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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美食文化融入幼儿园教学的思考

◆李万菊　张丽萍

(和政县第二幼儿园, 甘肃 临夏７３１２００)

【摘要】美食活动深受幼儿的喜爱,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融入传统美食文化,既能让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又能呈现出更

多的课堂形态.同时,传统美食文化的融入还能够强化教师对课程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幼儿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

性,使其实现全面发展.这对促进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对传统美食文化融入幼儿园

教学进行探讨.

【关键词】传统美食文化;幼儿园;思考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解读》中明确提出：教师要充分

发挥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为幼儿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

和人力基础。 教师要通过对幼儿的社会生活进行有效培

养，增强幼儿对传统美食文化的尊敬和喜爱，从而为推进新

一轮课程改革创造良好环境。 对于幼儿来说，传统美食文

化是他们较为喜爱的文化形式，所以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兴

趣来挖掘传统美食文化的课程资源。

１　传统美食文化融入幼儿园教学的意义

１．１　培养幼儿味觉

美食能够使幼儿懂得品味食物，感知口味。 美食属于

一种艺术形式，能够让幼儿在品味美食的过程中感知食物的

各种味道、形态以及颜色等。 让幼儿事先接触各种口味和

风格的食物，尝试各种菜式的搭配，既可以发展幼儿的味觉

和感知能力，也有助于增强幼儿对各种食物的适应性。 另

外，幼儿都来自不同的家庭，因此幼儿之间通过相互交流可

以了解不同传统美食文化，从而培养幼儿的味觉。

１．２　传承传统文化

各地的美食文化和特色等各不相同，而这一切都是由历

史与传承所积淀而成的。 比如河南菜、川菜以及粤菜等。

教师可以在日常教学中融入当地的传统美食文化与习俗，使

幼儿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有更深刻的理解与认同。

１．３　启发幼儿创造力

通过在幼儿教育教学中引入传统美食文化，能营造良好

的教育环境，有利于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教师可

以组织幼儿开展“做美食”活动，让幼儿自己动手，做出一

些简易的传统美食，如酿皮子、甜麦子以及啤特果等，从而

爱上制作美食的过程，体验其中的乐趣。 通过亲手制作传

统美食，幼儿不但能够认识美食的制作原料、方法以及食材

的组合方式，还能够锻炼幼儿的动手能力与创造能力，让幼

儿体验制作传统美食的快乐感与满足感。

１．４　保障营养和健康

幼儿园的食谱应能够保证幼儿的营养全面。 教师要全

面掌握幼儿每日所需热量比例，了解保证幼儿饮食健康和营

养的方法。 在配餐方面，幼儿园要按照幼儿的年龄和生长

发育规律进行合理搭配，做到营养丰富与均衡，同时要注意

控制油、盐、糖的摄入。 由此，就能够在重视幼儿营养口

味需要的前提下，为幼儿形成健康饮食习惯奠定基础，从而

保障幼儿饮食的营养与健康。

１．５　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传统美食文化是一种极具包容性和创造性的文化，能够

