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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岁之前是形成幼儿个性的重要时期，教育的根本，在于
培养有民族气质的未来接班人。立德树人是中国教育的传统，
幼儿教育就是要从最基础开始，把立德树人的思想，融入到各
领域的教育教学环节中，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达到
教育教学的目的。这是教师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文化博大精
深，民间流传的中华传统老故事蕴含的文化和美德，积淀着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体现着国之精神、国之价值和国之力量。
通过对中华传统老故事的选择、改编，形成教育中可用的新元
素、新方向，搜索中国传统美德的根基，让民族文化在幼儿期
流淌，滋润幼儿心田。本文以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买香屁》为
原型依据，简要阐述在新时代教育背景下，如何通过科学改
变，合理设计形成新的教案，让中国传统文化走进幼儿教育活
动中。

1　厘清故事思路，抓住故事的教育价值
1.1 捋一捋故事大概，明确教育方向
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最擅长用身边的小事，加以细腻的阐述和

描写，直观的方式告诉幼儿，什么是善，什么是善有善报，在
趣味的故事中，让幼儿明白播种下善良就会收获美好的内涵哲
理。在孩子心里撒下一颗善良的种子。笔者选择《卖香屁》的
故事，流传于民间老一辈哄娃娃睡觉的经典故事，通过一代代
的相传，流传至今，却依然吸引当下孩子的兴趣，蕴含的哲理
也切合当下实际。与其说是趣味横生的故事情节让故事经久不衰，
不如说是因为故事中蕴含的道理，让这个故事是代代相传。生活
中，放屁是多么不登大雅之堂的事，但是，在故事中，人们争相
购买“香屁”，让这样一种“大俗”带进故事，与“雅”结合，让
善于恶、好与坏、香与臭、丑与美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巨大的
反差，也必然会在幼儿的心里留存下善良的种子。这类清晰古朴
的语言，有趣的故事情节，蕴含的美好，走进课堂，相信幼儿会
因为“趣”而生“情”爱上这样一个故事。

1.2定一定教学目标——整理故事内容
在捋顺故事所蕴含价值思路的基础上，尝试理解故事内容，

感知故事中做好事得好运的因果关系。为幼儿园课堂梳理可用价
值线索，是形成课堂的首要条件。在理解故事大概后，结合《花
屁》的绘本，进行再次搜集、整理与提炼，梳理要形成明确的教
学目标，如在卖香屁的情境中，能大胆运用语言、动作等表现故
事内容；如愉快大胆参与故事讲述，感受故事的趣味性，同时落
实《指南》要求，多通道感受《花屁》绘本中讲述了穷孩子酉酉
救了受伤的小鸟，小鸟给了酉酉放花屁的本领，酉酉从此衣食无
忧。好吃懒做的阿贵想不劳而获，却意外收获了臭气熏天的哲理。
通过传统故事和具体可视化的绘本新阅读相结合，将内容进行合
理规划，将故事和绘本情景合并，激发幼儿寻找原因趣味的来源，
从而为揭示故事想表达的价值作铺垫，将价值定位于幼儿的主动
获取。

2　明确实施策略，探索故事的互动价值
2.1故事新编——缩短幼儿探故事的距离引发互动
幼儿要能听懂来龙去脉，朗朗上口的故事。这要求课堂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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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要展现出来短而精、精而妙的改编后的故事。中国老故事，
很多都由民间故事改编，里面存在很多俗语，对于现在的幼儿
来说，是听不懂的语言，难以理解的内容。另外，老故事故
事长，情节有趣步步紧扣娓娓道来。内容量大，这是课堂上不
能实现不了。

2.1.1保留主要故事情节满足幼儿需要
抓住故事主线，把黑鸟的宝贝、宝贝的作用，以及黑鸟赠送

宝贝入手，重点欣赏酉酉和阿贵收到宝贝后不同的情节，最后，自
主阅读受伤后酉酉和阿贵的表现，在活动的结尾，再引发幼儿思
考：阿贵怎么做，才能获取美好的“香屁”，在自主思考中升华孩
子对故事的理解，让一个完整又美好的故事成为孩子心底“善有
善报”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间。

