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05　新时代教育·教海拾贝206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寻节气之源　探节气之趣

——在大班幼儿中开展二十四节气实践活动的研究
孙　佳

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中心幼儿园　浙江　萧山　311255

摘　要：《关于实施中华游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贯穿国民教育始终，遵循学生认

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本文尝试筛选二十四节气中具有代表性的 8个节气，构建以节气为目标并适合大班幼儿的主题活
动，通过环境创设、教学活动、家园互助等多种形式让大班幼儿了解不同季节的特点和变化，激发大班幼儿学习二十四节气

的兴趣，了解有关二十四节气的初步知识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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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一）亲近自然，感知天气与季节变化。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对周围事

物和现象的认识包括天气和季节变化，感知体验和发现其与

动植物和人们生活的关系，感知并了解不同季节的特点和周

期性变化，知道变化的顺序。” 通过学习节气，激发幼儿的好
奇心，吸引他们去探索、去发现，将节气的自然属性与幼儿

园教育相融合，使幼儿树立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基本观念。

（二）参与节气活动，体验民俗。

《纲要》中也指出：“幼儿应感知、体验传统民俗节日热

烈喜庆、欢快等浓浓的节日氛围，初步了解健康的民俗习

惯。”目前幼儿园开始重视传统节日教育，但是涉及二十四节

气教育活动中还是比较缺少，为了唤醒传统民俗，我们利用

一些与节气相关的民俗，开展一系列活动，让幼儿真正感受

我们节气中传统民俗活动的乐趣。

二、研究内容

（一）感受节气魅力，筛选节气内容。

通过阅读《二十四节气歌》、网上搜寻、民间调查等多种

方式，感受二十四节气的魅力，了解二十四节气的内容，挖

掘其中潜在的适合大班幼儿的教育因素和实践价值。教师根

据大班段幼儿的年龄特点，通过研讨，筛选出幼儿感兴趣的

节气内容。

（二）解锁节气密码，建构目标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节气可谓和孩子的生活是息息相

