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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
华文明的智慧结晶。重视并加强节
气文化教育，是幼儿从小学会感悟自
然、独立生活的需要，是顺应自然、创
造生活的需要，更是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需要。对
此，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第一中心幼
儿园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

在真情境与活资源的利
用中回归自然学会生活

二十四节气是自然变化的规律，
也是幼儿的生活环境。我们带领幼
儿了解节气，回归自然；运用节气，学
会生活；传承节气文化，立德于无声。

首先，抓住节气特点，创设节气
生态环境，让幼儿在真实的情境中感
悟生命、体验亲情、传承文化。

幼儿花果园：将园所的户外场地
打造成幼儿探秘自然的花果园，形成
春季有花秋季有果、谷雨播种芒种收
菜的生态乐园。在花园里，我们随着
节气的变化欣赏杏花、梨花、郁金香、
牡丹、芍药等；在果园里，则有甜杏、苹
果、山楂、秋月梨、核桃、柿子等。

社区生态园：对园所方圆 3 公里
内的社区公园进行调研，整理植被环
境资源，建立社区生态资源库，如红星
农场公园、三槐社区公园、南海子公
园、瀛海足球公园、瀛海休闲公园等。
这些公园的规模不同，植物的种类丰
富，它们紧邻幼儿的日常生活，能够为
幼儿的日常探究带来很大便利。

节气主题馆：利用主题活动带领
幼儿对节气进行系统化深度探究，通过
创设节气主题墙饰、烘托探究氛围，展
示节气的过程性探究；通过节气类图书
玩具投放，供幼儿在自主游戏时自由选
择有关节气的阅读和玩具材料，在与材
料的互动中多元化认知节气的特点。

节气赏析墙：利用家长助教团绘
美社资源，绘制二十四节气图，并配
有节气诗词布置在园所楼道墙面，幼
儿每天在散步、游戏时都会观察图画
中所展现的节气特点，吟诵节气诗
词，潜移默化地增加了对节气的亲近
感和喜爱之情。

圭表测影台：在幼儿园的户外场
地，根据太阳方向选择合适的位置建
立圭表测影台，带领幼儿在重要的节
气节点一起观察、测量日影的长度，
让幼儿在观察、对比、研究中了解每
个节气来临之际在日影上的体现。

其次，抓住节气与生活之间的关
系，建构服务幼儿学习的课程资源，给幼
儿提供丰富的感知节气的机会和条件。

节气主题资源：在每个节气来临
前夕，按节气习俗、物候特征、气候变
化、节气文学、劳动农耕、节气饮食、
节气游戏、节气育德八种类型，挖掘
主题内容的资源。同时，在日常观察
中关注幼儿对节气兴趣的生长点，适
时引领他们开展主题探究活动，逐渐
形成主题内容资源库。

田园劳作资源：在每个节气来临
之际，根据天气变化开展相应的室内外
种植活动，学习与观察不同农作物的生
长习性，感悟生命的坚强与伟大。同
时，利用家园协同筛选适宜的节气美食
与幼儿一起制作品尝，在田园耕食中感
悟健康幸福生活的美好，从而逐渐形成
田园劳作内容的资源包。

民俗活动资源：利用“节气游园
日”，带领幼儿一起穿越到中华传统节
气的民俗庆祝活动中，让他们在制作节
气美食、绘制节气工艺品、吟诵节气诗
词等活动中，亲身感受中华人民的劳动
智慧与民俗文化的悠久，逐渐形成民俗
活动内容资源册。

节气诗词资源：在每个节气来临
之际，搜集古往今来有关节气的诗词，
筛选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内容，家园
协同与幼儿一起吟诵、表演诗词。让
幼儿感受节气意境美与诗词语言美的
交融，逐渐形成节气诗词资源册。

家长社团资源：每年对家长开展
助教资源大调查，建立致美诗社、绘
美社、赏味社、乐动社4个家长社团，
在节气来临之际充分发挥家长社团
的作用，通过融媒体平台为幼儿、家
长推送节气相关内容，创设多元沟通
互动和认识节气的渠道，形成家长社
团节气资源库。

在真劳作与好膳食的探
索中顺应自然应时而作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自然万物
有其生长变化规律，而这些规律都与
节气息息相关。人们做每个节气该
做的事，吃每个节气应时的食物。四
时有序、应时而作、调和适度，在一代
代勤劳耕作的人们身上，演绎着最质
朴的劳动之美。

