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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资源融入幼儿园大班美术活动的开发与实施路径研究
黎影荷

（广州市南沙区实验幼儿园，广东 广州 511400）

摘要：随着对地方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视，将本土文化资源引入教育领域已成为一种趋势。祠堂作为地方文化的象征，其壁画艺术、

雕塑工艺、建筑风格等皆能为幼儿美术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通过将这些资源融入美术活动，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还能激发幼儿对

本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培养其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本文从祠堂资源融入幼儿美术活动的价值研究、现状及问题、开发原则、实施

的方法策略以及反思与前瞻等五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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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祠堂资源融入幼儿美术活动的价值研究

祠堂作为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历史物质与文化遗产的重

要组成部分，亦是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选择幼儿身边的社区资

源（祠堂）作为研究内容，发挥美术教学在地域文化上的传承和

创新作用，借助美术教学平台把传统文化的根留住，能够提升幼

儿的感性经验、审美情趣。

（一）祠堂资源的社会性价值

梅策迎指出：“祠堂的研究与保护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

化价值及艺术价值，需要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特性，在修复和

使用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艺术介入模式吸引更多的人民参与到艺

术活动中，增强祠堂的现代化魅力。”祠堂文化背景下的幼儿在

社会化过程中会学习到不同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规范。在参观

祠堂的过程中，幼儿可以接触到不同历史时期、岭南地域的美术

作品，了解它们的艺术特点、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这种文化认同感的建立有助于幼儿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逐渐理解和内化本地区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逐步成

为一个能够适应社会、贡献社会的成员。 

幼儿园联合祠堂举办与美术相关的活动或课程，为幼儿提供

实践机会和展示平台。例如，邀请非遗大师授课、举办美术创作

比赛等。这些活动不仅可以让儿童亲身体验美术创作的乐趣和成

就感，还可以让他们展示自己的作品并接受他人的评价和建议。

这种实践经验和展示机会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自我意识、道德观念

和亲社会行为，使幼儿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二）祠堂资源在美术教育中的具体意义

南沙区黄阁镇的麦氏公祠是幼儿园所在社区的资源，蕴含着

丰富多彩的美术教育资源，该祠堂结构宏伟、工艺精美，集建筑、

绘画、雕刻、书法、文学于一体，包含大量思想道德、观念信仰、

价值认同等思想层面的资源，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这

些元素不仅体现了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涵，还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

