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冬天活动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
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中班冬天活动教案篇一

1、认识各种冬天的用具，知道他们给人们保暖或带来温暖。

2、关心周围的科技产品，学习用打勾的方式记录自己家里的
家用电器。

3、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了解一些简单的常识。

认识各种冬天的用具，说出它们的名称。

学习用打勾的方式记录自己家里的家用电器。

1、幼儿用书，笔取暖用具：古老的碳盆、暖手炉、热水袋、
火炉、空调、电热毯。

2、幼儿自带冬天的用品。

1、提问，引出冬天的保暖用品。

天冷了，怎样使自己的身体 不冷？你身上那些东西是冬天用
的保暖用品？

你还知道哪些冬天的保暖用品？他们使用什么材料做的.？

2、引导幼儿观察幼儿用书。图上有哪些冬天的用品？他们有
什么用处？



总结：棉衣、棉帽、围巾具有保暖的作用。空调、火炉、取
暖器有取暖的作用。

3、幼儿讲述自己带来的用品，进一步引导幼儿认识各种冬天
的用具。

它是什么材料做的？怎样使用？怎样帮助我们取暖和保暖？
幼儿示范方法。

引导幼儿了解各种取暖用具不同的发热反复法及不同的用法。

火炉用煤碳取暖；炭盆用木炭取暖；电热毯用电取暖；热水
袋用热水取暖。

4、引导幼儿进一步思考：

还见过哪些取暖用具？他们怎样发热？怎样使用？

为什么要使用各种各样的取暖用具？你喜欢哪种用具？为什
么？

长大以后，你想发明什么样的取暖用具？

观察图表，打勾记录。

5、初步建立自我保护意识，教育幼儿安全使用各种取暖用具，
防止烫伤、烧伤，使用电器时要在成人的指导下使用。

中班冬天活动教案篇二

我们班有个小朋友去北京看望了爸爸、妈妈 刚回来，她给小
朋友们讲北京的冬天下好好的雪，可以堆雪娃娃、打雪仗，
出门还要穿好厚好厚的衣服，戴好厚好厚的帽子和手套。下
朋友们听了都很疑惑，因为我们身处农村，孩子们都很少有



机会外出去感受祖国各地的冬天景象，我们本地冬天又很少
下雪，所以孩子们疑惑。正好冬天到了，天气也冷了，冬天
都有什么景象呢?是不是所有地方的冬天都是一样的景象呢?
是不是所有地方的冬天都下雪呢?通过本次活动重点引导幼儿
探索冬天的景象，在此基础上了解祖国部分不同地方的冬天
景象，通过本次活动让幼儿明白不同地理位置有不同的气温，
冬天的景象也有所不同。

1、关注冬天的各种自然现象，激发幼儿探索自然的兴趣。

2、拓宽幼儿知识面，让幼儿了解祖国不同地方冬季气温不一
样，冬天的景象也有所不同。

3、让幼儿知道冬天天气冷了要做好保暖工作还要多锻炼。

4、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5、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重点：让幼儿感受自己所在地冬天的景象。

难点：让幼儿明白祖国各地不同的地理位置有不同的气温，
冬天就有不一样的景象

1.、本地冬天景象挂图一张，彩色小片色纸若干(让幼儿剪雪
花)

2、北方城市冬天景象挂图一张(哈尔滨)、南方城市冬天景象
挂图一张(昆明)

3、碟片(祖国部分地方的冬天景象)

过程一：谈话引出课题



1、师：小朋友们，冬天来了，天气冷了，你们怕不怕冷呢?

幼儿：(不怕、不怕、我也不怕。)孩子们几乎都回答不怕。

幼儿：(我看到树叶黄了、树叶枯了、小草也枯了、花儿也没
有了、葡萄的叶子也掉了、小朋友们穿厚衣服了、戴手套了、
围围巾了)

师：给予表扬。(让幼儿充分发挥观察力、想象力、和语言能
力，同时也锻炼幼儿间相互交流和倾听，鼓励幼儿多发言、
多观察、多想象、多交流、多倾听和分享同伴间的发现)

过程二：了解本地冬天景象

1、教师和幼儿一起观看本地冬天挂图，找出冬天的景象。让
幼儿们自由发现，胆发言。

幼儿：(树叶掉了、小草枯了、刮风了、下了一点点下雪、穿
厚衣服了、戴手套了、围围巾了)

