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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三大目标”的二十
四节气课程，促进“涵育”

课程目标对整个教育教学过程起
着指向作用。同城四季幼儿园按二十
四节气的教育价值及特点，并根据美
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姆的“教育目标
分类”，将二十四节气课程教育目标分
为“认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
目标”，让教师有目标地带领儿童进入
传统节气生活情境，涵养幼儿身心，
促进幼儿认知能力和社会情感能力的
发展。

在 “ 认 识 目 标 ” 上 ， 教 师 引 导
幼儿学习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和变化
的顺序；初步了解每个节气的气候
特征、季节变化的周期性，并了解
自 然 环 境 与 人 们 生 活 的 密 切 关 系 ，
还 体 验 与 二 十 四 节 气 相 关 的 文 化 、
艺术和风俗。

在“能力目标”上，教师鼓励幼
儿大胆通过语言、音乐、绘画等形
式，表达自己对节气的理解与感受，
同时能够根据节气的变化调整自己的
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学
校还提出在节气活动中，要提升对自
然的探究能力，能够与同伴协商、合
作，共同完成任务，懂得保护身边的
环境。

在 “ 情 感 目 标 ” 上 ， 幼 儿 园 要
求 幼 儿 体 验 二 十 四 节 气 的 文 化 内
涵，感受大自然的奇妙之处，体验
到与大自然互动的愉悦，能在自主
探 究 过 程 中 体 验 到 乐 趣 与 成 就 感 。
幼儿园还特别强调，要让孩子感受
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
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以 秋 分 为 例 ， 在 “ 认 识 目 标 ”
上，教师让幼儿认识到这一天白天
和晚上时间一样长，认识到秋分是
秋 天 的 一 半 。 在 “ 能 力 目 标 ” 上 ，
让小班的幼儿动手撕揉叶子，并完
成对树叶的粘贴，而中班则要求幼
儿初步尝试画出大树轮廓并进行装
饰，要求大班能独立完成作品并进
行介绍。在“情感目标”上，要求
幼儿体验秋分的文化内涵，能感受
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融入“五大领域”的二十
四节气课程，实现“浸育”

二 十 四 节 气 与 季 节 、 气 温 、 降
水以及物候有着密切的联系。教师
挖掘二十四节气的饮食、绘画、舞
蹈 、 文 学 、 气 候 特 征 、 物 候 现 象 、
耕 种 规 律 、 节 庆 节 日 、 民 间 习 俗 、
传 统 美 德 ， 创 设 融 入 “ 五 大 领 域 ”
目标的“美、趣、智”二十四节气
情 境 ， 幼 儿 在 “ 玩 中 学 ”“ 乐 中
悟”，不仅促使幼儿了解不同时期自
然的变化规律，还能让他们体验劳
动人民春耕、夏耘、秋收、冬储的
喜悦，理解四季转换给自然带来的
变化、感受古代劳动人民在二十四
节气变更中创造、在趣味体验中创
造。

在 春 分 即 将 来 临 的 时 候 ， 幼 儿
同父母共同阅读了与“春分”有关
的绘本。幼儿知道再过几天就是春
分了，在此基础上，幼儿园融入五
大 领 域 ， 生 成 主 题 情 境 活 动 ——

“玩味春分”。在语言方面，教师让
幼儿知道“春分”的含义，让他们
能理解绘本画面所呈现的信息，并
让 他 们 倾 听 有 关 花 草 树 木 的 故 事 ，
大班的孩子则要理解“惊雷震宇报
春分，雨露阳光草木匀”诗句的意
义 。 在 科 学 方 面 ， 开 展 “ 春 分 竖

蛋”科学活动，在前期绘本阅读经
验 中 ， 幼 儿 都 知 道 了 春 分 这 天 要

“竖蛋”。接下来，教师以用什么材
料能帮助鸡蛋又快又好地立起来为
主 题 ， 让 幼 儿 猜 想 、 探 索 、 交 流 ，
并找到方法。在艺术方面，教师让
幼儿欣赏绘本图案，让他们感悟春
之美。同时，让幼儿讲述春天有哪
些美景，让他们进行关于春天的绘
画创作。在健康方面，开展主题活
动“我会做春菜汤”。春分是春菜成
熟的季节，在同安当地，用春菜与
鱼片做成汤菜，称为春菜汤。同安
民间有句俗语：“春汤灌脏，洗涤肝
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幼儿园
教 师 带 着 孩 子 们 摘 春 菜 、 洗 春 菜 、
煮春菜汤，并让他们懂得其中蕴含
的健康知识。在社会方面，引导孩
子萌发爱护花草树木的情感，增强
保护春苗的意识，还引导孩子一起
种树，让孩子在与同伴合作的过程
中完成任务。

