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论文(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一

摘要：

民俗文化和民俗游戏是我国在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对
于幼儿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升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
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文化融入社会中，
幼儿所受到的民俗文化教育和民间游戏教育越来越少，对此
应当做出一定的改革，从幼师课堂入手进行民俗文化和民间
游戏的传承创新研究，将对未来的幼儿教育产生重要的作用。
本文主要对传统民俗文化与民间游戏在幼师课堂中的传承与
创新进行了分析，希望为我国的幼儿教育提供帮助。

关键词：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二

摘要：本文就流行于赣南地区的吹打乐的结构与社会功能以
及吹打乐的乐器组合与演奏形式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赣南民间吹打;结构与社会功能;乐器组合与演奏形
式

江西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江西的文化中，音乐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江西的民族民间器乐乐种中的吹打乐在全



省广为流传，是江西民间器乐曲的的主体部分。江西的吹打
乐有11个乐种：闹台、十番、九腔、串堂吹打、三星鼓、花
草锣鼓、花锣鼓、得胜鼓、玩喜、公婆吹、赣路牌子。这些
乐种不仅分布地域不同，乐曲结构、表现形式亦不同，社会
功用则既有同又有异。其中流行于赣南的主要有闹台、十番、
九腔、公婆吹、赣路牌子。

一、流行于赣南的吹打乐的结构与社会功能

闹台：流行于赣北、赣东北、赣中和赣南，尤以赣南为盛。
乐曲结构为套曲，大多比较庞大，由两支以上至十余支曲
牌(或民歌小调)组合而成，吹与打并重。曲牌的选用级数量
相对比较自由，乐曲常以散板开始，曲中速度变化大。闹台
的用途非常广泛，其中大部分用于婚嫁、闹洞房、祝寿、上
梁、迎神、接谱、闹龙灯等民俗活动中的喜庆场合，如赣州
《闹台》、南康《龙灯攘台》等;一部分红白喜事兼用，如赣州
《闹年图》、于都《大小闹》、赣县《老事喜》、《园林好》
等;还有极少数专用于丧事，如兴国《山坡羊》。

十番：流行于赣北、赣东北、赣中以及赣南部分地区。乐曲
结构亦为套曲。曲牌的组合相对较为固定。它有两种套曲结
构形式：一种是像闹台一样，乐曲由众多不同的曲牌(或民歌
小调)组合而成，如遂川《十番》等;另一种是由一支单曲的
反复变奏而成，一般共奏十遍，故为“十番”，每遍之间，
往往通过穿插一些锣鼓乐而进行衔接。十番的乐曲不像闹台
那样以散板开始，曲中速度变化也不大。十番仅用于各种民
俗活动中的喜庆场合(如逢年过节)和灯彩(如耍龙灯)活动。

九腔：流行于吉安和赣州两地的.一些市、县。乐曲结构为套
曲，全曲有9支固定的曲牌，并且曲牌的先后排列顺序相对固
定。曲牌名与中国传统的南北曲牌名完全相同。按流行地的
不同，民间有“吉安九腔”(流行于吉安、泰和、吉水等地)、
“赣路九腔”(流行于赣县、南康、大余等地)、“湖南九
腔”(流行于昔日有祁剧演出活动的赣南的一些市、县)之称。



