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大班夏至节气教案反思 幼儿
园大班二十四节气春分教案(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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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大班夏至节气教案反思篇一

乐于参与春分竖蛋游戏，体验动手动脑竖鸡蛋的挑战与乐趣。

感知春分时节天气回暖带给生活的变化。

了解春分燕北归、百花开的节气特点。

课件准备：“燕北归”音频及图片;“百花开”音频及组
图;“春分竖蛋”动图。

师幼谈话，鼓励幼儿讨论春分天气回暖带来的变化。

——春分到啦!天气暖和了。天气变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变化?

——我们穿的衣服比之前多了还是少了?

活动建议：

教师可根据本班幼儿的回答进行小结。

播放音频及图片“燕北归”，引导幼儿了解“春分燕北归”
的节气特点。

1.播放音频及图片“燕北归”，引导幼儿欣赏春分燕北归的



景象。

——你们的发现很准确，奇奇也有春分时的新发现，一起来
看看。

——奇奇发现了春分时的什么特点?

——你看到小燕子在哪里?它们在做什么?

小结：春分时小燕子回到北方，它们有的在天上飞，有的在
地上啄泥衔草，有的在鸟窝旁边，忙着搭新家。

2.操作课件，带领幼儿了解春分燕子北归的原因。

——小燕子为什么在春天飞回北方呢?

小结：冬天时北方太冷了，小燕子便从北方飞到比较温暖的
南方避寒过冬，春分一到，祖国大地全部都暖和起来了!所以
小燕子就飞回了变得温暖的北方，为搭新鸟窝忙个不停啦。

播放音频及组图“百花开”，引导幼儿了解春分百花开的节
气特点。

1.播放音频及组图“百花开”，带领幼儿了解“春分到，百
花开”。

(1)播放音频，了解妙妙春分时的新发现。

——妙妙发现了什么?(好多漂亮的花都开了。)

(2)出示组图，带领幼儿赏花，进一步了解春分百花开的节气
特点。

——我们也来赏花吧。仔细看看这些美丽的花，你最喜欢哪
个?说说它是什么样子的。



小结：春分到了，天气暖和了许多，花儿们生长得更快了。
桃花、樱花、李花、玉兰花等等，都开放了。花儿们五颜六
色的，有白的、有黄的、有粉的，有的花瓣中间还有细细的
花蕊，真像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2.鼓励幼儿说说生活中还见到哪些花开放。

——你还在哪里见过美丽的花?(幼儿园、公园、小区……)

小结：春分前后，各色各样美丽的花就在我们的身边，等着
大家欣赏呢。

播放动图“春分竖蛋”，带领幼儿了解春分竖蛋的习俗，鼓
励幼儿积极尝试竖蛋游戏。

1.出示动图，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听完了奇奇、妙妙的发现，老师也有一个春分小发现，
是一个好玩儿的游戏，叫做“竖蛋”。以前的人们常在春分
竖蛋，来庆祝春天的来临!

——一起来看看这个有趣的游戏是怎么玩的。

2.请幼儿拿出自备的鸡蛋，鼓励幼儿自由尝试“竖蛋”。

——竖蛋游戏真神奇呀。其实，竖蛋最重要的是有耐心和动
作放轻，把鸡蛋大头朝下，轻轻地竖放在桌子上，如果能竖
立起来就算成功了。小朋友们也快来挑战吧。

3.幼儿交流分享自己的竖蛋过程。

——小朋友们的鸡蛋竖起来了吗?你是怎么做的/你遇到了什
么困难?

发放多种操作材料，鼓励幼儿探索利用各种材料使鸡蛋站起



来的方法。

活动建议：本环节由教师根据班级幼儿竖蛋结果和兴趣情况
进行自选。

1.每桌发放一组操作材料，鼓励幼儿利用各种材料探索使鸡
蛋站起来的方法，教师巡回进行个别指导。

——让鸡蛋站起来还真不简单呢。老师准备了一些其他材料，
借助什么材料可以让鸡蛋站起来?动手试试吧。注意，要把鸡
蛋较大的一头朝下才能让鸡蛋站立更容易哦。

2.教师根据幼儿操作情况进行评价总结。

——你们成功了吗，你们用了什么材料帮助鸡蛋站立，是怎
么做的?