在 每 一 个 节 气 到 来 之 前 ， 幼 儿
园都会从五大领域入手，挖掘孩子
们在这一节气过程中的兴趣点，以
及这一节气的重要特征，并以此为
主题开展活动，激发孩子们的求知
欲和探索欲，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
程 中 ， 充 分 发 挥 其 主 动 性 、 积 极
性 ， 实 现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浸
育”目标。

融入本土民俗的二十四
节气课程实践，让儿童在趣
味探索中成长

同城四季幼儿园位于厦门市同安
区。“同城”的“同”字，即为“同
安”的简称。同安是典型的闽南文化区
域，有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如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莲花褒歌、宋江阵、拍胸
舞、答嘴鼓，都在这里得到传承。如何
将这些地方文化和本土民俗融入二十四
节气课程，以地方自然和文化资源为课
程资源，让孩子们走进自然、走进社区
研学，在心旷神怡、轻松愉悦的情境中
进行学习探索、社会体验、审美体验？
同城四季幼儿园进行了有效的探索。

立春节气习俗是吃春菜，而闽南地
区则是吃“薄饼”，民国 《同安县志》
记载，这种闽南地区春卷“俗传为蔡复
一夫人所制”。蔡复一 （1577—1625
年） 是明代同安县金门蔡厝人，官至

“五省经略”。他才华横溢，文韬武略，
但却遭奸人陷害，朝廷限他 49 天内抄
写九大箱的文书。蔡复一夜以继日，废
寝忘食。夫人李氏发明了薄饼，每到就
餐时间，就双手捧着薄饼，送到丈夫嘴
边，让他就餐。这样不仅不耽误写字，
又让丈夫吃得香美可口。从此，薄饼在
同安及周边地区广泛流传开来，甚至传
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有“春到人间

一卷之”的诗味，又有“包金包银”的
吉祥含义。那薄饼需要包什么，为什么
要包这些？老师引导幼儿了解薄饼的由
来、薄饼的馅料、薄饼的包法等等，幼
儿在择菜、洗菜、体验包薄饼的过程中
感受本土民俗文化。

又例如霜降时节，闽南地区流传着
这样的俗语：“一年补透透，不如一个
霜降。”霜降时节如何“补冬”？孩子们
带着这个问题通过调查的方式询问长
辈，了解霜降如何“补”，通过调查了
解到闽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补冬就是在
霜降时节吃鸭肉面线了。于是幼儿园将
闽南地区霜降补冬吃“鸭肉面线”的习
俗与生活活动进行融合，让孩子们品尝
美味的鸭肉面线的同时，感受节气本土
二十四节气习俗带来的教育意义，传承
本土民俗的二十四节气。

家园合作的二十四节气
课程，浸育儿童劳动品质

家庭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资源，
亲子活动也是幼儿园课程实施的重要
途径。教师或幼儿园若能够让家长看
到幼儿的学习成果与成长，就可以更
多地获得家长的理解与支持。

幼儿园开展“课程延伸到家”活
动。利用“亲子主题学习单”，让幼儿
将二十四节气课程学习单带回家与家长
共同探究并记录。如，在惊蛰时节开展

的“你农我农，一起播种”主题探究活
动中，设置了以培养儿童劳动教育品质
为主要目标的“种子成长日记”教育活
动。教师让幼儿在家中播种一种自己喜
欢且适宜生长的小种子，并进行“保护
种子宝宝”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观察、
照顾种子，定期记录种子的成长状态，
并请家长辅助幼儿为图画配以文字记
录。该活动的具体目标是：儿童愿意
进行劳动活动，享受亲自播种的过
程，体会到劳动的喜悦；能通过绘画日
志的方式，捕捉和感受到植物的生长变
化，提升观察的敏感性；能坚持观察记
录，愿意与家长和他人分享自己的观察
成果。中二班最终共有6名幼儿的种子
成功发芽并完成观察日志，教师将幼儿
的图画日志汇总在一起，完成了班级绘
本 《种子成长日记》，并将电子扫描版
推送给班级里的每位家长。家长在参与
的过程中看到了孩子的学习状态，了
解了课程的教育理念，与幼儿园老师
一起培育了儿童科学劳动的萌芽。