其前两者一直活跃于民间，后者已基本消失了。九腔多用于
民间各种喜庆活动场合，有时也用于丧事的开场。

公婆吹：流行于赣南东部的石城、瑞金、会昌、于都等县市。
它以使用两支音高不同的唢呐演奏(即“公吹”与“婆吹”)，
加上打击乐的密切配合而彰显其特色。演奏中两支唢呐高低
呼应，错落有致，颇富艺术感染力。赣南是江西客家人的集
居地。基于特定的生活习俗和语言各方面的原因，客家人将
自己的审美情趣渗透到各种艺术形式中。就民间吹打乐方面
来说，客家人把北方民间音乐如北方民间鼓吹乐的一些风格
特点及其重视技巧性的悠长融于赣南当地土著民间吹打乐之
中，使赣南吹打乐有了与众不同的、特色鲜明的客家音乐特
征。有的公婆吹乐曲，如瑞金《反指调》，吸收了黄河流域
汉族民歌曲调高亢、音域宽广、旋律跌宕起伏的特点，使之
形成了自己独居的特色。公婆吹的乐曲结构为单支曲牌，乐
曲都比较长，有数百小节，大多旋律优美，曲调中有较多的
变化。公婆吹一般用于婚庆喜事。赣路牌子：流行于江西省
全省各地。乐曲结构以单支曲牌(或民歌小调)，大多比较短
小。赣路牌子的用途非常广泛，凡是传统的民间节日以及迎
神、庙会、祭祀、寿庆、婚娶、丧葬等民俗行节令和仪式等，
都可以演奏这些乐曲。在乐曲的具体使用中，民间一般都有
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即：所有用于红喜事的乐曲，都可以
用于白喜事，但用于白喜事的乐曲却不能用于红喜事。除了
用于上述各种民俗活动外，演奏赣路牌子也是人们自娱自乐
的一个活动。

二、流行于赣南的吹打乐的乐器组合与演奏形式

吹打乐少则数人，多则十几人或数十人。乐器组合的多少，
根据用途的需要和民间班社有演奏人员的实力情况而决定，
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大打大吹：使用乐器较多，一般有吹
管乐器类的大唢呐2支、小唢呐1支、大号1支或2支，打击乐
乐器类的堂鼓1只、板鼓1只兼操板一副、大锣一面、小锣一
面、云锣一面、马锣一面、大钹一副、小钹一副等，一般



为12人左右，如果再加上一些二胡、中胡、三弦、扬琴等拉
弦乐器和弹拨乐器，以及笛子、管子等吹管乐器，最多可
达20余人。

大打大吹可坐奏也可行奏。均用于较大场面的婚丧喜庆、祭
祀庙会等民俗活动以及宗教仪式。用于坐奏时一般以堂鼓或
板鼓为中心，或围着一张方桌(俗称八仙桌)而坐，或一字排
开，或排成2-3行。用于行奏时减去一些拉弦乐器和弹拨乐器，
以大号为先导，紧接着是堂鼓、大锣、小锣、钹等打击乐器，
大唢呐、小唢呐等紧随其后。

大吹小打：使用的乐器不太多，有时只有两支大唢呐或者一
支大唢呐一支小唢呐、加一只扁鼓或小堂鼓或板鼓、一面大
锣与一副钹及一面小锣，公5人。有时也只有两支大唢呐加一
只扁鼓的三人组合。如公婆吹中的部分乐曲。大吹小打一般
为行奏，或用于场面不大的寿筵等民事活动坐奏。

小吹小打只用一支小唢呐或加一支笛子或加两把二胡，加以
小堂鼓、木梆、小锣、铙、钹、大锣各一。以坐奏为主。如
十番中的《十八番》等。

只吹不打：即：单吹，只有一支或两支大唢呐或小唢呐的清
吹，不用打击乐。如赣路牌子中的《小开门》、《正宫调》
《哭腔》等。

小吹小打和只吹不打用于红白喜事等民俗活动。一般红事多
用小唢呐，气氛热烈欢快，白事多用大唢呐，气氛凝重悲凉。
源远流长的赣南吹打音乐始终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习惯、
风俗、风情息息相关，经过一代又一代乐人们的不断积累、
丰富、发展，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丰厚而又极其宝贵的民
族文化遗产，尽管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人们的物质
与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变化，但丰富多彩的民间器乐
演奏活动作为一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象，任然极其广泛而
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人类面对更加美好的



未来时，逾会领略到它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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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三

摘要：左权民间吹打乐是左权基层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
的需要而创造，并在左权地域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
左权民间吹打乐伴随着传统民俗文化活动而得以呈现，二者
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决定着民间吹打乐
的艺术形态，民俗文化的变迁影响着民间吹打乐的演变。

