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夹粽子大班教案反思 大班教案粽
子(精选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
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夹粽子大班教案反思篇一

“我—是—嘉—兴—人！”当我们如此自豪、骄傲的呐喊时,
我想起了我们的这些孩子，作为一个小小嘉兴人，他们对自
己的家乡了解多少？不管是风景、人文还是特产……或许作
为他们的老师，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我便从孩子日常生
活中所能接触到的开始着手寻找契机，我觉得只有孩子身边
的、可以接触得到的东西才是可以让他们真正接受的，也是
他们需要了解的，为此本次教学活动应任而生。

1.通过看、尝、做等活动，认识、了解五芳斋粽子及其工艺
制作过程。

2.五芳斋粽子是嘉兴的特色，激发热爱家乡之情。

3.乐意参与活动，积极探索交流，大胆表达自己的感受。

活动重点：了解五芳斋粽子及工艺制作过程。

活动难点：让幼儿尝试制作五芳斋粽子。

经验准备：活动前让幼儿观看关于五芳斋粽子的记录片

教具准备：多媒体设备及课件



一、设疑引题，激起幼儿兴趣。

（出示微波炉饭盒）小朋友猜，里面会是什么？（幼儿回答）

二、了解粽子由来，知道五芳斋粽子：

１．现在请小朋友一起来听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里就藏

着答案。（观看课件，老师讲述端午节吃粽子的由来）

3.幼儿分享并品尝，鼓励幼儿与同伴间交流，表述自己的.感
受。

4．继续观看课件，了解五芳斋粽子所获的荣誉，为我们家乡
能制作出这么好吃而与众不同的粽子感到自豪。

5．你们想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五芳斋粽子，喜欢五芳
斋粽子，你会怎么做？

三、了解五芳斋粽子，激起幼儿设计欲望：

１．五芳斋粽子是怎么来的，小朋友想知道吗？（观看多媒
体课件，了解五芳斋粽子）

2．为了让我们的嘉兴五芳斋粽子更加出名，现在推出了一个
活动，那就是设计一个具有自我特色的粽子，取名为五芳
斋xx第一粽。前几天，我们已经观看了如何包五芳斋粽子的
录象，现在想不想来试试！

四、幼儿尝试制作五芳斋粽子：

1．教师简单示范介绍制作过程。

2．幼儿自由选择棕馅进行制作。



五、延伸活动：

在音乐声中师幼一起端着粽子去食堂烧，结束活动。

夹粽子大班教案反思篇二

1、让幼儿了解粽子的不同形状，大小及种类。品尝粽子的味
道。

2、了解粽子的由来，知道粽子是横县的特产，激发幼儿热爱
家乡的情感。

3、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

4、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1.认识粽子态的不同形状及大小种类。

2.知道粽子是横县的特产。

1、在活动区中摆放不同的粽子图片、包粽子材料及各种味道
不同粽子的实物;

2、《包粽粑》音乐。

一、引出主题：猜谜语

“草叶包裹四角尖，再用细绳腰上栓，

白米猪肉里面塞，家家过年摆上桌。”

教师：“小朋友们猜对了，是粽子。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横
县大粽。”

二、认识粽子



1、说说粽子形状。

(1)、教师：“你吃过什么样的粽子?它是什么形状的?”让幼
儿自由说说自己看见过的粽子。

(2)、出示并介绍有关不同粽子的图片，让幼儿观看了解粽子
的多种形

状。有三角粽、四角粽、长形粽子等。

2、说说粽子的味道。

(1)、教师：“有各种各样的粽子，那么你吃过的粽子是什么
样的味道呢?里面包着什么呢?”

