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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结晶，在道德教育工作

中有着重要的引领价值和辅助作用。基于此，本研究开展了一项准实验研究，对以佛山非遗为核心资源的幼儿

园德育课程（本文简称为“童趣非遗”德育课程）进行效果验证，结果发现相较于对照组幼儿，实验组的幼儿

其道德情绪识别能力和助人行为有显著的提升，该结果表明“童趣非遗”德育课程有利于提升幼儿的道德水

平。为进一步扩展非遗资源在德育课程中的应用，幼儿园首先应当积极挖掘非遗资源的教育价值，在课程实施

过程中营造良好的内隐学习环境，并且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和民间资源，增强幼儿在非遗文化情境中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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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非遗资源促进幼儿道德发展的
实证研究

学前教育阶段是幼儿从生物人转向社会人的重要

阶段。在该阶段中，幼儿逐步建立自我意识，学习社会

要求，掌握社会规范，逐步习得道德[1]。“人生百年，

立于幼学”，从幼儿期开始进行“品德启蒙”教育，注

重培养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已成学界共识。

 已有研究对非遗与道德教育之间的实施路径进行

了探讨，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2][3]，少

有立足幼儿发展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未见有

关非遗资源在德育课程中应用的实证支持，更多的是

对非遗资源价值的理论阐述[4]。基于此，本研究通过

教育实验，来检验非遗资源在德育课程中对幼儿道德

水平的促进作用。

一、利用非遗资源促进幼儿道德发展的教育
实验

本研究于佛山市开展。据2022年3月统计，佛山

市现拥有市级非遗项目131 个、省级非遗项目54 项、

国家级非遗项目15项，丰富的非遗项目为“童趣非

遗”德育课程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支持。研究选

取了佛山市两所保教质量、园所等级、园所类型相近

的幼儿园进行准实验研究。按照分层抽样的方式，随

机选取了125名幼儿参与，其中实验组65名（女童占

53.8%，小中大班比例为3.8∶3.1∶3.1），对照组60名

（女童占50.0%，小中大班比例为3.6∶3.2∶3.2）。研

究于学期中进行前测，在学期末进行后测。测量时分

别记录幼儿的个体信息以便配对两次数据。同时为了

排除家庭因素对本研究产生的影响，在研究正式开始

之前对幼儿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要抚养者的教养

方式进行测量，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本次分析。

（一）研究工具与程序

幼儿的道德水平主要通过道德情绪辨别能力和助

人行为水平进行测量，中大班幼儿的情绪辨别能力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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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Denham设计的木偶游戏[5]、小班幼儿的情绪辨别能

