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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雷港乡土资源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的整合运用

研究指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古雷港乡土资源，结合本园的实

际,为幼儿创设自主环境，开展形式多样的、具有乡土特色的

区域活动，让幼儿了解家乡、让家乡的本土文化走进他们幼小

的心灵，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萌发爱家乡的情感，促进幼儿

园区域活动的本土化、特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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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新建古雷港石化基地和漳州人民“再造一个漳州”的

梦想，古雷人搬迁到政府安排的安置点———古雷港，诠释可敬

可贵的“古雷精神”。作为一所与古雷港共同新建、应古雷发展

大局应运而生的幼儿园，我们希望幼儿了解自己的家乡，让家

乡的本土文化走进他们幼小的心灵。
一、精心筛选，选择合适的古雷港乡土资源

搬迁前古雷镇位于福建省漳浦县南端的古雷半岛上。 三

面临海，辖区包括整个古雷半岛及附近海域、岛礁。 经济以渔

业为主，农业辅之。 渔业以海水和滩涂养殖为主，海洋捕捞为

次，其中，养殖种类有鲍鱼、扇贝、牡蛎、对虾、花 蛤、泥 蚶、海

带、紫菜、羊栖藻等，鲍鱼养殖业是古雷的支柱产业，捕捞品种

有剑虾、虾姑、鳗鱼、梭子蟹、丁香鱼、石斑鱼和巴浪鱼等经济

鱼；农业多种植适合沙壤的芦笋、葱、蒜、番薯、花生等。全镇辖

13 个 行 政 村，搬 迁 前 人 口 近 4 万 人，是 个 风 景 秀 丽、物 产 丰

富、民风淳朴的渔港小镇。
课题组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深入民间生活、访问乡贤、观

察民间庆典等多渠道调查了解古雷港的各类乡土资源后，研

讨筛选出易于幼儿理解并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资源： 古雷的

特产资源如鲍鱼、扇贝、牡蛎等；古雷的自然景观、建筑如莱市

列岛、古雷码头、民俗园等；古雷港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如渔家

生活、农家生活等。
二、因地制宜，创设丰富多样的特色区域

课题组根据筛选出来的易于幼儿理解并适合幼儿身心发

展古雷港乡土资源，结合幼儿园的户内、外空间，研讨不同年

龄段、不同区域的投放、设置要求，创设丰富多彩的、形式多样

的、具有乡土特色的区域活动，打造海岛风情的特色乐园。
1.班级特色区创设：各班根据幼儿在区域活动实施过程

中的个性方面的表现，自行在班级创设至少一个特色区域，把

本土资源融入班级区域中。

2.廊道公共特色区创设：我园 1-3 楼各年段均拥有长 25
米、宽 6 米的公共廊道，我们根据各年龄段幼儿特点、兴趣，分

别创设大班段的“讨海娃乐乐小镇”、中班段的“讨海娃工艺长

廊”、小班段的“讨海娃之家”，供同年段幼儿轮流游戏。 其中，

“讨海娃乐乐小镇”包括“乐乐小镇旅游公司”“海边小镇”“海

产烧烤”“古雷工艺坊”“农村信用社”“古雷港快递公司” 等；
“讨海娃工艺长廊”包括“洗贝壳”“分贝壳”“贝壳魔术坊”“海

带坊”等；“讨海娃之家”包括“鲍鲍家”“浪浪家”“贝贝家”“虾

虾家”。

3.户外特色区创设：在后操场绿地创设展现古雷农家生

活的特色区“农家乐”，包括“小古家”“小雷家”“地瓜乐”“洗衣

坊”“养猪场”“养鸡场”“小兔之家”“小菜园”等；在前操场沙池

一角创设展现古雷 渔 家 生 活 的 特 色 区“渔 家 乐”，包 括“鲍 鱼

排”“海岛俱乐部”“海岛鲍鱼城”“紫菜坊”等；在前操场旗台一

角创设展现古雷女民兵生活的特色区“我是小民兵”，包括“小

小民兵营”“战地医院”“靶场”“生产队”等。
三、大胆放手，支持幼儿自主游戏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园教育应充分尊重

幼儿作为学习主体的经验和体验， 尊重他们身心发展的规律

和学习特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引导他们在与环境的积极相

互作用中得到发展”，所以，我们在根据幼儿园场地、不同年龄

段、不同区域的投放、设置要求创设特色区时，积极做好以下

准备工作：
1.通过影片《海霞》、幼儿访问家中长辈、原古雷下垵女民

兵到园演讲等活动丰富幼儿游戏经验及准备。
2.幼儿与家长积极参与特色区的创建策划及材料收集。
3.幼儿自主设计游戏活动及情节。
4.鼓励幼儿自己解决游戏中的问题与难题。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做的是支持幼儿的想法、与幼儿合作

创设游戏、引导幼儿正确解决问题，观察、记录幼儿的游戏表

现以解读幼儿，以更好地支持、引导幼儿。
恩格斯说“只有热爱家乡，才能热爱祖国”，而作为从古雷

搬迁到新港城的新一代，了解家乡的过去，铭记长辈们为了大

义、为了他们付出的努力十分有必要。乡土资源作为一种新型

的教育资源， 值得我们用心挖掘和利用， 幼儿园应从实际出

发，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乡土资源，开展丰富多彩而又具有本

土特色的各种活动，创设自主、探索、实践、创造、愉悦的环境，
使幼儿在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感受，得到充分、和谐的发展，
激发幼儿作为家乡的小主人的责任担当，孝亲敬长，有感恩之

心，树立愿意为家乡、祖国发展进步而努力的愿望和信念， 同

时，也为幼儿园课程特色化、本土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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