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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饮食视角下海南清补凉课程资源本土饮食视角下海南清补凉课程资源
开发实践开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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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基于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本研究以《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社会文化适应”
核心素养为指引，聚焦海南传统饮食符号“清补凉”，以海南某省级示范幼儿园作为研究基地，
开展 18 个月的实地研究，通过行动研究法构建“环境 - 活动 - 课程 - 评价”四位一体的文化传
承生态系统，形成了包含三个层级的课程实施框架：创设“五感沉浸式”文化场域（融入 AR 技术
还原传统制作场景）；开发“食育 +”跨学科主题活动包（涵盖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
五大领域）；建立“家园社协同”资源网络（创新“文化传承人”培养机制）。进而为幼儿园本
土饮食文化教学资源开发提供可复制的范式，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可
操作的范式参考。

关键词关键词：本土饮食文化；幼儿园课程；文化传承；清补凉；资源开发

0 引言0 引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强调“充分利用
社会资源，引导幼儿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
秀”[1]，《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进一步
指出“运用幼儿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开展教育
活动”[2]。海南“清补凉”作为兼具食疗价值与
文化记忆的饮食符号，其原料配方体现“药食
同源”智慧，制作工艺蕴含劳动教育契机，食
用习俗承载社群文化基因，具备独特的教育开
发价值。本研究以海口市某省级示范园为实践
基地，通过行动研究法，探索清补凉文化资源
转化为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具体路径，为民族地
区幼儿园文化育人提供案例参考。  

1 创设学习环境，培育清补凉教育沃土1 创设学习环境，培育清补凉教育沃土

幼儿园环境是幼儿学习和成长的重要教育
资源。遵循《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
精神，以幼儿发展为中心，在环境中渗透清补
凉元素，充分发挥环境的隐性教育功能。这主
要包括园所公共环境和班级活动环境两部分的
创设。

1.1 公共空间的符号化建构1.1 公共空间的符号化建构

基于《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环
境创设的要求，本研究通过符号学理论将清补
凉文化转化为可视化的公共教育资源。在园所
层面，以“历史溯源—制作工艺—营养价值”
为主线构建三维叙事空间：主题墙采用“实物
投影 + 数字互动”技术，幼儿轻触墙面即可触
发 AR 动画演示海南清补凉从宋代“椰子酒”
演变的历程；互动区设置“五感体验站”，整

合可触摸的食材模型（如仿真椰壳、可拆卸红
豆荚）、嗅觉识别装置（散发香草气息的胶囊）
及声音互动墙（录制海南方言清补凉叫卖声）；
图书角引入“立体阅读系统”，配备 AR 绘本《东
坡清补凉》和触控电子书《椰林百宝箱》，支
持幼儿通过扫码聆听黎族老人讲述清补凉传说。
此类符号化设计将抽象的文化概念转化为具象
的互动节点，实现《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隐
性课程资源最大化利用”的目标。

1.2 班级环境的情境化再造1.2 班级环境的情境化再造

在班级环境创设中，教师团队运用“文化
场景再造”策略构建动态学习空间：教室以“一
轴三带”布局展开，中央悬挂 3D 打印的清补
凉主题浮雕壁画，两侧设置“传统工艺走廊”
（陈列石臼、椰刨等工具的微缩模型）和“现
代创新展区”（展示分子料理技术制作的清补
凉冻干粉）；活动区角实施“时段式功能转换”，
晨间为“清补凉故事剧场”（幼儿通过磁贴道
具演绎制作工序），午间转为“创客工坊”（使
用智能秤、电子秤进行食材配比实验），离园
前开启“感官实验室”（对比不同基底的口感
差异）。这种“时空折叠”的设计突破了静态
环境限制，使班级成为承载文化传承与探究创
新的复合空间，契合《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对“幼儿主动参与环境创设”的要求。

1.3 动态环境的技术赋能1.3 动态环境的技术赋能

本研究创新性地将教育信息技术融入环境
创设，构建“虚实融合”的沉浸式体验场域：
在公共区域部署“清补凉文化长廊”，通过物
联网传感器连接园所食堂实时数据，幼儿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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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查看当季清补凉食材的种植基地影像；班
级活动区配备“智能料理台”，集成压力传感
器（监测石臼研磨力度）、pH 试纸电子读数屏（分
析椰奶酸度）等设备，将传统制作工艺转化为
可视化实验；开发“清补凉文化数字孪生系统”，
利用 VR 技术还原黎族“三月三”清补凉祭祀
场景，幼儿佩戴头显设备可完成虚拟食材采集、
灶台操作等任务。此类技术赋能不仅提升环境
交互深度，更通过《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要求的“数字化学习创新”路径 [3]，实现饮食
文化教育的现代化转型。

