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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是指时节和气候，是中华民族长期经验积累的成果和智慧的结晶。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实践中，节气也是一种十分
重要的资源。当童年遇上节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有了生动的注脚。如何让二十四节气真正走进幼儿生活？如何促进幼儿
园节气教育守正创新？清明之际，中国教育报学前周刊特别策划“幼儿园里的‘节气密码’”，邀请幼儿园园长、教师及相关研究
者共同探讨，以供借鉴。

刘莲 赵忆琴

当前，幼儿园节气教育面临文化符号抽
象化、活动内容空心化等问题。教师必须进
行儿童化转译，做可触可感的节气教育。

例如，古时立春有“打春牛”的习俗，
这与当代幼儿生活相去甚远，教师可以与幼
儿一起做泥塑“春牛”，欣赏 《春耕》 等画
作，祈福春和景明。

又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
较难理解，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在立春时寻找
植物新芽、在夏至时编织纸扇相互赠送、在
冬至时画“消寒图”，体验节气流转。

幼儿的学习是直观的、具体的，教师要
充分利用各类情境。一是自然情境，如谷雨
时“种春”，赤脚踩泥巴感受“地气”，充分
调动感官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二是游戏情
境，提取节气文化中的故事、习俗等核心符
号，如春分时，开展“平衡小精灵”立蛋游
戏。三是家庭生活情境，如冬至时和家人一
起包饺子，以活动回应“节气生活”特有的
文化记忆。

当幼儿用陶泥捏出惊蛰的春雷，用彩线
编出夏至的长昼，文化的基因便在心中悄然
种下。而这颗种子，终将在游戏与创造的阳
光下，生长出属于时代的新枝。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中南大学铁
道幼儿园）

做可触可感的
节气教育

王瑶 胡卓毅

节气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
与不懈探索，是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幼儿
建立自然认知的重要坐标。

重庆市江津区几江幼儿园尝试以“物”为
媒，在节气活动中利用“凭借物”——可听、可
触、可玩的具象载体，通过因“物”起兴、借

“物”言事、托“物”言志三重奏，让幼儿在具
象场景中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

因“物”起兴：
对凭借物的多维思考

传统文化的教育转化，始于对文化符号的敏
感捕捉，成于对幼儿经验的深度回应。针对《清
明上河图》这一来自千年前的载体，我们需实现
三个转化：从古到今，从二维到三维，从繁到简。

捕捉节气文化符号，实现从古到今的纵向对
话。《清明上河图》 有扫墓祭祀、郊外踏青等主
题场景，更有放风筝、打秋千、斗草等游戏画
面。贯通古今的文化符号，使幼儿的纵向对话成
为可能。教师要引导幼儿从画面中寻找和发现关
键的节气文化符号，将其链接到幼儿的实际生活
中，实现由文化符号向生命经验的自然生长。

构建空间转化通道，实现从二维到三维的横
向延展。《清明上河图》 的二维平面性既是艺术
特色，也是幼儿认知的阻碍。面对这部画卷长、
场景大、人物多的巨制，教师要努力将二维画作
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重构的三维体验。

搭架经验生长支架，实现从繁到简的深度转
化。大班幼儿在观察复杂场景时，注意力能集中
于单一显著刺激物，但难以同时处理多元素关
联；能发现画面主体，但容易忽略背景细节。教
师要将《清明上河图》的“大”与“繁”，化为幼
儿能理解的“小”与“简”，帮助幼儿以符合其年
龄特点的方式串联历史与当下。

借“物”言事：
多元观察促自主探究

结合上述特点，教师通过分主体、分视角、
多方法三种支架引导幼儿开展深度观察，构建起
个体经验+集体认知+外部信息的“动态拼图”。

以分视角观察为例，幼儿在观察时，结合各
自对 《清明上河图》 的理解，分成了三种视角：
画册视角——把 《清明上河图》 当成一本画册，
观察画作中的绘画元素，分别从构图、色彩等方
面有所发现，例如，有的幼儿发现图中画了很多
东西，但是一点儿都不杂乱；百科全书视角——
把画作当作一本北宋的百科全书，他们在里面发
现了建筑、交通工具、动植物等方方面面的信
息；故事书视角——从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出发，
观察与之相关的人物、环境等要素，猜想围绕人
物而发生的事件，例如，有的幼儿发现图中的小
朋友都是爸爸带着玩的，说明古代的清明节也要
春游，古代的爸爸也很爱自己的孩子。

运用三种观察支架，幼儿掌握了大量关于
《清明上河图》 的信息，但是这样的信息都是碎
片式的，需要进行多次拼合。针对这种情况，教
师在观察后的分享环节中采用了纵向、横向、立
体三种拼合方式。纵向拼合是指将同一幼儿的多
次观察结果串联；横向拼合是指将不同小组的发
现并联，如建筑组和服饰组共同还原市井生活场
景；立体拼合是指教师和幼儿将观察记录与外部
信息对照，如对比幼儿关于“叉子形树枝”的描
述与美术史中的“蟹爪枝”画法，帮助幼儿建构
起立体式的理解。

