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三年级端午节活动教案设计(优
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大家
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我给大
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
够有所帮助。

小学三年级端午节活动教案设计篇一

1、“安全第一”、“安全无小事”，暑假之前，提高学生安
全意识，过上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

2、围绕“消防安全，防意外事故”的校外安全教育，真正把
学生的暑假安全教育落到实处。

1、同学们，生命是宝贵的，它对于每个人都只有唯一的一次。
时间飞逝，快乐的暑假又要到来了，我们在高兴之余，又有
几分担忧，暑假里同学们应该怎样珍爱生命，注意安全呢?下
面，我们来交流一下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安全，知道的同学请
畅所欲言哦!

教师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各抒己见，然后指名说。

1、请同学们说说你们家里有哪些电器?

电视、电冰箱、烤箱、电脑、洗衣机、消毒柜、电饭锅、音
响、电磁炉、空调等等。

学生回答，教师补充指点。

(关掉电源，特别是电视机，不能图方便只用遥控关掉。)



3、教师出示夜里全家睡觉电视机爆炸等电器爆炸的幻灯片让
学生观看。

4、教师讲述收集到了有关电器雷击事件。

5、教师总结:同学们，我们不要因为好奇，私自拆卸、维修
电器，更不要不要私自拉或乱接电线和随意拆装电器。使用
和操作电器还要注意不能湿水，一旦电器出现故障，应立即
切断电源。

1、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万一，生活中出现了火灾，我
们该怎样做?

让学生各抒己见，说做法，对正确的肯定，错误的及时纠正。

2、根据讨论，教师总结:同学们，我们一定不玩火，同时，
你们还要告诉家长，煤气管要定期检查，煤气用完要关掉。

3、教师结合学校的消防讲座和《安全教育读本》向学生补充
一些防火知识。

防火知识:一、不能带火柴或打火机等火种;二、不得随意点
火，禁止在存放有易燃物品处用火。

在火灾现场，小学生等未成年人要有秩序地逃离。一、如果
有避难层或疏散楼梯，可先进入避难层或由疏散楼梯撤到安
全地点。二、如果楼层已经着火燃烧，但楼梯尚未烧断，火
势并不十分猛烈时，可披上用水浸湿的衣被，从楼上快速冲
下。三、多层建筑火灾，如楼梯已经烧断，或者火势已相当
猛烈时，可利用房屋的阳台、落水管或竹竿等物品逃生。

四、如各种逃生的路线被切断，应退居室内，关闭门窗。有
条件时可向门窗上浇水，以延缓火势蔓延过程。同时，可向
室外扔出小东西，在夜晚则可向外打手电，发出求救信号。



五、如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又无其它自救办法时，可用绳子
或床单撕成条状连接起来，一端紧拴在牢固的门窗格或其它
重物上，再顺着绳子或布条滑下。

六、如无条件采取上述自救办法，而时间又十分紧迫，烟火
威胁严重，被迫跳楼时，可先向地面抛下一些棉被等物，以
增加缓冲，然后手扶窗台往下滑，以缩小跳楼高度，并保证
双脚首先落地。

1、教师让学生观看因游泳、钓鱼、玩水等引发溺水事故的视
频，向学生再次敲响警钟。

2、让学生说说你们的想法。

3、说说这几年我们南靖县城附近发生的溺水事故，让学生明
白危险时时在我们身边发生，不要以为它们离我们很远。

4、教师再次强调:学生不能私自到河滩、水库游泳。暑假若
要有游泳和玩水，必须有有大人带领，并到游泳池等安全区
域。

1、让学生观看交通事故惨状的视频，再三为学生敲响警钟。

2、引导讨论

(1)行人为什么要在人行道上行走，没有人行道要靠路边行
走?

(2)行人横穿马路为什么要走斑马线?

(3)没有划设人行横道的马路应该注意哪些?

(4)为什么不能翻越护栏?

(5)为什么不准扒车、追车、强行拦车?



(6)为什么走路时不能看书或做其它活动?

(7)乘汽车时要注意什么?

(8)遇到交通事故怎么办?

