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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非遗文化在幼儿园的应用现状

谢佳沩　崔 柯　孙玉彤　杜妤晗

西安文理学院学前教育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　要：随着国家对非遗文化的保护与重视，关中地区非遗文化在教育中的应用逐渐增多。由于关中非遗文化种类繁多以

及幼儿教育的特殊性，目前针对 0-6 岁幼儿对关中非遗文化的认知研究较少。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法探究关中非遗文

化在幼儿园的应用现状，发现目前关中非遗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存在幼儿教师和幼儿对本土关中非遗文化的认知较浅

等问题，并提出建议与措施，以期帮助关中非遗文化更好的在幼儿教育中应用，推动关中非遗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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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中

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也是解决人类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的

历史参考。随着党和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视，地方

优秀传统文化也开始走进研究者和文化传播市场的视野，文

化学者、民俗学者、市场开发等相关方开始围绕民间传统文

化保护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共同探讨地方文化的传承、创

新与发展。

关中地处黄河文明核心区域，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

凭借数千年历史文明，关中积累了深厚底蕴，在交流发展中

融合各地文化元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关中非遗涵盖传统手工艺、民俗表演、民间艺术等

领域，如周至龙灯、凤翔泥塑、关中皮影等。现今科技发展

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让关中非遗文化传承发展面临新的机遇

与挑战。

近年来，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大力度，关中

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的方法手段、内容形式也不断丰富。国内

研究关注地方文化、非遗传承方面学者专家较多，通过阅读

大量的书籍资料，学术专家从文化价值和意义的阐释提炼、

短视频内容和形式创新、媒介事件的策划传播、政府职能的

优化发挥，以及非遗短视频海外传播力与影响力提升等方面

入手，详细介绍了其丰厚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以及保护传

承的意义，多数研究围绕如何与数字化新时代发展特点相结

合。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使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更有效地实施，

既是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探索，也是对数字化时代背景

下文化产业发展的追求。大批非遗传承人如李子柒、山白

等进行线上运营，采集提取非遗艺术元素，利用虚拟仿真

技术打造沉浸式场景，并与线下文创产品设计结合，让人

们体验非遗时感受文化氛围。陕西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的

发祥地，其历史悠久，文化沉淀丰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乡土景观体现出高度的民俗特征，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以

及极强的可塑性。

大体而言，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中，部分

研究也关注到了陕西甚至是关中非遗，但目前专家针对 0-6

岁幼儿对关中非遗文化的认知研究较少。具身认知理论强调

身体及其所处环境共同作为认知活动发生的基础，认知的展

开与发生恰恰在于身体、心智以及环境三者构成认知系统的

自组织生成与涌现，3-6 岁儿童语言能力快速发展、好奇心

和探索欲旺盛，对该阶段幼儿来说，环境是影响认知发展的

重要因素。将非物质文化传承面向幼儿，能营造良好的文化

环境，通过教学等方式吸引幼儿的兴趣，让非遗传承观念融

入幼儿日常生活。

本研究基于具身认知理论，问卷调查以及访谈所得数

据，分析关中非遗文化在幼儿园的应用现状，最后进行讨论

得出相应结论与建议，以期为关中非遗文化在幼儿园的推广

应用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西安市两所幼儿园部分 4-5 岁幼儿，其中

这些幼儿的老师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参与到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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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关中非遗文化在幼儿园的应用现状问卷

本研究自编《关中非遗文化在幼儿园的应用现状问卷

调查》，主要包括基本信息、幼儿教师对关中非遗文化的了

解及关中文化在幼儿园的应用三个维度。

2.2.2 关中非遗文化在幼儿园的应用现状访谈

本研究自编《关中非遗文化在幼儿园的应用现状访谈

提纲》。将视、听、触、嗅、味觉与具身理论结合，精选出

周至龙灯、凤翔泥塑、关中皮影、马勺脸谱、镇殿锣鼓、花

馍六种关中非遗。

2.3 研究程序

研究开始前，向幼儿园班级教师说明本次研究的目的

与内容，呈现研究中使用的问卷与访谈提纲。取得同意后向

教师发放纸质问卷，并向幼儿访谈。

2.4 数据处理

采用问卷星收集数据，将收集的纸质教师问卷录入问

卷星进行分析与处理。用 Excel 软件录入幼儿访谈情况，并

撰写报告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幼儿对关中非遗文化的认知分析

本文对中班幼儿关于关中非遗文化的访谈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以验证并呈现样本整体情况。研究收集了若