托“物”言志：
建立跨时空情感联结

幼儿通过多元观察获得认知地图与观察方法
后，教师需要进一步将幼儿的基本认知升华为文
化认同，即托“物”言志，引导幼儿与作品建立

跨时空的情感联结。
在自主观察时，幼儿在《清明上河图》中找

到了30个小朋友，他们对图里的小朋友充满了兴
趣。教师抓住教育契机，通过“命名—创作—赠
礼”三部曲，帮助幼儿与“画中人”建立深刻的
情感联结，实现多维度的时空融合与精神共振。

命名：把“画中人”变成“身边友”。教师
引导幼儿从“故事书视角”进入，各自结识一个

“画中人”，并且给他取名字。如幼儿因为自己姓
曾，结识的小朋友头圆圆的，所以叫他“圆
曾”。花式命名的背后，是幼儿对“画中人”的
情感投射，使“画中人”仿佛成了自己的朋友。

创作：丰满“身边友”的形象。为朋友命名
后，幼儿的观察更加聚焦也更加频繁，教师引导
他们进一步观察“身边友”的神态、动作、衣
着、周围环境、人物关系等，从而展开想象：

“身边友”在说什么？做什么？在持续的观察、
想象、创作中，“身边友”的形象愈发丰满，逐
步从平面的符号变为立体的角色叙事。

赠礼：表达对“身边友”的喜爱。在观察
中，有的幼儿发现“友人”玩的游戏并不好玩，
便萌发了给他做一本游戏宝典的想法，这个想法
也点燃了其他幼儿。大家给使用算筹的小朋友送

“数学宝典”，给小牧童送放牛绳……这样一来，
幼儿自然分成了各个项目组，通过“把自己画进
画里”的方式，将礼物送到了好朋友身边。

“物”的三重奏，赋予 《清明上河图》 新内
涵：它是幼儿眼中精美的无字绘本，是与假想朋
友对话的神奇媒介。作为教师，我们也在其中找
到了一种文化传承的“儿童路径”，让千年文脉
在童真想象中绵延新生。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几江幼儿园）

以“物”为媒

触摸《清明上河图》的温度

郭芙蓉

二十四节气是传统文化中的璀璨瑰宝，它涵盖
了物候、农耕、文学、养生等内容，蕴含丰富的教
育价值。近年来，许多幼儿园开展了节气教育的探
索与实践，但仍然存在内容上泛化、形式上求全、
组织上重预设、目标上偏认知等问题。教师应多维
思考、守正创新，在节气流转中发现童年。

内容在地化，节气教育更具特色

在地化不仅是指关注地方本身的资源条件，因
地制宜开展教育，更强调对地方的心理归属感，激
发幼儿对地方的情感认同。

一是重视地域特点。我国幅员辽阔，南方和北
方在同一节气的气候特点不同。例如，立春时节，
广东等地气温回升，率先进入春天，而黑龙江等地
的春天通常在 5月左右。幼儿园应结合地域气候特
点，如开展“不一样的立春”等活动，帮助幼儿在
认识节气的同时，感受到节气的地域性和多样性。

二是结合地方文化。例如，山东潍坊被誉为
“鸢都”，潍坊风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春
分时节正有放风筝的习俗，当地幼儿园可将二者相
结合，将抽象的节气认知转变为具象的游戏经历，
激发幼儿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家乡文化的认同。

三是挖掘园所资源。每所幼儿园都有独特的宝
藏，草坪、树木等都可以成为节气教育的资源。例
如，惊蛰时节，幼儿可以观察园内的植物、昆虫

等，理解“春雷响，万物长”等谚语；也可以选择
某一植物进行持续性观察，记录不同节气中植物的
生长变化，感受节气更迭、四季轮回的奇妙。

形式灵活化，节气教育更富趣味

教师通常会通过集体教学和生活活动开展节气
教育，却忽略了区域活动、游戏活动等其他形式。
我们要丰富活动形式，提升节气教育的趣味性。

一是将集体活动和个别活动相结合。区域是基
于幼儿兴趣需要而设置的活动区，区域活动也是节
气教育的重要活动形式。以夏至为例，教师可以创
设“夏至扇子”美工区、“夏至三候”科学区、“避
暑山庄”建构区等区域，支持幼儿收获有关夏至的
有趣体验。活动结束后，教师可以组织幼儿畅谈活
动感受，引导幼儿梳理有关夏至的完整经验。

二是将班级活动和全园活动相结合。幼儿园可
以组织全园性的、混龄的节气游园活动。游园前，
教师帮助幼儿做好节气的相关经验准备；游园当
天，可以在户外设置节气主题的小游戏、小店铺、
美食街等，幼儿与家人一同探秘；游园后，各班可
组织幼儿回顾游园经历，深化幼儿对节气文化的理
解。这种形式不仅能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也能让幼儿对节气充满期待、欣喜和留恋。