关键词：民间吹打乐；民俗文化；艺术形态

民间吹打乐是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的民间器乐合奏形
式，遍布全国各地农村，活跃于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民俗
文化活动。民间吹打乐的发展与地方传统民俗文化密不可分。
左权县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民间艺术形式丰富多样。左
权民间吹打乐作为一种典型的民间艺术形式，植根于左权，
流传于和顺、昔阳等周边地区，广泛表现在民间生活习俗之
中，鲜明地反映出左权地域上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审美
情趣、价值观念的民俗文化之一，是左权乃至我国传统文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左权民俗文化与左权民间吹打乐的关系

民俗文化，是产生并传承于民间、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是
在普通人民（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
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1］。民俗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
性，俗语“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很准确地描述了区域
生活空间的差异。历史上的左权县地处高寒，四面环山，交



通不便，土地贫瘠，经济发展缓慢。正是这样的生存土壤，
造就了左权人民特有的文化生态。由于环境的相对封闭，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跟外界的文化交流。无论是语言表达、风俗
习惯，还是生活方式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左权人民能
歌好舞，并善于演奏民族乐器，通过丰富的音乐形式来表达
情感。左权民间吹打乐或为民歌、花戏伴奏，或进行纯器乐
演奏，其旋律曲调独特，风格自由多变。以纯音乐的形式来
表达左权的民俗风情，并形成了其特有的音乐形态。正所谓：
地方民俗的风韵，尽在地方民间音乐形态之中。每一种民歌、
每一种民乐、每一种民间音乐的形式，都因其存在地域风土
人情的不同而深深印刻着不同的民俗烙印；反观之，音乐形
态上的这民俗烙印也以其鲜明的象征性印记表达着给予它烙
印的民俗的意蕴。［2］左权民间吹打乐主要植根于当地农村，
它的生存发展与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吹打乐常常活跃在当地
的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活动中，对于民俗活动的'发展有着
重要的意义。民间吹打乐既服务于民俗活动的需要，又在这
些活动中为大众表演，满足民众的娱乐需求。民间吹打乐与
民俗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吹打乐已经成为民
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地方乐种都承载着当地人民
的文化心态。民间吹打乐与民俗文化都是在这种内在的文化
心态的引导下逐步形成。我们通过音乐看到了文化；而透过
文化,我们又听懂了音乐。［2］民间吹打乐主要存在于各种
民俗文化活动中，离开了民俗文化，民间吹打乐就失去了赖
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同样，没有了民间吹打乐，民俗文化活
动也会黯然失色。换言之，左权民俗文化孕育了左权民间吹
打乐，左权民间吹打乐传播了左权民俗文化。二者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相互支撑。

二、从左权民俗文化看左权民间吹打乐的艺术形态

民俗文化通过具体的民俗活动来呈现并传达，婚丧嫁娶、节
日庆典、宗教祭祀等都是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左权的
民俗活动形式基本一致，但活动的内容却独具特色。左权民
间吹打乐广泛应用于当地的婚礼、丧葬、闹社火等节日庆典



活动中。

（一）婚礼中的左权民间吹打乐

传统的婚礼仪式比较复杂，有基本固定的程序，吹打乐贯穿
于整个婚礼当中。吹打乐主要用于起鼓、迎亲、开宴、送亲、
闹洞房等环节。乐手们一般在早上八九点钟就会到达新郎家
中，演奏一些欢快、喜庆的乐曲，代表婚礼仪式正式开始。
吃过早饭后跟随花轿（现在更多用轿车）迎亲，快到女方家
时音乐响起，多吹奏一些喜庆的民歌或流行歌曲。开宴期间
多为吹戏，例如《打金枝》，开宴后送亲，演奏要持续到闹
洞房。闹洞房环节围观群众最多，演奏也会达到高峰。音乐
内容欢快喜庆，曲目可自由选择。中间穿插竞技表演，例如
两到三支唢呐交替吹奏、“三倒手”（1）等。婚礼仪式的演
奏曲目部分是相对固定的，大致由传统曲目或晋剧曲牌、左
权民歌、时下的流行歌曲三部分构成。传统曲目大致有《节
节高》《万年花》《小十板》《小对舞》《喜庆套曲》，晋
剧曲牌有《喜庆小开门》《喜庆急毛猴》《打金枝》等。根
据西关梁家班的演奏曲谱分析，喜事多用f调唢呐，筒音
作“re”，多用快速和中速，小唢呐“领”，大唢呐“顺沟爬”，
笙以及打击乐器用来烘托气氛。