3、齐读交通安全的儿歌

走马路，右边跑，人人都走人行道。红灯亮，路边靠，绿灯
亮了向前跑。过马路，别乱跑，行人要走斑马道。车让人，
人让车，安全保证最重要。

2、请同学们学习以下的安全守则:

不要听信陌生人的话。

上学、放学最好与同学一起走，不要单独在街上乱走、乱看。

贵重物品不要随身带。

平时不要乱花钱，也不要带太多钱。

遇到勒索等情况，要及时报警。

遇到抢劫时，要首先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要为了财物与
歹徒硬拼。

遇到色狼侵犯时，要大胆拒绝，并尽快把详细情况告诉父母。

如果看到有人拿着凶器冲进学校，要赶快躲避。

如果被坏人绑架时，看到周围有成年人可以帮助自己，就应
大声呼救。

被绑架后，要保持镇定，细心观察周围环境，并装出很配合



的样子，使坏人麻痹大意。然后，想办法报警或逃跑。

如果被拐卖，要想办法报警。如果被卖到陌生的地方，要想
办法了解自己所在地方的名称，以便求救。

如果想尽一切办法都不能自救，就要耐心地等待家长和警察
的救助。

平时要牢记父母的手机号码、家里的电话号码及区号、家庭
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等。

同学们，“安全第一”、“安全无小事”，明天，快乐的暑
假生活就开始了，希望你们提高学生安全意识，不玩火，不
玩电，不玩水，牢记安全知识，过个快乐又安全的暑假!

小学三年级端午节活动教案设计篇二

通过制作年历的实践活动，让学生认识到：从年具体到月再
具体到日，体现了年月日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仅有利于巩固
学生所学的“年月日”有关知识，又培养了学生合作交流的
意识，而且使学生初步学会用这些知识解决相关的日常生活
中的'问题，感受到数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1、通过让学生动手制作年历，让他们巩固所学的年、月、日
的知识。

2、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

3、学生从制作年历中知道我国的一些节日，能培养学生的爱
国意识和动手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三年级各班选出5副作品参加比赛。

1、制作年历的主要步骤是：



（1）确定样式

（2）绘制表格

（3）填写日期

（4）整理美工

2、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自主设计、创作出具有特征
的作品并鼓励创新图案，拓展活动内容。老师应注意采用瞬
间提示法，激发学生兴趣。

3、活动时间，2018年4月25日。

（1）统一用8k大的素描纸或者卡纸。

（2）参赛资料中要注明作品名称、学生姓名、班级等内容。

1、取老师一、二、三等按1：1：1的比例分配一等奖。

2、若干名学生获奖名额一等奖15名，二等奖15名，三等奖20
名。

小学三年级端午节活动教案设计篇三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正是培育优秀民族
文化的沃土，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因此围绕“走
进端午”这个话题，设计了“端午说由来、端午话习俗、端
午讲故事、端午赛诗会、学生谈感受”等板块，让学生在活
动中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习俗等，感受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亲身体验我国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和爱国热情。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和风俗习惯，同时锻



炼学生通过各种渠道(书籍、报刊、网络、他人经验等)获取
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学习端午节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

三（二）教室

:

端午节

:

上网查阅资料、收集故事、多媒体课件等。

活动导入

1、我国有很多传统节日，你知道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吗?

2、那么端午节的由来、习俗你们知道吗?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端午节去了解一下。

3、引出主题:“走进端午”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活动一 端午说由来

(一)端午节别称

1、 端午节有哪些别称?

2、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很多，谁能告诉大家?(学生交
流)



(二)端午讲故事

2、学生讲述端午节故事:《曹娥救父的故事》。

3、主持人小结。

活动二 端午话习俗

(一)赛龙舟

1、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我国地
广人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各地有着不同的习俗。你
们知道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吗?(学生自由交流)

2、你知道端午节最热闹的习俗是什么吗?(多媒体课件:赛龙
舟)

3、端午节为什么要进行赛龙舟比赛?(学生交流)

(二)话粽子

1、除了赛龙舟，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就是品尝粽子。(学生介
绍粽子的由来。)

2、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
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琳琅满目。(多媒体课件:粽子)

3、我国各地方的粽子还各有特色，请几个学生根据搜集的资
料介绍其它地方的粽子。

4、主持人小结。

活动三 端午赛诗会

1、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为了纪念他，所以有人把端午节还



被称作“诗人节”。

2、请几位学生朗诵端午节的诗篇。

(1)《端午》唐 文秀

(2)《五月五日》梅尧臣

(3)《端午节的怀念》

3、主持人小结: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篇，已
广泛深入人心，因此，在我国有关端午节民俗文化领域中，
大家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活动四 谈感受，激发情感

1、今年端午节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你是怎么过的?

