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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四节气概述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观察太阳周

年运动和气候变化总结出来的农业历法，它将一年分为

二十四个节气，每个节气大约十五天。节气不仅体现出

气候，物候和农事的自然变化规律，而且还携带有丰富

的文化内涵。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始，是春天来临的象

征，也是自然界万物复苏和人们准备春耕之时；雨水是

降水增加的标志，非常适宜于春季播种；惊蛰说明昆虫

已开始活跃，农事也忙起来。清明节气宜祭祖扫墓或踏

青传统。立夏、小满、芒种等夏季节气分别表示夏季来

临，作物开始丰腴，夏种活动规模大。夏至是全年白昼

最长的一天，传统习俗有吃面条和洗澡解暑。立秋、处

暑、白露等秋季节气，气温渐降，作物初熟，民众从事

收获活动。秋分是指昼夜平分的日子，历来都有祭月的

习俗。寒露、霜降说明气候渐冷，为冬天供暖做好了准

备。冬季节气是由立冬、小雪和大雪等节气组成的，它

表明冬季的到来，已进入休养生息的时期，农事活动有

所减少，冬储工作已初见端倪。冬至这天是全年中夜晚

时间最长的一天，按照传统，人们会组织家宴。小寒、

大寒为冬季最寒冷节气，在民间流传着浓郁的御寒食俗。

二十四节气在指导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深深地融入了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各个方面，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一

个重要内容。

二、二十四节气融入幼儿园劳动教育的意义

（一）促进幼儿劳动素养的提升

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得

到大家的认可，但是对于学前阶段的幼儿这往往会成为

其教育的短板，这与教师、家长等主要教育者的教育观

念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幼儿阶段就做好劳动教育就

显得尤为关键，二十四节气则为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

有效途径，结合二十四节气开展种植、制作手工作品、

节气特色饮食等实践活动从而激发幼儿热爱劳动的内驱

力，让幼儿真正参与到劳动过程中，感受劳动的重要性，

养成珍惜劳动成果的良好品质。

（二）激发幼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教育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而幼儿的教育也离不开

文化的渗透，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成为幼儿成长的

必需品，幼儿在中华文化的渗透下为成为一名中国人而

感到自豪，而文化的渗透不应该是生硬的，也不是简单

的说教。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将二十四节气与劳动教育结合起来，

让幼儿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三、二十四节气融入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实践活动

（一）扩宽教育途径，激发劳动兴趣

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

便利条件，在节气到来前我们可以先利用多媒体技术引

导幼儿多途径了解节气特点。3-6 岁幼儿思维以直观行

动思维为主，而多媒体直观、形象的呈现更能充分调动

幼儿多感官参与，加深对节气的认识，此外，个别节气

特征不明显的我们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帮助幼儿深入

了解。例如，在小满节气来临前，教师可以利用视频、

动画的方式引导幼儿了解小满节气来源、特征，通过视

频形象的展示及教师的讲解，帮助幼儿将深奥的概念以

图文的方式呈现出来，更有利于幼儿理解和接受，激发

二十四节气融入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

冯丽娜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幼儿园　天津　300000

�

摘　要：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民俗文化。二十四节气的运用是古

人智慧结晶的充分体现，它可以预测气象，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然现象及其科学规律，从而指导农业生产实践活

动，可以看出二十四节气对人们的衣食住行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但是随着现在人们对

二十四节气的了解越来越少，在幼儿园阶段开展二十四节气教育活动就显得尤为关键，利用二十四节气的底蕴文化

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既能培养幼儿良好的劳动习惯又能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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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参与劳动的意识。

