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节气谷雨活动方案(大全8篇)
通过深入了解目标群体需求和市场趋势，营销策划可以有效
指导企业的市场开拓和产品创新。活动策划是指策划者通过
对活动目标、参与者、时间、地点等方面的考虑和分析，来
制定活动的具体计划和安排，以达到预期效果的一种组织行
为。那么在活动策划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关键要素呢？
如何制定一个具有吸引力和实施性的活动策划方案呢？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活动策划范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希
望能给您的策划工作带来一些启示。

二十四节气谷雨活动方案篇一

小雪，二十四节气之第二十节气，在每年的11月22日或23日，
视太阳到达黄经240°时，表示开始降雪，雪量小，地面上无
积雪。古籍《群芳谱》中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
甚而雪未大也。”这就是说，到小雪节由于天气寒冷，降水
形式由雨变为雪，但此时由于“地寒未甚”故雪量还不大，
所以称为小雪。因此，小雪表示降雪的起始时间和程度，和
雨水、谷雨等节气一样，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

1、小雪日戏题绝句

唐·张登

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融和长养无时歇，却是
炎洲雨露偏。

2、和萧郎中小雪日作

唐·徐铉

征西府里日西斜，独试新炉自煮茶。篱菊尽来低覆水，塞鸿
飞去远连霞。



寂寥小雪闲中过，斑驳轻霜鬓上加。算得流年无奈处，莫将
诗句祝苍华。

3、小雪

唐·李咸用

散漫阴风里，天涯不可收。压松犹未得，扑石暂能留。

阁静萦吟思，途长拂旅愁。崆峒山北面，早想玉成丘。

4、小雪

唐·无可

片片互玲珑，飞扬玉漏终。乍微全满地，渐密更无风。

集物圆方别，连云远近同。作膏凝瘠土，呈瑞下深宫。

气射重衣透，花窥小隙通。飘秦增旧岭，发汉揽长空。

迥冒巢松鹤，孤鸣穴岛虫。过三知腊尽，盈尺贺年丰。

委积休闻竹，稀疏渐见鸿。盖沙资澶漫，洒海助冲融。

草木潜加润，山河更益雄。因知天地力，覆育有全功。

5、小雪

宋·释善珍

云暗初成霰点微，旋闻蔌蔌洒窗扉。最愁南北犬惊吠，兼恐
北风鸿退飞。

梦锦尚堪裁好句，鬓丝那可织寒衣。拥炉睡思难撑拄，起唤



梅花为解围。

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

立冬小雪北风寒，棉粮油料快收完。

小雪不见雪，来年长工歇；

小雪雪漫天，来年必丰产。

小雪见晴天，有雪到年边。

节到小雪天下雪。

小雪封地，大雪封河。

小雪不耕地，大雪不行船。

小雪不把棉柴拔，地冻镰砍就剩茬。

小雪不砍菜，必定有一害。

小雪大雪不见雪，小麦大麦粒要瘪。

立春：立春春打六九头，春播备耕早动手，一年之计在于春，
农业生产创高优。

雨水：雨水春雨贵如油，顶凌耙耘防墒流，多积肥料多打粮，
精选良种夺丰收。

惊蛰：惊蛰天暖地气开，冬眠蛰虫苏醒来，冬麦镇压来保墒，
耕地耙耘种春麦。

春分：春分风多雨水少，土地解冻起春潮，稻田平整早翻晒，
冬麦返青把水浇。



清明：清明春始草青青，种瓜点豆好时辰，植树造林种甜菜，
