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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针对幼儿活泼好动的天性和亲自然教育活动对幼儿发展的重要性，从二十四节气与幼

儿发展的密切联系出发，重点围绕以节气为背景生成主题活动、利用节气民俗开展游戏活动、各领

域融入节气形成综合实践活动和以节气为题材进行环境创设活动这四方面构建不同形式的幼儿亲

自然教育活动，引导幼儿在不同形式的活动中尽情探索和体验自然，不断发现自然界的奥妙、发现

自我成长的秘密，促进幼儿自由、健康、随性、智慧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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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importance of children’s active nature and close － to － nature activ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ways to construct children’s close － to － nature activities from the clos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24 solar terms，and guides children to explore and experience nature in different forms of activities so as to
find the secrets of nature and their own to promote them growing up freely，healthily，freely and knowledge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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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生存在自然界中，大自然赋予了他们最本

质的性情，幼儿活泼好动的天性决定了幼儿教育活

动需以大自然为参照点。《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中指出: 引导幼儿接触自然环境，使之感受自

然界的美与奥妙，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认识兴趣。
然而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幼儿与真实大自然接触的

机会并不多，因此，要善于利用自然资源激发幼儿亲

自然的兴趣和情感。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劳动人民在探索自然

气象和物候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它所包含的

历法知识及歌谣习俗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利用

二十四节气构建幼儿亲自然教育活动是引导幼儿感

受自然、探索自然和亲近自然的重要途径，可以让幼

儿在大自然中不断释放天性，有利于促进幼儿的个

性化和多元化发展。
一、二十四节气与幼儿发展的联系

二十四节气包含了自然界的各种气象，一首二

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使节气被人们

广泛熟知，二十四节气的变化与幼儿的身心发展密

切相关，为幼儿了解和感知自然提供了重要渠道。
之所以称“儿童是自然之子”是因为儿童的本性是

由大自然所赋予，能够与大自然的气息相融合，我国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 “对幼儿进行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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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教育其实是自然本身，自然界存在无限的空间，