小结：原来有这么多办法可以让鸡蛋站起来。只要开动脑筋，
多多动手尝试，就可以做到很多神奇的事情!

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选用生鸡蛋或熟鸡蛋作为幼儿竖蛋的操作
材料。

教师应注意幼儿操作材料时的安全状况，提醒幼儿勿食材料。

教师可鼓励幼儿发散思维、多尝试，探索各种使鸡蛋站立的
材料与方法。

日常活动

春分时节气温虽回温但常有雷雨、昼夜温差大，教师提醒幼
儿注意保暖。

家园共育



1.家长与幼儿共同聆听宝宝巴士故事《春分春分，昼夜平
分》，引导幼儿进一步感知节气传统文化。

2.家长可引导幼儿发现生活中的春色(如路边、公园里、小区
里)，共同欣赏仲春时花红柳绿的美景。

3.有条件的家长可与幼儿一起观察小燕子，寻找燕子窝，引
导幼儿进一步感受仲春时生机勃勃的景象。

幼儿园大班夏至节气教案反思篇二

1、引导幼儿感知冰的特点，无色无味、遇热融化。

2、迁移已有经验，探索冰中取宝的.方法。

3、增强自信心，体验成功感。

1、16份冰有礼物的冰块，8条毛巾，一盒木头、一个热水袋、
四根吸管、一盆温水。

2、记录表

一、引导幼儿运用多种感官感知冰的特点。

1、出示礼物。

教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想知道是
什么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老师出示礼物，拆礼物)

2、教师：看，这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冰是什么样子的?

3、引导幼儿用手摸摸冰，感觉怎样?(滑滑的，很冷)。拿在
手里用鼻子闻一闻，有什么气味?用嘴尝一尝是什么味道
的?(无味)。看一看是什么颜色的?(无色)。(到幼儿面前提



问)

幼儿1：冷冷的。

幼儿2：滑滑的。

幼儿3：白色的。

小结：冰是无色无味，摸上去冷冷的、滑滑的。

(环节简析：幼儿在用手感知冰、用眼睛观察冰、用鼻子闻一
闻冰的味道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感知，有幼儿说冰是白
色的，在这里白色和透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我通
过让幼儿透过冰看老师的实验感知冰透明的特点。还有个别
幼儿摸着冰说冰是暖暖的，这个也是错误的，因此我鼓励大
家一起再一次用手摸一摸，以便准确地判断冰是冷冷的而不
是暖暖的。)

4、教师：小朋友看，老师手上怎么会有水?(幼儿)原来冰遇
热会变成水呢!

二、探索活动"冰中取宝"

幼儿讲述方法。

幼儿1：用热水捂，就像捂牛奶一样。

幼儿2：用电吹风吹。

幼儿3：用榔头敲碎。

幼儿4：砸碎它。

2、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材料，出示材料(木块、吸管、温
水、热水袋)。教师：请你用这些材料来帮忙取出冰里面的玩



具。

教师：(要求)四个小朋友一组，到桌子旁边选择你喜欢的材
料，注意别把衣服弄湿，桌上有毛巾可以擦擦手。老师已经
把你们的礼物放在了桌子上，大家开始行动吧。

(环节简析：幼儿在进行冰中取宝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
题，为了让热水袋保持比较高的温度，可以让冰融化的比较
快一点，我们再准备的时候给热水袋灌满了水，选择用热水
袋取宝的幼儿发现冰在热水袋上很容易滑下来，因此用了比
较长的时间冰还是没有完全融化，这些幼儿很快自己选择了
其他比较快速的溶解方法——热水。这里教师在准备操作材
料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预想出现了偏差。)