水稻育秧选好种。

谷雨：谷雨雪断霜未断，杂粮播种莫迟延，家燕归来淌头水，
苗圃枝接耕果园。

立夏：立夏麦苗节节高，平田整地栽稻苗，中耕除草把墒保，
温棚防风要管好。

小满：小满温和春意浓，防治蚜虫麦秆蝇，稻田追肥促分孽，
抓绒剪毛防冷风。

芒种：芒种雨少气温高，玉米间苗和定苗，糜谷荞麦抢墒种，
稻田中耕勤除草。

夏至：夏至夏始冰雹猛，拔杂去劣选好种，消雹增雨干热风，
玉米追肥防粘虫。

小暑：小暑进入三伏天，龙口夺食抢时间，米中耕又培土，
防雨防火莫等闲。

大暑：大暑大热暴雨增，复种秋菜紧防洪，测预报稻瘟病，
深水护秧防低温。

立秋：立秋秋始雨淋淋，及早防治玉米螟，翻深耕土变金，
苗圃芽接摘树心。

处暑：处暑伏尽秋色美，玉主甜菜要灌水，粮菜后期勤管理，
冬麦整地备种肥。

白露：白露夜寒白天热，播种冬麦好时节，稻晒田收葵花，
早熟苹果忙采摘。

秋分：秋分秋雨天渐凉，稻黄果香秋收忙，碾脱粒交公粮，
山区防霜听气象。



寒露：寒露草枯雁南飞，洋芋甜菜忙收回，好萝卜和白菜，
秸秆还田秋施肥。

霜降：霜降结冰又结霜，抓紧秋翻蓄好墒，冻日消灌冬水，
脱粒晒谷修粮仓。

立冬：立冬地冻白天消，羊只牲畜圈修牢，田整地修渠道，
农田建设掀高潮。

小雪：小雪地封初雪飘，幼树葡萄快埋好，用冬闲积肥料，
庄稼没肥瞎胡闹。

大雪：大雪腊雪兆丰年，多种经营创高产，时耙耘保好墒，
多积肥料找肥源。

冬至：冬至严寒数九天，羊只牲畜要防寒，极参加夜技校，
增产丰收靠科研。

小寒：小寒进入三九天，丰收致富庆元旦，季参加培训班，
不断总结新经验。

大寒：大寒虽冷农户欢，富民政策夸不完，产承包继续干，
欢欢喜喜过个年。

立春梅花分外艳，雨水红杏花开鲜；

惊蛰芦林闻雷报，春分蝴蝶舞花间。

清明风筝放断线，谷雨嫩茶翡翠连，

立夏桑果象樱桃，小满养蚕又种田。

芒种玉秧放庭前，夏至稻花如白练；

小暑风催早豆熟，大暑池畔赏红莲。



立秋知了催人眠，处暑葵花笑开颜；

白露燕归又来雁，秋分丹桂香满园。

寒露菜苗田间绿，霜降芦花飘满天；

立冬报喜献三瑞，小雪鹅毛片片飞。

大雪寒梅迎风狂，冬至瑞雪兆丰年；

小寒游子思乡归，大寒岁底庆团圆。

冬至大雪下小雪；霜降白露成寒露。

北雁南飞，霜降冬至有小雪。

朝花夕拾，春分谷雨无惊蛰。

昨夜大寒，霜降茅屋如小雪；

今朝惊蛰，春分时雨到清明

二十四节气谷雨活动方案篇二

小雪后气温急剧下降，天气变得干燥，是加工腊肉的好时候。
小雪节气后，一些农家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等到春节时
正好享受美食。

在南方某些地方，还有农历十月吃糍粑的习俗。古时，糍粑
是南方地区传统的.节日祭品，最早是农民用来祭牛神的供品。
有俗语“十月朝，糍粑禄禄烧”，就是指的祭祀事件。

小雪是立冬后的第一个节气，它意味着冬季降雪即将拉开大
幕。今年的小雪是11月22日，也就是今天。小编提醒读者朋
友，小雪过后气温降低，故应特别做些深冬养生的准备。



关键词一：起居

小雪节气中，天气时常是阴冷晦暗，此时人们的心情也会受
其影响，特别容易引发抑郁症。近年的医学研究发现，抑郁
症是人类最常见的心理疾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季节变化
对抑郁症患者有直接影响，因为与抑郁症相关的神经递质中，
脑内5一羟色胺系统与季节变化密切相关。春夏季，5-羟色胺
系统功能最强，秋冬季节最弱，当日照时间减少，引起了抑
郁症患者脑内5一羟色胺的缺少，随之出现失眠、烦躁、悲观、
厌世等一系列症状。