节气劳作：我们重视幼儿真实的
劳作感受和劳作收获，根据节气所在
的不同季节特点，设计了一系列田园
劳作活动。例如，雨水选种查看土
地、惊蛰松土、春分施肥、谷雨栽种、
小满除草且收获第一批青菜、芒种收
麦且播种花生大豆、小暑摘菜做菜、
秋分摘果吃梨、立冬储菜给果树穿冬
衣⋯⋯幼儿在田园劳作中体悟自然
的馈赠与生命的奇迹，懵懂中感悟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神和天人合

一的哲学理念。
节气膳食：我们关注节气养生为

幼儿健康成长带来的益处，在幼儿一
日生活中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天气变
化规律调整作息、自然吐纳、适量锻
炼、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启
动“节气膳食研究计划”，将节气养生
与幼儿膳食相结合，通过“家庭寻味
节气美食”和“节气食谱课题研究”两
条路径交融互补，探索幼儿居家节气
美食篇和幼儿园节气食谱篇，让食物
的生命力助力幼儿的生活力。

在真体验与乐学习的收
获中尊重自然立德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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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朗朗上口的节气歌，传承了中
华民族的古老智慧，也展现了大自然的
神奇魅力。我们重视幼儿在真体验中
的深度学习，遵循节气课程的“六给”原
则，支持幼儿在回顾共享、感知发问、探
究领会、整理分享的螺旋上升式学习中
获得深度认知。

回顾共享：在节气来临之际，幼
儿在交流中充分表达自己对节气的
原有认知，在节气信息的输出中与同
伴共享彼此的经验。教师帮助幼儿
整理零散经验，帮助幼儿形成对节气
的初始认识。

感知发问：教师追随幼儿的需
要，家园协同周密规划为幼儿提供多
元感知节气的机会，通过走进自然、
观察物候、科学实验、劳作耕食等，让
大树、空气、花草、鸟虫都变成幼儿的
学习场和探究物，幼儿在直接感知和
实际操作中思考发问，为更有深度的
学习埋下伏笔。教师则需要根据幼
儿的意愿，引导他们明确探究问题、
制订探究计划。

探究领会：这是属于幼儿深度学
习的阶段，他们带着问题，做好材料准
备，开启探秘节气之旅。幼儿的猜想、
计划、观察、记录、思考、成功或失败、
反复操作实验，都将帮助幼儿掌握学
习的方法，收获节气探究的经验。

整理分享：每一个幼儿的学习成
果都独有特点，他们需要在经验分享
中形成更加丰富的、具体的关于节气的
结构化认知。因此，幼儿非常需要一场

“发现节气的奥秘”成果分享会。幼儿
的经验分享是点状的，教师的作用则是
将节气的点状经验穿成线、织成网，帮
助幼儿形成新的有益经验，将中华智
慧的自信种在幼儿心中。

二十四节气凝聚着中华文明的
精华，在节气课程的实施中，幼儿不
仅收获了节气知识，更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为祖国文
化的悠久与伟大感到骄傲与自信；小
手拉大手的共同探究，让家长对家庭
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
深刻的认知；教师在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中寻找更科学有效的方法，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脉脉相传，让幼儿
成为健康幸福的中国娃。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大兴区瀛
海镇第一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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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养大的动物孩子们养大的动物
该如何对待该如何对待

原晋霞

幼儿园里饲养区的动物，比如鸡、鸭、兔
子、鸽子，在孩子一天天的照顾中一点点长
大，孩子对这些小动物投入了感情、花费了时
间。人是感情动物，尤其是孩子，天生富有爱
心与同情心。当人对某种东西付出了时间、心
血和精力，它就被赋予了情感上的意义。鸡不
再是鸡，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存在，就像家
人、朋友或孩子一样。我们可以通过饲养小动
物给予孩子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并不是教孩子
认识残忍的真相，而是教孩子学会爱。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花
园幼儿园）

忽视情感等于漠视生命
立艳

如果一开始饲养的时候，孩子知道该动物
是用来吃的，那么就会比较自然地接受“动物
养大了要被吃掉”这个现实。如果一开始饲养
的时候，孩子不知道该动物是用来吃的，那么
当成年人宰杀小动物时，对孩子来说就是非常
残忍的，宰杀就成了“屠杀”，会给孩子留下
长时间的阴影或抹不去的回忆。因此，我的建
议是：饲养小动物，如果是用来吃的，请一开
始就跟孩子说明，如果不是用来吃的，请不要
随意宰杀。

