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社会领域教案中班人际交往(精选5
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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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该怎么写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
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春节社会领域教案中班人际交往篇一

1、了解新年习俗。

2、愿意在老师和同伴面前表达的自己想法，能口齿清楚的`
说出一句新年祝福语。

3、感受新年里快乐的气氛。

1、小贴卡若干个

2、自制鞭炮、贺卡、红包、福字。

3、新年送祝福视频

音乐：《鞭炮声》《喜洋洋》

1、欣赏短片《新年送祝福》理解故事情节。啪啪啪、过年啦！

老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过新年的时候要做什么吗？《幼
儿根据自己的想法表达》

老师：那是不是像小朋友说的这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提问



（1）刚才的短片里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幼儿自由
回答》

（2）里面的人们是怎样说新年祝福语的呀！

（3）提问：谁知道还有什么不一样的祝福语吗？

3、师幼互动

4、新年送祝福。

（2）播放歌曲新年快乐开始送祝福，大家一起唱《新年快乐》
结束活动。

春节社会领域教案中班人际交往篇二

刚刚过完春节，很想让孩子们了解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春节
风俗贴对联、穿红衣、燃放烟花爆竹等是如何而来的，这些
对孩子认识自己的国家很有意义，所以我设计《春节风俗》
这一教育活动。

1.理解的情节和内容，了解中国春节各种风俗的由来。

2.认读字、词“年，春节”。

3.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重点：了解春节各种风俗的由来。

难点：了解春节各种风俗的由来。大多数孩子只知道过年的
时候有新衣服穿，长辈们会给自己压岁钱，但不知道为什么



会这样。

自制小对联、年兽的挂图、汉字卡

1.导入：

师：小朋友们，寒假我们在家过年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个
呀?(出示小对联)

幼：……

师：这个就叫做“对联”，过年的时候我们除了在家门前贴
这个对联，还会放鞭炮、烟花。现在老师要讲个故事，这个
故事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家门前贴对联，放鞭炮。

幼：……

2.听故事：

师：在古时候，有一种凶猛的怪兽，专门靠吃人填饱肚子，
而且特别喜欢吃不听话的小朋友。

幼：哇!那怪兽长什么样子?(我们班的孩子特别喜欢听有关怪
兽的故事)

师：这只怪兽长得跟狮子很像(出示年兽的挂图)，但是它比
大象还要大，爪子也长得很长很长。

幼：哇……

师：人们给这只怪兽取了一个名字叫作“年兽”(出示汉字
卡“年”)。为什么叫“年兽”呢?因为这只怪兽每逢365天就
会出来吃人，而每年有365天，所以人们就把这只怪兽叫
作“年兽”。还有这只年兽都是在天黑以后才出来，天快要
亮的时候就跑回山里去了。



幼：……

所以每年到了年兽快要出来的时候，家家户户就会在家门前
挂上红布，也就是我们现在贴的对联;穿上红色的衣服，所以
小朋友们每到过年的时候都会穿上新衣服;燃放爆竹，也就是
小朋友们现在玩的'鞭炮了。

还有年兽出来的那天晚上，大家都会躲在家里，全家人一起
吃晚饭，这一餐饭我们现在叫“年夜饭”。到了第二天，大
家才会出门，见到别人就会说“恭喜”，长辈还会给孩子们
压岁钱。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春节”了(出示汉字卡“春
节”)。

3.智慧启迪：

师：小朋友们，我们古时候的人为什么要贴对联、穿红衣、
放鞭炮?

(引导幼儿说出赶走年兽。)

师：这些是我们中国春节特有的风俗。

师：那春节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吃的晚饭叫什么
呢?

(引导幼儿说出年夜饭)

4.识字游戏：

师：现在小朋友们来看(拿着汉字卡)，谁跑到了老师的头上呀
(把汉字卡放头上)?

幼：……

师：谁又跑到了老师的手臂上了(把汉字卡放到手臂上)?



幼：……

5.活动延伸(家园共育)：

师：小朋友们还记得刚才老师记的故事吗?请你们回家后也给
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讲一遍。

1.刚刚过完春节，孩子们对贴对联，穿新衣、放鞭炮这些事
情还记得很清晰，加上我用故事引导，加深孩子们的记忆，
并且了解为什么到了春节我们要这样做。

2.本班的幼儿对怪兽，一年的天数，古代等都有一定的认知，
所以我设计了这个教学活动。

3.在讲故事的时候，我的语言有欠生动，缺少与孩子的互动，
对发展孩子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力度不够。

4.如果让我重新上这节课，我会丰富自己的语言，多让孩子
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多设计些问题和游戏与孩子们互动。