为避免冬季给抑郁症朋友带来的不利因素，所以在此节气中
要注意精神的调养。另外，抑郁症患者还应加强饮食治疗。
饮食方面要多吃热量高、有健脑活血功效的食物，如羊肉、
牛肉、乳类、鱼类，并适当饮用一些茶水、咖啡等饮料。

关键词二：运动

小雪时节人体疾病在经络方面的表现多为足厥阴肝经的病变。
肝之经脉起于足大趾，沿足背内踝前缘上行，在内踝上八寸
处交处出足太阴脾经后，过膝、绕阴器、至小腹、人腹、挟
胃、属肝、络胆、上膈、过胁肋、沿喉咙，进入鼻内窍，上
行连目系，出于额，上行与督脉交会。其支脉从目系分出，
下行于颊里，环绕口唇；另有支脉从肝分出，上贯膈，注肺
中，交于手太阴肺经。主要病症有“丈夫瘙疝、妇人腹肿，
甚则嗌干，面尘，脱色……胸满、呕逆、狐疝、遗溺、闭癃。
”下文中所述本法主治病症即属此类，坚持采用本功法锻炼，
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小雪十月中坐功：每日凌晨三至七点时，左手用力按住膝盖，
右手挽住左肘向右方用力拉动，接着换右手按膝，左手挽肘
向左方用力拉动。反复各做三至五次，然后牙齿叩动三十六
次，调息吐纳，津液咽人丹田九次。可治：肘脱臼，风湿热
毒，妇科腹肿、男人疝气、遗尿、尿不出、血尿、睾丸肿大、



睾疝、足内翻、抽搐、关节肿痛、转筋、阳痿、痉挛等症。

二十四节气谷雨活动方案篇三

“小雪”是反映天气现象的节令。“小雪”时值阳历11月下
半月，农历十月下半月。雪小，地面上又无积雪，这正
是“小雪”这个节气的原本之意。古籍《群芳谱》中
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这就是
说，到“小雪”节由于天气寒冷，降水形式由雨变为雪，但
此时由于“地寒未甚”故雪下得次数少，雪量还不大，所以
称为小雪。因此，小雪表示降雪的起始时间和程度，小雪和
雨水、谷雨等节气一样，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

小雪节气中说的“小雪”与日常天气预报所说的“小雪”意
义不同，小雪节气是一个气候概念，它代表的是小雪节气期
间的气候特征；而天气预报中的小雪是指降雪强度较小的雪。
雪是寒冷天气的产物。气象学上把下雪时水平能见距离等于
或大于1000米，地面积雪深度在3厘米以下，24小时降雪量
在0.1-2.4毫米之间的降雪称为“小雪”。

腌腊肉

小雪后气温急剧下降，天气变得干燥，是加工腊肉的.好时候。
小雪节气后，一些农家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等到春节时
正好享受美食。

吃糍粑

在南方某些地方，还有农历十月吃糍粑的习俗。古时，糍粑
是南方地区传统的节日祭品，最早是农民用来祭牛神的供品。
有俗语“十月朝，糍粑禄禄烧”，就是指的祭祀事件。

晒鱼干



小雪时台湾中南部海边的渔民们会开始晒鱼干、储存乾粮。
乌鱼群会在小雪前后来到台湾海峡，另外还有旗鱼、沙鱼等。
台湾俗谚：十月豆，肥到不见头，是指在嘉义县布袋一带，
到了农历十月可以捕到“豆仔鱼”。

养生

注意润燥

1、适当开窗通风，以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和湿度，远离干燥
和流感。

2、对有晨练习惯的老年人来说，最好将锻炼安排在日出后或
者午后。

多吃含叶酸的蔬果抗抑郁

1、要保持愉悦心态，可以经常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以增强体质，
多晒太阳。

2、要常食菠菜、猕猴桃、牡蛎、橘子、黄豆

二十四节气谷雨活动方案篇四

学生情况：

本班共8名学生，实际年龄在3-4岁之间，其中2名学生佩戴人
工耳蜗，6名学生双耳配戴助听器。通过听觉语言能力评估，
本班孩子听觉能力为一级，听觉补偿效果基本达到最适;语言
年龄平均为3岁。