与各学科有机融合，从而丰富课程内容，提高幼儿的学习兴

趣。 教师可以将绘画、科学等不同的课程元素结合起来，

从不同视角来设计传统美食文化的融入方式，如制作河州包

子可以让幼儿了解当地面食文化，并认知食材搭配，学会烹

饪技能，体验其中的快乐，同时也能够让幼儿了解当地的传

统美食文化和习俗。

１．６　培养幼儿社交能力

“一团饭”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拉近人们之间的

距离和增进情感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在幼儿一日

生活中，幼儿团体就餐，能够增进幼儿之间的友情，同时也

能够锻炼幼儿的交流与表达能力。 通过相互交流，幼儿可

以了解到同伴的饮食习惯、用餐礼仪等，从而发展自身的包

容心，学会向他人学习的优良品质，从而培养幼儿的社交

能力。

２　传统美食文化融入幼儿园教学的原则

首先，安全性。 幼儿早期并没有较强的判断力和敏锐

的洞察力来规避风险，因此，在将传统美食文化与教育教学

相结合时，教师应重视安全性问题，根据幼儿的具体特点，

尽量不选用较小、较硬的食物。 在烹饪活动中，所使用的

工具也要以安全为前提，充分保证传统美食文化融入工作的

安全性。 其次，兴趣性。 在开展美食活动时，教师应根据

幼儿喜欢的美食来进行，以此来激发幼儿的参与热情，从而



基础教育

２０２３．３２　前卫　 １２７　　

提高传统美食文化在幼儿园教学中的融入程度。 最后，契

合度。 在传统美食文化的选择上，教师要充分把握好美食

活动与幼儿年龄特点的契合度，尽量不让幼儿产生不习惯的

感觉。 另外，传统美食文化应尽量接近幼儿的实际生活，

从而符合幼儿的接受程度。

３　传统美食文化融入幼儿园教学的有效策略

３．１　从了解入手，助力幼儿热爱美食

无论是大人还是幼儿，都会因了解而更加热爱生活。

为培养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怀，幼儿园可以以美食作为了解的

载体，为幼儿的这份热爱添砖加瓦。 首先，教师要根据幼

儿园的实际情况为幼儿创设美食环境，在幼儿园内创造出浓

厚的传统美食文化氛围，并在幼儿每日入园经过的主题墙、

文化长廊等区域布置主题鲜明、色彩鲜艳的美食图片。 幼

儿园可以根据传统建筑创造独特的传统美食文化区域，如仿

古的招牌、逼真的游戏道具等，彰显幼儿园的特色。 由

此，幼儿可以兴致勃勃地对着墙壁上的美食图片展示自己的

美食知识，并说出自己最喜欢的美食，由此教师就可以确定

幼儿对传统美食的了解和热爱情况。 其次，在班级日常活

动中也要注重传统美食文化的融入。 如在为幼儿讲解传统

节日时，不仅要给幼儿讲解节气的食品名称，还要为幼儿讲

解美食的制作原料和过程，还可以把与传统美食有关的历史

典故或神话传说介绍给学生，如东坡肉、满汉全席等。 总

的来说，从了解到喜爱，教师应注重知识的融入、氛围的渲

染、兴趣的引导，让幼儿始终处于传统特色美食文化的氛

围中。

３．２　构建教学环境，感知传统美食文化

在幼儿园时期，幼儿更多地是通过视觉和听觉等感官来

感受传统美食文化，因此，在将其与幼儿园教育教学相结合

时，教师应重视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着重通过氛围和环境

来加强幼儿对当地传统美食文化的认识，并构建文化环境。

具体内容有：设计班级墙和主题墙，重点是把传统美食文化

用图片或小故事的形式融合到班级中，让幼儿在此环境中感

受传统美食文化的特点。 在制作墙壁装饰时，教师应根据

当地的传统美食文化，征集幼儿提出的建议，并引导幼儿自

主设计班级墙和主题墙。 从而让幼儿深度理解传统美食文

化。 另外，教师也可以给幼儿讲解传统美食背后的故事，

让幼儿对传统美食文化的含义有更深的认识，从而实现传统

美食文化的融入意义，为培养幼儿对传统美食文化的热爱提

供有利条件。 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河州包

子”，把重点放在给幼儿讲解馅料的制作上，以激发幼儿对

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增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

