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节气大雪教案反思 二十四节气大
雪活动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写教案的
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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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节气大雪教案反思篇一

1、知道冬天很冷，了解雪花的主要特征；

2、能够仔细倾听故事，了解故事情节，学说故事中的对话。

学说故事中的对话

图片

谈话引出

提：北风爷爷呼呼的吹，冬天来了，你觉得冬天是什么样子
的？

小结：就象小朋友说的，冬天来了，天气变冷了，人们的衣
服穿得多了，雪花飘下来了。

提：那么雪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幼儿泛讲）

欣赏理解故事

――欣赏故事前段



提；故事里都有谁？

小结：故事里面有小狗、小猫和母鸡。

师：小动物说什么了，让我们问一问。

（手偶出示）

――学说对话

幼儿小狗、小猫和母鸡的话

师：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听看。

欣赏后段（图片）

提；到底是什么？

分角色学说对话

二十四节气大雪教案反思篇二

1.帮助、分享，提升与不同年龄幼儿共同活动的体验，增强
幼儿善于合作的意识。

2.了解大雪的由来及各地习俗。

3.能背诵关于大雪的古诗，积极主动参与大雪的艺术活动。

4.感受艺术活动的魅力，激发幼儿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感。

重点：知道大雪的习俗，积极参与大雪的艺术活动。

难点：感受艺术活动的魅力，激发幼儿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感。



1.物质准备：鸡蛋盘、颜料、卡纸、海绵棒、排笔、音乐、
剪刀

2.经验准备：中大班幼儿有一定的动手操作经验，并认识操
作过活动材料

一、开始部分—情境导入

2.对，现在已经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大雪，天气越来越冷了。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大雪节气吧！

二、基本部分—游戏体验

1.了解大雪的由来和习俗。（观看视频）

2.大雪都有哪些习俗那？

幼儿交流自己获取的信息。

3.有一首古诗很好的描述了大雪时节，你们想不想欣赏一下？

4.教师边出示图片边范读《江雪》。

5.大雪节气还可以用很美的手势舞来展示，我们一起来做一
下吧。请大班的'宝宝找一名小班的宝宝，一起做，并跟着老
师的动作帮忙给小班的弟弟妹妹纠正动作。中班的小朋友两
个人一组，互相帮忙学习手势舞。

6.出示作画工具，请小朋友想想可以做哪些和大雪节气有关
的创意画？

7.将中大班幼儿按照年级分开，围着桌子坐，每个桌子坐两
名幼儿。出示作画工具，并请幼儿讨论工具使用时应该注意
的事项。



8.请幼儿自由创作，教师巡回指导。

9.展示幼儿作品。

10.评价、小结。

三、结束部分—拓展延伸

幼儿按照年级组站队，共同展示大雪手势舞《大雪》。

二十四节气大雪教案反思篇三

1、引导幼儿感知冰的特点，无色无味、遇热融化。

2、结合现有经验，探索冰中取宝的方法。

3、增强自信心，体验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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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准备好实验记录表。

1、引导幼儿运用多种感官感知冰的特点

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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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看，这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冰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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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冰是无色无味，摸上去冷冷的、滑滑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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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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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请你用这些材料来帮忙取出冰里面的玩具。

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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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有毛巾可以擦手。老师已经把你们的
礼物放在了桌子上，大家开始行动吧。

3、幼儿自由取宝

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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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梳理：请几个幼儿说一说，你是怎么取到礼物的？

幼儿说的`时候另一边老师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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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节气大雪教案反思篇四

1、了解大雪节气的由来，包括大雪的时间以及文化

2、通过科学实验，让大家在动手动脑中加深对节气的印象

大雪节气相关儿歌、风俗、科学知识

儿歌：

大雪到，大雪到，天寒地冻开始了。

冷风吹，雪花飘，山川树木尽萧条。

穿厚衣，戴厚帽，加强锻炼身体好。

大雪问答知多少？

（1）大雪节气的时间？

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0个节气，冬季第2个节气，时间
在每年公历11月22或23日，大雪表示降雪的起始时间和程度，
寒气降至零下形成雪，雪小，地面上又无积雪，是“大雪”
节气的原本之意。节气大雪与天气预报中大雪不是同一概念，
节气大雪是反映降水与气温的一个节气，大雪节气的到来，
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降水量渐增。

