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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从家庭走向集体，需要接触很多的人和事，与社会

生活方方面面联系密切。节日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

蕴含丰富的交际机会，传达相应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情感，是

强化幼儿社会能力的重要途径。我国有着丰富多样的传统节

日，为课程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文以端午节的教学实

践为例，对节日化课程开发展开简要的分析，希望能为广大

同仁的相关教育活动提供参考意见，并引发相关领域研究者

的进一步思考。

一、基于社会情感的幼儿园节日课程构建的作用和意义

引导幼儿融入社会是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这是《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明确要求。其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社会认知，二是亲社会行为。前者是对社会现象和

社会规则的感知和理解，后者是指良好融入社会和集体的行

为。节日是指长期生活在同地域同背景下的人们，为适应生

产生活而创造的具有统一文化属性的庆祝形式。因此，利用

传统节日来强化幼儿的社会情感，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和优

秀，能深化家国情怀，增强社会行为的意识和能力，促进个

体的社会化。另外，节日文化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进行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需要从幼儿抓起，才能在

如今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实现民族精神传承。但目前关于这

方面的教育素材相当缺乏，教师的教学活动充满随机性和任

意性，教育效果也并不是很理想。基于社会情感的幼儿园节

日课程的构建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这方面的教育素材，

促进其系统化和体系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教师的专

业素养能力，为幼儿带来更好的社会情感引导，促进他们个

体的社会化形成。

二、基于社会情感的幼儿园节日课程构建的具体策略

（一）基于节日特点，进行环境创设

不同的节日具有不同的庆祝形式，直观表现就是外在环

境的改变，通过具有特色节日意义事物的摆放和布置，创设

良好的环境氛围，引导人们感受和融入其中。如端午节的粽

子和龙舟，中秋节的月饼和桂花酒，元宵节的汤圆和灯笼，

春节的春联、鞭炮和团圆饭等。这个阶段的幼儿正处于行为

认知培养的关键时期，需要借助形象、客观的实物来开阔视

野，丰富感受，提高行为能力。所以在节日课程中，教师需

要结合具体情况，积极进行环境营造，引导幼儿观察和感受

节日气氛，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认识并喜爱这些节日。

比如，在端午节时，教师可利用班级的主题墙，张贴与

端午节传说、习俗有关的，带有吸引力和氛围感染力的图片，

还可以在门上挂艾草、摆放雄黄酒等物品进行装饰。这个阶

段的幼儿对周围的生活环境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还具有强烈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通过创设幼儿容易接受的环境，让幼儿

完成从观感到认知的过程，真正了解端午节的知识，感受端

午节的氛围，这样既能避免教师枯燥、低效的讲解，又能锻

炼幼儿善于观察和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另外，教师可以借

助家长的配合，让幼儿感受整个社会的节日氛围。比如，端

午节期间，商店的礼品盒被摆放成各式花样的粽子形状；参

观各种传统工艺匠人制作粽子等的活动过程；走亲访友时互

送祝福；到端午节主题公园参与各种活动等，幼儿可以在真

实的氛围中感受端午文化的魅力。毕竟，真实的情境能够让

幼儿在参与的过程中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感受到全民参与

的社会性，产生独特的体会和感受，更有利于他们社会情感

的培养。

（二）基于节日特点，开展语言活动

这个阶段的幼儿正处于语言培养时期，情感是语言发展

的动力。在传统节日的悠久发展历史中，相关的文学作品也

层出不穷，其中既凝聚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情感表达，也

是对幼儿情感培养教育方面的重要资源。教师可以选择其中

简单易懂的内容，开展与之相配套的、适合幼儿特色的语言

活动，一方面可以锻炼幼儿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也能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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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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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化深植于幼儿内心，在语言活动中培养幼儿对节日文化