（二）丧葬中的左权民间吹打乐

相对于喜事来看，吹打乐在丧葬仪式当中发挥的作用要更为
重要。目前左权的丧礼中基本都会雇佣吹打乐班。演奏内容
根据丧礼的仪式来调整，同样有基本固定的程序。乐队编制
如下：唢呐2支、笙1—2把，小鼓、小镲，晋胡等拉弦乐器，
常常会加入1—2个演唱人员。丧礼演奏以f调、g调大唢呐为
主，演奏曲目以晋剧曲牌为主，筒音作“do”，哀乐速度整体偏
慢。吹打乐手会在出殡前一天傍晚到达，进行阶段性的演奏，
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出殡方为结束。吹打乐几乎贯穿于每个仪
式当中，主要体现在起鼓、烧纸、出殡等重要环节，起鼓仪
式预示着丧葬仪式正式开始，演奏的曲牌是固定的。分别是



《白事小开门》《白事急毛猴》《单雁孤飞》，因三个曲牌
演奏时起三次落三次，民间也俗称为三起三落（2），代表人
的一生起伏不定，充满坎坷。烧纸环节是亲友们对逝者的祭
拜，并伴随着子女等其他家属的哀哭。因此，吹奏的哀乐要
刻意放慢速度，并进行旋律简化，唢呐等吹管乐器要以持续
的气颤音为主，以此突出如泣如诉、悲哀的气氛。出殡时要
按顺序依次演奏《阿弥陀》《救苦天尊》《昄依佛》等乐曲。
左权丧葬仪式中除了一些固定的传统曲牌，主要演奏《哭殿》
等晋剧选段，还有就是当地比较悲苦的民歌，也会吹奏一些
时下流行歌曲。在遇到村民拦灵等人多的场合，乐手们之间
会进行竞技表演，例如用鼻孔吹唢呐,或者把自行车等放在肚
子上仰面飙长音，以此来体现自身的功力。

（三）节日庆典中的吹打乐

除了红白喜事，左权民间的吹打乐还广泛应用于春节期间
的“闹红火”等民俗活动。春节是我国最为重要的一个传统
节日，左权人民也不例外,每逢此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
节庆场合中，吹打乐主要用于左权民歌、小花戏的伴奏，也
有少部分属于纯器乐演奏。老百姓非常积极，常常会自觉加
入到小花戏的队伍中，跟随音乐载歌载舞，欢度佳节。节日
庆典中大部分的演出都是艺人们自发组织的，不以营利为目
的，纯粹出于兴趣爱好。综上所述，左权民间吹打乐的呈现
离不开具体的民俗活动，对民俗文化活动具有依附性；左权
民间吹打乐随着民俗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具有传承性；
左权民间吹打乐的存在需要特定的环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三、从左权民俗文化的变迁看左权民间吹打乐的演变

左权的传统民俗文化博大精深。从文化角度看，左权民间吹
打乐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是左权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
反映了左权人民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形式。左权民间吹打
乐在演奏时，往往让人从中感受到一种朴素的审美情趣。这
是因为它适合于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而形成的美感。



