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节幼儿教案小班 幼儿园清明节教
案(优秀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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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幼儿教案小班篇一

1、了解引起山林火灾的原因以及山林火灾的危害。

2、知道山林防火的重要性，提高防护山林火灾的安全意识。

活动重难点

活动重点：了解引起山林火灾的原因以及山林火灾的危害。

活动难点：知道山林防火的重要性，提高防护山林火灾的安
全意识。

1、山林在燃烧的图片或影

2、引起山林火灾的图片或影

3、山林火灾引起严重后果的图片或影像

1、什么是山林火灾?

2、说说山林在燃烧时的火势情景。

1、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山林火灾?

2、山林火灾会引起哪些严重后果?引导幼儿用语言讲述自己



看到的场景。

1、怎样才不会引起山林火灾?

（1）清明节扫墓时，要特别注意在燃烧的香烛纸钱，防止火
星吹到其它地方引起火灾。

（2）不能在山上点火、玩火。

（3）不能在山上把放烟花炮仗。

（4）不要私自在野外进行野炊、烧烤等活动，以防引发山火。

2、看见山林出现着火现象了，我们应该怎么做?

大班社会清明节教案

小班清明节安全教案

大班清明节绘画教案

小班清明节绘本故事教案

幼儿园夏天教案

清明节幼儿教案小班篇二

适用于主题教学活动当中，每年清明，我国许多地方都有蒸
面燕的习俗。面燕古称"子推燕"，传说是纪念春秋时期晋国
贤臣介之推的，现在演变成了春天的象征，人们还把面燕作
为吉祥礼物赠送亲友。

小燕子

废报纸若干、细绳、剪刀、独木桥、燕子头饰



以2对亲子1分钟为限进行比赛，家长将报纸卷成"杆子"状，
用细绳拴好，由幼儿着经过独木桥护送到终点，"报纸杆"数
量多者为胜。

小朋友，清明是一年欣欣向荣的开始。经过寒冷的冬天，小
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我们欢迎吗?今天，我们为了欢迎小燕
子，请大家积极参与小燕子游戏吧!

每年清明，我国许多地方都有蒸面燕的习俗。面燕古称"子推
燕"，传说是纪念春秋时期晋国贤臣介之推的，现在演变成了
春天的象征，人们还把面燕作为吉祥礼物赠送亲友。"清明时
节燕归来"，为了让幼儿了解清明节的习俗，以及我国传统节
日中蕴含的丰厚文化内涵，激发孩子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
情。

清明节幼儿教案小班篇三

活动目标：

1、体验音乐与古诗词的意境，学习在音乐的伴奏声中有节奏
地吟诵古诗词，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表现。

2、探索用动作表现音乐内容，愿意与同伴一起参与音乐活动
进行表演。

3、尝试根据古诗情境进行绘画。

活动准备：

音乐，纸，颜料等。

活动过程：

1、在情境中创编动作，初步用动作表现诗歌《清明》



师：你们知道古诗里描绘的是哪个季节吗？猜猜诗人杜牧想
表达什么样的情感？

2、按节奏吟诵《清明》

(1)教师朗诵《清明》，同时出示图片，幼儿欣赏。

(2)教师再次示范朗诵歌词，并以稳定拍的节奏配合拍手，幼
儿跟随教师按稳定拍的节奏拍手。

(3)引导幼儿结合稳定拍，进行歌词的朗诵，注意重拍的运用。

儿接“雨纷纷”，以此类推。

(5)幼儿跟着音乐完整地朗诵，吟唱歌词。

3、根据理解绘制图画

幼儿根据自己对古诗的理解，画出他们想象中的《清明》图

4、交流欣赏

幼儿介绍和欣赏小朋友的图画，加深对《清明》的理解。

清明节幼儿教案小班篇四

1、理解四季轮换，感知清明是春天的节日，产生进一步探索
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兴趣。

2、喜欢古诗、古画等一些表达方式，在欣赏与体验中加深对
我国节日文化的了解与喜爱。

3、了解节日中应注意的安全和卫生，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4、根据已有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5、大胆说出自己的理解。