活动目标：

1、能够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学习掌握句



型“我把饺子给_吃”，并能进行句型仿编：我把_给_吃。

2、通过活动，让孩子学会分享劳动成果，培养幼儿热爱家人
的感情。

活动重点：

能够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学习掌握句型“我
把饺子给_吃”。

活动难点：

学习掌握句型“我把饺子给_吃”，并能进行句型仿编：我
把_给_吃。

活动准备：

1、知识经验：幼儿在生活中吃过饺子，已经了解一些相关知
识

活动过程：

听到名字的小朋友和老师击掌问好。

羊妈妈,(双手比自己，一蹲一站)

包饺子,(一只手把另一只手的五指往内、往外来回扳)

中间突起,(双手握拳)两边翘(大拇指、小指升起，作”六”
的手势)

有的像小船，有的像元宝(两只手半举并左右摇动)

师：儿歌里，羊妈妈包什么?



幼：羊妈妈包饺子。

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请幼儿观察、讲述饺子
的外形特征，并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吃饺子的经历。

师：小朋友们看一看，饺子长什么样子?

幼：饺子像小船，像元宝，还像橘子瓣儿……

师：你们吃过饺子吗?什么时候吃的?

师：冬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吃饺子，要不然，耳朵都冻掉
了。

师：饺子好吃不好吃?饺子里面有什么?

幼：饺子很好吃。饺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馅儿。有鸡蛋，有
韭菜，有肉肉……

师：你们喜欢吃饺子吗?你们会不会做饺子?

……..

(引导幼儿练习表达：我把饺子给_吃。)

。

活动延伸：

在家中和家人一起包饺子，体验自己动手制作食物的快乐。

活动反思：

语言教学的核心在于“运用”二字。本次活动通过创设丰富
的情景，让幼儿在宽松的游戏中不知不觉练习句型，大胆仿



编。而且两个情景活动贴近幼儿的生活，对于他们并不陌生，
更容易发展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拓展阅读】

“冬至大如年”：专家详解冬至民俗内涵

现在人们只知冬至这天是我国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
从冬至起开始“数九”，步入严寒季节。但民俗专家说，古
代民间有“冬至大如年”之说。

天津社科院教授王来华介绍说，古代的人们一直认为，冬至
节气是计算我国二十四节气的起点。因为冬至一到，新年就
在眼前了。所以，古人认为冬至的重要程度，并不亚于新年。
在民间广泛流传着“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古人认为，冬至
过后，白昼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阳气上升，是个吉祥的日
子，值得庆贺。因此冬至又称“冬节”“交冬”“贺
冬”“亚岁”“一阳节”和“消寒节”等等。

民俗专家介绍说，根据史料记载，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
唐宋，相沿至今。《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
故贺。”《晋书》上记载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
贺……其仪亚于正旦。”汉朝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
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

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
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已故的父母尊长祭拜，现
在仍有一些地方在冬至这天过节庆贺。

明、清两代皇帝均有祭天大典，谓之“冬至郊天”。宫内有
百官向皇帝呈递贺表的仪式，而且还要互相祝贺。

民俗专家表示，随着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冬至
的节日重要性虽然有所降低，但丰富的节日内涵依然世代传



承，我国很多地方仍然把冬至作为一个节日来过。

冬至这天，北方地区有吃饺子的习俗，家家户户不论贫富，
饺子是不可或缺的食品，而南方的传统习俗是煮食汤圆、吃
米团和长线面，吃汤圆大多是取团圆之意，还有人喜欢在这
一天吃火锅。