(2)、让幼儿自由说说自己吃过的粽子，并说说不同的粽子用
哪些方法来吃才更好吃 。

(3)、请幼儿品尝粽子的各种味道，让幼儿懂得有甜粽、咸粽、
原味粽，有白粽、肉粽、凉粽、花生绿豆红豆粽等，让幼儿
感受粽子的各种美味。

3、认识包粽子的材料。

4、让幼儿认识粽子的由来。

三、教师小结：

横县大粽是广西横县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横县有
“无粽不成年”之说，也就是过年时没有粽子吃不像过年的
意思。我们的横县大粽形状是平底、上拱、中部丰满隆起的
长条形，就像怀着宝宝的妈妈一样多子多福。在材料则是以
山上带香的粽叶和红绳索用作包裹，表示吉祥的意思。人们
在过年之前把粽子包好，在晚上放进锅里煮。在过年时一家
人便围坐一起吃起锅大粽，代表全家团团圆圆。大粽多由妈



妈亲手做作，故称之为妈妈大粽，吃起来最有妈妈味道。

四、幼儿随着音乐跟着老师跳舞蹈《包粽子》结束活动。

首先我对目标的制定：

我制定的认知目标为了解粽子的形状、大小和种类，了解粽
子的由来，知道粽子是横县特产;情感目标为培养幼儿热爱家
乡的情感。

其次，对组织的形式。

《纲要》中提到：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
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
家乡、爱祖国的情感。在这一活动中，以孩子们最熟悉的大
粽为切入点，让孩子关注家乡的美食，对家乡的地方特色产
生兴趣和对劳动成果的热爱。在活动过程中，运用各种不同
粽子的图片让孩子们感知粽子的形状、种类;在活动区中投放
包粽子用的粽叶、棉线、糯米、绿豆花生等材料，让孩子直
接了解粽子原来使用这些材料包成的。在活动中我是以层层
深入的组织形式来完成活动目标，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了完成
活动目标服务。

最后，师幼的互动。

大班孩子喜欢猜谜语，活动的开始就以猜谜语的形式引出课
题—粽子，吸引孩子们的兴趣，激发孩子们的探索欲望。活
动中，孩子们运用多种感官：想、看、说、听，自己讲述粽
子的大小、形状等不同特征，教师在旁加以鼓励，能使孩子
原有的经验得到梳理。 活动里我提供粽子实物让孩子观察，
这样有助于孩子更好地掌握粽子的多种形状，大小区分等特
征，给孩子以直观的感性经验。知识丰富后给孩子们品尝我
准备好的几个品种的粽子，孩子们看着飘溢清香粽子有说不
出的高兴，他们品尝不同粽子的同时也在一边议论平时吃过



的粽子有什么形状的，有什么味道的，还有馅儿又放有什么
的。粽子的故事由来，教师充分发挥孩子们的想象力，由孩
子自由说说，教师不做肯定与否定，而是对孩子加以鼓励。
最后再由老师对故事由来的小结，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热爱生
活，对家乡的特产喜爱。我作为教育者，在活动中起到主导
的作用，适时、适宜的引导孩子掌握知识。

在活动最后的环节中以壮族舞蹈《包粽粑》来推向高点，孩
子们在欢乐声中结束活动。

不足之处：在环境创设中，图片和道具材料还准备不够充分、
不够完善，我想，在下一系列活动中对环境创设的准备更要
充分布置，让孩子认识横县特产——横县大粽中，以一系列
的活动来开展教学活动的。在下一个活动中，我将在孩子已
有的经验基础上，给孩子提供包粽粑所需的材料，开展手工
活动《包粽粑》，让幼儿通过动手操作，对横县大粽有更深
一步的了解，从而萌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夹粽子大班教案反思篇三

1、知道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和风俗习惯，了解端午节来
历。

2、感知粽子的'形状，知道粽子有很多品种。

3、鼓励幼儿大胆和小伙伴讨论交流，提高幼儿创新意识。

1、各种形状的粽子。

2、粽叶、米、盘子等。

一、出示粽子，引入话题。

幼儿回答。



老师：今天呀，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好多好多粽子，请小朋友
们看一看，摸一摸，然后动脑筋想一想，你手里拿的粽子像
什么？并用一句完整的话来说出来。

