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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四节气融入幼儿园教育活动有助于促进文化传承及幼儿身心全面发展，增进幼儿民族自豪感。通过感知体验、初步

认识、丰富理解、拓展提升四轮二十四节气融入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行动研究，结果显示：二十四节气融入幼儿园教育活动促进

了幼儿、教师及幼儿园等多方面的发展，但也存在着研究方案设计缺乏整体性与灵活性、幼儿对节气文化探索兴趣不高、教师

缺少对节气融入教育活动的深入思考等问题。为此，应该从转变思想、选择资源、提升素养、创设环境等方面完善二十四节气

融入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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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24 Solar Terms into Kindergarte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 Taking W Kindergarten in Qujing City，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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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24 solar terms into the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ctivities will help promot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hil⁃
dren’s overall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as well as enhance children’s national pride. Through perceptual experience，prelim⁃
inary understanding，enriching understanding，and expanding and enhancing four rounds of 24 solar terms integrated into kindergar⁃
ten education activitie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24 solar terms into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ctivities promotes the devel⁃
opment of children，teachers and kindergartens in many aspects. However，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integrity and
flexibility in the design of research programs，children’s low interest in exploring solar terms culture，and teachers’lack of in-depth
thinking about the integration of solar terms into educational activities. For this reason，the action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24
solar terms into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erms of changing ideas，selecting resources，improving litera⁃
cy，and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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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的人们在观察了天

文、气象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后，逐渐创造出

来的一种历法［1］1-4。古人将太阳在黄道上每运动

15°所到达的位置定为一个节气，一年共有二十

四个节气，故称为“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不

只是一种简单的历法，还包含着天文、地理、气

象、农业、生产生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多方

面的知识。近年来，国家的文化传承意识逐渐提

高。2012年，教育部颁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明确指出，向幼儿介绍

反映中国人聪明才智的发明和创造，激发幼儿的

民族自豪感［2］39-41。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要贯穿启蒙教育、基础教育等领域［3］。二十

四节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具

有丰富内涵，将其融入幼儿园教育活动有益于筑

牢文化根基，有益于促进幼儿文学、科学等多方

面发展［4］。

当前，关于二十四节气融入幼儿园教育活

动的相关研究日益丰富，其中多数研究聚焦在

价值、意义或从理论上探讨开展融入活动的策

略，在以下方面仍有遗憾：一是相关理论研究

滞后。关于依据什么样的理论开展融入活动，

如何科学选择相关内容，设计较为系统的融入

活动等问题的相关研究仍较少见。二是实践

研究仍处于探索初期，实践与理论并没有做到

较好的契合。在实践的过程中，教师的基本价

值取向不清晰，活动易脱离实际组织教学，且

容易忽视多元化途径的运用等［5］。三是二十四

节气本身的特殊性也给融入活动的开展带来

挑战。二十四节气是一种“时间文化”，随时间

变化而变换发展，研究者需要熟悉地掌握节气

内容，充分利用各节气的环境特点，因地制宜，

选取幼儿能接受的活动内容，采用合理的形式

来组织开展融入活动，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

过程。因此，笔者以幼儿喜爱的活动形式，在

云南省曲靖市W幼儿园（以下简称W幼儿园），

开展二十四节气融入教育活动的四阶段行动

研究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总结经验，

期望能为相关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笔者以W幼儿园大X班幼儿为研究对象。W

幼儿园是一所一级一等幼儿园，该园以“艺术教

育”为办园特色，虽然没有系统地开展过二十四

节气相关活动，但该园开展过其他如认识戏曲、

学习扎染等传统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的活动经

验。经与园长商讨后，选定该园大X班为研究对

象。大X班一直由T2和T3教师带班，两位教师

都从事学前教育行业10余年，具有丰富的教学经

验。该班共46名幼儿，其中男生27名，女生19

名，且该班之前开展过传统文化活动，为节气融

入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研究方法

笔者在本研究中采用行动研究法。行动研

究主要是指行动者为了改进自己的实践而在自

己的行动中亲自展开研究［6］83。笔者将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以“二十四节气歌”及寒露、霜降、立冬

