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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践

●刘明瑞

　　

[摘要]当前,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如何在教学工作中融入传统文化,已然成为教育工作者需要探讨的重要话

题.“二十四节气文化”不管是在农业耕种,还是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均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小学语文教学

中,教师应采用合理的方式将二十四节气文化融入其中,以便提高学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使

学生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应用于现实生活中.本文以二十四节气的相关概述为出发点,探讨了二十

四节气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并提出了二十四节气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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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国“二十四节气文化”中蕴含着许多教育资源，

教师若想推动学生深入领会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就应该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将其融入学科教学

中。 小学语文与二十四节气文化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

性，教师若能够将二十四节气文化融入小学语文学科教学

中，就可以增强学生对二十四节气文化的了解，在一定程度

上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成效。

二十四节气的特征

二十四节气能够表现出自然规律以及现象，其中的各个

节气均有着相应的特征及含义。 不管是在古代的耕作，还

是在当前的生活中，二十四节气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十

四节气不但可以作为人们耕种的关键依据，也是一种重要的

民俗体系，彰显出我国优秀的文化底蕴。 由此可见，在教

学中教师要重视融入二十四节气文化，深化教育的意义，推

动教学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二十四节气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一些小学生缺乏较强的学习意识，因而枯燥乏味的知

识，很难吸引学生的关注，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过程中就

容易表现出厌烦的现象。 而在素质教育背景，教师若能够

将二十四节气文化融入语文教学中，就能够结合关于节气的

故事等，提升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兴趣，也能够促进学

生了解和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二十四节气文化在小

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

一，通过融入二十四节气文化，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

质。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了解“节气”

中的自然特点、规律以及相关民谣等，这有利于学生充分吸

收相关的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其二，在语文教

学中开展二十四节气文化教育工作，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创

造、创新能力等。 如教师在融入二十四节气文化时，要引

导学生对相关的节气故事进行再一次的创造和创新，强化学

生的创造和创新能力；其三，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深入落实二

十四节气文化，还可以推动学生充分地理解我国的优秀传统

文化，使学生更积极地参与至语文课堂的学习实践中，从而

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效果，为学生往后的语文学习奠定良好

的基础。

二十四节气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践策略

(一)基于核心素质培养，科学落实二十四节气教育

在新课标背景下，教师应基于核心素养发挥学科教育作

用。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二十四节气文化在提高学生核

心素养等方面均具有突出的价值体现。 如，在讲述“二十

四节气歌”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融入“节气的起源、发展

等”内容，使学生了解古代劳动者的智慧，了解我国传统文

化的发展。 如此，可以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更积极地学习

二十四节气文化。 这有助于教师系统化地落实二十四节气

教育工作，促进学生长远发展。

小学语文核心素养包括审美、语用以及思维能力提升等

内容。 教师可以结合二十四节气文化来培养学生的语文核

心素养。 如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涉及不少关于季节的内容。

因此，教师可以试着将物候变化的主要规律和语文教学内容

相结合。 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语用水平、审美及思维

能力，也符合学生的学习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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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讲解《春夏秋冬》这篇文章时，教师可以结合

初春时节，万物已渐渐地复苏，光照变得更强的时令特点，

感受春风、春光之美，体会春天带给人以希望，给人以朝气

蓬勃之感，以此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知识。 除此之外，教师

还可以引导学生认真地学习和节气相关的一些知识，使学生

充分领悟二十四节气的内涵和价值，从而在此过程中提高学

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这种方式有利于学生较好地掌握本节

课的知识内容，提升小学语文教学效果。

(二)创设教学情境，体现二十四节气文化教育的拓展性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一些教师更重视应用情境教

学法来推动教学工作的展开。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

该通过创设教学情境体现二十四节气文化教育的拓展性。

对此，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

探索欲望，让学生能够主动将二十四节气知识与现实生活相

结合，了解二十四节气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这可以使学

生感受到二十四节气的内涵，也利于推动我国二十四节气文

化的传承和发扬。

例如，《三月桃花水》一文用词非常优美，文章中体现

出作者对“桃花水”的钟爱和对春日的赞赏之情。 教师在

讲解这篇文章时，也可以结合本文的内容充分地融入“二十

四节气文化”，根据节气的物候变化特点等，引导学生结合

现实生活，通过观察现实生活中所展现出的节气变化情况，

理解《三月桃花水》一文中语言运用的美妙之处，从而使学

生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本文的内容。 教师创设生活化的教学

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对课堂内容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学

习语文的积极性，推动小学语文教学目标的实现，体现出将

二十四节气文化落实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冲破学科边界，深入感知二十四节气文化

在新课标背景下，教师不仅要结合语文学科内容引导学

生学习和理解二十四节气文化，也应引导学生冲破学科边

界，更好地感知二十四节气文化。 二十四节气文化中涉及

许多内容，其有着人文及自然科学的典型特征，有助于学生

进行跨学科学习。 教师可以结合不同的学科内容，循序渐

进、从浅至深地向学生进行二十四节气文化教育，使学生更

深入地理解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有利于推动小学语文

教学的更好发展。

例如，《数九歌》一文的内容涉及冬至这一节气。 为确

保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深入理解，教师就可以冲破学科边界，

将美术等学科引入语文教学中，结合“九九消寒图”，让学

生了解到古代人在冬天时是如何生活的。 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使学生更深入了解冬至这一节气，深入感知二十四节气

