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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二十四节气简介

二十四节气，是干支历中表示季节、物候、气候变化以及

确立“十二月建”（时令）的特定节令。它最初是以北斗七星

斗柄旋转指向确定，北斗七星循环旋转，斗柄绕东、南、西、

北旋转一圈，为一周期，谓之一“岁”（摄提），每一旋转周期

始于立春、终于大寒。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精华。 表达了

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的时间观念，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

化内涵和历史积淀。“二十四节气”不仅在农业生产方面起着

指导作用，同时还影响着古人的衣食住行，甚至是文化观念。

1.2二十四节气和幼儿教育

节气生活在孩子的每一个年龄移动，着眼的是人立于天地

之间的演变。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对这是对二十

四节气文化价值的肯定，同时更强调了对二十四节气文化的

传承，但是在学校教育这一块更强调的是贯穿于小学以上的

教育，而幼儿园在对二十四节气的教育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

欠缺，知网上搜索二十四节气和学前教育相关论文较少，在实

际教学实践中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幼儿园对于有关二十四节气的相关课程安排比较少

而且较零散，不成系统，经过调查许多教师可以说出比如清明

时会组织怎样的活动，相关课程内容与二十四节气没有很好

联系和结合在一起，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活动安排。

二是，有关二十四节气的内容多是以附加内容出现在相应

课程中，比如说是在开展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主题活动

时，会有涉及相关节气的活动出现但是并未提及或强调对应

节气，自然孩子不能很好的了解二十四节气的意义以及相关

风俗。

三是，幼儿园在相应节气的气氛营造方面做得还不够到

位。开展的活动相对较为单一，多样化程度不够。节气文化传

承不应是单纯知识的传承，应充分发挥二十四节气文化在日

常生活、民族认同等方面的功能与价值。幼儿教育基于触发

式、体验式，在这方面很有优势，所以课程设置应围绕幼儿的

游戏和生活，让幼儿通过直接体验进行学习，增加课程的游戏

活动。

四是，学习场所较为单一固定，没有很好调动家长的积极

作用。许多幼儿园没有很好利用家庭这一学习场所，亲子活动

等方面等调动家长力量的活动涉及较少。

五是，幼儿园的部分教师自身对二十四节气的了解程度不

是很高，在实地调查学习的过程中，部分教师在聊起二十四节

气的相关话题时不甚清楚，知道几个如清明、春分等个别几个

节气，容易将节日名称与节气名混淆。在此基础上，教师自然

不能将二十四节气很好融入到教学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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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十四节气融入幼儿园教学路径

针对之前的调研和对目前幼儿园的教学现状考察，笔者通

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教学积累，认为在幼儿阶段应该把二十

四节气作为国学教育和民俗教育的一部分，让孩子们从小就

能够接触到这些我国历史传承下来的瑰宝。

2.1清明节气教学设计

2.1.1谚语诗词教学

（1）教学目标：了解清明节气的意义，知道清明的地方

民俗。

（2）教学方式：以拟人化的绘本融合谚语展开故事授课

（大班 1 课时）；采用歌曲以清明为主题的舞蹈授课（中班 2 课

时）；儿歌授课（小班 1 课时）

（3）实施步骤：一是，大班：此阶段的孩子，已具备一定

的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能够接受相对稍微复杂一些的知识，

已形成一定的认知能力。教师可根据谚语进行故事汇编，将清

明设计成卡通角色，通过一课时的社会类授课，让孩子们掌握

清明的规律，了解清明。课后并布置相关谚语的记忆作业，加

深对清明气节规律的记忆度。

二是，进行表达，教师可设置两课时的舞蹈动作授课，以

清明儿歌为主题进行舞蹈的创编，将带有清明特色的舞蹈动

作融入其中，让孩子们在音乐律动和舞蹈动作中感受清明这

一节气。

三是，小班：此阶段孩子具备初步音乐感知能力，可进行

简短的儿歌学习。教师可根据冬至相关的诗词与谚语进行歌

曲创编，在艺术类授课中进行音乐授课，让儿童在音乐中对清

明产生一个初步的印象。

2.1.2《大家一起做青团》儿歌游戏（大班、中班）

游戏背景介绍：中国人在清明节这天吃青团，这个习俗要

追溯到周朝，在两千多年前的《周礼》上记载，当时有“仲

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的法规，于是百姓熄炊，“寒食三

日”。在寒食期间，即渭明前一、二日，还特定为“寒日节”。

因为寒食节是不能生火的，所以人们提前会准备很多糕点用

来充饥。

（1）教学目标：学会儿歌，能变念儿歌，边游戏； 通过学

儿歌做游戏知道清明节有做青团，吃青团的风俗。

（2）教学实施步骤：一是，引出：师：小朋友们，清明节

到了，谁知道清明节要吃什么？二是，学儿歌。教师示范儿歌。

做青团、做青团，好吃的青团哪里来，糯米、青汁揉出来，想

吃青团做出来。谁知道什么是清汁？幼儿学习儿歌（3-4遍）。

（3）游戏。幼儿边念儿歌，边手拉手走圆圈，等念完儿歌，

听老师口令，老师说：两个人做青团，幼儿就两个人抱在一起，

说三个人做青团，就三个人抱在一起，抱错的组，就被老师“啊

呜”一口吃掉。

（4）亲子作业：回家观察亲人制作青团，或者亲手制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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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并给家长讲一讲青团的由来。