三个节气为活动内容，按照感知体验、初步认识、

丰富理解和拓展提升四个循环阶段开展融入活

动，每一循环均为螺旋式上升发展。活动中，记

录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强调

行动者为解决问题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和有反思

的活动。

（三）研究目标

笔者通过在W幼儿园开展二十四节气文化

融入教育活动的行动研究，旨在探索二十四节气

融入幼儿园教育活动的可行之路，总结经验成

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对策建议，为今

后幼儿园开展相关活动提供参考。融入活动的

开展对丰富幼儿园课程内容具有价值，活动开展

所得经验也为幼儿园之后开展相关活动提供一

定的参考借鉴。

（四）研究思路

按照行动研究方法的基本规范，本研究由前

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组成（见图1）。

前期的准备阶段主要是查阅资料，开展基线

调研；中期实施阶段即以“二十四节气歌”及寒

露、霜降、立冬三个节气开展四轮层层递进的行

动研究；后期总结反思阶段主要是梳理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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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整理资料，撰写论文。

图1 研究思路图

三、研究过程

（一）基线调研与方案制定

1.基线调研

在开展行动研究前，笔者对幼儿园领导T1

及大 X 班的两名教师 T2 和 T3 进行了深度访

谈，也与其他教师进行了相关交流。访谈结果

如下：W幼儿园并未系统地开展过二十四节气

融入活动。T1教师表示，自己之前带领幼儿画

过二十四节气卡纸，限于照图画，未系统地开

展过节气活动。T2和T3教师则表示，自己所在

班级未开展过节气活动。多数教师对二十四

节气有一定了解，知道二十四节气的名称，但

对节气具体内涵不了解，未进行过系统学习。

此外，教师认为，二十四节气是一个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的东西，让幼儿去系统、全面地了解

是一项具有难度的工作，如果所选取的内容不

符合幼儿生活实际，则难以被接受。在提及是

否同意开展融入活动这一问题上，三位教师均

持赞同意见并指出，激发幼儿对节气活动的学

习兴趣非常重要，要注重利用环境资源，开展

户外活动，让幼儿有机会活动，有机会表达。

2.方案的制定

笔者多次向W幼儿园的领导和合作教师请

教，结合《指南》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

以及被试班级幼儿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合作教师

商讨制定了四阶段的活动方案（见表1）。
表1 行动研究的方案

第一阶段
感知体验

第二阶段
初步认识

第三阶段
丰富理解

第四阶段
拓展提升

阶段总目标

初步感知二十
四节气

初步认识节气
丰富内涵

丰富对节气的
理解

敢于表达自己
对节气的理解

活动内容

二十四节气歌

寒露来啦、寒露三候、巧手制菊
花、小小邮票

霜降来啦、有趣的叶子、重阳节、
小小膳食家、想对你说

你好冬天、动物过冬、天冷我不
怕、文化传递站

（二）研究的实施

1.感知体验阶段——“二十四节气歌”

（1）阶段目标

以“二十四节气歌”来导入整个活动，旨在引

导幼儿通过学习诗歌、观看视频来初步感知节气

文化，知道一年共有二十四个节气且各具特色。

（2）活动内容

导入部分。依据事先制定好的方案，活动

以谈话导入，以激发幼儿想要学习二十四节气

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知道一年有几个季节吗？

现在是什么季节呢？你们知道什么是节气吗？”

幼儿（几乎全体）：“秋天”“有四个”“不知

道”……

教师：“节气是什么东西呢？小朋友们来猜

一猜。”

幼儿：“老师，是不是像儿童节那样的一个节

日？”

教师：“小朋友们是不是认为节气就是一些

节日？”

幼儿：“我觉得节气就是节日”“对”

教师：“节气到底是不是节日呢？一年有几

个节气呢？我们一起来探索。”

主体部分。播放音频，该部分依据感知——

猜测——验证的步骤开展，以引导幼儿了解节气

的数量、名称。

教师：“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诗歌里包含了

一年中所有的节气，有没有小朋友来猜一猜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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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

绝大多数幼儿：“四个”

教师：“是不是四个呢？我们一起通过一个

视频来看看。”