（2）大雪节气有哪些风俗？

民间有“冬腊风腌”的习俗。大雪节气后，一些农家开始动
手做香肠、腊肉，把多余的肉类用传统方法储备起来，等到
春节时正好享受美食。

在南方还有吃糍粑的`习俗，是南方一些地区流行的美食。台



湾中南部海边的渔民们会开始晒鱼干、储存乾粮。

（3）大雪节气意味着天冷了，要开始下雪了，那雪是怎么形
成的呢？

地球上的水是不断循环的，阳光蒸发陆地、大海、动物、植
物里的水，形成水蒸气到空中，水与灰尘凝结聚拢，受重力
开始下落，通过降雨回到地面。当气温足够低时，则会以雪
的形式落下。雪其实是一个个固体小冰晶组成的，在不同的
温度环境下会形成不同的雪花冰晶。

（4）雪的科学知识拓展

a、雪具有保温性

俗话说的“瑞雪兆丰年”，就是指雪能够像被子一样覆盖在
大地上，有效防止土壤中的热量过快地散发到空气中。

b、下雪后，为什么有时候在枯草上堆积，而水泥路上却没有
积雪？

当地面温度低于0度时，雪落在地面上就不会化。地面温度高
于0度时，水泥地面由于是一块整体，体积大、热容量大（除
非是寒带冻土层，否则一般情况下，地下温度都高于0度），
且导热系数高于植物纤维等，于是当雪花落在水泥地上，地
面的热量便将其融化。

c、下雪后影响交通，怎么解决？

因为盐水溶液的凝结点比水要低很多，所以能在同样的温度
下不容易凝结成冰；工作人员正是利用了这一物理特性，所
以用盐水来化积雪，防结冰。



二十四节气大雪教案反思篇五

1.通过各种活动，让幼儿知道11月22日是大雪节气。

2.通过活动，促进亲子交流，增进幼儿与父母间的感情。

3.引导幼儿通过天气变化，植物变化等生活中的自然现象了
解大雪节气。

班级集体活动。

介绍大雪节气的风俗、农事活动、节气故事、节气儿歌、手
工制作、亲子活动等。

进入该节气，中国广大地区西北风开始成为常客，气温下降，
逐渐降到0℃以下，但大地尚未过于寒冷，虽开始降雪，但雪
量不大，故称大雪。

黄河以北地区会出现初雪，提醒人们该御寒保暖了。

关于"大雪"节气，它有哪些秘密……小朋友们可要认真听哦。

大雪节气的相关民俗：

民间有："冬腊风腌，蓄以御冬"的习俗。大雪后气温急剧下
降，天气变得干燥，是加工腊肉的好时候。大雪节气后，一
些农家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等到春节时正好享受美食。

在南方某些地方，还有农历十月吃糍粑的习俗。古时，糍粑
是南方地区传统的节日祭品，最早是农民用来祭牛神的供品。

大雪时台湾中南部海边的渔民们会开始晒鱼干、储存干粮。
台湾俗谚：十月豆，肥到不见头，是指在嘉义县布袋一带，
到了农历十月可以捕到"豆仔鱼"。



一候：由于不再有雨，彩虹便不会出现了；

二候：天空中的阳气上升，地面的阴气下降；

三候：万物失去生机，进入严寒的.冬天。

我国古代将大雪分为三候：“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
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由于天空中的阳气上升，地
中的阴气下降，导致天地不通，阴阳不交，所以万物失去生
机，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寒的冬天。

小朋友们学到了那么多，都跃跃欲试的想要做一些有关大雪
的东西啦。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传统文化，感受了
家乡传统节日的氛围，更让孩子们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
统美德需要在他们身上不断的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