(学生交流自己的感受。)

2、快板:《民族精神代代传》

3、主持人总结:两千多年的岁月，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算
短短的一瞬了，可是尽管大江东去，暮往朝来，诗人屈原的
形象却依然留在人们心间。让我们世世传递端午节，代代都
记住他，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

看了你们自己策划的主题班会，不仅是同学们，包括老师自
己都对端午节加深了了解。我就以屈原《离骚》中的“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主题班
会，也希望同学们用这段话来勉励自己，在小学阶段最后一
段时间里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四年级。



小学三年级端午节活动教案设计篇四

1、了解端午节的民俗风情

2、学习场面描写的方法

3、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1课时

1、查阅资料，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及风俗习惯，尤其是端午
节这天我们这里的习俗;

2、了解作者沈从文的生平事迹、代表作品和作品特色。

一、导入：

我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拥有
灿烂的文化，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中华民族形成
了许多各具鲜明特色的传统节日，它们犹如颗颗夺目的宝石，
镶嵌在一年四季中，时刻散发着迷人的光彩，成为无数中华
儿女心中的牵挂。作为新世纪_人的你们，也一定知道不少中
国传统节日吧?你们能给我们在座的介绍一下吗?(能按照时间
顺序介绍)

生自由回答

生答

请同学根据课前的收集，介绍作者，要求突出籍贯、身份、
成长经历、代表作品及特点，师多媒体展示作者档案，学生
进入一分钟记忆，结束后利用多媒体快速检查背诵效果。

二、整体感知课文：



1、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

a、湘西人端午日都有哪些风俗?(用三字词语概括)结构文章的
顺序是什么?

b、你认为最主要的民俗活动是什么?

学生回答端午日风俗：穿新衣画王字吃鱼肉看划船(赛龙舟)
捉鸭子

最主要的民俗活动是：赛龙舟

三、分析赛龙舟的场面描写：

1、阅读第一节“把饭吃过后”到最后，思考：龙舟赛到起点
和终点;龙舟的外形特点;参赛人员的分工和龙舟竞赛的场面
描写，用笔从文中画出来。

2、学生大声朗读龙舟竞赛的场面描写，找出其中的动词，在
这些词语下面加上三角，体会这些词语的作用。

3、根据文章内容，发挥想像，自己选定一个角色(带头的、
锣手、鼓手、桨手、群众……)，用一段连贯的话有针对性地
向大家介绍你在活动中所在的位置，所做的事及所起的作用。

老师示例：我是我们这一队的带头的，就坐在船头上。你们
看，我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旗。比赛开始
后，我就左右挥动小令旗，指挥船只的进退。在我的指挥下，
桨手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龙船好似长龙出没
于波光烟雨之中，直冲终点线。

总结：动词准确生动

提问：除了描写参赛人员的激烈紧张的竞争外，作者还描写



了哪些人，有何作用?

明确：两岸观赛的人，从侧面突出比赛场面的激烈紧张——
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相结合

提问：作者在写到比赛进入_时还想到了什么情景?

明确：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的情景，这种情景真在眼前吗?虚
写实写相结合

总结场面描写的方法：正侧面描写相结合虚实结合准确的动
词

4、齐读赛龙舟片段，要求读出感情和气势。

5、奖励欣赏：《赛龙舟》片段

6、课堂练笔：学以致用，运用所学的场面描写的方法写一段
我校周一升国旗时或出操时的场面描写，150字左右。(5分
钟)

学生写作，交流，学生或老师点评，多加肯定和鼓励。

四、分析赛龙舟的.现实意义，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和力争上
游的精神

既然奖励不丰厚，那你认为龙舟比赛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明确：合作努力的光荣(力量从团结中来)培养了勇往直前、
力争上游的精神

2、延伸：联系实际来谈谈现实生活中这种精神的意义，并说
说对你的启示。(学生分组讨论)

五、批判与继承



挂菖蒲悬艾叶----辟邪吃粽子小孩子脖子上挂彩练穿肚兜

请用这样的句式回答：

我认为，我们应当继承(或摒弃)民族传统节日，因为。

(在横线上至少写出支持你观点的两点理由或依据。)

学生互相讨论，之后进行小小的辩论，师最后总结

小学三年级端午节活动教案设计篇五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学好数学的信心，提高
学生口算的能力，促进学生智力的健康发展，让孩子感受学
习数学的快乐。三年级将举行“趣味数学我能行”的数学知
识比赛活动。现将活动方案制订如下：

1、参赛对象：三年级全体同学

2、比赛地点：预赛、初赛：各班教室；决赛：阶梯教室

3、赛场负责人员：三年级全体数学老师以及班主任

1、预赛：以“我心中的数学”为题，想象作画。要求能用数
字、几何图形等数学元素展现心中的.数学，比赛统一用a4纸，
各班选出10名优秀作品粘贴在后黑板，并发喜报予以表彰。

2、初赛：统一出一套口算题，在规定的时间内答题，选出全
班正确率最高的前六名，这六位同学将获得“口算小能手”
喜报。

3、决赛：在阶梯教室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本次游戏以“海底
探宝”为主题，从起点开始掷骰子闯关，一共设置20个关卡，
最终闯关成功者即可获得“数学小明星”称号。



（1）选手自带钢笔、垫板，请选手们切勿迟到。

（2）赛场负责人员出示比赛题目，学生按要求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