干访谈数据，经筛选剔除无效数据后，最终保留有效数据

65-73 份（因不同非遗项目分析时涉及访谈数据总数有别，

但都在此区间）。具体情况如表 1、表 2、表 3 所示：

表 1  殿镇锣鼓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孩 40 61.54%

女孩 25 38.46%

年龄 3 岁 20 30.77%

4 岁 45 69.23%

是否见过 见过 58 89.23%

没见过 7 10.77%

喜好情况 喜欢 50 76.92%

不喜欢 15 23.08%

玩耍意愿 想玩 61 93.85%

不想玩 3 4.62%

不知道 1 1.54%

表 2  马勺脸谱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孩 43 58.90%

女孩 30 41.10%

年龄 4 岁 68 93.15%

5 岁 5 6.85%

是否见过 见过 13 17.81%

没见过 57 78.08%

好像见过 3 4.11%

喜好情况 喜欢 48 65.75%

不喜欢 17 23.29%

不知道 8 10.96%

想玩意愿 想玩 49 67.12%

不想玩 12 16.44%

不知道 12 16.44%

表 3  凤翔泥塑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孩 30 55.56%

女孩 24 44.44%

年龄 4 岁 54 100%

是否见过 见过 13 24.07%

没见过 40 74.07%

好像见过 1 1.85%

是否喜欢 喜欢 38 70.37%

不喜欢 15 27.78%

不知道 1 1.85%

想玩意愿 想玩 40 74.07%

不想玩 13 24.07%

不知道 1 1.85%

分析显示，多数幼儿喜欢凤翔泥塑，也有幼儿因觉得不

好看或害怕而不喜欢。这表明非遗文化引入幼儿园要考虑幼

儿审美和情感接受度，谨慎处理可能让幼儿害怕的元素。此

外，幼儿对关中非遗文化整体认知不深，仅对镇殿锣鼓等普

及度高的项目认知度较高。因此推广非遗文化需加大宣传，

提升幼儿对非遗文化的了解与兴趣。

3.2 幼儿教师对关中非遗文化的认知与应用现状数据分析

3.2.1 幼儿教师对关中非遗文化的认知情况

认知度较高的项目：关中皮影 94.12%，宝鸡凤翔泥

塑 76.47%，花馍 82.35%；认知度较低的项目：周至龙灯

35.29%，镇殿锣鼓 29.41%，马勺脸谱 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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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教师对关中非遗文化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