3、幼儿自由取宝。

教师：把你们的礼物举高给我看看，请大家把礼物放在自己
的衣服口袋里，让礼物暖一暖。

4、经验交流梳理：请几个幼儿说一说，你是怎么取到礼物
的?幼儿一边说的时候老师根据幼儿说的方法贴上相应的图
片(把冰放在水中融化，把冰块敲碎，知道冰易碎的品质，用
热水袋捂，用吸管吹，通过吹出来的热气将冰融化)

5、教师：我们小朋友很聪明自己想办法把礼物取出来，你们
想看老师大冰块里面的礼物是什么吗?(老师选取一种办法当
场试验，取出礼物)

三、分享礼物。

教师：拿到礼物你们开心吗?现在让我们拿起礼物回教室分享
吧。



幼儿园大班夏至节气教案反思篇三

1、愿意通过儿歌理解大雪的节气特征，喜欢朗读儿歌。

2、在理解儿歌的基础上，能够较熟练的朗诵儿歌。

3、通过学习大雪儿歌，知道大雪节气里河水、动物天气变化
的明显特征。

《大雪》

小雪小雪刚刚过，

大雪大雪要封河。

小兔小兔毛毛厚，

大熊大熊躲进窝。

北风婆婆来巡逻，

太阳公公不敢惹。

乌云哥哥把天遮，

雪花姑娘好做客。

1、 儿歌里都有谁呢？它们都是什么样子呢？

2、 太阳公公为什么不敢惹北风婆婆呢？

3、 雪花飘落的时候，天空什么样子？大地会是什么样子？

4、 雪花姑娘长什么样子？下雪的时候，你试着接上一朵小
雪花在手心，仔细地观察观察她吧。



1、 我们可以把儿歌的每一句歌词都想象成画面，这样可以
有效帮助孩子理解内容。

2、 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对各种事物进行联想和想象，比如河
面结冰或大雪覆盖的情景；毛茸茸的兔子会是什么样；大熊
怎么躲在洞里睡觉……爸爸妈妈可以进行这样的提问，如：
北风婆婆太阳公公乌云哥哥雪花妹妹会是什么样子呢？引导
孩子把想象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描述，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联
想和想象能力，也是提高记忆力的好方法。

幼儿园大班夏至节气教案反思篇四

热乎乎的饺子，温暖这个冬天。

1、冬至时节“吃饺子”是中国许多地方的传统习俗。在今年
冬至举办“热乎乎的饺子，温暖这个冬天”活动，通过包饺
子比赛及一系列活动，让同学感觉到节日的温暖，并借此活
动弘扬我国的传统饮食文化——包饺子。

2、借此机会，促进同学间的`沟通交流，增进同学们之间的
友谊，增强石工院的凝聚力，培养同学们的团体协作精神。

3、此时已临近期末考试，亦借此机会为大家放松心情，缓解
压力，让大家用轻松的心态，来对待即将到来的考试。

4、冬至及元旦的到来，开展此次活动以缓解同学们的思乡之
情。

5、以“丰富同学生活，增进同学之间感情”为宗旨，使我们
的精神更加饱满，让同学们更好体验到从制作到品尝“饺
子”这一传统美食的全过程，紧张学习之余进行一次美食大
赛从而起到对学生生活的提高和压力缓冲的作用。品尝饺子
是为了品尝那涵在饺子里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迎圣诞！庆元
旦！贺新年！



