈的英勇故事，看到一个个义务讲

解员为大家介绍革命事迹时，孩子们都

很佩服，并争着要向哥哥姐姐学习，义务

为大家服务。于是，我们抓住契机，及时

开展角色游戏“争当小导游”，该游戏不

仅让孩子们对家乡的特色风貌有了深刻

的认识，还发展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

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此外，泥狗子是孤山的一大特色，远

近闻名，街上随处可见有人叫卖，孩子们

纷纷将买来的泥狗子带到幼儿园玩。于

是，我们在美工区专门创设了泥狗子制

作区，供孩子们操作和探索。随着时间的

推移，大班的孩子已经不满足于制作泥

狗子了，他们会互相评价：“XX小朋友做

得真漂亮”“XX 小朋友做得脚不一样

长”。于是，我们又开展了角色游戏“小小

泥狗拍卖会”，看一看谁做的泥狗子最受

欢迎。当然，孩子们要想把自己的泥狗子

推销出去，就得说出自己的作品有哪些

优点，争取让更多的人来买。角色游戏的

开展让孩子们对买卖有了更深一层的认

识，也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操作游戏

孤山素有“中国空调之乡”的美称，

很多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在空调厂里工

作，孩子们在生活中也经常能看到爸爸

妈妈制作空调零部件的场景。为了让幼

儿对身边的环境有更深刻的认识，萌发

幼儿从小热爱家乡、长大建设家乡的情

让家乡人文景观唱响幼儿游戏的主旋律
江苏省靖江市孤山镇中心幼儿园 吴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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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我们创设了“空调 DIY”操作区，区域

内张贴着孩子们参观空调厂、看工人们

工作的照片。孩子们通过和爸爸妈妈搜

集资料、参观空调厂、看工人们工作、动

手制作空调、进行产品展示等一系列活

动，进一步认识了身边的环境，并深刻地

体会到了家长工作的辛苦。根据幼儿的

年龄特点，我园每班都设有具有本班特

色的“孤山特色游戏区”。

三、组织独特的主题活动

虞永平教授在讨论课程游戏化时指

出：“我一直把课程游戏化看成一个质量

工程，其最核心的目的是让幼儿园课程

更加贴近幼儿的实际发展水平，贴近幼

儿的学习特点，贴近幼儿的生活及兴趣

与需要。”同时，虞教授还指出，游戏是幼

儿园的基本活动，课程游戏化是对《纲

要》要求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其“基本

活动”内涵有三：一是幼儿园课程应游戏

化，充满游戏精神；二是自由游戏时间要

保证；三是其他活动环节，尤其像集体教

学活动环节，应尽可能采用游戏方式。

（一）奇妙的泥世界

我园引入孤山的山、石、泥、童谣、空

调等材料，以游戏化的形式开展各式主

题活动，使得幼儿的兴趣倍增。例如，每

年的 5~6 月份，我园围绕主题“奇妙的

泥世界”展开一系列活动。小班开展了科

学游戏“泥是怎么形成的”、手指游戏“泥

土”、亲子游戏“捏泥巴”、美工游戏“玩泥

巴”等，他们对黑黑的泥巴百玩不厌，将

泥土捏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泥巴也成

了我园孩子最喜欢的玩具之一。

中班举行了科学游戏“陶土和黄

泥”，孩子们通过活动了解了陶土与黄泥

的异同；亲子游戏“亲子捏泥乐”中，幼儿

与父母一起动手制作精美的手工艺品，

无形中拉近了亲子间的距离；角色游戏

“食品加工厂”中，幼儿将泥土加工成形

形色色的“糖果”和“糕点”，不仅玩得高

兴，而且“吃”得香甜；等等。

我们对大班孩子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学会给泥狗子“打响”。捏泥狗是一

门技术活，对孩子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他

们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否则捏成的泥

狗子就成了“小哑巴”。在活动过程中，有

的孩子发现，如果吹的力气越大，泥狗子

发出的乐声就越响，反之则会越轻。渐渐

地，孩子们对“泥狗子为什么能发出声

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们及时

抓住幼儿的兴趣点，生成了科学活动“泥

狗子为什么会响”，逐步引导幼儿在实验

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提高动手能

力，体验探索乐趣。

（二）三月三，上孤山

每年的阴历三月初三都是孤山传统

的民间庙会，四面八方的人也会在这一

天赶到孤山寺烧香祈福、逛庙会。这一

天，孤山的孩子也都特别高兴，因为庙会

上各式商品应有尽有，孩子们可以尽情

地参观，如果父母允许，还可以买来各种

小零食吃。

《纲要》指出：“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

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和学习

的空间。”那么，我们应如何利用身边特

有的资源，围绕孩子感兴趣的话题，培养

他们观察、表达等多方面能力呢？对此，

我园围绕“三月三，上孤山”展开了系列

主题活动，旨在让幼儿了解家乡的民俗

风情，关注身边的人和事，感受节日的氛

围，产生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感。例如，小

班开展亲子活动“亲子逛庙会”，大班开

展语言游戏《三月三，上孤山》：“三月三，

上孤山，前山不走走后山，茅草梗子戳脚

板。不买什么吃，不买什么穿……”孩子

们边念儿歌边用渔网网小鱼，还在游戏

中仿编儿歌，既消除了仿编带来的枯燥，

又提升了活动的趣味性。

四、玩转民间小游戏

民间游戏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乡土

气息浓厚，开展幼儿民间游戏能让幼儿

在玩中获得多方面发展。我园教师平时

注重收集、挖掘家乡人文景观中适合幼

儿的民间游戏，将其作为幼儿游戏的新

内容，如“推小车”“套圈圈”“滚铁环”“炒

蚕豆”“跳房子”等。现在，无论是在游戏

活动时间还是在自由活动时间，我园随

处都可见孩子们在玩这些简单又好玩的

民间小游戏。

此外，我园还利用传统节日的契机，

积极生成新的游戏内容，如元宵节的舞

龙、抬花轿、荡湖船、踩高跷等。各类游戏

材料也都是由我园师生和幼儿家长在平

时的区域活动中所制作的，尽管有些做

工比较粗糙，但是教师、幼儿和家长都在

制作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的体验，并享

受到了游戏带来的愉悦。

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是家乡馈赠给

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我

相信，只要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充分挖

掘家乡人文景观，开展形式多样的幼儿

游戏活动，就一定可以奏响幼儿游戏的

主旋律！这优美的乐曲在孩子心中唱响，

将会使他们受益终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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