二十四节气谷雨活动方案篇五

晨接：播放有关雪的音乐（晨接、吃早餐、 户外活动、吃午
餐、睡觉、起床、都是不同的有关雪的音乐）

引导孩子观察早晨、中午和下午的天气，说出有什么变化

日常提醒（多穿衣服，吃温热食物，喝温水，不要赤脚等）

读有关雪的绘本，诗歌

安静游戏让孩子用五官感受冰块并说 出来

主题课说有关下雪天注意事项及安全 措施

让大组的孩子当护林使者，爱护园里的树木

让小组的孩子在园里收集冬天的自然物回来进行美创

午餐：播放吃饭音乐

吃腊肉饭和饭团雪球

播放睡觉音乐

语言（学习新的词汇，比如小雪、降温、初雪、寒冷等）

家政（剪雪花工作、贴雪花工作等）



音乐（节气儿歌、诗歌等）

美术（绘画雪及雪花、手工制作雪及雪花、冻冰花等）

科学 （小雪的由来，节气的习俗，天气的特点等）

蒙氏（点数雪花，雪花与数字对应等）

父母带着宝宝腌菜/腌肉（食材自备或者园里准备）

体验腌菜/腌肉的过程

二十四节气谷雨活动方案篇六

1、今日谷雨!又是一年春归之日，布谷鸟歌唱之时。

2、今日谷雨，坐在飞机上，俯察天地，观自然与自己。只因
要在空中等待下降，忽有所思有所悟，故尔，非常虔诚的对
自己说说而已。

3、喝一碗谷雨汤，与春天告别。

4、今日谷雨，春天里最后一个节气，不敢想，一年已走过四
分之一。

5、今日谷雨，槐花盛开，山医画眉，婉转啼鸣。

6、今日谷雨，上班途中听到五月天的仓颉这首歌，想起谷雨
的来历中似有一说法与仓颉有关。说仓颉造字成功的那一天，
“天雨粟”，天上下起了谷子雨，是以定名为谷雨。

7、今日谷雨，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场一样的
雨，入春时的雨滴轻柔细软，润物无声，暮春时的雨水更有
份量，滋养百谷，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真好啊，日子



一天天往盛处去。

8、今日谷雨，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愿春日播种下的生机，
茁壮成长。

9、今日谷雨、谷雨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意味着寒潮天气基
本结束，气温回升、好雨生百谷、一切都会好的!

10、今日谷雨，春天最后一个节气，谷得雨而生。“谷雨之
后，众多的果实累累，谷物茂盛生长。

11、杨花柳絮随风舞，雨生百谷夏将至，今日谷雨。

12、春渐远夏将至，再不去踏春真的就入夏了

13、谷雨过后再无寒，人间芳菲已向暖

14、樱雨落纷飞，春日韶光逝，温暖四月天

15、春天的风，春天的雨，都不如春天有个你

16、再不去踏春，真的就入夏了

17、一场樱花雨醉入人间四月天

18、谷雨过后再无寒，人间芳菲已向暖

19、清风扶面，印在心尖。沉醉在温柔的四月天

20、临窗听春雨，风轻落花催

21、谷雨淅沥奏一首春的闭幕曲

22、和你漫步在春天的花海里，我的心与花醉在了一起



23、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躲雨的是从懂事开始的吧

24、茶煎谷雨春，俯看繁花处

25、不做春日杨花随风飘荡

26、春日的雨初夏的风都是少女的梦

27、春渐远，夏将至，再回首，春光已走到了尽头

28、春夏在这里交接，聆听雨水叮咚的乐章

29、如果思念有声音那就是雨声

30、春风春雨带轻霞，谷雨时节落杨花

二十四节气谷雨活动方案篇七

促进和谐社区，关爱社区弱势群体

通过实际行动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社区弱势群体。通过组
织社区冬至活动，深入了解居民生活，切实帮助社区弱势群
体生活问题，使社区弱势群体真正感受到集体的温暖，让弱
势群体度过一个温暖的冬至之夜。

1、时间：12月22日

2、地点：__社区__小区

1、孤寡老人：为老人送去冬至团子。

2、流动困难儿童：为其送去学习文具。

3、残疾困难家庭送上冬至慰问金。



分片区进行摸底，上报孤寡老人、流动困难儿童、残疾困难
家庭各一名，汇总后，根据名单和社区党员一起集体走访。

1、为孤寡老人送去冬至饺子。

2、为流动困难儿童送去学习文具。

3、为残疾困难家庭送去大米、食用油。

结束语：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冬至社区举办活动，让居民们亲手做
汤圆、煮饺子等，在继承和发扬民间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有
力地促进了社区邻里之间的和睦、和谐。