（二）利用种植活动，开展幼儿劳动教育

幼儿园可以利用园里空旷的场地开辟一块种植区，

幼儿通过对农作物的种植、培育，充分认识到劳动的艰

辛，养成不浪费粮食的习惯，同时在见证自己种植的植

物一天天长大，也让幼儿感受到劳动的乐趣，形成积极

乐观的劳动意识。例如，在谷雨时节，教师可以先带幼

儿了解谷雨的节气特点，为什么我们要在谷雨时节播种

以及播种时的一些小知识，使幼儿明白只有通过播种才

会有收获，幼儿了解后教师就可以带领幼儿开展种植活

动了。在活动中，教师引导幼儿合理分工，有的松土，

有的播种，有的浇水，让所有幼儿都参与到劳动中来，

同时还要关注植物的生长过程，引导幼儿对植物的变化

进行全过程观察和记录，包含发芽、开花、结果等，并

定期开展浇水、施肥、捉虫等活动。

（三）创设游戏情境，重视幼儿劳动体验

针对幼儿的体质较弱不适宜进行大活动量的劳动，

教师在开展劳动教育时也选择适宜的方式，既要考虑到

幼儿的年龄特点又要具有趣味性。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

活动也是幼儿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教师可以利用幼儿

这一年龄特点组织开展相应的游戏活动，让幼儿在轻松

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节气特点，加深幼儿对节气的认识，

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增强幼儿的民族文化自信，继续强

化幼儿在劳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相关行为及认识，使

劳动教育的效果更加明显，提升教育效果。例如，立春

前后农民开始做好春耕准备，户外活动时我们开展了

“小种子成长记”的游戏活动，每个小朋友都是一粒小

种子，通过完成爬垫子、曲线跑、钻山洞等任务，模拟

农民伯伯播种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幼儿既能了解到

立春的节气特点又能体会到农民伯伯播种的辛苦，培养

幼儿珍惜粮食拒绝浪费的传统美德。

（四）开展亲子活动，鼓励家长参与幼儿劳动

在开展劳动教育时，不能只依赖幼儿园的力量，我

们也应积极鼓励家长参与到幼儿劳动教育中来，教师可

以通过开展主题活动向家长宣传利用二十四节气促进幼

儿劳动教育的价值，转变家长轻劳动教育的观念，在一

些重要的节气我们也可以邀请家长一起来园参加节气劳

动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气氛围，在活动中感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实现家园共育。例如，在秋分时节，硕果

累累，到处都洋溢着秋收的喜悦，幼儿园里的山楂、柿

子、苹果都熟了，我们邀请家长来园了一起参加秋日采

摘活动，爸爸们负责采摘，孩子们负责将果实装进筐里

搬运到操场，大家都是虽然满头大汗但是操场上传来阵

阵欢声笑语。采摘结束后，孩子们一起分工合作将山楂

清洗、去核，我们一起制作了红果酪，孩子们品尝着自

己的劳动果实心里别提多开心了，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

孩子们既感受到了秋分节气的魅力又激发了参与劳动的

积极性。

（五）开展节气实践活动，将节气融入幼儿生活中

二十四节气预示了一年的气象特点，是指导农业农

耕的重要依据，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开

展二十四节气活动时也应该将其归于生活，引导幼儿知

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教师可以将节气特征与当地节气习

俗结合起来，根据幼儿年龄阶段特点选择适宜的实践活

动，让幼儿在实践中领悟节气内涵，使空洞的知识更利

于幼儿所接受。

例如，按照北方冬至包饺子的习俗，教师可以为幼

儿准备充足的面粉、饺子馅等材料，让幼儿积极参与包

饺子活动，可以开展包饺子比赛，从而让幼儿对冬至节

气具有更加深刻和生动的认知与了解。

四、二十四节气融入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实践建议及

反思

（一）关注幼儿生活经验

将二十四节气文化融入学前教育是一项兼具教育意

义和文化传承的创举。但是，考虑到儿童的认知水平与

接受能力等因素，教师对有关活动进行规划时一定要认

真选择与儿童相适应的活动。鉴于节气文化浩如烟海，

并非每一个知识点对学前阶段幼儿都是适用的，这就要

求教师要仔细甄别，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保证活动

更有吸引力，更有教育效果，教师要结合每一个节气所

独有的特点，在充分考虑幼儿年龄特点及其原有生活经

验的基础上。通过发掘与孩子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节

气元素，比如春分踏青和冬至吃粽子的风俗，老师们可

以设计一些生动而有趣的事件，从而带领孩子们更直观

的去感受，了解节气的含义。这样，既可以激发孩子们

学习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又可以培养孩子们积极参与、

探究的热情，让节气文化所蕴含的教育价值寓教于乐、

寓教于乐。这样，才能使教师切实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教

育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幼儿全面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二）积极促进家园合作