为了做好劳动教育，幼儿园专门配
置了烹饪活动区域，在这里，洗菜池、
配菜桌、燃气灶、电烤箱一应俱全，这
里按一个功能齐全的厨房标准来配置。
儿童在这里，能学会基本的家务劳动技
能，还能开展亲子主题厨艺活动。在劳
动过程中，教师还注意分配任务，多让
孩子亲力亲为，提升他们的劳动意识。
教师将摆桌椅、清餐具、扫地等工作，
分配给幼儿，鼓励他们完成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孩子们在争先恐后的劳动
中，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

为了让幼儿对节气有更深的认识，
幼儿园定期开展户外研学活动，包括亲
子研学活动，让幼儿走出校园亲近自
然，走进社区研学基地，在生态气息浓
厚的田园体验时令生活，体验农耕文
化。幼儿园还组织家长与孩子们共同
播种，学习种植技术，让幼儿学会埋
土、浇水这些基本劳动技能。教师还
带着孩子们下田捉泥鳅、下地捡鸡
蛋，让孩子们在乡村田园里感知时令
季节的变化，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同时，也培养了幼儿热爱大自然
的情感，提升了他们的劳动意识。

（厦门市同安区同城四季幼儿园园长
洪认市）

学校举办“寻味时节”
主题结题活动，幼儿

们自己制作了各
个节气的特

色美食。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智慧的产物，也是一种独特的知识和
文化体系。厦门市同安区同城四季
幼 儿 园 遵 循 幼 儿 的 自 然 发 展 规
律，以“品自然之美、承文化
之韵、感生活之真”为课程
理念，研究构建的“二十四
节气”课程，为儿童创设
基于五大领域目标的节气生
活情境，让幼儿在丰富多彩
的 区 域 自 主 游 戏 和 主 题 活 动
中，感受和体验古代劳动人民的
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好和
自己的巧手创造，实现“涵育”“浸
育”，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在清明节气，
幼儿展示自己制作

的艾草香包。

幼儿体验水稻
种植

◀

◀ ▶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深耕紫砂陶技艺 厚植传承人基因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

陶都宜兴，是全国仅有的一所以紫砂
陶为特色、以艺术设计为重点的省属
高职院校。自2012年起，学校深耕
紫砂陶技艺，厚植传承人基因，创新
构建并不断完善现代非遗传承人“三
三三”培养体系，在生动的教育教学
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打造了具有

“无锡工艺”特色的现代非遗传承人
培养范式。

校党委委员、副院长吴岳军教
授指出：“精湛的技术技艺、综合的
文化素养、融合的创新能力，是陶
艺现代非遗传承人的特质基因。学
校从厚植传承人基因入手，突破会
制作不会设计、会模仿不会创新、
会工艺不懂理论等非遗传承困境，
着力在体系构建和创新实践上下功
夫，为振兴传统工艺、实现技能强
国贡献了无锡工艺力量。”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开放办学 在双向交流中提升办学质量

厦门市同安区同城四季幼儿园

二十四节气课程 浸润儿童美好生活

立足“精湛的技术技
艺”基因，架构“三对接”非
遗教学体系

学校以专业标准建设为引领，以
产教深度融合为核心，架构起“教师+
大师”“师傅+学徒”“艺术+技术”的

“三对接”非遗教学体系。
一是教师与大师对接，通过完善

非遗大师引聘制度，实施大师和教师
“双元”教学，让校内名师和业界大师

互学互研，合作开发课程，共同指导
学生，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二是师傅
与学徒对接，通过开展“招生招工一
体、校企联合培养”的紫砂非遗现代
学徒项目、开设“卓越技师班”等，
以技艺传承为纽带，实现师徒关系的
现代转变；三是艺术与技术对接，坚
持“艺术+技术、传统+现代”的建设

思路，打造跨界融合的“大师、名
师、工匠”工作室与“工程、设计、
研发”中心，有效赋能教学实施。

基于“综合的文化素
养”基因，重构“三衔接”专
业课程体系

学校坚持“艺科融合”的理念，
将数字信息技术有机融入课程设计，
打造“文化感悟、非遗技艺、实践创
新”三大课堂，实现“专业群与产业
链”“课程方向与职业岗位”“课程教
学与生产过程”的“三衔接”。