20xx年12月21日下午3：00—7：00

1班教室

活动内容：包饺子比赛（主要活动）知识问答游戏环节吃饺
子比赛

1、前期准备

（1）团支书杨佳宏和组织委员代震购买食材（面、馅、皮
等）。

（2）由纪律委员石建勇去置办活动中获奖者的礼品。

（3）由生活委员问任课老师借做饭工具，并邀请老师参加。

（4）邀请任课老师及辅导员、教练员参加。

（5）事先准备香皂让大家洗手。

2、活动中

（1）同学统一洗手。

（2）包饺子内部分工：和面、摁皮、擀皮、包馅等。

（3）同学之间互动学习包饺子，争取每位同学都会，尤其是
男生。

（4）比赛擀皮、包馅。规则：一分钟之内看哪一组既出数量
又出质量，并评出优胜组，发放小礼品。

（5）在包饺子过程中，包十个阿胶馅饺子。

（6）把包好的饺子端给餐厅工作人员—下饺子。



（7）饺子出锅，盛好，男生比吃饺子（二十个饺子，先吃完
者为获胜者）。

（8）大家都吃饺子，并进行活动最有趣的环节—寻找幸运的.
人，以吃到阿胶陷饺子最多的人为那天的幸运儿。

（9）最后合照—全家福。

3、活动后

活动结束后，同学们协助相关工作人员清理活动现场。

幼儿园大班夏至节气教案反思篇五

了解与春分有关的习俗,感受春分带给我们的文化情趣。

通过收集春分的材料，传承民俗文化，建立起对家乡浓厚的
感情。

引导幼儿主动探索传统节日的历史渊源、独特情趣。

1.教师准备:了解各地有关春分习俗。有关春分习俗的图片，
各种与春分活动有关的文字介绍。

2.幼儿准备:向老人询问民间流传的与春分有关的谚语、习俗。

一、前置学习初步了解一些春季气候变化的相关常识，以及
气候变化对生活的影

惊蛰简介:(课件、春分的图片)

二、教师介绍春分的由来

春分，古时又称为“日中”、“日夜分”，在每年的3月20日
或21日，春分的意义，一是指一天时间白天黑夜平分，各



为12小时;二是古时以立春至立夏为春季，春分正当春季三个
月之中，平分了春季。

春分这一天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几乎相等，所不同的是北半
球是春天，南半球是秋天.春分是24节气中的第4个节气，是
春季6个节气中的第4个。

中国古代将春分分为三候：“一候元鸟至;二候雷乃发声;三
候始电。”便是说春分日后，燕子便从南方飞来了，下雨时
天空便要打雷并发出闪电。古代黄河流域与之相应的物候现
象为“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

春分节气习俗：吃春菜

岭南风俗

昔日四邑(加上鹤山为五邑)的开平苍城镇的谢姓，有个不成
节的习俗，叫做“春分吃春菜”。“春菜”是一种野苋菜，
乡人称之为“春碧蒿”。逢春分那天，全村人都去采摘春菜。
在田野中搜寻时，多见是嫩绿的，细细棵，约有巴掌那样长
短。采回的春菜一般家里与鱼片“滚汤”，名曰“春汤”。
有顺口溜道：“春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
”一年自春，人们祈求的还是家宅安宁，身壮力健。

春分节气习俗：送春牛

春分随之即到，其时便出现挨家送春牛图的。其图是把二开
红纸或黄纸印上全年农历节气，还要印上农夫耕田图样，名曰
“春牛图”。送图者都是些民间善言唱者，主要说些春耕和
吉祥不违农时的话，每到一家更是即景生情，见啥说啥，说
得主人乐而给钱为止。言词虽随口而出，却句句有韵动听。
俗称“说春”，说春人便叫“春官”。

春分节气习俗：粘雀子嘴



春分这一天农民都按习俗放假，每家都要吃汤元，而且还要
把不用包心的汤元十多个或二三十个煮好，用细竹叉扦着置
于室外田边地坎，名曰粘雀子嘴，免得雀子来破坏庄稼。春
分期间还是孩子们放风筝的好时候。尤其是春分当天。甚至
大人们也参与。风筝类别有王字风筝，鲢鱼风筝，眯蛾风筝，
雷公虫风筝，月儿光风筝，其大者有两米高，小的也有二、
三尺。市场上有卖风筝的`，多比较小，适宜于小孩子们玩耍，
而大多数还是自己糊的，较大，放时还要相互竞争看哪个的
放得高。

春分诗句

《春分》

立春阳气转，雨水雁河边

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

三、总结提升:

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春分

作业回家给家人介绍春分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