就幼儿教育而言，家园合作属于十分重要的教育模

式之一，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二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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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往往和多姿多

彩的民俗活动息息相关。鼓励家园联手进行节气有关的

活动能给儿童营造一个更多元、更实用的教育环境。这

一合作模式既可以为儿童劳动教育活动添加更大帮助与

深度，又可以实现家园共育，成效倍增。比如小雪节气

就有晒衣服的传统习俗。这时，父母可带领孩子一起来

参加大扫除活动，把家里的衣服拿出去晒一晒，使他们

在参加劳动时感受传统习俗的熏陶，创设了富有劳动氛

围，寓教于乐的成长环境。这一实践活动既发展了幼儿

的动手能力与责任感，又使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很自然地

触及传统文化，从而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深深地根植于

幼儿的内心深处。所以，在家园的积极配合下，大家能

够一起给孩子创造更全面、更深刻、更有趣味的教育体

验，让劳动教育与传统文化真正融入到孩子的日常生活

当中去。

（三）重视幼儿的劳动体验

在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时，教师要深刻意识到尊重

儿童自主性的意义，为他们营造一个轻松自由的探究环

境。通过给幼儿充分自由选择的空间，使其在劳动活动

中能依个人兴趣与好奇心积极地发现，研究。这种教育

方式既有利于幼儿通过亲身体验加深对工作的认识，又

能使幼儿不知不觉地体会工作的乐趣和价值。尤其是与

二十四节气相结合进行劳动教育时，孩子们能够从实践

当中更加直观的认识节气变化与特征，进而更加深刻的

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观念与自然规律。这种融传统

文化于一体的劳动教育不仅能丰富幼儿学习体验，而且

能使幼儿在工作中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魅力与博大

精深。所以，教师要引导孩子们参与到劳动当中去，要

注意劳动体验的质地与深度，使孩子们能够在一个自由、

自律的情境下，经过亲身参与、直观感受，自然会提高

人们对于二十四节气的认识，还会发展其观察力，思考

力以及实践能力等，从而为幼儿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通过这种教育方式既能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又能在

孩子们的心里种下爱劳动，尊重自然之种，从而给孩子

们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正能量。

（四）加强教师培训，提升资源支持

为了加深老师对于二十四节气的认识，幼儿园举办

了系列专业培训，并请民俗学家和自然教育专家向老师

讲解节气文化内涵，自然科学知识及节气和幼儿教育结

合点。通过这些训练，教师既可以向幼儿准确地传达节

气方面的知识，又可以针对节气特点精心设计出具有教

育意义的劳动活动。与此同时，为保证教师能将节气元

素灵活地运用到实际教学当中，幼儿园还提供了大量以

节气为题材的教学素材，劳动工具和活动指导手册。另

外，幼儿园搭建教学资源共享平台鼓励教师将教学案例

及活动设计上传到网上并进行交流，让我们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教学实践方面，幼儿园也不断地对教师进行

支持和引导，并经常举办教学研讨会供他们交流经验、

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些举措使教师专业

素养显著提高，也使幼儿园节气主题劳动教育有了强有

力的保证。这一全方位教师培训和资源支持不仅强化了

教师的教学能力，而且给幼儿带来了更丰富多样的学习

体验，使幼儿在工作中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神

奇，将教育和文化传承融为一体。这样，幼儿园就可以

很好地把二十四节气知识与劳动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促

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结束语

该研究在二十四节气纳入幼儿园劳动教育中进行了

实践与探索，结果发现二十四节气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幼儿园劳动教育中的一个有

效载体。孩子们通过丰富多样的节气活动既可以理解节

气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培养传统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又可以在实践活动中提升动手能力、强化劳动意识与团

队协作精神。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中要不断挖掘二十四节

气教育的价值，并根据季节变化与儿童身心发展的特

点设计出更多的劳动教育活动。与此同时，要强化家园

共育、引导家长主动参与、共同创设良好教育氛围等措

施，使幼儿能够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中得到健康、全面

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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