一是建设“艺术设计为核心、工
艺技术为支撑、应用领域可拓展”的
陶瓷艺术与设计高水平专业群，将数
字化、网络化、软件化理念与非遗课
程有机融合，提高学生“艺术与科
学、手工与科技”相融合的职业素

养，实现专业群与产业链的衔接；二
是开设基于“通识+非遗+企业”的

“文化感悟课堂”、基于“圆器+方器+
花货”的“非遗紫砂课堂”和基于

“作品+展品+产品”的“实践递进课
堂”，通过“三堂融合”，实现课程方
向与职业岗位的衔接；三是建设国家

“百工录”非遗传承资源子库，校企合
作开发基于非遗“工艺链”的模块资
源，引导学生做中学、学中做，按行
业标准培养“现代传承人”，实现课程
教学与生产过程的衔接。

着眼“融合的创新能
力”基因，建构“三链接”协
同育人体系

学校以满足学生多样性、个性化
需求和加强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为出发
点，积极打造国际陶艺交流中心平

台，实现“非遗技艺与技能大赛”“非
遗文化与国际交流”“非遗产品与创梦
创孵”的“三链接”。

一 是 非 遗 技 艺 与 技 能 大 赛 链
接，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
地，承办国家陶瓷技能大赛，通过
竞赛要求与教学内容转换、评价标
准与竞赛标准同步、课堂作业与创
新作品结合，实现课赛融通；二是
非遗文化与国际交流链接，建设国
际 陶 艺 交 流 中 心 ， 创 建 网 上 展 厅 ，
通过主办或承办国际非遗文化体验
活 动 等 ， 提 升 师 生 融 合 创 新 能 力 ；
三是非遗产品与创梦创孵链接，搭
建“社团+创梦+跨界”“双创”实践
平 台 ， 通 过 作 品 到 产 品 的 转 化 推
广 ， 实 现 “ 技 能 + 艺 德 、 技 能 + 素
养、技能+创新”的全面融合，实现

“双创”育人。
以上三个子体系相互支撑、共生

共长，融合发展成富有“无锡工艺”
特色的现代非遗传承人“三三三”培
养体系，引领学校在人才培养、技艺
传承、文化创新、国际交流等方面不
断取得新突破。

近年来，学校获得江苏省教学成
果一等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教学成
果特等奖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教师
获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三八红
旗手、全国陶瓷行业技术能手等荣
誉，学生在全国陶瓷职业技能竞赛中
屡获大奖。此外，学校举办的国际陶
瓷艺术文化交流活动辐射“一带一
路”沿线 21 个国家和地区，切实讲好
非遗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传播中国
声音。

校党委书记魏萍教授表示：“学校
将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使命，持续深入学习贯
彻党中央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决策部署，努力成为培育现代非遗传
承人和大国工匠的人才摇篮，成为非
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平台高地，
成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的文化阵地，成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薪火相传、走向世界的倡导者和
引领者！”

（吴岳军 蒋雍君 王超 林素琴）

教研“示范式”帮带：
传递先进理念

在厦门市内厝中学，福建省十佳科
技辅导员、同安一中教师宋目标为师生
介绍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培训经验，
以及近年来同安一中在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中取得的成果，还讲解进行课题研
究时的具体步骤。最后，他展示同安一
中优秀课题个案。在如何突破创新这个
关键问题上，宋目标分享了经验：“人
无我有，想新招；人有我特，出奇意；
人特我精，做细活。”

内厝中学教师李老师说，宋老师
的讲座，更像一堂示范课，他把学生
引入到科创活动中来，为他们播下了
科学报国的种子。

同安一中副校长江坚智说，在讲
座之后，再开展面对面的交流，并对
参赛项目进行点评，这种理论加实践
的帮扶教研方式很有针对性，非常受

帮扶学校的欢迎。
内厝中学校长表示，希望通过深

度合作，促进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
管理水平跃上新台阶，希望两校的帮
扶合作越来越紧密，互动越来越多，
希望接下来继续深化合作内容，探索
多样化的合作方式，实现共赢发展。

