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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稻作文化主题教育1

稻作文化是指人们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生存和发展方

式的文化，是我国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诗词

歌赋都赞美过稻田和种稻。我院依托江西农业大学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将“水稻”作为主线，根据 3-6

岁各年龄段幼儿学习与发展规律及特点，从幼儿的兴趣

出发，创设并开展了关于水稻的生长过程、稻谷的加工、

稻草的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教育活动。

二、信息技术与稻作文化主题教育融合的价值体现

幼儿教育是人类一生教育的起点，幼儿所接触的教

育方式、教育内容均对他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

今社会，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亲

近自然的机会很少，对于稻作文化的了解十分匮乏。水

稻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是中国生活方式的一

部分，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情感。随着幼

儿教育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已然成为辅助教师开展教

学活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在开展稻作文化主题教

学活动时，教师应寻找一个平衡点、创新点，将信息技

术与之融合以扭转传统教学中存在的“教师单向输出”

的局面，通过及时更新教育内容，使教学活动更具趣味

性和生动性，充分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

促进师幼间的多元互动，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抽象、难

以理解的知识，感受稻作文化的内在魅力，萌生对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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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重 [1]。

此外，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将现代化信息技术融入

教学活动解决了教师面对稻作文化这一抽象主题不知如

何下手准备教学材料的难题，也大大降低了教师激发幼

儿活动兴趣的难度，增强了教学的便利性和高效性。

三、信息技术与稻作文化主题教育融合的实践路径

（一）将信息技术融入五大领域教学活动中

1. 信息技术在语言领域教学活动中的运用

幼儿对于故事是比较感兴趣的，在语言领域教学活

动中，教师通常会采用讲述绘本故事的方式引导幼儿学

习知识、明白道理。因此，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点，在讲

述故事的过程中灵活运用信息技术来辅助教学，增添绘

本故事的生动性，使教学活动更富教育意义。如在语言

活动《珍惜粮食，从小做起》的导入环节，教师可以运

用信息技术将绘本故事书《大米是怎么来的》中静态的

文字、图片转换成动态形式呈现出来供幼儿欣赏，激发

幼儿学习兴趣的同时让幼儿在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创设的

生动情境中了解水稻是如何变成我们的粮食——大米的，

教师结合故事内容进一步引导幼儿明白粮食的来之不

易，从而理解农民劳作的艰辛，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
[2]。在接下来的环节中教师可以用电脑一体机、笔记本电

脑、投影仪等多媒体电子设备播放自己在活动前运用剪

映、花瓣剪辑等视频剪辑软件制作好的儿歌《珍惜粮食，

从我做起》视频，请幼儿认真观看的同时尝试跟着做一

做视频中老师在朗诵儿歌时做的相应肢体动作，帮助幼

儿更好地理解、记忆儿歌，提升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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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技术在科学领域教学活动中的运用

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比较、

操作等方法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异同是科学领域学习

的核心。教师在发现幼儿的兴趣点时，应充分运用信息

技术为其提供开展科学学习的资源。如在科学活动《我

会育苗》中，教师可以用电脑一体机、笔记本电脑、投

影仪等多媒体电子设备为幼儿播放一些关于春季稻谷催

芽的视频、图片，激发幼儿的探究欲望，引导幼儿了解

稻谷催芽的过程，观察催芽后的稻谷的形态、颜色，培

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还可以用多

媒体电子设备展示稻谷催芽后应如何精心培育的相关多媒

体信息资源，以强调此时稻谷的脆弱性，唤起幼儿的保护

欲，愿意主动学习保护催芽后的稻谷的方法（保持适宜的

湿度、温度，避免阳光直射，防止病虫害等），在此基础

之上，教师还可以组织幼儿照顾催芽后的稻谷，让幼儿在

实践中积累知识和技能，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态度。

3. 信息技术在艺术领域教学活动中的运用

每个幼儿心中都有一棵美的种子，在艺术领域的美

术活动中，教师应运用信息技术为幼儿创造充分的条件

和机会去感受美，去尝试运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美、

创造美。如教师可以在开展美术活动《金灿灿的水稻》

前先准备好彩色马克笔、画纸等多种绘画材料，用平板

电脑、手机搜索水稻图片、视频及相关的绘画作品图片，

然后在活动中用电脑一体机、笔记本电脑、投影仪等多

媒体电子设备播放出来供幼儿欣赏，通过将本次活动主

题——水稻生动、形象地呈现在幼儿面前，帮助幼儿去

感受水稻独特的美，使其能够积极发挥想象尝试运用多

种绘画工具创造性地表现出水稻的美；也可以用电脑一

体机、平板电脑提前下载好绘图软件，供幼儿在屏幕上

进行自主绘画，通过为幼儿提供另一种不一样的学习体

验，在有趣的学习环境中主动去观察水稻的色彩、形态

等特征，加深对水稻外在形态的认知，从而能够更好地

完成美术作品。在开展音乐活动《稻香》时，教师通过

运用电脑一体机、笔记本电脑、投影仪等多媒体电子设

备为幼儿提供一个一边能倾听背景音乐，一边能欣赏农

民在稻田里忙着收割金灿灿的水稻的动态画面，以充分

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使其感受乐曲的欢快、活泼的旋

律，在幼儿熟悉乐曲的旋律之后鼓励其尝试纸杯打击演

奏乐曲，从中体验水稻丰收农民内心的喜悦。

4. 信息技术在社会领域教学活动中的运用

社会领域的学习能够帮助幼儿加深对社会的认知，

学会如何与他人交往，更好地发展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如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教师可以在开展社会活动《春

