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元日教案幼儿园大班(实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元日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一

1、创设情境，让学生反复朗读，读出诗的节奏。背诵古诗。

2、理解“屠苏”、“瞳瞳”等词语意思，理解古诗大意。

3、体会诗句所描绘的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感受辞旧迎新
的美好愿望及诗人除旧布新的信心。

1、音乐导入，引出春节：播放音乐《恭喜恭喜》。

2、引出课题，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3、揭示诗题，理解诗题

根据课文注释，我们知道元日指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

出示字典中“元”字义，明确“元”是开始的，第一的意思，
“元日”即新年的第一天。

4、了解作者：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今江西临川人，世称
临川先生。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他主写
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诗人王安石的脚步一起去看看七百多年
前的宋朝是如何欢度新春佳节的。



1、出示自读提示：大声朗读古诗，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
诗句。

2、指名读，小老师领读，相机正音。注意读准后鼻音“声”、
翘舌音“除”、平舌音“苏”。

3、学习生字词

（1）点灯笼游戏：“爆竹屠苏瞳瞳旧符”

老师带来了几个节日的灯笼，快去点亮它们吧！如果点亮了，
就请同学们大声跟读。

（2）猜灯谜：

后来者居上—屠

办字头上一颗草—苏

一人一寸高，竹影头上摇—符

（3）指导书写“符”，生练习书写。

4、多种形式朗读，读出节奏。

出示朗读节奏，师范读，生跟读。齐读。

1、联系生活实际，请同学们说一说你是怎么过春节的呢？

生交流汇报，师总结：吃年夜饭、看春节联欢晚会、贴春联、
穿新衣、包饺子、收压岁钱、拜年、祭财神、放烟花爆竹。

2、借助注释想一想：这首诗中描写了春节的哪几个画面？

放爆竹、饮屠苏、迎朝阳、换桃符



3、“爆竹声中一岁除”

出示“爆竹”资料：爆竹起源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中
国古代没有火药和纸张时，人们使用火烧竹子，使之爆裂发
声，以驱逐瘟神，因竹子焚烧发出“噼噼叭叭”的响声，故
称爆竹。节日或喜庆日燃放，这种习俗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
人民渴求安泰的美好愿望。

（播放音频鞭炮声）想象一下，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家家户
户门口都响起了劈里啪啦的鞭炮声，那声音震耳欲聋，那声
音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给你怎样的感觉？（生：热闹，高
兴……)还有哪个词可以表示人们当时的心情？（生：兴奋，
幸福，开心，欢乐……）谁能用欢乐的语气给我们读一读这
一句诗（指生读）。

4、“春风送暖入屠苏”

出示“屠苏”资料：屠苏酒，是中国古代春节时饮用的一种
药酒，又名岁酒。相传农历正月初一饮屠苏酒可以避邪不染
瘟疫，是由唐代名医孙思邈发扬光大的。饮用屠苏酒，要按
照先幼后长的顺序，原因是小孩过年又长一岁，大家要祝贺
他，而老年人过年则又少了一年的生命，迟一点喝，含有祝
他们长寿的意思。

喝完屠苏酒，不仅身暖，心也暖，带着暖意齐读这句诗。

5、“千门万户曈曈日”

借助图片加注释理解“曈曈”

（出示图片）这样的太阳，给你什么样的感觉？（生：温暖，
日出）

其实在诗人心中这一轮缓缓上升的`微光不仅仅是温暖的太阳，



更多指的是诗人的内心，这一轮红日象征着新生活的开始，
代表的是光明和希望，千家万户的人们都迎着这旭日的光辉
在那兴高采烈地换上新的春联，这又是一片欢乐祥和的景象。

男女生赛读读出希望。

6、“总把新桃换旧符”

视频了解“桃符”。

说一说：你帮家里换过春联吗？换春联有什么含义？

7、联系创作背景，领悟诗情。

其实，诗人写《元日》，并不仅仅是写春节热闹喜庆的场面。
当时王安石担任宰相，积极推行新政，想让国家更富强，人
民生活更加富裕。变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批人的极力
反对。他坚信旧的制度总能被新的制度代替，改革能像这春
风一样吹进千家万户，能像这朝阳一样充满照耀千门万户。