文化，使学生更主动地发扬和传承二十四节气文化。 这有

助于二十四节气文化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有效落实，并

推动学生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感受其他学科的独特魅力。

对于学生的学习而言，这种教学方式是一种优势互补的过

程，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借助多媒体技术，激发学生对二十四节气的学习

兴趣

在落实小学语文教学工作时，教师应该体现学生在语文

课堂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能够有着较好的主

观能动性。 因此，教师应该借助多媒体技术，激发学生对

节气的学习兴趣。 学生唯有对二十四节气文化产生学习兴

趣，学生才能够积极地学习这一文化。 学生可以结合二十

四节气文化体会其在我国农业耕种和人们现实生活中所产生

的作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和传承二十四节气文化的积极

性。 教师可以结合语文知识内容，并针对涉及节气文化的

一些元素，借助多媒体技术将其直观展现给学生，通过“图

文并茂”的形式，迅速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增强学生的感

官体验。 学生在仔细观看视频内容后，可以更为直观地理

解相关节气文化的内涵，体会到我国节气文化的深厚底蕴，

提高学生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思想内涵等。 这正是将“二十

四节气文化”应用至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例如，《北京的春节》一文中涉及关于“节气”的一些

风俗文化。 每年春节相对应的节日多在“大寒”与“立春”

之间，既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也是即将要结束严寒进入到

二十四节气之首“立春”的阶段，这也代表一轮２４节气的

结束和另一轮２４节气的开始。 因此，春节是值得庆祝的。

春节不仅是一年３６５天的轮回，也是１２个月２４个节气的轮

回，有万象更新的含义。 在辞旧迎新的新春佳节，人们会

放鞭炮、贴春联、包饺子、吃年夜饭、拜年、走亲访友等。

教师要想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北京春节的一些景象，就可以

借助多媒体技术将相关的景象展现给学生，让学生感受北京

人过春节时的热闹景象，以丰富学生的课堂学习体验和感

受，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北京的春节》一课的知识内容。

这可以使学生了解到“节气”和“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

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使学生主动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

(五)开展与节气有关的活动，彰显二十四节气教育实

用性

在新课改下，教师若想保证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教育效

果，就不能仅在语文课堂之上进行教学，而是应该组织形式

多样的活动，彰显出二十四节气教育的实用性，使学生在参

与活动的过程中了解到如何运用二十四节气知识来解决相关

的难题。 这可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二十四节气知识的重要

作用，从而保障教师顺利地开展二十四节气文化教育工作。

同时，由于小学生较为活泼好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往往

更受学生的喜爱和认可。 因此，教师应该结合学生的主要

特征以及语文教学要求，合理开展与相关的节气活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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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充分地投入活动中。 教师通过活动实践的方式，可以

提高学生应用节气知识的能力。

例如，芒种时通常已经进入夏季，这时许多水果都已经

成熟。 这时，教师可以带着学生一同去采摘水果，使学生

通过亲自实践的方式了解在芒种时节时，怎样的水果才是成

熟的，才能够进行采摘。 在采摘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学

生进行分组采摘，最后看哪个小组采摘的水果最多，水果也

最熟，并对该小组进行奖励。 但应该注意的是，教师要告

诉学生在采摘水果时不能破坏到植物的根茎，以免影响到植

物日后的生长。 在开展此类与“节气”有关的实践活动

时，学生可以切实体会到关于“节气”的文化氛围，激发学

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提升学生语文学习效果，促

进学生长远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二十四节气文化，是

提升学生了解二十四节气文化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推动我国

优秀文化的发扬和传承。 因此，在落实语文教学工作时，

教师应该认识到开展二十四节气文化教育工作的积极作用和

意义。 教师要采取可行性的策略及方法，提升二十四节气

教育工作的落实效果，夯实学生的语文基础，提升学生的语

文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１]杜胜兰．新«课标»背景下小学语文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路径探

究———以“二十四节气”为例[J]．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２０２３(１６):

６７Ｇ６９．

[２]马小改．二十四节气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践[J]．河南

教育(教师教育),２０２３(１０):４２Ｇ４３．

[３]彭晓宁,贺少雅．新课标视域下二十四节气文化在小学语文教

学中的实践研究[J]．非遗传承研究,２０２３(０２):２５Ｇ３０．

[４]谭晓凤．优秀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融入策略———以

二十四节气为例[J]．教师,２０２３(０２):２１Ｇ２３．

[５]左士军．“二十四节气”在小学语文课程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实

践思考[J]．小学生(中旬刊),２０２２(０２):１１１Ｇ１１２．

[６]闫建敏,梁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语文教科书中的创造性转

化———以统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节气文化”为例[J]．民族教育

研究,２０２３,３４(０３):９７Ｇ１０５．

[７]瞿红．基于“双减”背景的小学语文课堂中优秀传统文化的融

入策略[J]．教育界,２０２３(２８):１７Ｇ１９．

[８]王云．浅析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

[J]．天天爱科学(教学研究),２０２３(０８):１８５Ｇ１８７．

[９]庄元利．小学语文课堂融合传统文化探讨———以二十四节气

为例[J]．小学生(上旬刊),２０２４(０５):７３Ｇ７５．

作者简介:

刘明瑞(１９９０－),男,土族,甘肃临夏人,本科,一级教师,积石山

县大河家镇大墩小学,研究方向:小学语文教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