关、生生相连。结合节气的来源、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建

构目标体系。

惊蛰：了解惊蛰打雷的天气现象和理发的，民间习俗。

学会使用简单的测量水的工具。萌生对冬眠昆虫的探索兴趣。

清明：了解清明节的来历，知道清明节的日子和扫墓的

习俗。积极参与清明节的活动，感受清明与其他节气的不同。

立夏：了解立夏的来历、食俗和民间习俗。认识温度计

和气象标志，愿意尝试关注并记录。

夏至：了解夏至的由来和吃面的习俗，热于参与劳动，

感受劳作辛苦，萌生对农民的感恩。

秋分：了解秋分的来历，知道有关中秋节的知识。能观

察农作物的生长，学习用不同的方式将自己观察到的东西记

录下来。感受与家人团圆的幸福之情。

霜降：知道霜降带来的降温变化，了解秋天树叶黄落的

规律变化。认识天气现象“霜”。

立冬：了解立冬的来历，知道冬天来到了。能区别动物

是否需要冬眠，乐于观察冬眠的动物。培养不怕寒冷，勇于

挑战的情感。

冬至：了解冬至的来历和食俗。了解汤圆的制作过程，

体验制作汤圆的快乐。

三、策略

（一）开启节气大门，拓宽实践途径。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教育要充分利用

社会资源，引领幼儿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和优秀”。二十四节

气就是可利用的最有效的社会资源。二十四节气融入大班幼

儿的教育活动要取得最大化的成效，需要幼儿园、家庭和社

会密切合作，必须充分环境创设、素材提炼、家园合作等多

项途径。

（二）环境创设，开设节气互动区。

陈鹤琴先生曾提出：“凡是儿童自己能做的，应当让他自

己做；凡是儿童自己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每一个节气都

有独特之处，根据节气的不同，创设不同节气互动区的环境，

投放不同的材料，让幼儿在节气互动区中，感受不同的节气

环境。

大班幼儿对于对周围的世界有着积极的探索态度，开始

对自然现象的起源产生兴趣，渴望得到答案。开设“节气互

动区”正是给予让幼儿感受到不同节气与自己的互动的机会。

如有关惊蛰时节下雨降水量的讨论，一天瑶瑶说：“昨天

晚上的雨好大。”多多说：“是啊，除了下雨我还听到了雷声，

好害怕啊。”田田说：“对，我先看到闪电，然后再听到雷声

的。不知道下了多少雨，这么大的。”幼儿对于惊蛰时节的降

水量有了好奇，于是惊蛰雨量大调查开始了。

（三）巧用素材，玩转节气台。

二十四节气蕴含了多种魅力，也为大班幼儿的教育活动

提供了各种素材。

1. 古诗
根据幼儿的语言发展出发，我们结合了各节气具有代表

性的节气古诗，让幼儿在理解古诗，朗诵古诗中来感受节气。

2. 天气现象
根据季节的变化，孩子们经历了惊蛰时节雷声动，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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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雨纷纷，立夏时节气温升高，夏至暴雨天，秋分月儿圆，

霜降始降霜，立冬寒潮至，冬至艳阳天等几种天气现象。

如：在霜降时节进行晨间活动，小妍小朋友捡起地上的

叶子跑过来兴奋地对老师说：“看，叶子上有白白的，昨天晚

上是不是下雪了？” 其实这正值霜降时节，水汽在低温时产

生一种凝华现象，就有了霜。时常会产生一种“霜”的物理。

3. 民俗习惯
在整个实施过程中，相应的节气有着多种多样的民俗

习惯。

如在秋分时节，正值中秋，多多小朋友在晨间播报时，

向大家介绍中秋节有赏月、吃月饼的民间习俗，而中秋节与

节气中的秋分靠近。幼儿在家长的帮助下主动去收集了有关

秋分的民俗习惯，班级中的小朋友也跃跃欲试，一场“中秋

赏月”小画展就开始了。

（四） 家园互助，开设节气擂台。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些祖辈对节气还是有一定的

了解，于是我们整合这一部分家长资源，在大班段中发放

“裁判号召令”，邀请熟知节气的家长来做裁判，指导节气实

践活动，将节气所蕴含的民俗文化更深层次的挖掘出来。

如馨馨的奶奶说自己小时候过立夏时，除了现在留下的

吃立夏饭的习俗，还有斗蛋游戏和称人。一场有趣的斗蛋游

戏开始了。家长们用彩色的线编成蛋套，装入熟鸡蛋。幼儿

带着鸡蛋来到“节气大擂台”进行斗蛋游戏。

四、研究成效

（一）从“不了解”到“喜欢”

通过一年的实践活动，孩子们对节气的了解从不了

解——充满兴趣——喜欢参与活动。从孩子们的变化中，我

们可以看到，活动带给孩子们的乐趣是无穷的，活动的意义

更是不容置疑的。如我们对园区内的大班幼儿进行了实验检

测。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对于节气的不了解从原来的 83& 下降

到了 0，而幼儿对于节气的喜欢从 17%上升到了 92%，这些
数据证明在大班幼儿中开展二十四节气实践活动符合幼儿的

需求。

（二）从“喜欢”到“传承”

本课题研究中，节气目标体系的构建充分考虑了知识、

能力、情感三个维度，实践活动，目标由易到难，满足了幼

儿不同的学习需求。通过本次实践活动，幼儿感受节气带来

的独特文化，激发他们对节气活动兴趣，培养民族自豪感，

并能将这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能传承发扬，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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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05 页）际的教学过程当中，需要加强通过老师和学

生之间交流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通过多元化的交流

互动平台，为师生之间创造出更多进行交流的机会，老师可

以对学生当前的知识掌握状况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及时掌握

学生的音乐学习动态，在这个基础上来对教学的方式及时进

行改进和完善，实现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提升。老师可以

借助于微信、QQ 等的社交软件来和学生进行交流，建立起

使学生畅所欲言的平台。

（四）加强问题教学的开展

所谓的问题教学，就是要老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

鼓励学生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问题，在音乐课的学习过

程当中，遇到不懂的知识点就要主动积极地向老师进行提问，

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互动学习氛围，加深小学生对相关知识点

的理解，老师也能够及时地对学生的疑问进行解答，继而实

现问题教学效用的发挥。

三、结语

总之，从当今社会的实际发展来看，互动教学法在小学

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正在不断加深。教学实践表明，通过

有效的课堂互动，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学生可以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学习。互动教学法可以有效地完成新课程的导入，

还可以进行合作学习，并组织学生进行情景表演。在小学音

乐教学中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发挥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在

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加强研究，以促进小学音乐教学质量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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