３．３　挖掘美食文化资源，融入幼儿园教育课程

教育要体现出地区文化特色与精神，体现出传统文化的

特色。 在开发课程资源时，教师可以将当地人文资源、本

土文化资源以及非遗传承资源等结合起来，从不同视角对传

统美食文化进行挖掘和使用，从而构建出生活化、适宜化以

及可操作化的美食课程体系。 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把本地

的传统美食文化融入幼儿园主题教育活动中，并在探究中逐

渐形成全新的课程体系。 比如，将幼儿园的附近居民邀请

到园区内与幼儿共同制作当地传统美食，把美食“搬”到幼

儿园。 不仅可以制作酿皮子、甜麦子，而且还可以制作啤

特果和河州包子，让幼儿能够在品尝美味食物的同时，体验

到当地的传统美食文化。 同时，引导幼儿亲身体验不同的

传统美食文化，进而培养幼儿对当地传统美食的浓厚兴趣。

生活与教育密不可分，通过此种方式，让教学融入生活，既

能充实幼儿园主题活动的教育教学内容，又能反映出对美食

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水平，从而让幼儿的多元智能得到更好的

发展。

３．４　遵循发展性原则，贴近幼儿实际生活

知识来源于自然和社会，所以幼儿园教学应充分体现民

族性和地域性。 教师要主动发挥自身才能和主观能动性，

发掘和利用地方特有的传统美食文化资源，让幼儿在接受传

统文化熏陶的同时，提高对生活、自然以及社会的感知能

力，持续充实自身的生活经验。 教师应集中智慧，发掘当

地美食资源，制定和建设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幼儿园课

程。 在建构课程的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当前素质教育对幼

儿园教育教学的具体需求，根据幼儿园实际条件，将美食文

化资源与课程内容进行合理融合，使之符合幼儿的兴趣和认

知水平，从而创设出有利于幼儿发展的教学活动。 在传统

美食文化的融入中，教师也可以利用传统美食文化来滋润幼

儿的精神世界，让幼儿不仅能够拥有传统文化情感，还能够

将传统美食文化进行传承，从而促进我国传统美食文化的

发展。

３．５　就地取材，丰富美食文化活动融入形式

在发掘当地传统美食文化资源时，教师要把能够形成体

系的课程作为落脚点，不仅要从整体发展的视角去发掘传统

美食，还要通过迁移、应用以及整合的方式，将美食文化资

源变成适合幼儿学习的课程。 在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面

前，教师可以就地取材，所获取到的资源不但要形式多样，

而且要内容丰富，能够与幼儿的实际生活相联系。 同时，

教师要以极具当地特色的传统美食文化为出发点，深度发掘

美食文化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价值，构建符合幼儿需要，

且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课程内容，并确定课程的结构和内

容。 例如，将甘肃和政县传统美食文化的多种资源与幼儿

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有机联系起来，建立特色美食、

节日传统美食等研究范畴，并在师生的共同参与下，持续开

展寻找、制作以及品味美食等活动。 同时，还可以邀请本

地烹饪大师到幼儿园开展进行“传统美食现场秀”活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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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亲身体验传统美食的制作方法。 在此期间，教师应将

美食制作所需的材料及工具事先准备好。 在活动中，可以

让烹饪师亲自指导幼儿制作食物，让幼儿参与到烹饪的全过

程中，从而体验制作传统美食的乐趣。 此外，还可以通过

唱歌、绘画等多种方式，让幼儿形成传承传统美食文化的意

识，从而丰富美食文化活动融入形式。

３．６　利用社区和家长资源，开展亲子共育活动

家庭是幼儿日常生活的重要环境，因此对传统食文化的

融入，不仅是幼儿园的重要任务，还应得到家长的大力支持

和合作，把传统美食文化融入幼儿的日常生活之中。 所

以，教师要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主动与幼儿家长和

社区合作，达到优势互补的目的，从而形成教育合力，让幼

儿在制作食物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体验，同时也能够让幼儿

综合能力得到发展。 在二者融合的过程中，教师要把传统

美食文化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通过家园合作，使幼儿在学

习中获得更多的快乐。 教师可以在园内举行传统美食节，

让幼儿和家长在主动投入中体验到合作交流的乐趣，从而提

高幼儿的实践能力，增进亲子情感和家园情感，让幼儿在互

动中体验和品尝各类特色小吃，增进幼儿对传统美食文化的

理解，并体会到不同美食的多样化和差异化，让幼儿学会珍

惜食物，懂得分享美食。 也可以充分运用亲子开放日，让

家长参与传统美食文化展览活动，让家长和幼儿共同观赏美

食的制作过程，从而强化传统美食文化在幼儿园教学中的融

入效果。 此外，还可以组织幼儿和家长一起制作美食，激

发幼儿制作兴趣与热情，从而为幼儿的综合发展奠定基础。

３．７　注重反思总结，最终回归幼儿生活

在开展传统美食文化的实践教学中，教师要适时对融入

方式进行剖析，思考实践教学中的缺点与问题，并以此为基

础，对其进行讨论和梳理，制定出更合理、更符合幼儿实际

情况的美食文化主题方案。 并与活动内容相联系，思考环

境的创建与家庭和社会的资源是否被充分利用、采取的活动

形式是否合适、课程倡导的文化精神是否被充分体现出来。

通过对实践活动的反思与归纳，能够为该活动的开展奠定理

论基础。 教师要以发展视角来审视传统美食文化在幼儿园

教学中的融合，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容、转移以及重组，

或者在超出原有内容范围的基础上，与幼儿的兴趣爱好相融

合，持续创造出满足幼儿发展需要的各类活动，从而让传统

美食文化的融入更具教育意义。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正在逐渐融入传统美食

文化，为幼儿园教育教学带来了活力与生机。 教师应主动

引导幼儿去了解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各种美食，并充分尊

重传统文化，培养幼儿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与此同时，教

师应为幼儿构建轻松愉快的环境，让幼儿在良好的环境下学

习传统文化和美食，并将热爱家乡的情感潜移默化地融入教

学中，从而培养幼儿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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