（作者单位系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西
门幼儿园）

告知孩子饲养动物的目的
陈亚飞

我的观点肯定是不吃。不仅如此，还要用
仪式为生命善后，赋予其更深的意义——生命
教育。有一天，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发现班级养
的金鱼“翻肚子了”，于是引发了给金鱼善后
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开启了一系列关于生命
的探索，还举行了和金鱼告别的仪式，掩埋了
金鱼，让它的身体成为土壤的营养，以另外一
种方式延续生命。因为死亡对于孩子来说是未
知的，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一些孩子能懂的内
容，帮助他们理解生命的意义。

（作者单位系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白沙湾
幼儿园）

帮助孩子理解生命的意义
丁嘉

教 师 声 音

幼儿园教育中存在很多对关
系，如成人与儿童的关系、人与自
然的关系等。我们关注较多的是教
师与幼儿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关
系关注较少，幼儿教育中人类中心
主义问题未引起重视。

进入 21 世纪，我们需要重新
考量人与自然的应然关系。人与动
物的关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人对
动物的态度是人对自然态度的缩
影。根据对人与动物关系的不同认
识，可将动物观分为人类中心主义
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类。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在人与动
物的关系中，人是道德关怀的唯一
对象，动物自身没有内在价值和利
益可言，仅供被人类利用而存在。
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人们无视
动物的自在目的性，仅强调利用动
物的食用价值、经济价值、娱乐价值

等，对动物的生命缺乏尊重和敬畏。
非人类中心主义则主张将自然

纳入道德关怀范围，强调人类对自然
的义务和责任。动物和人类一样具
有自在目的性，同时又相互依赖，彼
此依存，共生共荣。应停止对动物居
高临下、任意宰割的做法，以朋友的
视角平视动物。当人的非基本利益

（如娱乐、奢侈消费等）与动物的基本
利益（如生命和安全）发生冲突时，动
物的基本利益优先；当人的基本利益

（如生命和安全）与动物的基本利益
发生冲突时，人的基本利益优先。非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要善待动物、
尊重动物并合理利用动物。

基于此，主张将幼儿饲养的动物
宰杀食用，其本质是人类中心主义动
物观；而主张将动物视为陪伴幼儿成
长的“重要他人”并饲养至终老，则是
非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观的体现。

“入口”还是“入心”，折射出不同的动物观

幼儿园饲养的动物如果“入
口”，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健康。幼
儿园饲养活动是幼儿行动、认知和
情感整体参与的综合性活动。幼儿
长期喂养动物，观察动物的外形特
征、生活习性及与生存环境之间的
关系，由于“泛灵论”思维而将动物
视为与自己一样的生命，在照料动
物的过程中倾注情感，对动物负责，
看着动物渐渐长大，体验到自我生
命的价值，并与动物建立情感联
结。幼儿亲自养大的动物会进入他
们的生命世界，与其融为一体，成为
不可代替的、独一无二的“它”。

因此，当成人将幼儿亲自养大
的动物杀了吃时，幼儿会感到心
痛，为没能保护动物而感到自责和
羞愧，产生无能感。同时，在饲养
动物过程中，教师先是要求幼儿照
料和爱护动物，但当最终的安排是
将动物杀了吃时，曾经那么令人信

任的爱的关系突然间质变为一场
“阴谋”，使幼儿对成人和周围环
境失去信任感和安全感。有些幼
儿为了避免再次心痛，此后对待
动物会选择冷漠，不再付出情感，
有些幼儿则向成人学会了功利地对
待动物。此外，食用未经检验检疫
合格的肉类也对幼儿的身体健康不
利。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不利
于生态可持续发展。我国一贯强调
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教育作为培养人的
社会活动，应承担起生态文明建设
的教育责任和使命。儿童期是养成
生态可持续发展态度和行为习惯的
关键期，诸多研究表明，成人对待
动物的态度与其童年经历有关。童
年有动物饲养经历的儿童，成年后
往往更关心动物的生命和福利。幼
儿阶段最适合培养幼儿对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负责任的态度，因为孩子
越早知道应对自然和环境负责，就
会越长时间保持这种认识。幼儿具
有亲生物性，幼儿的动物情结若被
利用得好，就会对幼儿发展具有诸
多积极意义。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
幼儿园动物教育，将会延续人与动
物对立的关系，加剧生态危机，不
利于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