三是将家庭、社区和幼儿园资源相结合。一方
面，幼儿可以“走出去”，如清明时节教师组织踏
青郊游的亲子活动，邂逅节气的自然之美。另一方
面，也可以将家庭和社区“请进来”，如邀请擅长

种植的家长指导幼儿的节气种植活动，引导幼儿在
实践中领悟“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农耕智慧。

方法数字化，节气教育更添活力

幼儿的思维特点呈现出具体形象性，教师可以
借助数字化的方法开展节气教育。

一是借助人工智能 （AI） 技术变抽象为具象。
教师可以将“清明三候”制作成动画视频，呈现清
明时节花朵盛开、田鼠进穴等场景，还可以通过全
息投影将二十四节气的标志性物候场景按照时序动
态演绎，以便幼儿直观了解清明的物候变化。

二是借助虚拟现实 （VR） 技术变远观为“亲
历”。教师可以模拟农耕场景，幼儿变身“小农
人”，根据节气特点在虚拟田地播种、施肥、育
苗、收获，通过沉浸式体验，尊重自然规律。

三是借助智能设备变被动为主动。教师要改变
知识传授模式，可借助平板电脑等智能学习设备搭
建人机对话平台，让幼儿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按照
自己的兴趣与步调探究节气文化，通过多模态的人
机交互建构节气经验，唤醒幼儿主动学习的活力。

总之，教师应注重节气教育的多元向度，基于
节气视角，把握节气教育的系统性；基于儿童视
角，确保节气教育的适宜性；基于教育视角，审思
节气教育的价值意蕴。通过节气教育关注幼儿的生
命体验，唤醒幼儿的生命力量。

（作者单位：江苏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澳门城市大学）

守正创新
在节气流转中发现童年

冯冬梅 陈丽颖 李雨馨 刘佳溪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
相连……”节气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
的传统文化印记，通过节气教育，北
京市海淀区龙岗路幼儿园将抽象的时
间哲学转化为具象的实践活动，在科
学启蒙、文化浸润、生活实践三个维度
构建起综合性培养体系。

借助自然探究实现科学启蒙

节气现象中蕴含着自然规律，有
利于充分激发幼儿的科学探究本能。

小寒节气“鹊始巢”，幼儿发现
喜鹊在垃圾堆寻食的现象，便触发了
对喜鹊冬季觅食的深度探究。幼儿通
过望远镜观察、绘本查阅等了解到喜
鹊的生存策略，设计出用面粉浆糊黏
合谷物的喂食器，“小鸟餐厅”就这
样开张了。幼儿持续记录鸟类进食习
性，理解生态链依存关系，将节气物
候转化为科学启蒙的起点。

春分时节，风是最活跃的自然使
者。幼儿通过连续记录 2月与 3月的
风力数据，对比发现节气气候特征，
结合“忙趁东风放纸鸢”诗句，引发
了气流可视化游戏实验：用塑料袋捕
捉风力、观察风铃摆动、用气球感知
气流方向等。在这样一次次的探究
中，“关注节气”已成为幼儿的自觉。

借助文化浸润促进情感联结

“清明”扫墓等习俗背后传递着深

刻内涵，有助于幼儿建立文化认同感。
当菊花在寒露时绽放，幼儿对饮

菊花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将自
己绘制的菊花放入纸杯，搬来桌椅模
仿喝茶场景，教师及时支持幼儿开展

“泡茶初体验”，带领他们走进茶文化
的世界。幼儿从冲泡菊花茶开启“醒
茶”习俗探究，通过语音搜索、家庭
调查破解“第一杯茶倒掉”的文化密
码，通过查阅资料、调配茶饮，在角
色扮演中体验茶道礼仪。当孩子为家
长奉茶时，抽象的茶文化已转化为具
体的生活记忆和情感联结。

借助实践活动感悟生活智慧

节气教育将农谚智慧转化为生活
课程，教师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培养幼
儿的生活技能和实践能力。

小雪时节制作糖葫芦，控制火候
是关键。“熬糖要像等初雪，心急就
尝不到甜。”教师用温度计测试，幼
儿轮流凑近观察糖浆转为鱼眼泡的过
程。大家发现，当糖浆达到一定温度
时，竹签划过锅底的轨迹会停留三秒
不消失。当幼儿在滚烫的糖浆里看见
古人的生活智慧，二十四节气便有了
更为生动的内涵。

节气教育应以真实问题为驱动，
在守护一只鸟、冲泡一杯茶、制作一
串糖葫芦的实践中，幼儿完成了对自
然规律、文化基因与生命价值的立体
认知。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龙岗
路幼儿园）

探索节气教育的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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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庆市江津区几江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为宋朝的小朋友做衣服。
②③北京市海淀区龙岗路幼儿园的孩子们用落叶做游戏。

幼儿园供图①

②

案例

编
者
按

观点

视角

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