可能与个人兴趣、教学经验及非遗文化的普及度有关。

3.2.2 教师对幼儿喜好关中非遗文化的判断

94.12% 的教师认为幼儿会喜欢关中非遗文化，但实际

调查发现，部分幼儿对凤翔泥塑等非遗接受度不高。由此可

见，教师判断可能主观片面，可通过调查、访谈了解幼儿真

实想法。这也说明，将非遗引入幼儿园要注重个体差异，用

幼儿喜爱的形式呈现、推广。

3.2.3 关中非遗文化在幼儿园的应用现状

受访者选择带入幼儿园课堂的关中非遗有：皮影、脸谱、

剪纸、花馍、秦腔、殿镇锣鼓，凤翔泥塑等，其中 94.12%

的教师愿意在幼儿园开展关中非遗文化活动。实际情况中，

52.94% 的幼儿园或教师个人已开展过相关活动，70.59% 的

教师认为 5-6 岁幼儿更适合学习关中非遗文化。

4. 讨论与结论

4.1 教师对本土关中文化了解程度较浅

数据显示，64.71% 的教师自认对关中文化略知一二，

35.29% 比较了解。其中 41% 的教师清楚关中地区为西安、

宝鸡、咸阳、渭南、铜川 5 个城市，24% 了解部分地区，

35% 认知有误。可见教师对本土关中文化认知浅、常识模糊。

幼儿教师了解关中文化的渠道较少。主要靠网络新媒体

（88.24%），其次是旅游体验（58.82%）和媒体报道（52.94%），

学校教育占 47.06%，书籍阅读和家人朋友介绍比例较低。

在了解方式上，幼儿教师更倾向实地旅游（82.35%）

和参加文化活动或展览（70.59%），重视亲身体验与互动

学习。线上视频课程（35.29%）和社交媒体传播（47.06%）

比例较低，书籍阅读选择比例最低，反映出受访者更倾向于

动态和互动的学习方式。

在对关中文化在当地的价值中，64.71% 的受访者认为

关中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有一定价值”，35.29% 认为其“价

值很大”。这表明受访者对关中文化的看法普遍积极，同时

也反映出受访者对其深入理解不足。

究其原因，一是部分教师对关中文化内涵、外延认识

不足，了解程度浅；二是部分教师缺乏对“关中文化”整体

概念的认知，仅大概了解文化常识，无法具体阐述整体概念。

4.2 教师对幼儿园应用关中文化持有积极态度

分析显示，94.12% 的受访者认可关中非遗文化作为幼

儿园活动资源，52.94% 开展过关中非遗活动，47.06% 未开

展，说明其应用潜力获广泛认可，多数人态度积极且有实践。

70.59% 的受访者觉得 5-6 岁幼儿更适合学关中非遗文化，

29.41% 选择 4-5 岁，表明受访者普遍认为 5-6 岁幼儿认知

和理解能力更成熟，能够更好地接触和学习关中非遗文化。

关中文化在幼教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但需要加

强其传播和传承的创新性和有效性，提升其在当代社会的影

响力。

4.3 幼儿对关中非遗文化的了解程度不高

据资料显示，89.23% 幼儿表示见过殿镇锣鼓，10.77%

的幼儿没见过；17.81% 的幼儿见过马勺脸谱，78.08% 的幼

儿没见过，4.11% 好像见过；24.07% 的幼儿见过凤翔泥塑，

74.07% 没见过，1.85% 好像见过。

可见幼儿对镇殿锣鼓的认知度和喜好程度较高，教师

对其认知度较低。教师对关中皮影、凤翔泥塑和花馍的认知

度较高，但这些非遗在幼儿中的认知和喜好程度较低。这种

差异或因幼儿生活经验、教师专业背景以及幼儿园非遗宣传

推广力度不同。

展示凤翔泥塑和马勺脸谱时，部分幼儿因觉得不好看

或害怕而不喜欢，说明非遗文化引入幼儿园要考虑幼儿审美

和情感接受度。

5. 关中非遗文化在幼儿园应用的建议

关中非遗是非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

底蕴和独特的艺术价值，美国教育学会所认为，课程应具有

“文化和区域适宜性”，即与儿童所生存的环境与文化相适

应。“非遗”是来自儿童自身民族和区域的优秀文化，所以

“非遗”进入幼儿园课程成为一种必然。需要强调的是，推

广关中非遗并非让幼儿真正学会相关非遗的制作技巧工艺，

而是让他们了解本土的非遗文化，在一日生活中深刻感受本

土文化的魅力。

5.1 结合幼儿的学习特点和兴趣

将非遗文化与幼儿实践教育相结合，用生动的非遗内

容和科学的组织，激发幼儿对非遗的兴趣和探索欲。具身认

知理论具有具身性、情境性、生成性等特征，当幼儿在体验

关中非遗的过程中，其身体和心智是相连且相互影响的，由

此产生对关中非遗的新经验和新认知，为幼儿心里种下一颗

非遗的种子，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5.2 专注关中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创新

在体验关中非遗文化的过程中，幼儿能够接触和了解各



教育探讨７卷 4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73    

种非遗文化。以关中皮影为例，其造型质朴单纯，富于装饰

性，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以充实生动的特点吸引幼儿的兴

趣，通过对关中皮影的展示，讲解非遗传承面临的困境，幼

儿能了解到保护关中皮影的迫切，加深对非遗的文化信念，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5.3 提高幼儿教师对关中地区文化的认识

开展关中非遗文化教学，要求教师具备相关知识储备。

幼儿园应组织教师学习非遗概念、价值及保护意义，使其全

面认识非遗。还应让教师参与非遗项目制作与体验，如请非

遗传承人现场展示、组织参观博物馆、开展技能培训等，增

强教师对非遗技艺的直观感受。教师间还可探讨非遗融入课

堂的有效措施，分享实用方法。通过上述方式充实教师非遗

知识与技能，形成良好教育生态，推动幼儿文化教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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