“诊断式”帮带：
在直面问题中共同进步

“您的教学设计，对教材还没有理
解透，在技能比赛过程中，要对教材的
每一节内容都做到烂熟于心，才能上好
片段教学。”近日，在同安一中的结对
帮扶校——漳州高新区第一中学，同安
一中美术教师郭慧文对青年教师的片段
教学，进行“诊断式”点评，她在观看
了教师的片段教学后提出意见，并“手
把手”指导青年教师，让他们能更好地
适应教师技能大赛的要求。

郭慧文曾获福建省第五届中小学

教师教学大赛高中美术学科一等奖，
获 厦 门 市 第 四 届 教 师 技 能 大 赛 一 等
奖，还荣获第七届基础教育课堂教学
改革创新大赛一等奖。

漳州高新一中教研室主任郑老师表
示，受条件限制，学校教师参加技能大
赛的机会比较少，同安一中骨干名师上
门“手把手”讲解技能大赛经验与方
法，而且直面问题，对于学校来说非常
难得，这有利于学校教师跨出第一步，
勇敢地去参加未来的各种比赛。

同安一中与高新一中的交流，也
得到教育部门的肯定，2022 年 9 月，
漳州市高新区教育部门专程为同安一
中送上“情系教育长携手，精准帮扶
共发展”的牌匾。

在 与 漳 州 高 新 一 中 交 流 的 过 程
中 ， 除 了 在 教 师 技 能 比 赛 方 面 的 交
流，两校交流的范围还包括：青年教
师、骨干名师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论文写作，班主任工作，学生

培养，学生社团运作等多个方面。
同安一中副校长江坚智表示，在未

来，同安一中将派出骨干名师，到高新
一中驻点指导。高新一中也会派出骨干
教师到同安一中跟岗学习，并做到两校
备课组同步集体备课，教研组联合开展
教研，实现“融合式”交流。在学生培
养方面，两校将互派学生进行交流游
学，互派学生社团参与对方学校的学生
活动，让学生也做到“融合式”交流。

在同安一中的带动下，高新一中的
办学质量、教育科研、教师成长、教学
成绩都取得阶梯式、高质量的发展。高
新一中连续两年获得“漳州市高中教育
教学质量达标学校”和“漳州市初中教
育教学质量达标学校”，2021 年获得

“漳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开放办学：
扩大学校“朋友圈”

作为福建省一级达标校，同安一中

在对外帮扶过程中，“朋友圈”越来越
大。学校现在与漳州高新一中、厦门市
内厝中学、福建安溪金火完全中学签订
了为期三年的帮扶协议。为了帮助3所学
校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学校制订详细的
帮扶计划，推动3所学校不断取得进步。

学校还派出 6 位骨干教师到西藏、
新疆、甘肃、宁夏支教，副校长江坚
智带领骨干教师赴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开展教育扶贫工作，送教送培开设公
开课讲座 6 场，受到当地师生好评。

学校还聚焦新高考，每年组织部
分校级中层、骨干教师参加全国部分
重点中学实验中学联合体年会活动，
2018 年到 2020 年先后前往上海向明中
学、山东实验中学、石家庄二中等全
国名校观摩学习交流互动。与泉州一
中、长乐一中、莆田二中成立课改联
盟校，以合作教研、空中课堂等方式
共享教育资源、共话课程改革。

同安一中的“朋友圈”还扩展到
境外。学校每年定期与德国卡尔楚克
麦尔中学、荷兰莱茵兰中学、泰国普
吉中学等 5 所学校互派师生交流访问，
并 邀 请 这 些 学 校 的 学 生 走 进 同 安 一
中、走进同安，向他们介绍同安当地
特色文化，让他们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 （戴鹭坚）

近日，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以下简称“同安一中”）组织20
多名骨干名师，“组团”来到厦门
市内厝中学，开展对口帮扶交流
活动。两校教师从德育队伍建
设、学生研究性学习和科学创新
比赛、教师技能培训、名师团队
建设等多个环节入手，开展教研
活动。这是同安一中坚持开放办
学、辐射优质资源的典型案例。

作为福建省一级达标校、福
建省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
校，同安一中在发展过程中，做
到开放办学，一方面坚持“走出
去”，向其他学校辐射优质资
源；另一方面，坚持把专家“请
进来”。学校在双向交流中，不
断扩大“朋友圈”，促进教育教
学质量不断自我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