尽管多少年来在演奏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发生变化和更新，但
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思维、表达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
却源远流长，至今不变。所以，可以说左权民间吹打乐是一
种特定地域上的民间大众艺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民
间吹打乐是左权民众必不可缺的精神食粮。无论婚丧嫁娶、
节日庆典还是祭祀寿礼、逢年过节，都需要民间吹打乐的演
奏来渲染气氛。每一种民俗事项都有着完整的活动程序，什
么时间演奏什么乐曲都有老祖宗定的规矩。对于这些约定俗
成的规矩，大家都会自觉遵守。汉代以来，民间吹打乐不断
发展衍变，并随着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而变化，在明清时期
达到了鼎盛。据雍正《辽州志》（3）中记载“辽僻壤地，而
比户弦歌，文风颇盛”。但是，无论民间吹打乐的音乐风格
及演奏形式如何变化，始终都伴随着传统的民俗事项而得以
呈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府对民俗文化的重视，左权民
间吹打乐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当时的吹打乐基本是以村
为单位，几乎村村都有。由村干部组织，属于自发的、小范
围形式的表演。乐器配置比较简单，基本为2支唢呐、一把笙，
一个小鼓、一面镲，其他乐器可自由调配。左权民间吹打乐
曾一度成为乡村文化的中心，在茶余饭后、农闲季节，男的
大多演奏乐器，有吹有打；女的则唱民歌跳小花戏。左权小
花戏传承人李明珍介绍到，在左权农村老一辈人中，几乎人
人都能上手演奏乐器，尽管不懂乐谱，更没有系统学习，但
大多演奏当地的“老调”。左权民间吹打乐深受当地人民的
喜爱，据艺人们介绍，几乎村村都有类似的演出团体，可以
说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20世纪末期，由于全球化、城镇化
步伐的加快，地方民俗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随着乡村生
活空间的压缩，民间吹打乐依附的民俗事项日渐衰落。目前
左权农村的部分婚礼仍沿用着过去的风俗，但县城里的婚礼
仪式中雇佣吹打乐班的越来越少，更多的被威风锣鼓等形式
取代，或者直接用音响来为民歌小花戏伴奏。只有家庭条件
较好的大户人家会使用全套的配置。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因
为吹打乐不洋气，听起来不够喜庆，不适合婚礼、生日等喜
庆场合，细吹细打的更适合办丧事。近年来，伴随着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呼声的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民间乐种的



生存空间。每年春节期间政府都会举行大型的节庆表演，加
强对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由各个乡镇代表队选派节目，组
成一个个方队在固定的地点进行表演，每个代表队都各具特
色。节日庆典没有更多的仪式限制，演奏内容较为自由。除
了当地的民歌小调，更多的是流行歌曲，很少会吹奏传统曲
牌。随着演出形式的变化，原先的乐队配置已不能满足需要。
因此，很多鼓乐班都进行乐器调整，加入了西洋乐器，电子
设备，有的干脆直接用大型音响设备。

为了提升演出效果，现在有很多的乐队中都加入了电子琴等
新的设备。很多年轻艺人还运用音响以及其他新技术来学习
和演奏，虽然改变了传统的乐队编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民间吹打乐的创新和发展。随着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很多
农村的习俗已悄然退化，许多的传统观念逐渐被颠覆，人们
的审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遍及城乡的民间吹打
乐已不再受到大家的热烈追捧，人们的注意力被其他的新鲜
事物所吸引。从根本上来看，民间吹打乐的衰落是由于传统
民俗文化的退化。民俗文化与民间音乐具有内在的“一体
性”特征，民俗文化为民间吹打乐提供了生存土壤。因此，
保护地方传统民俗文化，是传承地方民间吹打乐的重要前提。
从客观上说，左权民间吹打乐是一种非物质文化现象。它不
但有其曲调、曲风、配器形式的传承，而且有着它自身独有
的特殊内涵。从左权民间吹打乐的曲调、曲风的寓意中，可
以体会到从中反映出来的左权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
求和审美情趣，是我们追寻中华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
的鲜活例证。从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左权民间吹打乐的
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有利于这一非物质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四

1、发扬优良传统，把握正确方向，坚持改革创新。

2、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3、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开拓创新，不断提升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4、弘扬优良传统，感悟优秀文化，创建魅力家园。

5、继承中华优良传统，发扬伟大民族精神。

6、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弘扬传统美德，继承传统文化。

8、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文明祥和社会氛围。

9、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大力推动文化创新。

10、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

11、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12、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明创新。

13、传承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营造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

14、尊重人才，鼓励创造；尊重学术，发扬民主。

15、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做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发展。

16、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17、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18、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土壤，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遗产。



19、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20、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创造人类先进精神文明。