力采用Pon的情绪理解游戏[6]，全体幼儿的助人行为水

平则采用Saleem等人设计的助人行为测验[7]进行测量。

小班的情绪辨别能力测量过程如下：研究人员向

幼儿讲述两个情境故事，过程中会向幼儿展示描绘故事

情境的图片，以便幼儿理解。图片中主人公的表情留

白，并在下方提供四种情绪图片，分别为开心、伤心、

愤怒和无所谓。例如，故事中的幼儿在没有大人允许的

情况下偷吃了零食，且未告知大人实情，此时询问幼儿

故事中的主人公应该表现什么情绪。当幼儿正确回答时

记1分，错答不得分，整个测验满分为2分。

中大班的情绪辨别能力测量过程如下：研究人员

首先向幼儿随机呈现自豪、内疚、尴尬、羞耻四种情

绪图片，并告知幼儿每一张图片所代表的情绪名称，

确定幼儿认识并记住图片后，随机说出一种情绪，让

幼儿指出该情绪所对应的图片，幼儿能够全部指认正

确后再进入正式的道德情绪理解任务。情绪理解任务

要求幼儿指认出8个不同的道德情绪故事中，故事主

人公的道德情绪（测试阶段的每种情绪各有两个故

事）。当幼儿正确指认时记1分，错答不得分，8个情

绪故事共计8分。

助人行为测验则是在幼儿进行上一个测验过后，

研究人员假装膝盖不小心撞到了桌角，然后一只手捂

着膝盖，做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并且发出痛苦的呻

吟声，观察幼儿的反应。此过程为2分钟，每30秒记

为一个阶段，依据幼儿给予的安慰情况，从“1分—

完全没有安慰”到“5分—高质量安慰”分别进行打

分，分值越高表明幼儿的助人行为水平越高。

研究程序分为数据采集与数据编码两个部分。在

数据采集时，幼儿首先被熟悉的教师带入安静的教

室，研究人员提前在教室中准备好相应的实验材料，

并架好摄像机记录整个实验过程，以便后续验证数据

的有效性。无关人员站在幼儿看不见的地方观察，

只留下与幼儿互动的实验者，等幼儿完成一系列测查

后，由教师带幼儿返回自己的教室。在进行数据编码

时，先对所有评分者进行2次编码培训，并对3~7名幼

儿的行为录像进行评分练习。完成培训后由两位评分

者对本次数据进行独立编码，汇总数据时对产生歧义

的分数进行商讨，直至评分者之间无观点上的分歧。

在研究干预上，对照园按照常规课程进行，实验

组教师则每周参与一次线上教学研讨，学习及回顾如

何将非遗资源与德育课程内容相结合。教师在实施教

学的过程中，主要以集体教学活动来展开非遗课程，

如手工活动，角色扮演等，每周2~3次，活动中鼓励

幼儿思考每项非遗活动的内容与意义。除此之外每学

期有一次外出参观文化馆及非遗传承人入园交流的活

动，保证幼儿能够直观接触到非遗资源。

（二）研究结果

本研究利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对两组幼儿的道

德水平变化进行测量，其中组别（实验组、对照组）

为被试间变量，测量时间点（前测、后测）为被试

内变量，幼儿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长的教养方

式为控制变量，幼儿的道德情绪识别和助人行为为

因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在道德情绪识别上，组别

主效应不显著（F=0.032，p=0.858），测量时间点主

效应不显著（F=0.006，p=0.940），但两者的交互效

应显著（F=6.601，p=0.012），表明不同组在情绪识

别能力的增长上存在差异。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

明，对于实验组而言，后测分数要显著大于前测分数

（F=7.138，p=0.009），但在对照组上，前后测分数

变化不明显（F=0.940，p=0.335）。该结果表明，相

较于传统课程的幼儿园而言，利用非遗资源开展教育

的幼儿园其幼儿的道德情绪识别能力提升明显。

在助人行为上，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338，

p=0.250），测量时间点主效应不显著（F=0.187，

p=0.666），但两者的交互效应显著（F=8.068，

p=0.006），表明不同组在助人能力的增长上存在差异。

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对于实验组而言，后测分数

要显著大于前测分数（F=20.359，p<0.001），但在对照

组上，前后测分数变化不明显（F=0.433，p=0.512）。

该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课程的幼儿园而言，利用非遗

资源开展教育的幼儿园其幼儿的助人行为提升明显。

总体而言，本研究发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幼儿

园德育课程的辅助资源，能有效提升幼儿的道德水平。

二、利用非遗资源促进幼儿道德发展的讨论
和建议

本研究通过教育实验，验证非遗资源在幼儿德育

课程中的积极作用。结果表明，在幼儿园德育课程中

引入非遗资源，对幼儿的道德发展是积极有效的。非

遗资源之所以能够有效提高幼儿的道德发展，一方面

是由于幼儿阶段的道德学习存在从他性和情境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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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具体的情境或事物能够帮助幼儿习得外界的道德

要求，而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幼儿的生活，有

利于幼儿将道德规范与过往的生活经验相连接，从而

帮助幼儿建立起良好的道德水平；另一方面，非遗资

源是构成传统文化中的典型代表，其所蕴含的文化价

值契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特别是其中的道

德教育观，强调个体始终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追求社会取向的自我，如家人的团聚活动、集体的祈

福活动等，都有利于培养幼儿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

因此，幼儿园应该积极探索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将其作为宝贵的资源结合到课程中去。

首先，幼儿园应提升教师的道德启蒙教育的敏感

性。开展学前儿童价值观启蒙，必然要求有一支具有

价值观教育敏感性，能够及时把握道德启蒙教育契机

的教师队伍。以佛山为例，当地的赛龙舟等竞技类活

动蕴含自强不息、勤劳勇敢、英雄无畏的民族精神；

龙舟说唱活动折射出扶危济困、抑恶扬善、乐善好施

的人文情怀；醒狮、舞龙等民间游艺类活动蕴含团

结、友爱、奋进精神；海天酱油、盲公饼等老字号传

承人展示着童叟无欺、诚实守信的为商之道。只有通

过积极的探索与深入的归纳，教育工作者才能了解到

非遗中涵盖的主流价值,可以与幼儿道德情感、道德认

知等能力一一结合起来，发挥其德育的整体功能。只

有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宝贵智慧及崇高的

价值追求，教师才能够清晰地了解如何将其运用到幼

儿的道德教育中去。

其次，创设真实情境，建立欣赏视角。生活德育

理论强调创设道德体验环境。德育环境包括物理环

境、心理环境、人文环境等多个层面，对人的成长起

着潜移默化的作用[9]。幼儿园应突显出本地非遗文化

的特色，鼓励幼儿将自己绘画、制作的非遗作品在幼

儿园的过廊和主题墙上展示，幼儿园各班可结合本班

正在开展的主题活动，创设各具非遗特色的区域，这

样就能够让幼儿多感官、多方位地接触到本土文化艺

术，充分丰富其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让幼儿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熏陶和浸染，促进个体生命的自由成长，

达到品德习惯的自然养成。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充分

发挥“非遗”环境的育人作用[10]。

再次，重视亲身体验，增加直接经验。利用当地

文化场域资源，为幼儿提供能随时参观和获取直接经

验的平台，感受文化魅力，提高幼儿欣赏美的能力。

幼儿的道德学习具有模仿性，幼儿园应帮助幼儿

树立榜样，挖掘非遗传承的精神。如通过非遗传承人

讲励志故事、非遗文化的精髓简介，以及身体力行的

示范等，以文化育人、文化浸染方式激发幼儿爱集

体、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同时，重视道德教育中

“情感”的作用，发挥情感的内驱力和催化剂作用，

鼓励肯定幼儿的发现与良好行为表现，让幼儿在践行

良好品德行为的过程中收获快乐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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