2 多感官开展教学活动，感受清补凉文化2 多感官开展教学活动，感受清补凉文化
内涵内涵

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能够让幼儿在亲身
体验和互动中感受清补凉的文化内涵和魅力，
激发他们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感 [4]。同时，
多形式教学活动也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
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2.1 味觉解码：开启文化认知初体验2.1 味觉解码：开启文化认知初体验

开展“盲品探秘”活动，组织幼儿闭眼品
尝不同配方的清补凉（椰奶 / 糖水 / 冰沙基底），
引导绘制“味道雷达图”记录甜度、温度、质
地等感官体验。还可以结合海南“三月三”节
日食俗，引导幼儿对比清补凉与黎族“芭蕉叶
饭”的味觉差异，理解饮食与地域生态的关系。
结合《3-6 岁儿童健康教育活动指导》要求 [5]，
在品尝过程中渗透饮食安全教育，如通过实物
对比让幼儿辨识新鲜椰肉与变质食材的差异。

2.2 口述表达：建构文化叙事能力2.2 口述表达：建构文化叙事能力

采用“故事工坊”教学模式，首先由教师
讲述苏东坡改良清补凉的历史典故，继而引导
幼儿通过“故事骰子”（印有食材、器具、场
景等要素）创编个性化清补凉故事。引入“故
事山模型”教学法，帮助幼儿梳理“起源 - 发展 -
创新”的故事脉络，强化文化传承的时序性认
知定期举办“清补凉文化小讲堂”，鼓励幼儿
用海南方言分享家庭食谱，培养双语叙事能力。

2.3 视觉表征：深化文化符号理解2.3 视觉表征：深化文化符号理解

实施“三步创作法”：观察记录（写生传
统制作工具如椰子刨）、解构重组（用几何图
形表现食材结构）、创意表达（绘制未来清补
凉概念图）。通过“罗兰·巴特符号学”分析
幼儿作品中椰子、红豆等食材的象征意义，揭
示饮食符号背后的文化隐喻。借鉴高宽课程评
价体系，建立“色彩运用 - 符号表征 - 文化元素”
三维度评价量表，定期举办幼儿画展并出版《童
画清补凉》作品集。

2.4 触觉探索：培育劳动文化认同2.4 触觉探索：培育劳动文化认同

创设“小小传承人”工作坊，提供传统石
臼（捣花生）、椰壳量杯（称食材）、竹编筛

具（滤椰浆）等非遗工具。开展“老字号清补
凉工作坊”，邀请第三代传人现场演示古法制
糖技艺，对比现代工业化生产流程。通过“四
阶技能习得”路径：工具认知→单项操作→协
作生产→创意改良，记录幼儿从制作“基础款”
到发明“彩虹分层清补凉”的创造过程，培养
工匠精神。

2.5 听觉创编：实现文化创新表达2.5 听觉创编：实现文化创新表达

组建“清补凉童声剧团”，将制作工序编
成劳动号子（如《磨椰谣》），采集食材处理
音效制作电子音轨。采集海南八音器乐采样，
通过频谱分析软件解码传统节奏型，引导幼儿
进行“清补凉电子民谣”再创作，还可以开展“古
诗新唱”活动，用琼剧板腔演绎《悯农》等与
饮食文化相关的诗词，如在《椰子咚咚》乐曲
中融入椰壳打击乐伴奏，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
艺术的跨时空对话。

3 清补凉文化多维渗透：构建“食育 + 五育”3 清补凉文化多维渗透：构建“食育 + 五育”
融合课程体系 融合课程体系 

本研究基于《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要求 [6]，通过跨学科课
程设计实现清补凉文化的深度融入。借鉴葛晓
英“本土文化教育园本课程建构逻辑”[7]，构建
包含五大实施路径的课程框架：

3.1 清补凉融入健康领域3.1 清补凉融入健康领域

基于运动心理学“具身认知”理论，将传
统劳动动作转化为促进前庭觉发展的体能训练
[8]。开发“清补凉闯关大作战”主题体能游戏，
将传统石臼捣浆动作转化为器械锻炼，利用竹
编筛具开展“红豆运输接力赛”。结合《国民
营养计划》膳食教育要求 [9]，设计“五色食材
配比棋”游戏，在“今日份甜品师”角色体验
中渗透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素知识，实
现身体感知与营养认知的双重启蒙。

3.2 清补凉融入语言领域3.2 清补凉融入语言领域

运用三维立体书技术呈现东坡清补凉历史
场景，邀请海南非遗传承人录制黎族清补凉传
说节目。开展“方言故事会”与“AI 语音合成”
创编活动，通过“清补凉创想剧场”项目支持
幼儿进行主题创编，将作品转化为有声绘本收
录数字图书馆，促进传统叙事能力与文化认同
的协同发展。开发“清补凉故事宇宙”数字平台，
集成 AR 场景重建功能，幼儿扫描实体绘本即
可进入虚拟黎族船屋场景，与 NPC 角色进行“清
补凉配方问答”交互，对话数据生成个性化语
言能力雷达图。