21、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培养青少年健康人格魅力。

22、立足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23、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24、继承中华文明传统，挖掘优秀文化精髓。

25、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繁荣。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五

幼师教育中的民俗文化课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儿童、社会和
文化的发展方面。幼儿教育的质量将直接关系到祖国未来的
发展，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和民间游戏
的应用显得格外重要。下面将对传统民俗文化与民间游戏在
幼师课堂中的传承与创新进行详细分析。

一、民俗文化和民间游戏的内涵

文化是课程的母体，文化不断构建课程，课程作为一种文化，
也在不断对文化进行创新。文化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化的概
念，是一种复合体的存在。当中包含知识、信仰和艺术等多
方面的内容。从广义上讲，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
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合，同时是人在社会中发
展所形成的一种非物质的成果。民俗文化代表着一个地域内
所形成的独特文化，当中包含这个民族的历史和传承，是当
地与其他地区不同之处，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质。将民俗文化
和民间游戏融入到幼师课堂当中，一方面能够促使幼师在民
俗文化上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能促使他们的



民族情感得到提升，这对日后的幼儿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将具
有重要的意义［1］。

二、民俗文化与民间游戏在幼师课堂中传承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树立多元文化

我国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通过相互渗透和交融才得以更好地
发展。虽然每个地区的民族文化之间都有着不同，在民间游
戏上也各具特点，但通过相互之间的学习和吸收，能够促使
本土文化更进一步得到发展。将民俗文化内容和民间游戏内
容融入幼师的课堂中进行传承和创新，一方面能促使民俗文
化得到碰撞和交流，另一方面能促使幼师在民俗文化的影响
下逐渐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意识，开阔视野，从而为他们日后
的工作奠定稳定的基础。

（二）促进教育顺利发展

我国有很多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严重缺少正规的幼儿教
育机构，民俗文化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在缺失好的条件情
况下将难以得到普及。每个民族的人民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游
戏方式，例如过家家、放风筝和抽陀螺等游戏，都是各族儿
童所喜爱的游戏方式。在这些游戏当中，幼儿能够主动进行
参与和学习，并体验失败和成功，这对他们的身体发展和心
灵健康发展都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将这些内容融入幼师课堂
中，幼师将更加了解幼儿的心理和民俗等所起到的重要性，
从而促进教育工作更加顺利地进行［2］。

（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文化在不同的地域所表现的形式会有所不同，任何一种文化，
只有不断汲取不同的营养因素，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和进步，
而封闭的文化将逐渐遭到灭亡。民族文化多样性是促使民族
文化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当中蕴含了大量的和谐因素。



因此，继承和创新民俗文化和民间游戏技能保持文化多样性，
同时能有效促使社会向和谐方向发展。

三、民俗文化与民间游戏在幼师课堂中的传承和创新

（一）遵循开放原则

幼师课堂中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游戏传承和发展，首先，应当
认识到教育的目标，应当明确幼师未来的工作岗位和责任，
在此基础上进行课程的设计，并遵循民族文化的教学开放性。
尽量开发一些有利于教学活动发展的民俗资源，将民俗资源
融入课程活动中。同时，应当保证对课程资源不断地创新和
拓展，从而真正展现出教育的.价值所在。

（二）科学管理资源

民俗文化和民间游戏在幼师课堂中的应用和创新发展，应当
建立起相应的教育数据库作为主要的资源库进行管理［3］。
将课程资源的类型和所有者等采取动态登记的方式女性分类，
一方面便于查找，另一方面能及时进行补充和更新。这种科
学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民俗资源，实现对幼师
的知识拓展。

（三）养成好的习惯

在幼师的课堂教育中，应当帮助幼师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中国是古老的礼仪之邦，举止得体和谈吐上的文明是一个人
素质的根本所在。因此，在培养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应当帮
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样才能为日后的教育奠定良
好的基础，从而将自身的素养传递到幼儿身上，形成潜移默
化的影响。当代社会发展中幼儿的教育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对于幼师来说，一定要重视他们的专业能力培养和根本的素
质提升，将民俗文化和民间游戏融入课堂中，从而实现未来
教育中的文化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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