孩子的情感在自然中能够稳定发展。”幼儿的本能

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完全被释放，自然界生机勃勃

的景象更有利于幼儿情感的发展和良好行为习惯的

养成。
曾有学者把幼儿期称为“好问期”，幼儿的学习

和创造能力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大自然，不能够凭空

想象［1］。因此，在把握幼儿“好问期”的前提下，以

幼儿理解的方式引导其了解和学习二十四节气相关

知识，使幼儿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对自然界新

事物的认识，不断接受文化的熏陶，早期形成对中华

传统文化底蕴的了解，这些体验会伴随着幼儿的成

长逐渐融入其性格之中，成为幼儿今后不断走向社

会、面对困难挫折的坚实盔甲。以不同形式开展二

十四节气主题活动也有利于激发幼儿对祖国传统文

化的感知和热爱，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

扬，增强幼儿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二、幼儿亲自然教育活动的特征

“自然主义教育”源于著名教育家卢梭的著作

《爱弥儿》，他提出“自然教育的形式要以自然为师，

以大自然为背景。”亲近自然、回归自然是幼儿园教

育的应然选择，其本质是为保持教育的本真和捍卫

生命的自由［2］。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

“大自然是第一本教科书，是世界上最有趣的老师，

她的教益无穷无尽。”的确，大自然对于幼儿来说是

最好的教材、最好的课堂，和最好的娱乐场所，他们

可以在自然的怀抱中尽情地奔跑、嬉耍。幼儿亲自

然教育活动即以大自然为教育题材，将自然中的要

素不断融入幼儿生活，让幼儿在大自然中探索无穷

奥妙，体验成长快乐。
亲自然教育活动以自然主义教育理念为基础，

以热爱大自然为前提，以体验自然为核心，以激发幼

儿的探索精神为目的。在大自然的背景下对儿童进

行各种教育活动，就是在引导幼儿不断亲近自然、接
受教育和感受生活，促进幼儿的自主发展，将儿童培

养成为真正的“自然人”; 自然界之所以对幼儿充满

了各种吸引力是因为大自然给予了幼儿舒适感，只

有在热爱的基础上才会乐于探索，只有在充分自由

的状态下去才会认真感知，只有在亲近了解之后才

会更加热爱，幼儿亲自然教育活动就是在充分尊重

幼儿的兴趣和需要的前提下放手儿童，让幼儿不断

成长为真正的“快乐人”; 幼儿亲自然教育活动以大

自然为平台，注重幼儿对自然、对生命的体验，幼儿

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就好比进入了一场奇妙之旅，

会带给幼儿无穷的乐趣和想象，使幼儿的生命和天

性得到尽情释放; 亲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

和探索自然，不断增加对事物的观察和体验，使幼儿

在对大自然中的探索中发现问题、分析并解决问题，

能逐渐形成爱护自然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在这一过

程中幼儿获得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坚持不懈的

探索精神和学习动力，这会使幼儿成为真正“有品

质的人”。
三、利用二十四节气构建幼儿亲自然教育活动

的策略

伴随着幼儿的经历与成长，二十四节气背后的

自然气息会不断融入幼儿生命之中，对幼儿的行为

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

明确指出: 要培养幼儿向往大自然、爱护动植物、珍
惜自然资源的品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感

受丰富的祖国文化，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

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二十四节气本身是可以

感受到的具有重要教育价值的自然资源，利用二十

四节气开展幼儿亲自然教育活动是顺应儿童自然本

性、促进儿童更好发展的重要举措，现对幼儿亲自然

教育活动的构建将从主题活动、游戏活动、各领域综

合实践活动和环境创设活动四方面展开。
( 一) 以节气为背景生成幼儿亲自然教育主题

活动

二十四节气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长期观测

和总结，每个节气本身就可以作为幼儿自然教育活

动的主题，除此之外还可以以节气为背景，探索节气

背后所包含的许多气象、节日和农耕等自然活动，比

如以秋 分 为 主 题 生 成 幼 儿 亲 自 然 教 育 活 动 ( 如

图 1) ，活动可以从自然探索、节气游戏、文化艺术和

饮食保健方面规划，开始带领幼儿开展各种亲自然

活动，使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并了解与二

十四节气有关的风俗、文化和艺术，拉进幼儿与自然

之间的距离。
( 二) 利用节气引导幼儿开展亲自然游戏活动

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动方式，二十四节气的

存在缩短了幼儿与自然界的距离，为幼儿认识自然

打开了一个窗口。但是由于幼儿的认知水平处于前

运算阶段，对于幼儿来讲，节气是较抽象和难以理解

的事物，因此，教师必须借助游戏化的方式为幼儿在

亲自然教育活动中的学习和发展提供帮助，要将节

气所包含的各种有趣事物以幼儿“看得见、摸得着、
听得懂”的方式融入游戏当中。也可以开展各种节

气游戏或者深入挖掘节气背后隐藏的民间体育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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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使幼儿以轻松愉快的方式来体验大自然; 还可以