清明上河图复制品、有关清明照片

1、演示画面一，看到这个图形你想到了什么？

小结：一年从1月开始，从12月结束；新的一年又从1月开始，
从12月结束。

2、演示画面二，现在，你们又想到了什么？

小结：一年有四季，一年中，我们从春天开始，然后经过夏
天和秋天，紧接着是冬天，这之后又是春天。一年又一年，
季节就是这样在不停的交替着。

4、小结：一年从春天开始，过了立春，是惊蛰，过了春分，
是---，过了大寒，又是立春，节气能告诉我们季节的变化。

1、现在我们处在什么季节？

2、春天里除了有立春、惊蛰、春分这些节气，还有哪些节气？
（引出清明）。

3、从文字上看，清明可能是什么意思？

4、今天老师准备了许多图片，请小朋友来找一找，哪些与清
明有关？幼儿分组商讨。（再现与迁移已有经验：咏柳、游
园不值、清明时节等古诗）。

5、小结：清明不仅是春天的节气还是春天的重大的节日，是
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踏青到大自然的怀抱，
享受着春天温和的气候和万物苏醒带来的欢乐，感谢先烈、
祖先给我们创造的美好生活。

2、幼儿欣赏《清明上河图》。



3、提问：有什么感觉或？（帮助幼儿简单理解画面内容）

4、教师朗诵古诗进行小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
城，日墓笙歌收拾去，万珠杨柳属柳莺。

1、评价

2、总结

中班的孩子在进行看图讲述时，习惯看图片的局部而很少去
看整体，特别是图片所要表达的整体深层意义。

在进行活动《清明节》时，我就关注到孩子的这个特点，引
导孩子学习看图片，孩子们首先看到的是图片最明显的部分，
图片中心的牛以及牧童老人，于是我就让孩子们说这个小朋
友在牛背上干什么？注意观察这个小朋友的表情动作，发生
什么事情呢？和老爷爷说什么呢？你们在什么时候也是做注
意的动作呢？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就能马上明白，原来骑
在牛背上的孩子给那位老爷爷指路呢。然后引导孩子和我一
起朗读《清明》。并再次观看扫墓的图片，提问孩子们图上
有什么？人们在干什么？他们是什么样的表情？为什么是这
样的表情呢？孩子很快回答，图上的人们在跪拜，但是孩子
们并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去跪拜？结合图片我给他们讲解举
例人们是在特殊的纪念日子用鲜花表示自己对故人的怀念，
我们国家把这样的日子叫做清明节。并讲述清明节的由来，
引导孩子知道每年的4月5日是清明节。

一起欣赏古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应该注意让孩子们听懂，能够很快理解接受，而且要注意孩
子的注意力的吸引，让孩子想参与主动交谈会正确来表达自
己的意思，能够引导孩子完成相应的活动目标。



在绘本活动中，要注意图片在相应时间针对活动的重点，细
致的准备展示及讲解....。在活动重点的把握上，我还需要
多思考，认真思考后的重点进行每个环节上的把握，努力达
成绘本活动的最终目标。

小百科：清明是中华民族古老的节日，既是一个扫墓祭祖的
肃穆节日，也是人们亲近自然、踏青游玩、享受春天乐趣的
欢乐节日。清明节气一般是在公历4月5号前后，即春分后
第15日。这一时节，生气旺盛、阴气衰退，万物“吐故纳
新”，大地呈现春和景明之象，正是郊外踏青春游与行清墓
祭的好时段。清明祭祖节期很长，有10日前8日后及10日前10
日后两种说法，这近20天内均属清明祭祖节期内。

清明节幼儿教案小班篇五

1、能用连贯的语句讲述自己清明节去哪里玩了，初步了解清
明节的民俗习惯。

2、知道清明节是纪念先人的日子，大家都会去给祖先扫墓的，
也是出游踏青的好机会。

3、愿意积极参加活动。

4、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节日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节日
的活动。

青团，图片ppt（小朋友旅游的录像或照片）。

1、4月4日清明节

――4月4日我们都休息在家，你知道为什么要放假吗？（因
为过清明节）

――遇到节日就要放假，你还知道些什么节日呢？这些节日



我们都可以做些什么？（将幼儿知道的节日用图示表示出来，
分享对节日的了解）

――原来我们要过这么多的节日，分一分哪些是我们中国特
有的'节日，哪些是外国人也过的节日？（幼儿将节日图示进
行分类）

――形成概念：中国节日、世界节日

――清明节是中国节日还是世界节日呢？为什么？（继续分
清中国节日和世界节日的区别）

2、清明节你去了哪里

――清明节你和爸爸妈妈都干了些什么？（回忆节日过程）

――看ppt你们猜猜这个小朋友清明节去了哪里？都干了些什
么？

――分享与交流：你去上过坟吗？记得是上谁的的坟？你们
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初步知道清明节是用来纪念先人的节
日）