美术创作素材，合理选择和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美术活动，能有效

地引导幼儿学会发现周围生活中美地事物，让幼儿直观地感受到

传统艺术的魅力，激发他们对美术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幼儿在观察、

欣赏祠堂的过程中，学习不同的绘画风格、色彩搭配和构图技巧，

促进他们审美能力、美术想象力和美术表达表现能力的全面发展。

课程借助美术的独特方式，让幼儿获得文化归属感与共享感的直

接媒介，进而实现美术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

二 、祠堂资源融入美术活动的现状及问题

（一）对祠堂资源价值的认识不足

人们对祠堂的认识偏向于祠堂的祭祀功能，富裕的家族为彰

显家族实力，耗费多重的资金及精力打造带有岭南特色的祠堂，

以丰富的工艺品进行装饰，即使美学价值显著，仍然最容易被忽略，

导致课程对其挖掘程度不够，或者重视皮毛。幼儿教师甚少深入

了解和研究祠堂的美学知识，对祠堂资源的教育认识不足，缺乏

对祠堂资源的开发和整合能力，对祠堂资源的开发停留在一节美

术课，难以将祠堂资源开发成幼儿园美术系统课程，也是导致祠

堂资源难以整合到幼儿园活动课程中的重要原因。

祠堂资源也是幼儿园美术课程多样化的重要资源，蕴含的教

育性和文化底蕴是幼儿美术活动不可忽视的力量。只有经常性的

挖掘与分析探索祠堂资源的意识、提升教师美学知识储备，才能

将祠堂资源在幼儿园的美术活动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应该重

视本土祠堂资源，传承优秀的美学资源，根植爱家乡理念于幼儿

教育中，创设符合幼儿个人自身发展需要的课程。

（二）幼儿园美术活动的内在缺陷

幼儿园在美术教学方面缺乏足够的教学资源，影响幼儿的艺

术创造和表现能力，限制了他们在美术活动中的探索和尝试。在

美术教学活动中，教师多采用示范法和范例法，教学流程固定，

如出示图片、总结特征、教师示范、学生模仿。幼儿在这种模式

下难以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受到限制。美术

活动内容松散，课程内在的逻辑性不足，缺乏地方性和特色性，

这也导致幼儿接触的美术种类较少、体验感不足。

祠堂资源不仅是社区资源，也是本土文化资源，充分挖掘

其教育性，结合幼儿发展的特点，是一种很好的课程资源，有

利于幼儿深度学习。在幼儿园的美术活动中，教师习惯于将美

术资源集中于现有的园内教育资源和现成的教学设计上，根据

已有的流程进行教学和开展有效活动，导致祠堂资源没有形成

一个科学系统的课程系统。美术课程相对于幼儿园集体教学、

户外活动和区域活动等丰富的参考资料来说，祠堂资源美术课

程基本没有系统规范的参考资料，缺乏“现成”指导组织活动

的设计教学内容，导致在幼儿园开展祠堂主题的美术教学难度

较大。

三、祠堂资源园本美术活动开发原则

（一）因地制宜原则

幼儿园地处祠堂文化流行的南沙，拥有厚重的人文环境，源

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美术活动的各类课程的呈现形式与传承路径，

与祠堂文化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祠堂主题幼儿美术

园本课程的开发，在实施与教学规划方面，利用“祠堂”元素来

开展，根据筛选出的祠堂资源，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美术课程。课

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祠堂建筑线描、壁画色彩分析、灰塑造型模

仿等，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引导幼儿全面感受祠堂的艺术魅力。

其次，教师的课程开发意识较强，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作

为支撑点，以自身专长或专业优势为出发点，结合幼儿园实际情

况及周边社区条件，开设具有本土领域特色的祠堂主题幼儿美术

园本课程。最后，幼儿园的园本课程开发与建设有完整的理论体

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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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性原则