二十四节气谷雨活动方案篇八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出：
应利用传统节日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的民族文化，帮助幼儿
感知文化的多样性，深刻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激发幼儿的民
族自豪感。西安市新城区朝阳幼儿园近年来一直利用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各种教育契机让幼儿获得知识与情感的发展，以
培养“健康快乐、乐学好问、文明礼貌、知恩友爱的中国小
乐童”为教育目标，构建“七色光”园本文化内涵，将二十
四节气活动作为丰盈“启智蒙学浸润文化”园本课程体系中
的内容，开展一系列活动，让民族文化根植于每个孩子幼小
的心田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脉脉相传。

二十四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周而复始，既是历代官府
颁布的时间准绳，也是指导农业生产及日常生活的指南
针。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孩子们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并且有天生的探索和学习



的内在需求。二十四节气活动的核心是激发孩子们的探究兴
趣，体验探究过程，激发孩子们学习的本能，同时也帮助他
们与中国文化和历史联系起来。《指南》中指出：在幼儿教
育過程中，要不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以培养幼儿爱国
主义精神和情感。因此，我们挖掘“二十四节气”教育价值
并应用于幼儿园的传统文化教育，丰富了幼儿的体验经验，
提高了幼儿学习传统文化的积极主动性，促进了幼儿学习的
整体性发展。

与幼儿生活相契合，将二十四节气按照年龄梯度整合为三年
全面的体系化课程，支持孩子们在主动互动中感受文化魅力，
传承文化精髓。

（一）层层分解，三维推进——探索二十四节气教育目标及
内容

围绕“科学规范、健康成长、开启快乐人生”的办园理念，
秉承“明德启智崇礼博爱”的园训，以二十四节气活动丰
盈“启智蒙学浸润文化”课程体系，以培养“健康快乐、乐
学好问、文明礼貌、知恩友爱的中国小乐童”为教育目标，
具体活动目标体现“认知、能力、情感”三个维度。

根据二十四节气的季节更替变化，结合幼儿教育的特点和实
际，运用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对二十四节气文化予以选择，
甄选适宜我园幼儿发展的二十四节气教育内容，构建二十四
节气课程内容，分为“春之蛰动”“夏之蝉鸣”“秋之韵
歌”“冬之暖阳”四个板块进行主题教育活动，使内容、教
育与主题有机整合，结合幼儿最近发展区，注重二十四节气
与五大领域的渗透，充分发挥综合教育功能，让二十四节气
走进幼儿生活的方方面面。

课程内容涵盖面广，从儿童视角，以“二十四节气”为望远
镜探索世界：植物和植物生命周期，天气和季节，太阳、地
球和月亮，身体和健康，细菌与卫生，温度，生态与环境，



水循环，农业与食品等。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将二十四节气
教育渗透于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
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

（二）处处可玩，时时可做——进行课程环境创设

营造节气美感和氛围，使幼儿在节气环境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使幼儿在感受和体验节气的过程中收获快乐，进而有益于幼
儿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例如，利用在节气活
动中的美工作品进行班级和走廊环境布置，教师绘画二十四
节气图进行走廊装饰，营造节气文化氛围。

（三）由浅到深，由近及远——优化课程建设内涵

1.一日活动融入二十四节气

根据幼儿学习特点和学习能力，在一天的教育中充分融入节
气元素，激发幼儿对节气内容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如，利
用晨间时间为幼儿开设“一一丫丫”小主播广播站，预约一
名幼儿在节气当天，进行与之相关的“小播报”;在食谱中增
加和二十四节气相关的餐食，幼儿在进餐中便了解了二十四
节气的饮食习俗。