2.1.3 听英雄的故事，扫墓，花儿献给英雄（大班、中班）

（1）背景和教学目标：缅怀革命先烈，对幼儿进行革命传

统教育。欣赏自然风光，感受春的气息，陶冶幼儿情操。丰富

幼儿自由生活，培养社会实践能力。

（2）教学形式：听英雄先烈的故事，以拟人化的绘本融合

展开故事授课。采用手工形式，动手制作小白花小菊花。带孩

子前往烈士陵园进行扫墓献花活动。

（3）实施步骤：

一是，讲述英雄的故事。通过绘本和图片，讲述勇敢友爱

的施奇。让孩子们理解革命先烈的意志，缅怀已故的革命先

烈，体会到革命先烈身上勇敢的精神，让孩子理解勇敢的含

义，做一个勇敢的孩子。

二是，动手制作小白花。菊花是一种怀念的象征，清明这

个节气是一个怀旧的日子，用自制的小白花菊花寄哀思，既环

保又低碳，这在现代的文明中是一种儒雅的表达方式。通过手

工制作小白花小菊花，让孩子们在体会动手快乐的同时，感受

传统二十四节气习俗的魅力。

三是，前往烈士陵园扫墓。为了表示对烈士们的崇敬与怀

念，带领孩子前往烈士陵园扫墓。默哀1分钟让孩子一起向革

命烈士表示由衷的致敬。带领幼儿近前瞻仰纪念碑、参观烈士

塔。敬献小白花，用小扫帚扫墓。

这样的教学设计能够让幼儿增强对民族传统二十四节气的

认识，了解传统习俗，以及对革命烈士的追念，树立继承先烈

遗志、认真学习、长大建设祖国的理想。要注意幼儿注意力的

吸引，让幼儿主动参与交流与活动，积极引导幼儿完成相应的

活动目标。

2.2 芒种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

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 芒种 " 的谐音也很巧妙：芒种，忙着

种，忙着收，忙忙碌碌都为收和种。芒种融入幼儿教学方式

如下：

2.2.1 诗歌学习(大班幼儿)

《芒种》

艳阳辣辣卸衣装，

梅雨潇潇涨柳塘。

南岭四邻禾壮日，

大江两岸麦收忙。

（1）教学目标：能明白诗的意思，意识到芒种气候的不同，

比起前后节气的变化。知道谷物的生长变化。

（2）教学方式：教师需提前准备古诗相关的图片，根据图

片让幼儿展开联想与想象，再将诗句念给幼儿听，教师一句幼

儿重复一句。教师可以请幼儿通过诗句说出自己的感受。最后

由教师的引导让幼儿更加正确地理解诗句的深层含义。

（3）教学评价：能够将古诗记住。

2.2.2 打泥巴杖

在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前后都要举

办打泥巴仗节。当天，青年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

巴。活动结束，检查战果，身上泥巴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

人。这种方式可以融入幼儿体育教学中。

（1）教学目标：能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通过活动锻炼身

体，获得身心愉悦，理解芒种习俗。

（2）教学方式：教师先把芒种的“打泥巴杖”习俗向幼儿

介绍，并且将这个习俗转化为体育游戏，孩子们需要穿好提前

准备好的雨衣并且带好防护眼镜。教师也需提前将场地设置

好，让孩子们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感受。幼儿需要分组进行，根

据教师的游戏要求，接到泥巴球最多的队伍获胜。

（3）教学评价：培养幼儿团队精神与社会交往能力。

2.2.3 水墨原野

芒种的“芒”字，是指麦类等有芒植物的收获，“芒种”到

来预示着农民开始了忙碌的田间生活。

（1）教学目标：能够学会观察农民的动作以及谷物的形

状。学会自由运用墨水表达自己的情感，最后能与同伴分享自

己的作品。

（2）教学方式：教师需要提前组织班级前往农田，最好有

家长陪同，带上作画工具，可以利用植物对画进行印染。与家

长一起合作完成“我眼中的原野”，最后教师可以请孩子们分

享以下自己画中的含义。

（3）教学评价：能够融入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同时

感受农民伯伯耕田的不易，学会珍惜粮食。

3  结语

清明节这个节气中既有祭扫新坟生离死别的悲伤，又有踏

青游玩的欢乐，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气。春暖花开，是幼儿园

小朋友展开室内外活动的好时节，采用多元化路径，策划开展

清明节系列教育活动，让小朋友在多彩的活动中学习知识，强

健体魄，让幼儿增强对民族传统二十四节气的认识，通过一系

列活动，不仅使幼儿可以了解传统风俗，充分感受春景的美

好。通过清明这一节气的一系列活动，不但让孩子们了解了清

明，更让他们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都是革命烈士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让幼儿怀念先烈，并追念革命烈士的高贵

品质。

在芒种节气中首先是通过诗歌让幼儿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

了解，因为相较于其他的节气，幼儿对芒种节气的接触是比较

少的。所以先通过古诗的学习让幼儿有一个基本的意象。在幼

儿的学习中游戏是最有效的，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幼儿尽

可能的贴近习俗的原样，这样不仅对节气习俗有更深刻的印

象，也可以通过游戏获得身心锻炼。最后可以亲子活动，带幼

儿走入田园，走入大自然。真正的去感受农忙时农民伯伯忙碌

的样子，让先前的诗歌更加形象，从而也让幼儿对粮食的不易

更加珍惜。

总之，将二十四节气的民俗通过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融入

幼儿教学过程中，不仅能让幼儿感受大自然间蕴藏的奥妙，同

时也能了解到不同地区的地方习俗，感受浓郁的人文风情，体

会“二十四节气”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认知自然的同时提

高对自然的审美，以积极乐观的思想引领儿童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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