在这个环节，幼儿专心地观看视频，验证自

己的猜想是否正确，当过了四句，出现第五句

时，幼儿发出来一些疑问：“还有吗？居然不是

四个。”笔者立即点了暂停，并说：“咦，节气不

止 4 个哦，到底有几个呢？这次我们一起来数

一数。”视频继续播放，孩子们数的声音越来越

洪亮，当数到二十四结束时，孩子们感叹道：

“居然有 24 个”“哇，有二十四个，好多啊”等。

笔者再次播放视频，重点引导幼儿去关注视频

里对各节气的介绍。

结束部分。教师引导幼儿自由小结，鼓励幼

儿回家与家长一起学习节气知识。

（3）阶段小结

在该阶段，不论是教师还是幼儿都学有所

获。一是幼儿对节气有了初步的认识。幼儿

在活动中通过猜测——验证的方式认识到了节

气的数量、分布规律等。二是教师树立了开展

后续活动的信心。通过活动，教师感受到幼儿

参与融入活动的兴趣较高，从而树立了开展活

动的信心。

该阶段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一是教师未有

效利用幼儿心理，也未合理控制时间，导致活

动后半部分开展略显慌乱。二是幼儿需要在

教师的引导下才会去探索，仅有极少数会主动

提问，但问题与活动内容无关联。针对目前的

问题，教师一致认为，下一阶段活动的实施应

有效利用一日活动，让幼儿充分地接触节气文

化，还应给幼儿自由的空间与时间，让他们有

机会去思考与操作。

2.初步认识阶段——寒露

（1）阶段目标

该阶段的目标是引导幼儿通过参与活动来

初步认识寒露节气的丰富内涵，并表达自己的理

解，重点在于引导幼儿认识寒露的含义及物候现

象，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2）活动内容

根据寒露节气的含义、物候现象等内容，该

阶段共设置了四个活动（见图2）。

寒露

寒露来啦 寒露三候我认识 巧手制菊花 小小邮票

图2 寒露活动结构图

结合实际情况，笔者花费两周时间完成了寒

露主题活动的实施，其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寒露主题活动实施

活动名称

“寒露来啦”

“寒露三候我
认识”

“巧手制菊花”

“小小邮票”

活动时间

2020.10.9

2020.10.10

2020.10.14

2020.10.16

幼儿表现

参与活动的兴趣在活动前半
段较高，回答问题积极，后期
热情下降

在观看视频环节很专注，但对
视频内容不太熟悉，整体表现
较好

能专心听教师介绍新材料及做
法，能根据自己的想法创作

对邮票有初步理解，但实际操
作效果低于预期

（3）阶段小结

在该阶段，幼儿第一次接触节气文化，内容

不大熟悉，但活动的参与度较高，活动得以顺利

完成且有一定成效。一是幼儿得到了多方面的

发展，了解到了寒露的含义、物候现象等，也获得

了充分表达自我的机会，增强了动手能力。二是

教师更加认同了融入活动的开展。

该阶段所暴露出的问题有以下三方面：一是

教师未能较好地把握幼儿的实际能力，低估了幼

儿的发展水平。二是幼儿缺乏生活经验，且个体

能力及学习品质存在较大差异。三是活动方案

所涵盖内容不够充分，活动形式简单。对此，教

师指出，下一阶段的活动开展要丰富融入途径及

融入内容，扩大幼儿学习范围。

3.丰富理解阶段——霜降主题活动

（1）阶段目标

该阶段的目标是引导幼儿认识节气知识不

只有含义及物候现象，还包含很多方面，在此基

础上，重点引导幼儿去理解“霜降”的含义及物候

现象。

（2）活动内容

结合上一阶段的活动经验及幼儿园实际情

况，在霜降节气主题活动中，笔者和合作教师商

讨设计了五个活动（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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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

想对你说小小膳食家逢重阳，话重阳有趣的叶子霜降来啦

图3 霜降主题活动结构图

结合实际情况，笔者与合作教师商讨决定

在两周内完成霜降主题活动，具体实施情况见

表3。
表3 霜降主题活动实施

活动名称

“霜降来啦”

“有趣的
叶子”

“逢重阳，
话重阳”

“小小膳
食家”

“想对你说”

