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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二十四节气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的应用研究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马群幼儿园  葛 莲

摘   要：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国古代先民探索自然规律所归纳的结论，囊括的知识范围极
广。幼儿园教学活动与传统二十四节气的有机融合，可以多维度彰显教育价值，多元化拓展教学主题，使幼儿可以
多渠道接触我国优秀的文化瑰宝。本文基于学习传统二十四节气的视域下，分析了其重要的教育价值，探讨了现阶
段传统二十四节气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应用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成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应用策略，希望
能有效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的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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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二十四节

气多元地展示出人与自然之间独树一帜的交织线，

深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二十四节气不仅在农耕

作物种植生产方面有着导向作用，还多层面地影响

古代先民的吃穿用度，乃至于延伸到思想观念中。

二十四节气享有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盛誉，与人类的

起居生活休戚相关，影响意义非凡。基于此，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于 2016 年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基于天性使然，

幼儿在受教育过程中富含浓厚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对未接触的新知识与新事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对

大自然有着求知若渴的学习欲望。在学前教育中融

合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教师可以以当下时间线最

近的节气为教学案例，结合生活实际，为幼儿普及

二十四节气的相关文化内容，从小培植幼儿对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与欣赏态度，强化幼儿对

节气变化的认知与感受，使幼儿身临其境地感受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与魅力。

一、传统二十四节气对幼儿教育的重要作用

在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宏观背景下，

二十四节气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不仅表现在

季节特征对农业耕作的外界因素影响，更表现在其

所蕴涵的人类文明的文化信仰与价值。幼儿园作为

教育实施的主导者之一，可将满怀底蕴的二十四节

气知识与幼儿教育相互融合。二十四节气的诞生是

人类为了把农业生活与不同的节气现象相联系。在

流传过程中，经过地区流传差异而产生的农谚与歌

谣，而这些歌谣中都蕴涵让人奋发向上的精神。例

如，当人类在田里进行劳动时，在丰收时刻会产生

愉悦感。尽管随着寒露的出现，自然界呈现了萧条

的景象，但是这代表了农作物丰收的开始，人类将

从丰收中得到幸福。而这其中也蕴涵人类真善美的

精神世界，而幼儿所向往的精神世界正是这样纯朴

与自然。通过对中国节气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幼

儿由此对农作物丰收的喜悦有较真实的体验，从而

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其次，幼儿对大自然进行了解

的最佳途径便是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人合

一很推崇，要求使人回归到大自然中并与大自然和

谐共处，而利用自然规律二十四节气对农业发展加

以指导，人们可以比较细致地认识大自然，这与天

人合一的思想是相吻合的。利用这个思路教育幼儿，

使其对大自然加以了解与观察，从而增强对大自然

的理解，可以使幼儿更加关心与呵护大自然。最后，

基于教育维度而言，二十四节气的多维发散有助于

充沛幼儿的成长情感。人类对事物活动的态度能直

接理解为对此的情感变化活动，是人类精神文明的

体现，与实际生活不可分割。幼儿的情感培养至关

重要，情感的积极与否直接影响童年生活的快乐与

否。而在启蒙教育中融合传统的文化教育思想，可

以使幼儿思维与情感上的培养更为健全，从而使其

获得全面发展。

二、传统二十四节气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存在

的问题

（一）对教育价值的认识和理解不足

传统教育的影响下，幼儿教师对二十四节气的

含义及蕴涵的文化认识不足，课堂表现形式相对单

调，大多是利用各种小图画、小故事和其他辅助道

具进行二十四节气教学，无法给幼儿留下深远的影

响，与现阶段幼儿的身心特征并不呼应。

（二）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的开发、应用不足

据实证资料统计分析，现阶段的幼儿园教学资

源并未得到全面的开发与整合，有关二十四节气的

融合教学在知识普及课程中涉及较少，并缺乏多元

化的教学活动支持，对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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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局限性，由此可知幼儿园的教学活动并未真正