2.1.2采用不同叙述形式激发幼儿兴趣
改变叙述形式，可以做到先声夺人、引人入胜，幼儿赏故事

就有了兴趣。原故事采用顺序的方式娓娓道来，故事开头从酉酉
的花屁入手，有新奇但是矛盾冲突不明显、内容冗长。在活动中，
笔者更改故事叙述方式，将阿贵的臭屁和酉酉的花屁一起入手，
矛盾冲突更加强烈，能激发幼儿的兴趣，想要一探究竟，再给孩
子们自主阅读寻找花屁怎么来，最后集体阅读，自主思考故事中

“善有善报”的故事哲理，种子就在自主阅读、探究“花屁”的不
同原因中悄悄埋下。

2.1.3采用语言重组切割拉近幼儿距离
在我国流传已久的儿歌故事中，可以获知，句式对仗，更便

于人们记忆。幼儿对朗朗上口的儿歌，对仗的语句，有节奏韵律
感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敏锐度，因此，在选择幼儿园语言活动
作品中，教师更偏向于语言精练，朗朗上口的作品。在故事的改
编中，我们采用的传统的对仗模式，将故事情节用短句梳理。经
过修改的故事，有了很强的逻辑性，句子也有了很强的对仗性，读
起来朗朗上口。另外，绘本进行了合理调整，根据新改编的故事
内容，提取原绘本中的图片，将图片和画面的完美结合，让幼儿
看图也能说出好玩的故事情节，开放的故事内容，为孩子们敢说
会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另外，画面截取的时候，消除了干
扰因素，更能让幼儿集中观察，自主小结故事内容。

2.2巧妙组织——激发孩子讲故事的欲望引发互动
2.2.1创设情境，鼓励表演
故事亮点在卖花屁的情境中，鼓励幼儿能大胆运用语言、动

作等表现故事内容。愉快参与故事讲述与表演，感受故事的趣味
性。在活动中，我们以逛大街的开头，让幼儿认识主角，从找不
同开始，厘清人物的不同特点。在买花屁的情境中，将重点放在
观察图片做动作，做好动作学讲故事方面，激发了幼儿动起来参
与的欲望，花屁的“魔法口诀”的情境运用，也给幼儿创设了美
好的环境，以情带说，很好地打开了故事讲述的大门。边学边说
故事，利用凸显动作描述的语言，带动幼儿表演欲望，讲究幼儿
动态性的表达，让孩子们表演起来也毫不费劲，边看边说边演，一
不留神就把故事讲活了。教师用“酉酉的花屁为什么是香香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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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我们一起来讲一讲”，用香香美美形容花屁。用“阿
贵的花屁为什么臭臭的黑黑的，我们来一起说给客人老师听。”
用臭臭黑黑形容丑屁。更改后的故事，更便于幼儿思考。

2.2.2 前置矛盾，激发兴趣
将故事精简，突出故事的矛盾，让孩子们参与故事讲述中

来，利用各种方式，比如求助、追问、表演等方式，为孩子
创设一个宽松自由的阅读环境，贯彻《指南》精神，让环境
影响儿童，让儿童成为活动的主角，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比
如在酉酉卖花屁环节中，教师这样引导“你做得真像。赶紧再
来试一试。你的动作很优美。要是声音再响亮一些，让酉酉听
见，花屁肯定马上就会出现了。”“花屁收到了吗？是个什么
样的花屁呀？”“花屁是什么？香香的花屁送给你们。”“快
点我们坐下来，花屁马上就要出现啦！”“这一次的花屁又是
什么样的花屁呢？美美的花屁送给我们了。”在情境中激发幼儿
语言表达的需要，达到语言活动的目的。