的情感。幼儿进行语言表达，实际上也是进行情感体验的

过程，通过有感情地表达复述，有利于幼儿激发内心的情感

意识。

比如，在端午节时，教师可以讲述屈原的故事，让幼儿

了解端午节的由来，还有各种习俗特色。教师可以通过提问

的方式锻炼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深化情感认知，也可以尝

试让幼儿复述故事，感受屈原的爱国情怀和人们对爱国精神

的推崇和赞扬，提高幼儿对情感的认知。另外，教师还可以

引导幼儿去阅读《神鱼驮屈原》《小艾的端午》等相关的绘

本故事，或者带领幼儿学唱相关的节日儿歌，借助多媒体声

色光影的综合表现形式，让幼儿更加直观地了解和感受端午

节。总之，开展特色的语言活动，可以让幼儿从不同角度认

识和感受端午文化，体会里面的情感，从而萌发他们对自然、

国家、家庭的情感，体验美的情感。

（三）基于节日特点，组织艺术创作

节日文化在流传的过程中，除了文学作品外，还留下了

丰富的手工艺制品。教师可以通过挖掘这些内容，选择贴近

幼儿生活的艺术内容，引导幼儿进行创作。创作的过程既能

感受作品的魅力，又能在欣赏和创造的过程中了解家乡和祖

国的美，激发他们的赞美和热爱之情。

比如，在端午节时，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进行画粽子创作，

借用五彩笔描述出自己心目中的粽子模样；也可以进行折纸

粽活动，利用纸张学习如何把“竹叶”折成圆锥形；还可以

进行龙舟模型制作活动，让幼儿尝试运用画、撕、剪、贴等

多种方式和同伴共同装饰美丽的龙舟。在活动中，幼儿可通

过展示各种龙舟模型，从家乡特色到各地龙舟的不同造型中，

萌发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戴彩绳也是端午节独特的习俗。

五种颜色的丝线，红、黄、绿、蓝、白在桌子上摆开。教师

在讲解完编彩绳的步骤后，可让幼儿进行简单的编制尝试。

除了以上这些活动外，教师也可以让幼儿动手尝试制作香囊、

制作蛋兜等活动。

特色艺术活动的开展，加深了幼儿对端午文化的认识，

增强了幼儿艺术创作的能力，萌发了他们感受美、表现美的

情感；同时，随着对家乡、祖国认识的深入，情感认同程度

也会提升，客观上也丰富了艺术创作的教学资源。

（四）基于节日特点，组织游戏活动

在节日的庆祝活动中，会有很多游戏性质的娱乐活动。

这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社交的机会，有利于增进人们之间的

情感交流。游戏活动永远是幼儿教育中的重要形式。《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也提出要利用民间游戏，帮助幼

儿感知人们的个体性和平等性，学会互相尊重、友好相处。

教师在节日课程化的实践探索中，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丰

富教学形式，增进幼儿之间的情感交流，提高他们人际交往

的能力，也使幼儿更好地明白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比如，在端午节时，龙舟竞渡是端午节庆活动的亮点。

教师可以组织幼儿开展赛龙舟的游戏活动。通过游戏的参与，

一方面幼儿的身体得到了锻炼；另一方面，幼儿也会在游戏

中体会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从而提升集体的凝聚力。另外，

教师还可以组织猜字谜、端午知识竞答等小游戏，丰富幼儿

的节日课程内容，让幼儿在与同伴合作或者竞争的过程中感

受集体氛围，同时也加深了对端午文化的认知。

（五）基于节日特点，进行庆祝活动 

在节日活动中，通常会有各种庆祝仪式，人们之间互送

礼物，表达关怀和祝福，体现出合家团聚、尊老爱幼、睦邻

友善、热爱祖国以及大爱无私的优良传统，这些情感在代代

传承中得到了有效的继承和发展。这些庆祝仪式和精神传承

都是幼儿需要学习和培养的内容。教师可以根据节日的特点，

充分挖掘节日价值中的有效因素，进行适当的选择和创造，

将其运用到幼儿的社会领域活动中，让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

得到提升。这样不但增强了幼儿的交际能力，还能在活动过

程中培养幼儿良好的社会情感，提升他们奉献、团结、关爱

他人的人文情怀。

比如，在端午节时，教师可以组织端午的亲子活动，如

一起观看并参与传统节日活动，体验合作包粽子的活动，用

雄黄酒在额头上互画“王”来互相表达祝福等，让幼儿在实

践中感受和家人在一起的美好情感，体会这些情感的珍贵。

教师还可以引导幼儿将活动中的个人艺术创作赠送给家长或

者其他长辈，表达祈福驱灾的美好祝愿，让幼儿从一直被照

顾的角色中转换过来，开始学会付出和关怀。除此之外，教

师也可以邀请附近社区或小区的空巢老人作为特约嘉宾，参

与到欢庆活动中来，让幼儿为他们表演节目，赠送爱心礼物

等，从中学会关爱长辈、关爱他人这种大爱。在整个传统节

庆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不同的活动安排，提升幼儿与亲人

和其他长辈的交流和合作能力，让幼儿体验到生活中的情趣

和趣味，还可以有效地促进幼儿尊敬长辈、关爱家人的优秀

品质的形成。

总之，我国具有丰富的节日文化，它们都是社会发展的

产物，凝聚着丰富的文化财产，而且各种节庆活动的开展让

人们之间的联系密切起来，促进情感交流，在中华民族五千

年文化的熏陶下，逐步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行为方式。幼儿

社会情感的形成就是在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实

现的。社会情感是幼儿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

传统节庆文化可积极探索幼儿节日课程化中社会情感的挖掘

和培养途径。因此，基于社会情感的培养目标，幼儿园节日

课程的构建研究具有很大的开发和利用价值。教师将幼儿的

生活认知经验和节庆活动内容有效融合在一起，结合幼儿的

身心发展水平，合理地设计课程内容和组织方式，抓住教育

契机，能提高幼儿社会情感的感受能力，实现传统文化节日

的有效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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