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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注兴趣 确立项目主题

论乡风民俗体验活动
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实践探究

以中班特色班本项目活动《美味的干货》为例

幼儿社会性发展是幼儿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丰富社会认知，激发社会情感，学习简单的
社会行为技能的过程。

农村地区富有独特的生活教育资源，如何将其转化为有益经验，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生
活体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通过借助于当地乡风民俗，让幼儿走进真实的生活教育
现场。以中班《美味的干货》为例，从建构适宜的班本项目活动为思考，支持幼儿通过自主实
践，获得有益的社会性经验发展。

吴朝霞 龙观乡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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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足经验 探索实施途径

新《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指出：“幼儿与成人、同伴之间的共同生活、
交往、探索、游戏等，是其社会学习的重要途
径。”“要选择贴近幼儿生活，让幼儿感兴趣的
事物和问题，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因此教
师要善于观察幼儿，融入幼儿生活，敏锐地捕

捉其感兴趣的内容。
新年临近，幼儿园氛围渐浓。一日，孩子

们午餐后散步至后花园，发现大班哥哥姐姐
们已将农家小院盛装打扮，大红灯笼高高挂，
春联福字齐上阵，喜庆又热闹。看孩子们兴致
高涨，我随即追问：“小院里将要举办‘家乡的

年味’新年活动，你们知道在我们家乡，新年会
吃哪些美食呢？”大家有说年糕、有说糖葫芦、
汤圆等，但关于“家乡的年味”，知之甚少。

“老师，什么是家乡的年味？我们家乡的
年味有什么呢？”这一次对话也就拉开了我们
本次《美味的干货》班本项目活动的序幕。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理
解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最大限度地支
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
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在《指南》精神的引
领下，强调立足幼儿的经验，以幼儿的生活经
历和体验作为项目实施的出发点。将幼儿的
经验和兴趣点生成为可探究的项目，释放幼
儿天性，更好地支持幼儿的社会性学习。

（一）年味初体验 感知自主选择的乐趣
幼儿园的新年特色活动“家乡的年味”即

将开展，每个班都可以自主选择一种家乡的
年味进行制作和售卖。

在孩子们的讨论下，我们决定先进行一
次“家乡的年味”大调查。他们通过询问父母
长辈，了解到每逢过年时节会置办一些具有
本地特色的年货，比如：包汤圆、酿米酒、炒干
货、做腊肠、做年糕。通过激烈讨论后，大部分
孩子认为“炒干货”听起来又新鲜，又有趣。因
此“炒干货”以明显优势胜出。此过程, 孩子
真正参与了活动的前期谋划, 感受到自己做
主的乐趣。食材决定了，后续一系列事情又该
怎么做？孩子们对此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二）年味总动员 体验同伴协作的意义
幼儿个人的社会经验有限，在集体活动

中，其经验能得到重组和再构, 不断生成新
的经验。民俗体验活动着重让幼儿亲身体验、
劳作，了解家乡，萌发爱家乡的情感。面对新
问题，孩子们又展开了思维的碰撞：

航航：“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没有花生
和瓜子，去哪里找呢？”

皓皓：“农家小院有灶台和锅，好像可以
去那里炒一炒诶。”

杨杨：“可是我们又不会炒。”
程程：“我奶奶可以来帮忙哦，我们家里

有这样的锅，炒菜可好吃了！”
教师：“你们的想法很好！那么食物炒好

后，怎么保存？怎么包装？谁去代表我们班把
这些年货美食卖出去呢？”

面对孩子的疑惑，教师始终坚守儿童立
场，问题和讨论由孩子主动发起，教师以支持
者、引导者身份参与协商、对话，以此唤醒幼
儿的主体意识，促进幼儿获得主动、生动的发
展。最终，大家决定分成4组，根据自己的能力

与喜好，分别创设并参与到“采购组”“炒货
组”“包装组”“售卖组”。各组生成后，孩子们
开始他们的工作，俨然成了真正的小主人。

镜头1：采购组
采购组的孩子们首当其冲，提着菜篮子

兴致勃勃前往超市采购。一路上有村民看见
笑着问：“小朋友，这个时候你们不在学校上
课做什么去？”“买花生去！”孩子们的回答充
满了骄傲与自豪。

来到超市，面对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场
所，孩子们突然变得茫然、不知所措。教师鼓
励他们寻找超市工作人员进行求助，豪豪灵
机一动说：“我知道了，工作人员穿了特别的
衣服，我们一起去找吧！”大家齐心协力找到
工作人员，知道了食材位置，又一步步完成称
重、付款（使用班费）等一系列操作。谢过工作
人员后，孩子们带着“成果”返回幼儿园。