3.3 清补凉融入社会领域3.3 清补凉融入社会领域

在“老字号清补凉铺”主题区角的实践中，
教师可进一步引入数字化行为记录系统：通过
智能摄像头捕捉幼儿在“货币游戏”中的交易
策略（如讨价还价、资源分配），结合 AI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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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软件生成“社会化能力发展热力图”，精
准识别幼儿的合作意识萌芽点。此外，慈善义
卖环节可延伸出“公益影响力可视化”项目，
利用区块链技术为每份捐赠生成唯一溯源码，
幼儿可通过扫码查看善款流向（如资助海南留
守儿童营养餐计划），这种科技赋能的透明化
公益实践使抽象的社会责任具象化为可感知的
生命成长印记，有效强化了文化传承的情感联
结与社会参与的内驱力。

3.4 清补凉融入科学领域3.4 清补凉融入科学领域

基于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设计“感知运动
阶段→具体运算阶段”的递进式探究路径。例如，
“五感实验室”中通过触觉迷宫（不同材质的
食材传送带）发展感觉统合能力，利用思维导
图工具梳理“椰子→椰奶→椰脂”的加工链认知。
开设“清补凉实验室”课程，运用 pH 试纸分
析椰奶酸度，借助杠杆原理优化石臼研磨效率。
开发“智慧厨房”AR 系统呈现冻干粉工艺流程，
通过“食物链追踪”APP 了解全产业链知识，
完成从感官实验到 STEM 教育的深度融合。

3.5 清补凉融入艺术领域3.5 清补凉融入艺术领域

举办“清补凉美学工坊”，指导幼儿用超
轻黏土塑造椰刨造型并用激光切割技术制作纹
样餐盘，开发“3D 食物打印机”，可将幼儿设
计的清补凉概念图转化为可食用艺术装置（使
用米纸 / 藻类基材）。还可以组建“民乐乐团”
改编捣椰节奏为打击乐曲目，复原古代盛器纹
样并进行 3D 打印创作，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
美学的创新转化。

4 多方合作凝聚教育合力，充分挖掘清补4 多方合作凝聚教育合力，充分挖掘清补
凉文化资源凉文化资源

4.1 专家智库建设：专业支持网络的立体化4.1 专家智库建设：专业支持网络的立体化
建构建构

邀请海南饮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开展“清补
凉制作技艺工作坊”，采用“师徒制”培养模
式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系统梳理椰肉捶打力度
（80-100 次 / 分钟）、红豆浸泡时长（4-6 小
时）等关键技术参数，形成标准化操作手册。
同步组建“文化阐释小组”，运用思维导图工
具解析“药食同源”理论在清补凉配伍中的应用，
开发“食材功效可视化图表”。通过动作分解
视频录制、制作工艺微课开发等形式，实现传
统技艺的数字化留存与传播。

4.2 家园社联动：文化传承的生态化实践4.2 家园社联动：文化传承的生态化实践

建立“清补凉文化志愿者”认证体系，筛
选具有中医背景或海南饮食研究经历的家长成
立“膳食传承小组”，开展“家庭清补凉食谱
大赛”并要求参赛作品附带营养分析报告。联
合海口骑楼老街打造“清补凉文化体验周”，
设置“古法制作区”“现代创新区”“文化讲

坛区”三大功能板块，运用移动端 APP 开展“隐
藏食材”探秘任务。开发“椰香家园”微信小
程序，集成“清补凉知识库”“亲子活动打卡”“文
化传承日志”等功能模块，实现家庭参与痕迹
的数字化记录与分析。

4.3 园际联盟发展：课程创新的扩散路径4.3 园际联盟发展：课程创新的扩散路径

通过德尔菲专家法构建清补凉课程借鉴指
标体系，确立“文化本真性”“儿童适切性”“教
师可操作性”三个一级维度。牵头成立“海南
饮食文化教育联盟”并开发资源共享平台，实
现教案、课件、视频等资源的云端流转。与台
湾地区“办桌文化”课程研发团队开展对比研究，
撰写《海峡两岸传统饮食文化教育比较研究报
告》。借鉴日本“食育”课程中“二十四节气食单”
的设计理念，开发“海南四季清补凉”主题课
程模块，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课程体系。

5 结语5 结语

本研究以海南清补凉为载体，基于《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核心素养要求，通
过“环境 - 活动 - 课程 - 评价”四位一体框架，
探索本土饮食文化资源向幼儿园课程的创造性
转化路径。研究突破了传统饮食文化教育的静
态符号传递模式，创新性提出“虚实融合体验
建构”“具身认知驱动跨学科整合”“五位一
体协同治理”三大转向，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
土文化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
参考，其课程框架已被纳入《海南省学前教育
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意见》，彰显了研究在理论
与实践层面的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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