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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类优秀传统文化，一

般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积淀的相关历

史遗迹、遗址、纪念馆、文物、习俗以及附在其上的爱国

主义、爱岗敬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精神。淮海战役

相关的红色文化资源就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应用价值。其包

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学、艺术、思想领域的素材和资源 [1]。

其中与艺术相关素材对于各年龄阶段的美术教育就具有丰

富的实践意义。

美术教育在幼儿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对

幼儿在空间思维、动手能力、创造意识的培养具有特定的

作用。淮海战役红色文化的融入能提升和丰富美术教育在

这些方面的作用，具体可以从幼儿美术教育的鉴赏、创作、

环境创设、新媒体运用、校本图书开发等途径着手，将红

色文化和精神融入到幼儿美术教育中。

美术鉴赏是运用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知识对美

术作品进行感受、体验、联想、分析和判断，获得审美享受，

并理解美术作品与现象的活动 [2]。美术鉴赏涉及视觉感知、

想象判断以及情感体验等多个方面，这些都是幼儿需要得

到培养和提升的能力。淮海战役红色文化中的雕塑、绘画、

图片、音像资料等都可以用于幼儿的美术鉴赏，如对于低

龄儿童，可以让其了解雕塑、绘画中的色彩、基本的形状，

通过参观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了解塔的形状，了解立体

形状的构成；对于年龄稍大的幼儿，则可以通过参观各类

绘画作品，了解绘画种类以及绘画创作的材料、材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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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等基本美术知识，还可以在赏析绘画色彩、内容等基础

上了解线条、空间比例等相对复杂的美术知识。

“幼儿从 4岁开始，精细动作技能已开始发展，主要

表现在儿童的手部上，同时这一时期儿童的观察力、想象力

等也都能发展起来 [3]。”因此，幼儿美术教育的手工制作类

课程能够锻炼学生的精细动作能力，而淮海战役红色文化中

的剪纸、泥塑等工艺作品都可以吸收用于幼儿手工教学，可

以根据幼儿年龄的不同，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手工制作教学，

如低龄儿童可以让学生模仿淮海战役纪念馆中军民鱼水情

的各种泥塑作品，学会磨盘、房屋、人、树木等基础形象的

制作，让幼儿充分理解圆柱、球形、立方体等形状的基本概

念和制作，对于年龄较大的幼儿，可以基于淮海战役展示的

武器装备进行创作，可以用铁丝进行基本武器简易形态的制

作，这样可以锻炼学生对线条的理解，挖掘幼儿绝大的学习

潜能，激发起学习兴趣，

儿童画是幼儿美术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儿童表达美

术感受的重要途径，是儿童沟通现实和理想的桥梁 [4]。淮海

战役红色文化中包括的战斗场面、支前场面等都可以作为学

生绘画的主题和素材。儿童画在形态、线条、色彩等方面有

其独有的夸张、浓烈等特点，而红色文化资源中的美术素材

在色彩和创作方面也具备这些特点，因此，两者可以相互结

合，有助于儿童画创作素材和内容的丰富，也利于从小培养

儿童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情怀。对于低龄儿童，可以采用

填涂淮海战役人物形象、武器装备等进行教学，可以鼓励

幼儿采用红色等纯度较高的颜色来表现，大胆使用对比色，

帮助他们感受色彩的简单层次，并使学生感受革命年代的色

彩表现特点；对于具备独立绘画能力的儿童，可以通过简笔

画的方式进行线条教学，尤其对淮海战役中的人物形象和

故事，用简单的线条表现，这既符合儿童学习的接受规律，

也使学生能够了解淮海战役所蕴含的精神。实际上，儿童画

创作看似没有规律，却是儿童自我认知的表述，对于年龄稍

大的幼儿，可以尝试在幼儿创作作品的基础上，让幼儿进行

解读，既能够增强儿童对绘画的理解，又能够让儿童感触到

七十多年前淮海战役留下的精神力量。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环境是重要的

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

发展 [5]。”为幼儿教育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注重幼儿学习

的方式和特点，将环境与幼儿的教育、发展相结合已经成为

大家的共识。目前幼儿园的教学环境大多模式化、同质化，

而满足教学所需的环境创设应该是动态的。因此，可以多引

入本土文化和特色文化进行环境创设，其中红色文化大多具

有地域特点，可以作为环境创设的素材和思路来源，淮海战

役发生在淮海地区，当地的幼儿园就可以吸收其中的革命元

素 .例如，可以以淮海战役为主题，进行区域角、主题墙的

创作，利用幼儿进行的相关创作作品进行装点，玩具活动区

也可以将学生创作的淮海战役相关的手工作品进行展示，使

幼儿能够看到自己的作品，提升幼儿的创作自豪感和学习美

术课程的兴趣，同时也能够潜移默化地将热爱祖国、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授给幼儿，在幼儿心中种下红色的种

子，奠定红色革命精神传承的起点。

目前，幼儿园都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可以顺利

开展多媒体教学，通过合理的设计与选择，实现传统教具无

法替代的教育功能。幼儿多媒体教学主要包括教师、学生、

素材、多媒体设备四个要素，其中教师是主导、构建课程的

组织者，学生是教学的主体，素材和设备则是外在是物质基

础，四者缺一不可，为了帮助学生了解红色文化和本土的历

史故事，淮海地区的幼儿教学机构可以吸收淮海战役红色文

化中的部分元素作为多媒体教学的素材。淮海战役过程中发

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如淮海战役中支前群众使用的独轮

车，现在的学生已经很难见到这种独轮车，如果单纯用图片

或者文字来表述，幼儿很难理解，如果能够用图片、动画结

合的动态方式给学生展示，则能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也能

够更为形象地帮助幼儿理解当时的艰难，有利于红色精神在

幼儿教学中的传播。

近年，校本教材开发成为幼儿园教学改革的热点，其

中“绘本”类幼儿自制图书的制作和开发成为重点。绘本是

近年来儿童图书的主要类型，这类图书既有图片又有适量的

文字，相较单纯文字而言，更易于被幼儿接受，实现了艺术

性和文学性的融合，也能够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目前绘本

中其他国家翻译、中国传统故事占主导地位，以本土文化和

红色文化为内容的绘本很少，因此幼儿园可以把握校本教材

开发的机遇，淮海地区的幼儿园可以充分利用淮海战役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绘本的开发，也可以让学生参与绘本的

制作。如淮海战役中“十人桥”的故事，淮海战役中十位勇

士用肩膀扛着木梯保证部队渡河，这个故事能够通过图片和

文字很好地展现当年的战斗场面。淮海战役中的很多故事都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生动地展现给幼儿，对幼儿的心灵成长具

（下转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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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培训，等等，都可以融入日语专业课的思政元素 [3]。

“课程思政”不是把专业课内容和思想政治课内容简

单叠加，需要专业教师把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每门专业课

程都含有思政元素，但这些思政元素多存在于专业知识点的

背后，隐含在学科理论的深处，需要教师去挖掘并加工用于

教学。如何挖掘、加工、使用这些隐形的思政资源对教师是

一个挑战。专业教师要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立德修身，潜心

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

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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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可估量的正确引导作用。

淮海战役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也是淮海地区本

土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鉴赏、手工制作、儿童画、环

境创设、多媒体素材制作、绘本图书开发等课程和途径实现

其在幼儿美术教育中的应用，不仅能够丰富幼儿美术教育的

资源，也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为幼儿心中种下红色

精神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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