活动时间

2020.10.23

2020.10.24-
10.25

2020.10.26

2020.10.28

2020.10.29

幼儿表现

积极回答问题，几乎所有人都
掌握了霜降含义及物候现象

能与父母及伙伴分享自己的
看法，参与度高，活动效果好

认真听故事，大部分幼儿能了
解重阳节的来历及习俗，认真
制作感恩贺卡

活动参与度较高，回答问题积
极，能根据自己的想法及经验
搭配餐食

相对于寒露主题活动，有很大
提升，画面内容更加丰富

（3）阶段小结

该阶段的目标基本达成，活动顺利开展且完

成度较高。幼儿在这个阶段更加丰富地了解了

节气知识，增强了自身的知识经验。教师也越来

越自信，对幼儿实际水平及活动的整体把握越来

越准确，在活动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该阶段存在以下问题有待改进：一是教师未

好好利用环境来引导幼儿实际感知霜降的含义，

如可在下霜的早晨引导幼儿去观察霜，但实际却

未做到。二是幼儿理解能力较弱，在表达想法时

形式单一。结合该阶段融入活动开展的实际情

况，教师一致指出，下一阶段活动开展应合理安

排活动内容，准确把握活动难度以及增强活动趣

味性。

4.拓展提升阶段——立冬主题活动

（1）阶段目标

该阶段的目标在于引导幼儿认识立冬相关

知识，更深一步地去体验节气文化，敢于大胆表

达自己的理解与想法。

（2）活动内容

在拓展提升阶段，笔者与合作教师吸取前两

阶段的经验，结合阶段目标、实际环境及立冬节

气的相关知识，设计了四个活动（见图4）。

立冬

你好、冬天 小动物过冬 天冷我不怕 文化传递站

图4 立冬主题活动结构图

立冬主题活动的开展，在延续前两阶段了解

节气含义以及物候现象的基础上，所选活动内容

更贴近幼儿生活。其实施过程见表4。
表4 立冬主题活动实施

活动名称

“你好，
冬天”

“小动物
过冬”

“天冷我
不怕”

“文化传
递站”

活动时间

2020.11.10

2020.11.12

2020.11.17

2020.11.18

幼儿表现

在整个活动中没有表现太高的热
情，对活动的内容掌握较快

积极参与活动，大胆猜想，能根据
要求验证答案，整体表现较好

能够结合实际生活已有的经验表
达自己的想法，活动开展氛围轻松

参与兴趣较高，但仅有少数幼儿能
完整地设计完明信片且内容单调

（3）阶段小结

该阶段的活动更加贴近生活，幼儿的参与

兴趣有所提升，其目标大多达成，收获了多方

面成效：一是幼儿在活动中获得良好的情绪体

验。该阶段幼儿对活动的理解更加流畅，在活

动探索中积累了生活经验，且越来越多的幼儿

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二是教师能力

得到提升。经过该阶段融入活动的开展，教师

的活动组织能力有了一定提升，活动的开展更

加有序。

但活动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幼儿对节气

的理解形成了一种定势思维，认为节气的知识仅

限于它的含义、物候现象、风俗习惯，忽略了节气

丰富的文学知识。二是教师对活动的组织与开

展缺乏灵活性，且在活动中未能较好应对突发情

况，如在开展“小动物过冬”这一活动时，在活动

结束的谈论部分，一些幼儿提问：“老师，霸王龙

是怎么过冬的呀”“蝴蝶是怎么过冬的呀”等，教

师感到手足无措，一下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三

是教师更注重依据实际生活来开展活动，忽略了

活动之间的关联性。开展的每一个融入活动都

是独立存在的，没有实现有效关联，不利于对立

冬系统性知识的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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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论与思考

