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雪节气大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
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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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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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雪节气大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一

各地小学

1、了解大雪节气后，南北方气候的变化。

2、了解各地相应的`习俗（给树木保温、腌腊肉、吃糍粑
等）。

3、知道冬季树木保温的方法。

4、体验串山楂，提高动手能力。

1、用草秸包裹树木的图片、腌制腊肉、制作糍粑的过程图、
草秸草绳（或薄膜纸、绳子）、山楂、木签。

2、谚语：节到大雪天下雪；趁地未封冻，赶快把树种；瑞雪
兆丰年；大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等。

1、通过图片简单了解大雪节气时各地的习俗。

2、一起学习几个谚语，理解谚语的意思。

3、户外实践：到户外帮助树木保暖。



4、室内实践：串山楂活动。

了解有制作腌菜习惯的幼儿家庭，请幼儿回家与父母共同制
作腊肉，并带来幼儿园观察腊肉的变化。

大雪节气大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二

纸、笔

1.观察视频，了解大雪节气的气候特征。

2.观察视频，了解大雪节气的.各种习俗。

3.根据视频中的问题提示，收集更多的大雪节气信息。

1.可以根据问题提示，自己先收集大雪的节气信息，有初步
了解，然后再完整观看视频。

2.了解节气信息后，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设计并玩一玩游戏，
如“你问我答”、“判断对错”等等。

大雪节气大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三

01了解下雪期间的活动形式。

02在跟小雪人互动中获得快乐。

03增进小朋友之间的情感交流。

雪人图片若干、彩笔若干

01谈话导入

师：下大雪的时候小朋友都玩些什么呢?



师：小朋友们，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们在下雪的时候可以做
什么呢?(引导孩子说出堆雪人这一活动名称。)

师：我们都跟谁一起玩过堆雪人的游戏呀?喜欢堆雪人吗?

师：今天老师也带来了小雪人，但是小雪人出门太着急，忘
记带上美丽的颜色了。请小朋友们用彩笔画一画，给小雪人
穿上漂亮的衣服和围巾。

02给小雪人涂颜色

a.小朋友分组进行，2人一组

b.小朋友们看看雪人的鼻子、帽子、还有围巾、嘴巴都是什
么颜色的'，然后给它涂上颜色，并且要互相商量。

03雪人大比评

a.小朋友把涂好颜色的小雪人放在桌子上。

b.排队观赏每一组的作品，给喜欢的小雪人贴上小红花。

c.数一数自己得了几朵小红花?

总结：今天我们自己动手给小雪人涂上了颜色，也要感谢我
们的小队友，请小朋友回家之后跟爸爸妈妈一起玩堆雪人的
游戏，在户外记得戴好帽子围巾御寒哦。

大雪节气大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四

1、不怕冬天的寒冷，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2、体验冬天里体育锻炼前后的身体感受。



幼儿用书、教学挂图。

1、结合体育活动，小动物模仿操，幼儿感受运动前后的变化。

老师：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做模仿操吧！（可组织幼儿连做两
遍，让幼儿能明显感受身体的变化。）

老师：小朋友们做完模仿操后，感受身体和做操前有什么不
同？

老师小结：做操前我们的身体觉得有点冷，刚刚锻炼身体后
觉得身体有点热了，是因为我们运动了，所以身体就有点热
了！

2、引导幼儿谈谈冬天有哪些御寒的方法。

老师：现在的天气，我们身体有什么感觉？哪些方面的改变
让你觉得天气已经很冷了呢？

老师：书上的小朋友是如何抵御寒冷的呢？

3、老师：我们平时用哪些方式抵御寒冷呢？

老师小结：平时在室内的时候，感觉不会冷，就是在外出的
时候觉得天气特别的冷，这时候我们可以多穿一些保暖的衣
服，或者是戴上保暖用具：帽子、围巾、手套。

4、幼儿听故事《北风爷爷你吹吧！》

老师：北风爷爷一来，哪些地方发生了变化？

老师小结：冬天来了，北风爷爷把树叶都吹落到了地上，水
缸里的水因为温度太低了也变的特别冷！小动物都躲到温暖
的地方去了，小女孩正在锻炼身体，冬天不怕冷，运动后身
体就热起来了，所以就不怕冷了！



5、师生共同总结抵御寒冷的方法。

老师：我们听了故事，自己也试了试，大家说说都有哪些方
法可以抵御寒冷呢？让幼儿说一说。

老师小结：我们可以适当的多穿一些保暖的衣服，出门戴手
套、围巾、帽子、口罩等，要多参加锻炼身体，这样我们的
身体就不怕冷了！

大雪节气大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五

1、了解大雪节气后，南北方气候的变化。

2、了解各地相应的习俗（给树木保温、腌腊肉、吃糍粑等）。

3、知道冬季树木保温的'方法。

4、体验串山楂，提高动手能力。

1、用草秸包裹树木的图片、腌制腊肉、制作糍粑的过程图、
草秸草绳（或薄膜纸、绳子）、山楂、木签。

2、谚语：小雪封底、大雪封河

1、通过图片简单了解大雪节气时各地的习俗。

2、一起学习几个谚语，理解谚语的意思。

3、户外实践：到户外帮助树木保暖。

4、室内实践：串山楂活动。

了解有制作腌菜习惯的幼儿家庭，请幼儿回家与父母共同制
作腊肉，并带来幼儿园观察腊肉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