意义上与二十四节气融合，对有关二十四节气教学

资源的挖掘、整合、开发以及应用的力度不足。

（三）教学活动开发、应用机制不完善

教学活动井然有序地开展与健全的教育资源配

套息息相关，如时间、空间、运行体制等元素，这

是保证教学实施的关键条件。但因经费等各种问题，

幼儿园在教学活动开发、应用机制这方面的培训不

够完善，且多是由园长设置，教师的主动意识不强、

创新能力也不足，导致教学活动开发、应用机制不

完善的问题突出。

（四）教学活动没有发挥家庭、社区的合力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

出：“幼儿园、家庭、社区应该密切合作，综合利

用教育资源，为幼儿发展创设良好的条件。”将家

园合作的理念贯穿于教学活动中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可为二十四节气的多元化开展锦上添花。但

诸多家长认为此类教学活动的开展多此一举，导致

合作效果得不到最优化，同时基于幼儿的安全问题，

与社区的合作更少。

三、二十四节气文化融入幼儿园教学活动的问

题成因分析

（一）教师缺乏二十四节气传统文化方面的素养

在幼儿园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幼儿园教师

的传统文化素养关乎幼儿的传统文化素养养成。现

阶段诸多教师对二十四节气传统文化的了解相对肤

浅且零散，导致其存在文化认知上的偏差以及教学

上的不注重，对二十四节气认识程度与素养亟待进

一步提高。

（二）教学活动开展的支持系统不完善

1. 内部支持不足。幼儿园为教师开展活动提供

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但也存在

一定的不足：第一，经费投入不足。第二，缺乏关

于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知识方面的课程体系培训。

2. 外部支持不足。外部支持主要从教育部门、

家庭和社会综合给予衡量。第一，教育部门与此教

学活动相对应的政策尚不完善。学前教育主管部门

没有制定与之相应的政策引导，促使幼儿园积极开

展对二十四节气等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研究和应

用。第二，家庭教育、社会扶持力度不足，家庭、

社区没有为幼儿园发挥出有效的作用。

四、传统二十四节气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的应

用路径—以南京市栖霞区马群幼儿园为例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幼儿园（以下简称“本园”）

依托江苏省规划课题“走向生活世界的幼儿园课程

资源深度开发研究——以‘节气’课程为例”，采

用小、中、大三个不同年龄层次的实验班，在园内

进行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实践研究，通过文化渲

染、环境创设、种植活动、教学活动等方式，让节

气文化走进幼儿园、走进幼儿的身边，让他们直接

感知、亲身体验、实际操作，以期让幼儿充分感知

节气文化的气韵与魅力，激发幼儿对传统节气文化

的兴趣。

（一）在环境创设中渲染传统二十四节气文化

幼儿园的环境氛围是教学活动开展至关重要的

支部力量，也是尤为关键的教育资源，可基于教学

环境氛围的规划、制定、调控、整合，使幼儿园的

环境氛围充满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生机，通过视

觉与听觉的感染引起幼儿的情感共鸣，全面促进幼

儿的身心健康成长。本园充分利用了如在幼儿晨间

接待、课间活动、离园回家等时间段，通过信息技

术媒介播放二十四节气歌，使幼儿能更为直观地接

触中国传统文化，贯彻落实“润物有声”。并且教

师用《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为导向，

以幼儿的学习需求为量化指标，创设了学习二十四

节气的文化环境氛围。例如，可在幼儿园内的墙体、

走廊、楼梯、操场地面等室外环境中，用多种材质

做成的不同场景的节气文化、创设的主题版画，图

文并茂地有意渲染二十四节气，使幼儿恍如身临其

境至节气的氛围中。以耳濡目染为教育实体，以教

育环境为二十四节气文化渗透的起点，有效建立幼

儿园内积极的教育风气，引导幼儿树立正确的文化

学习观，可以实现有效的立德树人与文化育人。

（二）在艺术作品中感受传统二十四节气魅力

幼儿生活发展和故事密不可分。幼儿在倾听、

享受故事的过程中可以逐渐领悟道理、获得启迪，

从而辨别真善美、懂得假恶丑。因此，无论是幼儿

园还是家庭，都应该抓住好时机，充分利用民间故

事开展二十四节气的传统文化教育，以便幼儿从中

受到感染和教育。例如，教师可以利用《立夏之传

说》《大寒的来历》等绘本故事，让幼儿基于感兴

趣的方式学习立夏与大寒的形成、意义、特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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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等，发散幼儿的思维，打破传统思想桎梏，引导