2.尊重幼儿年龄特点，引导幼儿体验、感受、表达

根据年龄特点，分大、中、小班，开展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的
教育活动，支持幼儿在直接参与、体验、操作中内化对节气
的认识。小班幼儿以认知二十四节气的气候特征、品尝传统
美食活动和体验传统民俗游戏为主。例如，品尝节气时令水
果，立夏时节开展“斗蛋”游戏。在体验感受的基础上，中
班幼儿进行美工、美食制作及种植园体验活动。例如，谷雨
时节正是牡丹花开之时，是欣赏牡丹的好时节，带领幼儿欣
赏牡丹花，并进行美工活动;清明时节开展生活体验室活动，
制作青团。大班幼儿在调查走访、探索研究之后进行创作、



表演活动，并赏析有关节气的古诗词。例如，春分时节欣赏
关于春分节气的谚语或古诗，芒种时节开展社会实践调查活
动，幼儿在社区调查关于芒种的习俗和节气特征，以简单的
符号或绘画记录。三个年级段都会将孩子在体验之后表达自
己的身心感受作为目标内容。在日常教育和活动中渗透节气
文化，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节气文化和节气内涵的熏陶，
进而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3.传统节日中的节气文化

我园挖掘传统节日节气文化，在幼儿园教育中渗透二十四节
气的教育内容，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内容，以中华传统节日
为主要抓手，从各个方面对幼儿进行二十四节气知识的渗透，
提高幼儿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春季，“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孩子们既通过欣赏古诗
《清明》，了解二十四节气“清明”与“清明节”的关系，
又通过体育活动“放风筝”“荡秋千”“蹴鞠赛”，科学活动
“蚕花会”“美丽的梧桐树”，健康活动“包青团”“清明
冷食”，语言活动“清明一叹”，亲子活动“脚下的清明
节”等探寻节气内涵，感受节气风俗。

夏季，以“芒种”节气为切入点，“当端午遇上芒种”结合
端午节这个传统节日，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和艺术活动。
开展生活体验室活动包粽子，进行体验式节日活动插艾叶、
编彩绳等，感受端午节的魅力;结合气候特征，和孩子们一起
收割麦子，并使用秸秆开展创意美术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加
深幼儿对我国传统文化节日的理解，也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
感受到了传统节气文化。

（四）家园共育，三教联动——拓宽节气教育途径

有效培养幼儿传统文化核心素养，还需发挥家庭教育、社区
教育的重要价值，形成三教联动，提高家长对传统文化教育



的认识，并延伸到家庭教育中，实现幼儿园教育与家庭、社
区的优势互补。借力周围环境中有利的教育资源，充实节气
教育内容，拓宽节气教育途径。如，邀请“农事达人”（爷
爷奶奶）进课堂;谷雨、小满、芒种时，邀请当地花卉种植人
员和孩子们一起进行种植活动。挖掘利用家长资源，使幼儿
学习的时间、空间、材料得以拓展。

（五）双向选择，尊重差异——探寻可观测的评量手段

教师、幼儿以及家长都是课程评价的主体。评价主体间双向
选择、沟通、协调，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尊重个体差异，促
进每位幼儿在原有水平上的提高。

1.评价的主体维度

多样的评价形式能够使评价更加科学合理。在师幼互动的评
价形式以外，调动家长参与二十四节气活动评价，同时在活
动过程中及时收集幼儿之间的评价，使活动评价的形式更加
多样，对活动过程中幼儿受益情况和所达到的效果作出价值
判断。

2.评价的内容维度

我们根据每个节气及每个年龄段的活动目标，制定了以幼儿
兴趣、感受力、探索能力、调查能力等为维度的评价方案，
学期末组织骨干教师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达到关注幼儿在
活动中的动态发展、指导活动方案设计改进的目的。

传统文化核心素养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教育工作者，
要不断学习、反思，提升践行传统文化教育的能力与水平。
坚持“儿童视角”，在实践中将培育指标与园本课程相结合、
教育手段与现代化教学方法相结合，开发有趣并吸引儿童
的“stem”课程，丰富传统文化教育策略，优化课程体系的构
建，让弘扬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孩子的身上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