将一些关于节气的手指游戏引入幼儿亲自然教育活

动中，通过游戏来调动幼儿的感官和身体，如在小寒

节气中组织幼儿进行剪窗花等有趣游戏活动，使幼

儿在动手操作和亲身体验中不断深化对自然界的认

识，进一步激发幼儿热爱身边事物、热爱大自然的

情怀［2］。

图 1 以秋分为主题活动的幼儿

亲自然教育活动体系的构建

( 三) 各领域融入节气形成幼儿亲自然综合实

践活动

二十四节气在幼儿园各领域教育活动中的运用

相对独立，基于幼儿教育全面健康发展的需求，幼儿

教育活动越来越趋向综合化设计，各领域之间的衔

接和综合性明显增强。二十四节气包含的众多物候

气象和自然规律对幼儿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单一领

域的单一方面，以节气为背景设计幼儿亲自然教育

活动时需综合五大领域内容，让幼儿在亲自然的实

践中全面提升和发展自我。如《这就是二十四节

气》《二十四节气旅行绘本》等系列绘本不仅表现在

语言领域，它们从儿童视角出发，综合涵盖了健康养

生、科学气象、手工游戏等各种内容，可以结合与二

十四节气相关的说、唱、画、撕、折、剪、贴等动手实践

活动，帮助幼儿认识、体验二十四节气文化［3］，不断

提高幼儿的亲自然综合实践能力; 也可以将某一节

气，如春分涵盖的幼儿教育内容进行综合设计( 如

图 2 ) ，来 促 进 幼 儿 在 各 领 域 全 面 健 康 和 多 元 化

发展。
( 四) 利用节气与幼儿共同进行亲自然环境创

设活动

环境是对教学活动的补充、支持与延伸，对幼儿

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幼儿教育的重要资源。瑞

吉欧教育中将环境看做“幼儿的第三位老师”，无论

是室内还是室外环境，都包含了丰富的教育内容。
大自然本身就是幼儿最大的教育环境，利用节气与

幼儿进行亲自然环境创设活动包括两方面: 一是将

二十四节气作为环创的题材，设计与节气有关的气

象标志、诗歌谚语等，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粘贴在班

级墙面，让幼儿通过接触节气氛围、了解节气知识，

在耳濡目染的情况下对自然界有更多的了解。二是

以二十四节气为引导创建班级自然角，如基于“清

明前后，种瓜点豆”这一谚语可以在清明节前后引

导幼儿创设种植自然角，幼儿会通过搜集材料进行

构思创设、再通过种植采摘进行体验，以自己动手的

方式真实地了解和体验节气。幼儿园环境是为幼儿

服务的，自然环境的创设必须将幼儿放在第一位，陶

冶幼儿性情，培养幼儿感受美、欣赏美和表现美的能

力，提升幼儿与大自然的默契度。

图 2 春分构建“有趣的植树节”
综合实践活动对幼儿各方面的影响

四、利用二十四节气开展幼儿亲自然教育活动

应注意的问题

( 一) 立足幼儿身心发展水平，选择与幼儿年龄

相符合的内容

幼儿园教育活动应根据幼儿身心发展水平和幼

儿的年龄特征来选择。亲近自然也是幼儿的天性使

然，幼儿能从大自然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愉悦和良好

的情感体验［4］。尤其是小班的孩子，认知和接受事

物的能力有限，更应该注重直接体验。《3 ～ 6 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既要准确把握幼儿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又要充分尊重幼儿发展连续性进程上

的个别差异，支持和引导每个幼儿从原有水平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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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发展，按照自身的速度和方式到达《指南》呈

现的发展“阶梯”。因此可以在幼儿入园后为幼儿

制定个人节气学习计划，时限为三年，随着幼儿年龄

的增长，在不同学习阶段增加节气知识的深度和广

度，三年时间后幼儿对节气知识将会形成较全面系

统的认识与理解。
( 二) 要注意对节气活动的设计、指导与评价

幼儿园各种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都需要教师

提前进行周密计划与安排。教师进行幼儿亲自然教

育活动的设计时除考虑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之外，

还需通过查询书籍或利用多媒体网络资源了解各节

气及节气所包含的各种知识，以幼儿理解的方式对

抽象的节气进行合理改编; 教师带领幼儿开展亲自

然教育活动时，还要多观察和了解孩子，善于利用教

育机智指导孩子，也要及时听取幼儿意见，尊重幼儿

想法，引导幼儿积极参与; 幼儿的成长是评价自然教

育活动的主要标准［5］，教师在活动中需注重和兼顾

对幼儿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特别

要注重对幼儿的形成性评价，在活动过程中多鼓励

孩子，不断支持孩子，要善于利用孩子的优良表现激

发其自信心，并利用正面的回应对孩子的表现作出

正确的评价，促进孩子“有弹性”地发展。
( 三) 要善于抓住契机，开发和利用本土特色

资源

教师带领幼儿认识和探索二十四节气的各种现

象时，要积极发现和利用本土资源，善于观察并抓住

教育契机，带领幼儿体验更多特色活动。幼儿园教

师从二十四节气的内容出发对幼儿进行亲自然教

育，要积极开发和探索自然生态资源中所包含的各

种教育内容，并利用自然生态资源为幼儿构建富有

地域文化特色的活动课程; 教师还应从教育教学实

际出发，尤其是农村教师可以结合乡村丰富的自然、
生活和人文等资源对幼儿的亲自然区域活动进行合

理设计，让节气知识能够融入幼儿园活动，让幼儿园

的区域活动更具针对性和独特性，从多方面促进幼

儿对本土文化的理解，有效利用本土自然资源促进

幼儿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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