幼儿勇于表达自己真实情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

陶下，强化幼儿的民族自豪感。唐诗、宋词、元曲

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瑰宝中的璀璨明珠，是历经

千年依旧被反复吟诵的佳作，其中有诸多与二十四

节气相关的艺术作品，流芳百世。基于此，幼儿园

可创办“二十四节气幼儿诗词大会”，以幼儿背诵

的诗词数量为主要考核指标，多维度鼓励幼儿接触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与古诗文碰撞的教

育渗透价值影响深刻且厚重，意在从小培植幼儿对

意境深厚、朗朗上口，有关二十四节气的古诗文佳

作进行诵读，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幼儿的情操，培植

幼儿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

（三）在艺术活动中表达传统二十四节气文化

音乐教育是幼儿教学活动寓教于乐的保障手

段。幼儿的天性使然，对外界表现的声音尤为好奇，

因此，幼儿园可基于幼儿天性，巧借音乐教育，融

合二十四节气文化开展艺术活动。可基于开展歌唱

活动，将幼儿分组演唱《二十四节气歌》，让幼儿

通过对歌词与节奏的浅显理解，感受节气魅力，以

此通过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培植幼儿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热爱。幼儿绘画活动是一项自主的、具有个人

创意的社会教育活动，是幼儿交流和记录的主要工

具。在多元开展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以美术绘

画为主题，与中国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互融交织，

让幼儿切实着手创作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例如，

通过水墨绘制“二十四节气”画扇，用废旧物品制

作“二十四节气”版画等。尽管幼儿制作的美工作

品略微粗糙，但幼儿会根据自身对二十四节气的认

识，发散思维，创作出一幅幅闪着思维灵光的作品，

这对促使幼儿进一步理解二十四节气与中华文化的

渊源起着重要作用。

（四）在实践活动中传承传统二十四节气文化

生活实践是最为有力的教育方法，大自然是

最好的培育基地。本园内含种植园地，教师可以根

据节气带领幼儿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让幼儿以生活

实践充分感受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底蕴。本园组织以

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风俗活动：立春。部分农村地

区仍保留着打春牛、送春牛等风俗习惯，本园以此

为契机，开展以“立春”为主题的教学活动，让幼

儿切身体会送春牛、放风筝、挖野菜等立春活动，

共同感受“一年之计在于春”；清明。“清明前后，

种瓜点豆”，可以让幼儿体验农耕的意趣，切身体

验粮食的来之不易，意义深远，也可到郊外踏青，

祭扫坟墓，传承古老的风俗文化；秋分。“暑退秋

澄气转凉，日光夜色两均长”，可以以丰收为主题，

通过农耕劳作收获本园种植的花生，让幼儿在“甜

甜的水果”“新鲜的花生”等采摘活动中感受到丰

收的喜悦与成就；立冬。时值秋冬相交之时，故有

吃“交”子之时的饺子这一说法，教学活动可以此

为中心，开展包饺子的主题活动，锻炼幼儿的动手

能力，并体验古风俗文化“交子之时吃饺子”等。

如此，可以基于实践深化传统文化深度，传承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使幼儿通过眼、手、心、身获取直

观的文化体验，沉淀传统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底蕴。

五、结语

二十四节气蕴涵个性鲜明、独树一帜的民族色

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与展示，更是中国

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在教育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幼儿教师应以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为导向指标，让

幼儿与节气和四季并躯前行，在优秀传统文化学习

中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自然滋养中健康学习，以

二十四节气为底蕴培育幼儿品格，让中国特色非物

质文化遗产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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