食用自己饲养的动物，会伤害幼儿的心理

作为专门教育机构，幼儿园不
同于养殖场或家庭，不应以追求经济
效益和食用价值为目的。尤其在人
类中心主义盛行的当下，幼儿园教育
更应肩负起“生态关切”的时代责任，
致力于传播促进人与动物和谐共生
所需要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
理观，从小培养幼儿将动物视作平等
生命、敬畏自然、珍爱生命的观念。

回溯我国百年来幼儿园课程政
策性文件发现，饲养动物一直是幼
儿园教育的组成部分，但动物教育
目的观经历了从人类中心向非人
类中心的变迁。1932 年的《幼稚
园课程标准》要求幼儿认识常见的
家禽和家畜；1951 年的《幼儿园暂
行教学纲要（草案）》要求幼儿认识
动物、爱护动物，了解动物的生长
变化及其与人们的关系，辨别益虫
和害虫；1981 年的《幼儿园教育纲
要（试行草案）》基本延续了 1951
年的纲要精神，指出幼儿应认识动

物的外形特征、习性、功用和危害，
辨别益虫和害虫，保护益虫、消灭
害虫；2001 年的《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和 2012 年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则强调幼
儿应爱护动物，知道尊重和珍惜生
命、保护环境，但对如何有效实施还
缺乏具体指导。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不同的动物
观及动物教育目的观有其不同的适
用背景。在温饱问题未解决的物质
匮乏时代，为了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
需要，从对人类自身有利的角度出发
爱护动物可以被理解；在物质丰裕但
生态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的当
下社会，人类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
动物观，转变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动
物观。幼儿园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
在动物饲养中应关注动物的权利和
福利，尊重动物生命，加强动物保护，
重构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这是幼儿
园教育的时代使命。

幼儿园教育应肩负起“生态关切”的时代责任

为动物安置舒适的“家”。动物
饲养场地应尽量符合动物的自然生
存环境，能让动物的天性得到表达，
并使其康乐。例如，对于喜欢群居
的动物，舒适的“家”中应有同伴。
对于新来的动物，舒适的“家”中还
应有其熟悉的物品。

将动物视作班级成员，科学照
料，关心爱护。为动物提供适宜、足
够的食物和水，确保其免受饥渴，保
持健康和活力；定期对动物进行身
体检查、驱虫和疫苗接种，及时诊治
动物疾病；及时清理粪便，确保动物
的“家”清洁卫生。

动物观察学习应遵循动物伦理
原则。不可随意将动物作为实验对
象，以动物的痛苦、伤病甚至死亡为
代价满足幼儿的知识学习。培养幼
儿对动物生命的尊重和关心，远比
知识学习更重要。

做好幼儿饲养动物过程中的安

全防护。选择体形较小、性情温顺
的动物进行饲养，且所有动物入园
前，须经当地专业机构进行健康检
查，并进行疫苗接种。定期对动物
进行身体检查、驱虫和疫苗接种。
建立幼儿与动物接触的日常规范，
如不给动物过度喂食，不亲吻动物，
与动物接触后及时洗手等。还应建
立应急处理机制，如被动物伤害后
的紧急医学处理、动物生病后的暂
时隔离等。

对动物死亡后的尸体进行妥善
处理，并对幼儿进行生命教育。一是
可探索动物死亡的原因，体验保护生
命的意义，并提高饲养动物的本领。
二是可根据动物死亡原因及体形大
小等因素，考虑选择深埋土葬或火化
等无害化处理方式。火化后的动物
骨灰，可以埋到树下，让骨灰成为有
利于植物生长的肥料。三是为动物
举行“葬礼”，可请幼儿通过语言、图
画、泥塑等方式，表达与动物相处的
有意义的事件或对动物的思念等。
四是对幼儿进行生命教育，让幼儿领
会生命短暂，要更加珍惜生命。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

培养幼儿对动物生命的尊重和关心

当前，很多幼儿园都会开展种植饲养活动，植物长大后可能会
被制作成饭菜，但孩子们养大的动物呢？

随着小动物一天天长大，大人们可能会说：“它们的肉一定很鲜
美，是时候吃掉了！”也许对于成人而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却是一个很残忍的话题。作为教育者的我们，
该如何与孩子们共同面对这样的问题？

关于“孩子们养大的动物
该如何对待”这一问题，有的
人认为可以将其吃掉，理由是
饲养小动物就是为了提供食
物，成为人类的食物是动物价
值的体现；而有的人认为不可

以，因为孩子对自己喂养大的
动物有感情，宰杀食用太过残
忍。幼儿园饲养的动物归宿究
竟是什么，反映了教师对待动
物的根本态度，关乎幼儿身心
健康和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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