（一）研究成效

1.促进了幼儿的发展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其涵盖的内容

涉及文学、科学、艺术等多个方面，将其融入幼儿

园教育活动，不仅具有深刻的教育价值，还有益

于筑牢幼儿的文化根基。在四阶段行动研究过

程中，幼儿了解到二十四节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需要我们不断发扬传承；获得了节

气知识，丰富了对节气文化的认识。在探索自然

科学领域的知识时，幼儿获得了更多关于自然界

的知识，初步感知到了季节的变化规律，这有利

于培养幼儿良好的科学素养。在学习节气的文

学知识如节气诗歌、民谚等时，增加了幼儿的词

汇量。同时，幼儿在活动中通过充分表达自己，

获得了满足感与自信心。此外，在引导幼儿学习

节气的风俗习惯时，幼儿更进一步了解了生活，

贴近了生活。

2.提升了教师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研究的系统开展要求教师认真学习节气知

识，组织开展节气融入活动，发现活动中存在的

问题，分析可能原因，提出改进意见等。在这一

过程中，教师从缺乏二十四节气知识，不了解融

入活动形式，到树立开展融入活动的信心，再到

最后熟悉节气的含义、物候现象及自信地开展

融入活动，有了很大进步，习得了节气知识，积

累了活动经验，丰富了教学思想，提高了教学能

力，提升了文学素养。在整个实践活动中，教师

做到了因地制宜，充分结合了当地与节气有关

的民俗及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选择也依据幼

儿的身心发展特点，进行了适当的改编，促使活

动实效得到不断提升。同时，合作教师始终保

持严谨的态度，冷静应对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并

积极寻找解决方案，从一开始的茫然，到理清思

路，再到后期的自信，教师不断总结经验，反思

不足，在提高教学工作主动性的同时，教师的研

究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3.扩大了W幼儿园的社会影响力

此次研究为幼儿园活动的组织注入了新鲜

血液，丰富了W幼儿园的活动内容，得到了教师

的肯定，受到了幼儿的喜爱，教师及领导倍感欣

慰，促进了W幼儿园办园水平的提升及办园特色

的形成。此外，融入活动的组织开展，赢得了家

长的支持与好评。幼儿回家把在园学到的知识

及愉快体验告诉家长，就像是家园的一种间接沟

通，促进家园的相互合作和沟通。同时，融入活

动的开展也获得了其他班级教师及教育主管部

门的认可，产生了积极反响，扩大了W幼儿园的

社会影响力。

（二）研究反思

1.方案设计缺乏整体性与灵活性

首先，各阶段活动有时未严格按照计划实

施。在实际活动中，融入活动的开展受幼儿园日

常工作、教师工作安排、天气等因素制约。其次，

活动未全面地涵盖节气内容，活动组织形式也更

偏向于艺术活动，其活动形式多样性有待提升，

且各阶段的活动未实现有效衔接，让幼儿觉得活

动之间是孤立的。最后，部分活动内容繁杂，实

施起来困难较大，在开展时显得仓促，像是为了

完成方案而活动，导致没有时间引导幼儿进行反

思，这也对活动的实施造成了影响，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融入活动的实效。

2.幼儿对节气文化探索兴趣不高

在行动研究的体验阶段中，幼儿参与节气融

入活动的兴趣较高，但随着活动的持续开展，幼

儿逐渐表现出倦怠，活动参与度降低。其原因大

致如下：一是幼儿自身的能力发展水平及已有经

验的限制。二十四节气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这

种丰富性在某些方面（如形成规律及在赤道的划

分）超越了幼儿的认知水平及经验，故幼儿无法

较全面且深入地去理解二十四节气。二是教师

对节气知识的把握及挖掘不够深入。研究中，教

师对节气文化及其蕴含的传统智慧理解不够，节

气文化的挖掘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没能真正解

读节气文化与幼儿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活

动内容浅显乏味，活动方式单一固化，降低了幼

儿的参与兴趣。三是家长对节气融入活动的漠

视。家长忽视在日常活动中引导幼儿关注节气、

激发幼儿探究节气的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幼儿对节气文化探索的欲望，也导致了幼儿缺

少实际生活中的节气体验。

3.教师缺少对节气融入教育活动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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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研究的过程中，合作教师开展活动多