2.2.3 自主阅读，探究奥秘
当矛盾的冲突，足以让幼儿按捺不住探索的心情，自主阅

读就尤为必要。当发现“花屁”不同的时候，正是引导发现
酉酉和阿贵花屁的不一样原因的探究时机，充分讲述与表演之
后，帮助幼儿自主阅读、寻找原因，去找到故事想要表达的道
理，就显得十分必要。老故事脉络清晰，但是蕴含的哲理显示
了中国文化“内秀”的特点，自主阅读小结收获是活动的难
点。在自主阅读环节小结中，采用了教师提问，幼儿讲述的形
式，让幼儿参与自主小结，教师提供策略支持，创造孩子说想
法的机会，让幼儿成为活动的主人。教师这样引导“为什么酉
酉的花屁是香香的美美的，阿贵的却是臭臭的黑黑的？”“答
案找到了吗？谁先来说自己的发现呢？你想说谁的？”在师幼互
动中采用追问、结合实际的方式缕清故事哲理。

2.2.4 参与创造，升华情感
语言活动需要运用多样化方式的体验获得经验的提升。在活

动设计中，以情境贯穿首尾，说发现、念“咒语”、讲故事、
说结尾等充分调动幼儿积极性进行故事的创编，在递进的环节
中，得到情感提升。

3　创编结尾——提高幼儿听故事的感受
原先的故事采用的是倒叙：先通过卖屁，再通过阿贵的询

问，知道花屁的来历，然后再通过阿贵卖屁达到故事高潮，直
接收尾。原故事的结尾以阿贵卖臭屁造人嫌弃中结束，略带伤
感，对幼儿美好情绪的触发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幼儿的关键经
验不得到小结，故事主旨不易显现。加了给阿贵想办法的结
尾，让幼儿从听故事的人变成讲故事的人，成为故事的主角，
笔者将结尾进行设问：阿贵怎么做才能收获与酉酉一样美好的

“花屁”？将幼儿的理解嫁接与经验的迁移，将对故事哲理的
理解融入到续编故事结尾中，完成故事的创编的同时，巩固经
验的获得。如此循环往复的经验积累下，幼儿已有经验得到提
升，从收获道理，上升为行动上的反馈，自主提炼善有善报的
道理，也实践了“知错就改善莫大焉的道理”，升华中国民间
老故事的教育价值，一举多得。

故事“花屁”是一个美好的习惯带给我们美好的惊喜，就
像是教学中的前行，你播种好的理念就能收获好的效果一样，
成为我们教育生涯中永恒的财富。收集美好，创造美好，播种
美好，收获美好，教育生活一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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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小程序的市场经费预算
（1 ）腾讯官方收取小程序认证服务费。
（2）租用服务器费用：基础配置 1 核 2 G B 试运行，之后

跟随需求升级。
（3 ）开发软件费用。
（4 ）小程序推广费用。
2.3.3小程序的宣传推广方案

（1 ）根据小程序的“附近小程序”功能获得曝光机率。
（2）群聊分享，让用户自主扩散。
（3 ）有趣的二维码海报线上线下植入分享。
（4 ）从相关微信公众号绑定小程序达到宣传的目的。
3　设计总结
背靠腾讯生态，大家日常使用最多最频繁的微信，小程序

的推出让手机内存得到了部分的解放，无意义不那么重要的APP
无需下载，从小程序即用即开，方便快捷。

基于西南民族大学学生日常生活上的需求，经过调查问卷与
相关信息需求的整理，得出具体的需求，致力于帮助学生相互
间加强交流，积极交友，资源的合理配置，团购模式的运用帮
大家省去很多成本。设计简单前卫，紧跟潮流，符合年轻人的
审美需求，学生们的接受度较高，可以推出产品然后根据反馈
再做调整迭代。校园化区域化的理念，更有利于本校的校友认
同感，以及提升不同民族朋友之间的凝聚力。设计师不能只考
虑功能的满足，也要全面考虑交互方式，尽可能简化步骤的交
互理念，让用户用起来更加流畅，配色的采用多种交叉的分
析。将用户易用性与用户可用性放在首要位置，界面视觉设计

在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立足于用户的情感需求，让用
户在使用小程序的过程中感受到充满愉悦、温暖且认同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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