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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当今的教育来说，直接从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现状出发，力图从教育目标、教育内
容、课程等诸方面进行改革，将民族传统文化融人课程体系或将其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融入学校或幼
儿园课程之中，以期使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登堂人室，成为制度性教育体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
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面临的挑战。
一个民族的文化若不能为年轻一代所接受和传承，复兴只能是天方夜谭。
特别是幼儿教育阶段，是一个人成长的基础阶段，幼儿期的教育影响人发展的终身。
若中华民族的传承忽略了这一阶段的儿童，则无后续的持久的生命力；反之，则民族大业的基石更为
稳固。

而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根本性的、源头性的文化资源宝库，亦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异常重要的文化符号。
从今天的文化学、民俗学、文学、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众多研究成果来看，民间文化于儿童来说是
有着内在的精神共鸣的，是能够为幼儿园的儿童所接受的。
因此，如何将民间文化这种重要的文化内容融人制度化的教育体系是值得深思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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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姗泽，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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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3年于西南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学位，2004年1月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曾多次主研或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等高级别科研课题研究，并在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
编或参编多本专著、高等学校课程教材。
主要研究领域为学前儿童游戏与幼儿园课程、教育人类学、民族文化与教育等。
　　　　赵淑芳，1982年出生于云南省江川县。
2004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2004—2007年在云南省红河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2007
年考入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师从李姗泽教授，2010年毕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现为云南省红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主要教授课程为《幼儿园课程》、《学前卫生学》、《幼儿
美术》等。
研究方向为游戏与幼儿园课程、民族民间文化与儿童教育，致力于民间文化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儿
童的民族文化生成与转换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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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可以从民间工艺在艺术中所占的地位来理解。
张道一早就指出过民间艺术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和母体。
有研究者举例说明了这个论断，如周清所说：“陈洪绶的线描，石涛、八大山人、齐白石的写意，林
风眠的水墨与西画的合璧，都是不同程度地吸收民间美术的气质、题材、民瓷绘画及年画剪纸等而形
成的独树一帜的创造。
再看国外，西方大艺术家布鲁盖尔、高更、毕加索、马蒂斯、卢梭等，也都无不因吸收民间艺术而名
噪于世。
”　　2.民间工艺与教育相结合的途径　　中小学阶段与大学阶段各表现出不同的结合方式。
　　在中小学，民间工艺一般是作为民族民间文化或地方文化资源的一个部分纳入学校教育领域的。
李姗泽教授认为：“在卡西尔看来，文化就是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
对少数民族来说，符号系统是民族文化的独特层面，这种符号是民族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所共同认同
的。
少数民族学校课程应将少数民族独特文化符号的了解、识别、认同、记忆和应用的相关内容纳入学校
课程体系中，成为其中重要的课程资源。
”目前全国各地中小学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学校非常重视将民族民间文化、地方文化纳入学校教育体系
，如贵州省为此召开了专门的省级现场会，由省教育厅下发文件，并在多个县开展了民族民间文化教
育。
　　大学教育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对民间工艺的运用多涉及专业的设置与课程建设问题。
如中央美术学院原民间美术研究室在国内高校率先创建并完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研究为主旨的新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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