5.大班社会传统的春节教案反思

春节社会领域教案中班人际交往篇三

1、认识我国传统的春节，知道过年的由来，了解过年的传统
风俗。

2、感受过年的`喜庆气氛，并会正确对别人说一句祝福语。

3、深刻对祖国的认识，知道我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
族。

幼儿用书



1、让幼儿回忆自己愉快的假期生活，一起谈论。由此，引起
有关"过年"的话题。

2、先让幼儿讨论自己对"年"的认识：为什么要过年？过年是
怎样的？等等。

3、教师讲有关过年的故事、传说。

4、再让幼儿谈论大家过年的风俗都有些什么不同？为什么会
这样？知道祖国很大，各地的风俗各有不同，很有趣。

5、在观察角摆放有关物品、布置，让幼儿深化认识

6、评价、结束课。

春节社会领域教案中班人际交往篇四

社会：新年真快乐

1.进一步了解新年的含义，知道元旦是新年的第一天。

2.体验新年给人们带来的快乐。

1.师生共同收集和新年有关的各种东西(挂历等)。

教学重点与难点：进一步了解新年的含义，知道元旦是新年
的第一天。

教学方法与手段：谈话法、观察法、讨论法。

谈话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1.说说你知道的年。

师：你知道什么时候是过年吗?可以用什么办法来看?



师：很多小朋友不知道，那老师来告诉你们!

2.出示挂历。

师：王老师告诉你们，看日期我们就要用到——日历。看日
历那么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新年是哪一天啦!

师：那我们一起数数，离新年还有几天?

1.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说什么是新年，自己如何知道新年是哪
一天。(新年就是要庆祝的日子，我是从_地方知道的……)

通过说说什么是新年引入本次的主题活动中。通过提问激发
孩子们的探究欲望。进一步引出什么是日历。为下面的环节
做铺垫。

基本部分

1.欣赏故事。

《新年你好》，引起幼儿对新年的兴趣。

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故事里是怎么说新年的。

提问：故事里都有谁?他们为什么欢迎新年?怎么欢迎新年?

师：小朋友们你们听得真仔细，原来故事中的人们啊大家都
在欢迎新年，而且他们用着自己的方式在欢迎新年。

2.国外的新年。

师：原来我们中国是这样庆祝新年的，那在国外他们又是怎
样庆祝的呢?我们来看看!

播放相关图片。



师：谁来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师：是的，外国人也过新年，他们有他们过新年的方式，不
像我们放鞭炮、贴春联、贴福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

1.仔细倾听老师讲解故事，说说故事里面有谁。(里面有……
我觉得他们也喜欢新年。因为……)

2.倾听老师讲述，初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过新年的。

通过欣赏故事来让孩子们在故事中了解新年，通过一系列提
问进一步感知新年的特点和我国的风俗。

通过了解外国人的新年来让丰富幼儿的课外知识。知道新年
不仅是我们中国的节日，也是举国同庆的日子。

结束部分

思考如何迎接新年。

师：你们喜欢过年吗?你想怎么样来欢迎新年?

1.幼儿讨论。

2.在最后的歌声《新年快乐》中结束本次活动。

春节社会领域教案中班人际交往篇五

1、理解儿歌内容，感受过年的热闹、快乐的气氛，了解一些
常见的过年形式。

2、愿意在老师的'带领下快乐地和别人互相拜年。

儿歌《新年》，新年录像



一、经验交流

价值取向：交流以往过年的经验，感受新年的欢快的气氛。

1、师：新年就要到了，我们宝宝过年时会和爸爸妈妈做些什
么事情呢？

2、我们一起来看看新年的时候人们是怎么庆祝的。（观看录
像）

3、师：你看到了人们是怎么庆祝新年的？（幼儿自由交流）

提升：过新年的时候人们会穿上新的衣服，买好多好吃的东
西，贴上对联，燃放烟火、互相拜年，宝宝还会受到很多压
岁钱，来庆祝新年，新年里，每个人都觉得非常高兴。

二、欣赏儿歌

价值取向：通过儿歌进一步体验到过年的快乐。

1、师：除了我们小朋友们很高兴，还有谁过年了也很高兴呢？
（幼儿欣赏儿歌）

2、师：儿歌说太阳变成了什么？

3、师：月亮变成了什么？星星变成了什么？

4、师：为什么太阳、星星、月亮和小朋友一样的高兴呢？

提升：新年到了，小朋友也长大了一岁，本领也变大了，所
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

三、学习儿歌

价值取向：能够通过学习掌握儿歌的内容。



四、延伸活动：互相拜年

价值取向：通过拜年，进一步感受过年的欢乐，并促进幼儿
与人之间的交往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