小结：粽子有各种形状，真有意思！

二、尝一尝，说一说。

1、认识粽子。

老师：我们一起来闻一闻粽子，香吗？小朋友们知不知道这
香味从哪里来的呢？是粽叶散发出来的香气。

2、品尝粽子。

3、说一说粽子。

幼儿说一说自己吃过的粽子馅和味道！粽子的种类很多，真
是丰富呀！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软陶制作粽子（端午节手工）

五彩粽子香包（端午节手工）

信封袋做粽子（端午节手工）

幼儿园手工——包粽子（端午节手工）

端午节手工——粽子折纸

夹粽子大班教案反思篇四

1、复习端午节的一些习俗。



2、学习用纸质材料做香囊。

3、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产生民族自豪感。

重点：学习用纸质材料制作香囊。

难点：对香囊进行有创意的装饰。

（学生）制作香囊所需的材料（折纸、剪刀、固体胶、水彩
笔、报纸片、毛线、流苏）。

（教师）课件、自制香囊、制作材料等。

一、了解挂香囊的用途，激发自制的兴趣。

师：同学们，小手举起来，跟着老师拍起来——五月五，是
端阳。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荷包香，香衣裳；
菖蒲插在门框上，龙舟下水喜洋洋；这儿那儿都是端阳！

歌谣说的是我国的哪一个传统节日？——生：端午节

师：对！端午节到了，家家户户忙起来，忙什么？——生：
吃粽子、赛龙舟、吃“五黄”、挂艾草、菖蒲；佩戴香囊。

师：端午节的各种习俗千百年来盛行不衰、历久弥新。佩戴
香囊是端午节的其中一个传统习俗。瞧，（课件出示挂香囊
的画面）漂亮吧？——漂亮！

香囊又叫香袋、香包、荷包，内装香料，佩戴时香气扑鼻。

端午节人们为什么要佩戴香囊呢？

端午节佩带香囊不仅能避邪驱害，还是漂亮的装饰呢。

二、观察香囊，讨论、探索制作香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师：注意了，老师要变魔术了，一、二、三（出示香囊）想
知道这些香囊是怎么做的吗？——生：想！

折纸、剪刀、胶棒、毛线、水彩笔、流苏（课件出示）

师：材料有了，就可以动手了，（出示问题二：）怎样使用
这些材料来做香囊呢，我先露一手你们看看。（教师示范）

拿出折纸，老师把它对折一下，喜欢什么形状的香囊呢？老
师喜欢爱心就画爱心形吧！（画爱心）看这是什么？（举起
剪刀）老师要开始剪喽！剪好了，变，两颗爱心，现在这两
颗爱心光秃秃的不好看，老师给它们打扮打扮。（拿出水彩
笔在爱心上画图案）ok，老师帮它们打扮好了！（将画好的亮
相一下）

生：不行。

师：对啦，爱心上方不要全部粘起来，否则香料塞不进去就
不叫香囊啦。把流苏粘在爱心下方，再往香囊里填充报纸片
让香囊有立体感。最后把毛线粘在爱心上方，瞧，一只香囊
完成了，可以挂在脖子上！

师：制作香囊一点都不难。现在，我要考考大家，制作香囊
需要几个步骤？生：第一步用折纸剪出香囊的形状；第二步
用水彩笔在香囊上画图案；第三步往香囊里面填充报纸片；
第四步在香囊上方粘上毛线。