是“按部就班”地依据方案进行，缺乏个人创新，

没有个人风格，甚至有时因急于达成目标，而不

自觉地从自己的视角让幼儿去学习节气知识，甚

至直接告诉幼儿答案，没有给幼儿充分的思考时

间及充分的感受与体验。同时，合作教师有时疲

于商讨制定方案，对活动开展没有及时认真地进

行反思总结，有时也会因幼儿园工作繁忙，加之

日常琐碎的保教工作，无法及时采访到教师的看

法，待采访时，教师已经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想

法。此外，整个过程中，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

了环境的创设及家、园、社区三者的有效联动，这

也影响了研究效果。

（三）二十四节气融入教育活动的对策与建议

1.转变思想态度，增强融入意识

为保证融入活动的顺利开展，转变领导、教

师及家长的思想态度，增强他们的融入意识是重

要且必要的。首先，提高幼儿园领导的融入意

识。园长对幼儿园节气融入活动开展的重视程

度及对其价值的认同度，是活动能否顺利开展的

关键。其次，提升教师的思想意识。教师既是活

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也是研究者，其思想观念、

知识经验及组织能力都影响着融入活动的开展

效果。幼儿园可组织教师学习国家文化传承文

件，结合《指南》精神，增强融入活动的组织意

识。最后，引导家长参与其中。教师应重视家园

的紧密合作，定期向家长介绍融入活动开展的意

义，引导家长积极参与，多方出力助力幼儿成长。

2.选择适切内容，融入幼儿生活

二十四节气顺应自然时序，包含着丰富的文

化内容，对幼儿审美偏好，感知能力及科学素养

等方面的培养具有深刻意义。组织开展节气融

入活动需要与幼儿的自然本性相协调。W幼儿

园在开展节气活动时，要选取适合幼儿水平的内

容，能够被幼儿接受，也应结合当地环境变化，将

学习渗透于生活中，渗透于自然中，引导幼儿在

真实的、流动的时间里，寻找当时、当季、当地的

活动。如在春天组织玩风车、跳皮筋、踢毽子、春

游等活动；夏天组织捉迷藏、切西瓜等活动；秋天

组织老鹰捉小鸡、滚铁环、秋游等活动；冬天结合

实际组织堆雪人、打雪仗等活动［7］。

3.提升教师综合素养，提高融入活动水平

幼儿园教师是幼儿知识学习的传授者，是幼

儿游戏的合作者，她们自身的能力对幼儿的发展

有很大影响。就二十四节气融入幼儿园教育活

动来看，它要求教师具有过硬的综合素质，在熟

练地掌握二十四节气相关知识时，还要求教师能

运用适宜的方式将它介绍给幼儿。W幼儿园可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指定一部分教师外出系统

学习节气知识，实践开展融入活动，提升教学能

力及丰富经验，并与其他教师分享交流。幼儿园

也可尝试开设节气知识的相关课程，引导全园教

师参与其中，通过实践探索，积累经验。

4.加强幼儿园环境创设，营造融入活动氛围

开展融入活动需要筛选特定的融入内容，设

计特定的融入方式，对材料的投入也要进行深刻

思考。在必要时，教师应该自制玩教具，让幼儿

在操作中达成积极学习品质涵养，进一步实现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唤醒、激发、熏陶与传承，使

幼儿通过“看不见的老师”这一支架实现有效的

学习［8］。W幼儿园可在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幼儿

园课程资源的利用，将二十四节气充分融入到幼

儿园，如重视环境的创设，让幼儿通过环境这一

“无声的老师”来获得经验；也可开展节气新闻播

报、故事会、古诗诵读等活动，跟随节气步调，提

供适合不同时节的游戏材料，吸引幼儿参与到户

外运动中，体验民间节气游戏的快乐。

5.重视家、园、社区合作，创设融入活动环境

二十四节气是一种流动的文化，它顺应自然

时序的特点，也为活动提供了时间逻辑线索。开

展二十四节气活动是一个流动的过程，需要具有

强大的灵活性，这就少不了家、园、社区三方的有

效联动。家、园、社区合作是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有效促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的重要途径。在幼

儿园开展二十四节气融入活动时，教师应密切联

系家长及社区，共同为幼儿创设一个浓郁传统文

化环境。家园合作开展二十四节气教育可以帮

助幼儿打开多通道感官，有利于增强活动的多样

性，也能帮助幼儿尝试多元化的表达，挖掘家庭

教育资源，还有利于丰富教育知识内容［9］。W幼

儿园可开设知识公众号，结合时令定期推送节气

知识及相关亲子活动，引导家长与幼儿开展游戏

活动。在重视家园合作的同时，不可忽略社区的

力量，要充分调动社区资源，如联合社区开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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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达人”活动，请社区中对节气较了解的爷爷奶

奶参加活动，结合自身的实际体验向幼儿讲解节

气知识［10］。总之，家、园及社区之间的密切交流，

共同合作，对促进节气活动顺利开展及幼儿全面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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