2、带领幼儿园观察幼儿园冬天的景象，让幼儿自己去发现幼
儿园冬天的变化。

幼儿：(幼儿园的葡萄叶子没有了、腊梅花儿要开了、小草枯
了、小树的叶子也掉了、没有蜜蜂和蝴蝶了、草莓没结果了、
小朋友们穿厚衣服了、戴手套了、围围巾了、老师穿羽绒服
了)

3、让幼儿分组讨论挂图上的冬天景象和我们看到的冬天景象
一样吗?(幼儿基本都认为和图片上的景象差不多)

4、教师小结：首先肯定幼儿们的发现都非常的好，都认真观
察了都说得很棒。冬天天气冷了，刮风了，树叶黄了一片一
片的掉了，小草也枯了，腊梅花儿开了，老师和小朋友们都



穿上厚厚的衣服、带上了手套、围上了围巾。为什么图片上
在下小雪呢，小朋友们我们这儿也会偶尔下小雪的，只是今
天还不够冷所以还没下雪。

幼儿：老师，我们这儿还没下过雪，北京真的下雪了吗?

师：是的，北京下雪了。我们的.祖国可了，在祖国不同的地
方气温不一样，冬天的景象也不一样，所以有的地方会下雪，
有的地方不会下雪。我们一起来看祖国其他地方的冬天景象，
小朋友们就知道了。(出示其他地方冬天景象挂图)

过程三：认识祖国其他地方冬天景象。

1、教师和幼儿一起观看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冬天景象图，让
幼儿初步了解不同地方的冬天景象。

2、让幼儿谈谈各地冬天景象，并和我们所在地冬天景象做比
较。

师：你们看到了哪些冬天景象呢?(教师肯定图中都是冬天的
景象)幼儿

师：介绍北方城市冬天景象特征：边引导幼儿看图边讲解这
里的冬天气温特别低，会下好好的雪，也会结冰而且冰几个
月都不会化，所以可以做冰雕，也可以堆雪娃娃，打雪仗、
滑冰。天气太冷了人们出门都要穿好厚好厚的衣服，到厚厚
的手套和帽子，围厚厚的围巾。

介绍南方城市冬天景象特征：引导幼儿看“春城的冬天”介
绍昆明其实就是四季如春，冬天也和春天一样，小树绿绿的，
鲜花盛开，从不下雪的。

师：解开幼儿的疑惑，让幼儿明白我们的中国非常辽阔，不
同的地方地理位置不一样气候也不用，冬天景象也不一样。



3、播放祖国各地冬天景象的碟片，让幼儿进一步了解不同地
方的冬天景象。

过程四：游戏

1、儿歌《雪娃娃》

2、剪雪花(教师强调用剪刀的安全，并随时关注幼儿的制作
过程)

1、和小朋友们一起把剪好的雪花拿去布置我们的教室。

2、带领小朋友们去亲自感受冬天的景象。

3、冬天我们不怕冷一起去锻炼。

通过这次活动，能让小朋友们了解自己所在地冬天的景象，
并知道冬天冷了要多锻炼身体和做好保暖工作。也让幼儿基
本了解不同地理位置有不同的气候，冬天的景象也不一样，
解开了幼儿的疑惑。 引导幼儿接触了自然环境，感受了自然
界的美与神奇，满足了幼儿的好奇心。充分发挥了幼儿的观
察力、想象力和语言能力，并能让幼儿欢快的、自由的交流
和分享自己的发现。不足之处，由于幼儿知识面有限，教具
也准备也不充分，幼儿不能更真切的感受不同地方不一样的
冬天景象。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一定多为幼儿提供观察、操作、
试验的机会，支持和鼓励幼儿动手、动脑胆探索。

中班冬天活动教案篇三

1、 乐于观察，发现身边常见树木在夏季和冬季里的不同变
化。

2、 能用较连贯的语言表述自己的发现。



3、 关注自然界中树木的落叶与不落叶（常绿）的现象，并
产生好奇感。

1、 在夏秋季节里经常带领幼儿观察身边常见树木的生长情
况，并留有照片或录像资料。

2、 教学挂图：《多彩的树叶》

1、 利用录像或图片帮助幼儿回忆身边常见的树木在四季中
的生长情况。

引起幼儿观看兴趣。

引导幼儿边看边说说录像中的内容。

2、 引发幼儿再次寻找、观察树叶的.兴趣。

教师：猜猜看在冬天里我们身边的树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树上的叶子还像我们夏天看见的那么多吗？你还能看见哪些
树的叶子？让我们再去仔细找找、看看。