――清明节除了纪念先人，你还可以做些什么？

（交流照片，分享春天的各种活动，让幼儿感知春天是踏青
的时候）

3、清明节的食物

――清明节我们还可以吃一种好吃的节日食物，知道是什么
吗？（幼儿自由讲述不给予正确答案）

――请在食物图片中寻找出清明节的节日食物（说说食物的



名称及为什么它是清明节节日食物，幼儿自由讲述依然不给
予正确答案）

――（出示遮盖的食物）：用感官体验一下食物的外形、软
硬程度、香味……

――品尝青团，知道青团是清明节的食物。

――结束教学活动。

清明节幼儿教案小班篇六

1、初步理解古诗内容，想象诗中描写的景象。

2、激发对古诗吟诵的兴趣，初步学习按古诗的节律吟诵。

3、了解清明节人们踏春扫墓的传统习俗。

4、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节日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节日
的活动。

5、愿意积极参加活动。

画有古诗情节的图片一幅，vcd教材。

（一）故事导入，观察讲述，引起学诗兴趣。

1、教师根据古诗讲述“清明”的故事。

2、出示图片，提问，你在刚才的故事里，这张图片上看到了
什么呢？（古时候的一个小孩，一个老人…）他们在干什么
呢？（在问路，在说话…）天气怎么了？（下雨）

（二）观看vcd片，观赏体验，感受古诗意境。



1、教师讲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春
天）

在春天呢，有一天是清明节，清明节人们都要干什么啊？
（幼儿自由回答）

2、教师小结：清明节是人们踏春扫墓的日子。

古时候，有一位杜牧的诗人，就在这天写了一首诗，让我们
一起来看一下吧！

3、教师播放vcd，请幼儿观看。

4、问：刚才我们看了碟片，知道了故事中的人在清明节发生
了什么事啊？

（请幼儿讨论。）

5、向幼儿介绍那个老人就是行人，那个小孩就是牧童，刚才
看的那首诗呢，就是描写行人向牧童问路的情节。

（三）教师朗诵，解读诗句，帮助幼儿理解。

1、教师有表情，有节奏的朗诵一遍，请幼儿欣赏。

2、朗诵第二遍，请幼儿边听边对照图片内容。

3、教师请幼儿回答有没有在诗歌中听到什么？

4、解读其中的诗句，理解个别字词“雨纷纷”、“欲断魂”、
“借问”、“遥指”，帮助幼儿理解古诗内容。

（四）学习朗诵，表达感情，幼儿感受古诗意境。

1、教师朗诵第三遍，请幼儿慢慢跟读。



2、幼儿分组学念，感受古诗意境。

3、教师请几个幼儿上来表演，教师在一旁进行指导提醒，注
意表达合适的感情，轮流请几批幼儿。

4、请幼儿集体朗诵1―2遍，进一补感受古诗意境。

1、评价

2、总结

1、请幼儿把学会的古诗在清明节来到时朗诵给爸爸妈妈等家
人听。

2、在图书区添设古诗图书，引导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继续感受
古诗意境。

清明节幼儿教案小班篇七

活动目标：

1.理解四季轮换，感知清明是春天的节日，产生进一步探索
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兴趣。

2.喜欢古诗、古画等一些表达方式，在欣赏与体验中加深对
我国节日文化的了解与喜爱。

活动准备：清明上河图、有关清明照片。

活动过程：

一、猜猜讲讲，理解四季轮换。

1.演示画面一，看到这个图形你想到了什么？



小结：一年从1月开始，从12月结束；新的一年又从1月开始，
从12月结束。

2.演示画面二，现在，你们又想到了什么？

小结：一年有四季，一年中，我们从春天开始，然后经过夏
天和秋天，紧接着是冬天，这之后又是春天。一年又一年，
季节就是这样在不停的交替着。

4.小结：一年从春天开始，过了立春，是惊蛰，过了春分，
是______，过了大寒，又是立春，节气能告诉我们季节的变
化。

二、看看找找，感知清明。

1.现在我们处在什么季节？

2.春天里除了有立春、惊蛰、春分这些节气，还有哪些节气？
（引出清明）

3.从文字上看，清明可能是什么意思？

4.今天王老师准备了许多图片，请小朋友来找一找，哪些与
清明有关？幼儿分组商讨。（再现与迁移已有经验：咏柳、
游园不值、清明时节等古诗）

5.小结：清明不仅是春天的节气还是春天的重大的节日，是
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踏青到大自然的怀抱，
享受着春天温和的气候和万物苏醒带来的欢乐，感谢先烈、
祖先给我们创造的美好生活。

三、视听欣赏，感受传统艺术。

2.幼儿欣赏《清明上河图》。



3.提问：有什么感觉或？（帮助幼儿简单理解画面内容）

4.教师朗诵古诗进行小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
城，日墓笙歌收拾去，万珠杨柳属柳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