美术活动内容实践操作区别于常规课堂，有着贴近幼儿实际

生活且更关注儿童主观审美表现的特点，无论是从教育观念层面

还是教育行为层面，幼儿生活经验在幼儿美术园本课程开发过程

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幼儿园阶段的幼儿正处于具体形象思维

发展的阶段，需要直接感知得到认知与经验，如亲身看一看、摸

一摸等。祠堂主题幼儿美术课程从幼儿的实际生活出发，利用幼

儿身边熟悉的祠堂环境，选择适合幼儿学习的美术方式，开展多

种美术教育教学活动，有助于培养及提升美术教育的文化理解及

创意表达的素养。

（三）主体性原则

祠堂资源融入幼儿美术园本课程开发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促

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在开发美术课程时，不仅要贴近幼儿

已有的生活经验，还要以幼儿的兴趣与需要为落脚点与出发点，

确保幼儿的主体性地位。将祠堂课程资源转化为幼儿能够理解的

内容——祠堂绘画写生、灰塑、陶艺、壁画等手工艺的体验，符

合幼儿思维发展的特点。幼儿在学习祠堂文化、体验传统工艺和

继承发展祠堂的美学意识的整个过程中，有相对浓厚的兴趣、丰

富的生活经验及美术学科素养，则在传承与创新发展上就会有更

多优秀的形式可以实行。在日常的美术课程活动过程中，教师要

善于发现幼儿感兴趣的点和随机事件所隐含的教育契机，生成祠

堂主题幼儿美术园本课程的资源。

四 、祠堂资源在幼儿美术活动实施的方法策略

（一）构建教师美术课程的理念

在开发幼儿美术课程的过程中，教师在教育活动中要重视教

育观念的更新，使幼儿园本土化课程持续实现革新。按照素质教

育对幼儿的要求，要想有效地达到幼儿全面发展，在美术课程地

开发应在真实生活中进行实践探索，注意适应幼儿成长要求，还

应注意祠堂美术课程阶段性，潜移默化地完成祠堂美术课程的建

设目标。教师在教学中应积极开展反馈活动，对课程实施中存在

的问题有所认识并及时加以改进。

教师通过不同形式的组织活动，如教育培训、文化知识传播

等活动提高教师的意识、观念和祠堂资源的敏感性。在园本教研中，

教师可以通力合作梳理祠堂资源脉络，让祠堂资源更好地融入课

程中，也有助于教师的教育反思，提高教学效率。

（二）挖掘祠堂资源的美术教育价值

祠堂资源与幼儿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教师发掘祠堂的教育资

源、拓展教学方式的途径，使得教学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幼儿园课程，

还应获得本土资源本身带给幼儿的情绪体验，萌发爱家乡爱祖国

的情感。教师能通过研学活动来开展，美术活动在场景中浸润，

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幼儿的学习兴趣，生成新的教育活动。

根据幼儿原有经验，进行相关教学活动。

祠堂资源吸收了本地区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下来的

优秀文化，被人们广为流传。将祠堂资源融入幼儿美术活动是趋

势也是发展道路，能够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祠堂资源美

术种类、内容、形式丰富多样，幼儿园应该积极寻找结合点，同时，

将祠堂资源贴近幼儿实际生活的部分，融入幼儿园美术教学中，

发展幼儿的审美感知能力和传统文化传承的理念。教师不断挖掘

和拓展祠堂资源的教育价值，祠堂资源才能在幼儿园美术课程体

系中进行充分的实践和创新。

（三）梳理祠堂主题美术活动的具体实施方式

整理资料：收集有关祠堂的图片、绘本、视频等多媒体资料，

以及相关的幼儿美术教育案例。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形成课题研究的基础资料库。

实地考察：组织幼儿参观当地的祠堂，让幼儿亲身感受祠堂

的建筑风格和历史文化氛围。在参观过程中，通过游戏、讨论、

观察等多种形式，引导幼儿深入理解和体验祠堂的文化内涵。引

导幼儿观察祠堂的建筑特点、装饰纹样等，并鼓励幼儿提出自己

的问题和想法。

教学实施：在美术课堂上，结合祠堂主题，设计相应的美术

教学活动，教师展示祠堂的建筑风格、布局和陈设，让幼儿直观

感受祠堂的庄重与美丽，引导幼儿观察祠堂的细节，如建筑风格、

壁画、雕刻等，思考作品的主题、色彩搭配、构图等问题。引导

幼儿根据自己对祠堂的观察和感受，进行美术创作，形式可以包

括绘画、手工制作，如制作小祠堂模型、灰塑等，鼓励幼儿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班级内创设祠堂主题环创角，让幼儿

感受祠堂的建筑风格、布局和陈设，在展开区域游戏的过程中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鼓励家长参与幼儿的美术课程，通过亲子活

动加深幼儿对祠堂文化的理解和感受，例如，组织亲子参观祠堂、

共同创作美术作品等活动。鼓励家长与幼儿一起欣赏传统文化相

关的书籍、视频等资料，共同探讨其中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延续祠堂教育的内容和氛围。

调整优化：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幼儿的反应和表现，及时调

整和优化教学策略和方法；通过听课、磨课等形式，设计出更加

完善的美术活动案例，为新阶段实践准备。

整合资源：归类、整理现有祠堂主题活动资源、环境创设、

特色活动设计等课程资源，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实践的研究基础、

研究内容、途径和方法借鉴。

五 、祠堂资源与幼儿美术活动融合的反思与前瞻

美育实践的核心概念指出：“尝试把建筑文化、民俗文化、

民间艺术等多元化的元素引进幼儿园课程，以幼儿发展为目标，

搭建幼儿、教师、家长三位一体的研究桥梁，深入挖掘、收集、

筛选、开发一些适宜幼儿园开展的美育课程，探索和形成具有本

土传统文化教育特色的幼儿园美育课程资源。”因此，关于幼儿

园美术和祠堂主题园本课程的融合实践，可以下三方面进行优化

和改进：第一，积极探究并运用主题式的研究性学习，开展祠堂

研学实践课程。促进幼儿教师美术综合能力发展，结合美术学科

特点吸引更多幼儿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本土文化，降低研学

实践课的落实难度，且有助于解决幼儿园在祠堂课程方面的师资

问题。第二，参加优秀课例活动、祠堂主题创意作品展等交流活动，

吸收成功经验，扩宽创新发展思路，再结合本园课程特色，优化

祠堂主题幼儿美术园本课程活动形式，激发幼儿对祠堂文化技艺

的兴趣。第三，利用祠堂的社区资源、网络资源库。积极建立家

园沟通渠道、收集家庭资源，组织家长与幼儿共同参与祠堂文化

传承的参观学习活动，提升家庭生活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物质留

存和精神传承的关注力。

参考文献：

 [1] 陈琪 . 幼儿园大班创意美术分组教学模式初探 [J]. 新智慧，

2022，（08）：38-40.

[2] 韦艳 . 论信息技术在幼儿园大班美术活动中的应用 [J]. 教

育界，2024，（01）：107-109.

[3] 栾成 . 广州南沙明清广府麦氏大宗祠的文物价值 [J]. 神州

民俗，2013（200）.

[4] 陈慧芳 . 幼儿园原本课程开发的策略研究 [J]. 教育进展，

2024，14（7），54-58

课题名称：本土资源融入幼儿美术活动的实践研究——以祠

堂主题大班美术活动为例（课题编号 NSJYKY2024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