这一过程中，孩子们从胆怯、茫然变为主
动尝试、大胆发起交往，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
能力和态度。

镜头2：炒货组
食材有了，但孩子们不会炒制。按照事先

的分工，炒货组的程程请来了奶奶当外援。当
大家拿着生花生和瓜子来到农家小院，兴致
勃勃打算炒制时，奶奶发话了：这两种食材可
不够，还需要海苔和盐。当孩子们觉得沮丧
时，奶奶拿出海苔和盐。并告知大家海苔不能
直接炒，要在阳光下晒一段时间，解潮了才可
以。在奶奶帮助下，孩子们完成了晒海苔、剥
花生壳、食材分盘、备柴火等准备工序。

事情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繁琐，但小朋
友们一起认真努力完成，在共同劳动中收获
了知识，学会了坚持，还学会了与同伴之间的
互助与合作。最后和奶奶一起炒制成功。

镜头3：包装组
食材炒制完、冷却好，接下来就该包装组

上阵。他们事先请家委会冉冉妈妈采购好了
一批包装袋。袋子到货后，大家傻了眼，包装
袋外壳空空如也，一点图案也没有。怎么办？

对装饰包装袋，孩子们想法很多样，琪琪

提出的想法最大胆，最具有挑战性。获得大家
支持后，她与几位好朋友壮着胆子一起到大
班：“哥哥姐姐你们好，能帮我们写一些‘福’
字吗？我们需要装饰包装袋。”哥哥姐姐们很
爽快地答应，还动员全班一起写“福”字，孩子
们连连道谢，将“福”字带回教室剪下来，和自
己画的窗花、灯笼等一起装饰上去。最后的包
装环节，大家一起分工，由于数量比较多，不
少孩子都感觉疲惫，但老师说过：坚持到底、
就是胜利。

最终，一包包成品“出炉”，孩子们高兴地
大喊：“哇，终于包完咯！马上就可以去卖啦。”

整个过程，孩子们大胆表达自己，积极思
考、尝试解决问题，同时也学会了感恩，在同
伴互助中增进了理解和信任。

镜头4：售卖组
前期工作完成后，孩子们又提出了新问

题。会不会卖不掉？卖的钱归谁？
通过交流，孩子们得知这些年货售卖得

来的钱，将全部投放到班费中，供下学期采购
班级材料使用。活动当天，售卖组的妮妮和翔
翔，在自家铺子上大声吆喝：“快来买呀，香香
又美味的炒花生和炒瓜子，统统5元一包，走
过路过不要错过哦！”途中，妮妮更是在妈妈
鼓励下，来到铺子前招呼其他班的小朋友来
购买，活脱脱像个小老板。很快，货架上花生
和瓜子售罄。数了篮筐里的现金，以及妈妈微
信和支付宝里收到的钱款，两个激动地说：

“哇，我们赚到了好多好多钱，太棒了！”
当所有辛劳换来成果后，孩子们真真实

实体会到了劳动的不易，并收获了特别的成
就感。所有的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地培养了他
们对劳动的热爱及对劳动成果的尊重。

（三）年味分享会 感受集体分享的喜悦
在幼儿园“家乡的年味”新年活动中，全

园孩子们都穿着喜庆的红衣裳，在爸爸妈妈
带领下，来到年货售卖现场，看其他小朋友们
的家乡“土味儿”年货，如腊肠、酒酿小圆子、
花色年糕团、土猪肉饺子等等。孩子们的吆喝
声、讨价还价声、嬉笑谈话声，构成了一个热
闹、喜乐的氛围，映衬着一张张欢愉的笑容。

三 总结提升 促进持续发展

本次体验活动的开展没有教师刻意“指
挥”，难免存在不完美。每个活动环节中，孩子们
一起发现，思考不足之处，如采购组前期缺少计
划导致食材采购不充分，炒制和包装环节有食

材浪费的现象，售卖组的价格制定有待商榷等，
这些不足，都是孩子们自主参与的真实写照。

正是这一个个不完美的活动，促使孩子
们独立思考，引发合作探究，在环环相扣的活

动中逐渐提升社会性发展，社会能力自然而
然地习得起来。相信这一段特殊经历，定会沉
淀到孩子的内心深处，成为一种能力，并延续
到日后的学习生活中继续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