师：我还有个疑问，是不是所有的香囊都是爱心形的呢？

生：不是

师：那你告诉我香囊有什么样的形状和装饰图案？（出示问
题三）



老师给大家一些例子，你在做的时候可以模仿上面的也可以
画自己喜欢的。

师：拉长耳朵啦，我还有温馨提示给大家呢？

师：1、香囊两面的装饰内容可以有所变化。

2、使用剪刀时要注意安全。

3、把剩下的报纸片等材料装入盘子里。

三、在音乐声中，尝试自制香囊。

接下来是你们展示才艺的时候了，比一比，看谁的手最巧，
做的香囊最漂亮。赶快行动吧！（学生制作，教师随机指导）

四、互相观赏，体验自制香囊的快乐。

佩带香囊有杀菌和提高身体抵抗力的作用，赠送香囊则代表
着平安吉祥和幸福。下面就让我们互相赠送香囊，把平安和
幸福送给同桌。

（播放轻松欢快的音乐）把你的香囊挂在同桌的脖子上，说
一句祝福语吧！挂着同桌送的香囊，心里一定很高兴跟同桌
齐诵拍手歌吧：五月五，是端阳。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
香满堂；荷包香，香衣裳；菖蒲插在门框上，龙舟下水喜洋
洋；这儿那儿都是端阳！这儿那儿都是端阳！

五、升华情感

小小端午香囊，承载了人们对端午民俗更深更美的祈望。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对端午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有了更深的认识，老师相信今年的端午节大家一定会过得特
别有意思。



夹粽子大班教案反思篇五

1、感受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吃粽子，知道端午节最主要的
活动就是吃粽子了。

2、能剪出中国式屋顶、粽子、吃粽子的人物。

3、剪好各种部件，再组合粘贴出完整的画面。

4、锻炼幼儿的耐心细致与创造美的能力。

5、能呈现自己的作品，并能欣赏别人的作品。

6、感受节日的欢乐气氛。

感受端午。

能剪出端午元素组合成画面。

各色彩纸、剪刀、胶棒、黑卡。

1、交代上课内容，小朋友马上要过端午节了，今天我们的剪
纸内容就是表现端午节。请小朋友来说一说端午节都要做些
什么？老师总结：要挂艾叶、划龙船等，最重要的活动就是
吃粽子了。

2、分析画面内容：为了表现出中国特色，我们来剪一个中国
式的房顶，还有红色的门，门上贴个“福”，房顶下我们可
以贴艾叶和粽子，再贴个吃粽子的小朋友，这幅画基本上就
可以了。

3、示范：老师示范剪出屋顶、门、粽子、艾叶。这些都是用
对称的方法，在对折的纸上，画出物体形象的一半，再剪出。



（屋顶）（粽子）

3、请幼儿剪，要求幼儿分部件剪，再组合粘贴，鼓励幼儿发
挥想象有所创造，跟老师不同。（第一课时结束）

4、老师示范：剪出吃粽子的小朋友。分部件剪：分别剪出头、
身体、粽子、腿，再组合粘贴出人物。

5、请小朋友剪，老师巡回指导。（第二课时结束）

孩子们剪出了端午节吃粽子的情节，很有生活情趣，不错呦！
屋顶是一个红色的翘式屋顶，剪好了外轮廓再在里面剪出一
些镂空的纹路。粽子是三角形的，也镂空剪出一些花纹。非
常可喜的是，孩子们在剪吃粽子的小人时，非常有创造性：
有的人物剪出了五官，正张大嘴吃粽子，是分部件组合剪的；
有的是一气呵成，一张纸就剪出了一个小人，然后胸口再贴
一个绿色的三角形的粽子，简单扼要地表现出了吃粽子的小
人，表现出孩子们童真童趣。

这两节活动设计围绕着端午节，这种民族的节日，小朋友都
很熟悉，把节日的'传统习俗设计进剪纸活动，幼儿很乐意接
受，因为这些事情他们亲历亲为，很熟悉，所以制作起来也
有感觉，更会有所发挥创造。这也是纲要所要求的：教育活
动内容的选择应贴近幼儿的生活，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
问题，要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剪龙舟，孩子们一开
始觉得很难，有畏难情绪。经过老师的引领把复杂的东西简
单化，把最难表现的龙头拆分成几个简单的部件的组合，孩
子们就有了制作的信心，并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从中也体现
出：教育活动内容的选择应既适合幼儿的现有水平，又有一
定的挑战性。这样孩子的现有水平才会有所提高，能力才会
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