3、 带领幼儿实地观察各种树木在冬天里的变化。

教师：好朋友一起去院子里找一找，冬天里，你看到的树木
是什么样子的？

幼儿自由结伴寻找并观察树木的变化，教师进行个别指导。

4、 带领幼儿返园，借助录像进行集体交流。

教师：刚才我们出去做什么了？你和朋友发现了什么？

帮助幼儿回忆与讨论。

5、 教师与幼儿共同小结活动中的发现。



教师：夏天，许多树的叶子都长得非常茂盛。冬天到了，树
木的生长发生变化了，有的树叶落光了，变得光秃秃的；有
的树上还有许多树叶，这些树木可真有趣。

教师：各种树木的叶子有什么不同？

引导幼儿欣赏教学挂图《多彩的树叶》，进一步感受树叶的
种类和变化。

中班冬天活动教案篇四

1、鼓励幼儿冬天不怕冷。

2、使幼儿知道运动是冬天取暖的一种好方法。

3、了解冬天运动时的注意事项和自我保护的方法。

绳子、球等运动工具。

1、导入：

现在是什么季节？天气怎样？

2、展开：

（1）组织幼儿讨论用什么方法取暖。

（多穿衣服、生炉子、开空调、跑步、跳绳等）

（2）提问：你认为哪种方法好？为什么?

跑步、跳绳、拍球……运动能使我们身体暖和，能锻炼身体，
有益健康。

（3）组织幼儿到室外运动。



跳绳、拍球、跑步。感受到运动使身体暖和。

（4）组织幼儿讨论冬天有哪些适合的运动，为什么？

跑步、跳绳、滑冰。因为运动量大，能使身体暖和，

其他方法也能取暖，但有不足的地方。如穿衣服太多，活动
不方便，空调房间空气不好等。

对小朋友来说，最好的.方法是运动。

（5）组织幼儿讨论：冬天到室外活动应注意什么？

a、运动前要脱去大衣、帽子、围巾和手套。

b、跑步时闭上嘴，不讲话。

c、跳绳、拍球。不站在风口或对着风。

d、运动时候不要脱衣服，防止感冒。

3、结束：教育幼儿冬季不怕冷。

中班冬天活动教案篇五

1、幼儿通过了解冬天的气候、动植物，人们的衣着变化，来
了解冬天的特征，并学会运用正确的词语描述冬天的`特征。

2、幼儿知道新的一年开始是元旦，过了元旦自己的年龄又大
了一岁。会用各种方式向长辈和小伙伴们拜年，学会制作新
年贺卡。

3、引导幼儿在冬天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并且知道自我保护的
方式。学会与同伴合作，能够勇敢面对困难。



4、幼儿体会发现学习的乐趣，提高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发展
幼儿想象力，能够按照图片顺序用语言进行简单讲述。

1、鼓励幼儿要勇敢、坚强不怕冷。

2、幼儿知道冬季可以通过运动来取暖。

3、知道冬季运动应当注意哪些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的方法。

4、根据指令四散跑开。

5、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一个接一个跳圈，分组比赛。

1、加强班级日常管理。

2、提高幼儿吃饭速度，确保每一位幼儿不吃凉饭。

3、多带领幼儿参加户外运动，感受冬天阳光的温暖。

1、美工角;

（1）运用撕、洒、贴等手法来表现下雪的场景。

（2）能够制作简单的信念贺卡及节日礼物。

（3）老师与小朋友们一起布置教室迎接新年。

（4）做手工：制作窗花。

2、建筑角：幼儿尝试用积木自由想象搭建冬天的房屋。

3、娃娃家：冬天衣物比较多，幼儿相互学习如何穿脱冬天衣
物。

4、英语角：一边学习新的知识，一边复习。



1、请家长配合老师工作，帮助幼儿带一些冬季的植物，并给
幼儿讲述有关冬天的故事。

2、新年期间，家长带领幼儿观察周围的环境有什么变化以及
人们是如何欢度新年的，提醒幼儿外出活动时要懂礼貌注意
安全。

4、告诉幼儿及时天冷也要按时起床，根据天气变化给幼儿穿
适宜的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