耕观察记》前先联系好可供幼儿实地参观的农业示范园

或实验田，在活动中随身携带好手机、数码相机用于拍

摄带领幼儿前去实地参观的图片、视频，然后运用视频

剪辑软件将这些拍摄到的素材剪辑成声像结合的视频教

学材料，便于幼儿在参观结束后回到幼儿园分享自己的

所见所闻和感受，进而能够更好地引导幼儿思考育苗播

种对我们生活的意义，知道要在日常生活中要爱护植物，

愿意尝试与同伴在班级植物角中合作照顾植物，达到培

养幼儿的责任心、爱心、劳动意识和合作精神的目的。

教师也可以在日后的教学中，再借助这一视频教学材料，

帮助幼儿回顾参观感受的同时引导幼儿积极参加幼儿园

组织的集体活动，学会在集体活动中与同伴友好交往、

合作。

5. 信息技术在健康领域教学活动中的运用

幼儿在 3-6 岁这一阶段身体发育、机能发展尤为迅

速，幼儿的身心健康也是其他领域学习与发展的前提。

在开展健康活动《水稻种子保卫战》前，教师可以用电

脑、手机搜索红军作战视频供幼儿在活动中通过电脑一

体机、笔记本电脑、投影仪等多媒体电子设备进行观看，

着重引导幼儿观察红军在作战时做的钻、爬、绕障碍

跑、投掷等身体动作并尝试模仿，帮助幼儿积累游戏前

期经验 [3]。在游戏活动正式开始前，教师可以运用蓝牙

音箱等音频播放设备播放欢快的音乐，带领幼儿跟随音

乐简单热身之后，组织幼儿正式进入水稻种子保卫战游

戏，引导幼儿自由分组（水稻种子守卫组、水稻种子闯

关组），利用所提供的长木凳、奶粉罐、易拉罐等搭建材

料自主创设游戏环境，并在游戏中尝试做一做红军作战

时所做的一些身体动作。教师在幼儿游戏的过程中还可

以运用音频播放设备为幼儿播放激昂的红军歌曲，做到

巡回、适时指导并保障幼儿的安全，使幼儿在玩中学会

运用自己的方式保护水稻种子，提升身体的灵活性、协

调性。

（二）信息技术在幼儿在园生活碎片时间中的运用

教师可以将信息技术运用到幼儿一日生活的多个

环节中，捕捉一些零散的教育契机，向幼儿输入稻作文

化相关知识，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不断深化幼儿对稻作

文化的认识。如在午餐用餐前，教师可以借助蓝牙音箱

等音频播放设备为幼儿播放从互联网上搜索并下载下来

的《悯农》等儿歌，讲述挑食、浪费粮食的坏处的故事，



121

教育发展与创新 | 第2卷/第26期

引导幼儿明白了解粮食来之不易，要珍惜每一粒粮食，

在用餐时努力做到不撒饭菜、不挑食；在幼儿用完餐后

散步时，教师可以携带便携式蓝牙音箱，播放有关稻作

文化的歌曲、儿歌，让幼儿跟着唱一唱，念一念，珍视

每一次教育契机，达成主题教育目标。

（三）运用信息技术邀请家长助力，实现家园互育

在幼儿发展过程中，幼儿园与家庭是幼儿生活的主

要场所。因此，幼儿园方面、家长方面应共同努力，为

幼儿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开展好稻作文化主题

教学活动，离不开家长的协助和支持，但是快节奏的生

活让多数幼儿家长缺乏足够的时间陪伴幼儿，关注幼儿

教育。鉴于此，教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搭建线上沟通平

台（如使用微信群、QQ 群、腾讯会议等软件），打破时

间、空间的限制与家长建立密切的联系，进而优化主题

教学活动。如向家长咨询关于主题教学活动的问题，或

邀请从事相关职业的家长进课堂为幼儿讲解水稻育苗的

方法、过程等知识，进一步丰富自身对教学内容的认知；

请家长搜集并分享相关的图片、视频等资料，不断完善

教学材料；此外，教师还可以将用手机、数码相机等电

子设备拍摄到的幼儿活动中的照片、视频，在幼儿园举

办稻作文化趣味运动会时幼儿在趣味送粮、草球进洞等

项目中的精彩瞬间通过所搭建的线上沟通平台分享给家

长，让其了解幼儿在园表现。

（四）切实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综合能力

1. 幼儿园方面

幼儿园方面可以通过采用如座谈会、教研会、参观

学习等形式多样的培训方式，并在培训之后通过专题汇

报课，展示课，评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运用信息技术的

能力，以切实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综合能力，在开展稻

作文化主题教学活动时发挥出现代信息技术最大的使用

价值，从而为幼儿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2. 教师自身方面

教师作为幼儿身心发展的引路人，应该时刻注重提

升自身的专业技能，加强自身的学习。尤其要紧随时代

的发展，不断更新教育理念，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在

开展主题教学活动前充分思考活动目标，运用信息技术

创设好教学活动，实现对稻作文化蕴含的教育价值的提

炼。在空余时间多学习信息技术的运用，以构建高质量、

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另外，教师之间也需要利用信息技

术实现相互讨论交流、资源共享，不断改进日后的教学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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