配乐读：

此时，你就是王安石，你走在大街上，

听到爆竹声劈里啪啦不绝于耳，读——爆竹声中一岁除；

看到一家老小迎着春风饮屠苏，读——春风送暖入屠苏；

看到一轮新日照耀着千家万户，读——千门万户曈曈日；

看到人们在晨光熹微中换春联，读——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一派欢乐祥和、万象更新的景象，让王安石对变法充满了
希望，内心充满了喜悦。让我们齐读古诗，会背的同学试着
背一背，读出诗人的心情。



读诗句，猜传统节日。

同学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七百多年前的宋朝，还是现在，我
们过春节的方式都差不多，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叫法不一
样而已，古时候叫“元日”，现在叫“春节”，桃符衍变成
现在的春联。其实春节最早开始于4000多年前。春节是我们
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它承载着我们华夏民族几千年
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古至今世代流传下来的节日，就是
我们的“传统节日”。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中秋节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七夕节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端午节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元宵节

搜集有关春节的古诗、故事、谚语。

元日

宋王安石

放爆竹

饮屠苏

迎朝阳

换桃符

元日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二

1、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2、有感情地诵读古诗，背诵古诗。

3、理解诗句内容，感受诗句中渲染的“欢天喜地、热热闹
闹”的节日气氛。感受诗中表达的全民族欢度佳节、辞旧迎
新的美好愿望。

指导学生了解诗句的意思，说说自己的理解。

字典、生字词语卡片，课文插图。

1课时。

一、激趣导入，揭示诗题

1、孩子们，你们喜欢过年吗？说一说，你们家里都是怎样过
春节的？（指名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自由反馈）

2、今天，我们将要学习一首描写欢度新春佳节的古诗，教师
板书课题，解释课题。（元日就是农历正月初一）

二、学生自读，读通古诗

1、教师范读。

2、学生借助拼音自读古诗。

3、指名朗读，师生共同正音，注意强
调“竹”“除”“苏”“曈”等平翘舌音和后鼻音。

4、认记生字。告诉学生：如果认识了诗中的生字，就能把这
首诗读得更好听。

5、出示生字卡片，学生开火车认读。

6、指名读，交流识记生字的方法。



三、自读自悟，理解诗意

1、根据自学提示展开自学。

出示自学提示：

（1）自由读诗，结合书中注释或工具书、课外资料等理解诗
句意思。

（2）把自学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标出来。

2、合作小组交流。

四、品词赏句，想象悟情

1、教师出示课文插图，引导学生说说画面上的内容，感知元
日热闹的景象。

2、课文中是怎么写的呢？再读古诗。

3、汇报前两行诗的自学情况，说说前两行诗的意思。（借
助“一岁除”和“屠苏”的注释，理解诗意）

5、读诗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用自己的
话说说诗句的意思和你的感受。

6、说说你看到了什么，你想说点什么？

引导学生从“曈曈日”“新桃换旧符”处想象：人们对新的
一年充满了新的'希望，寄托了人们对来年的美好祝愿。

备注：在学生理解诗句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引
导学生反馈搜集到的资料，了解有关春节的知识。如：为什
么贴春联？为什么放鞭炮等。



7、指导朗读。（配上欢快的古典乐曲）

谁能把你体会到的欢乐热闹的气氛通过朗读表现出来？（抽
生读，男女生比赛读，全班齐读）

8、指导背诵。

（1）分组接背诗句。

（2）指定学生背诵。

（3）小组比赛，哪组背得好。

（4）同桌互相背。

五、拓展延伸

1、过春节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怎样？为什么？（感受春节快
乐、幸福、热闹的场面）

2、你们最喜欢春节里的什么节目？为什么？

六、布置作业

想象这首诗描绘的景象，试着写下来。

附：板书设计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热闹、欢快

元日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三

作为一名教师，可能需要进行教案编写工作，借助教案可以
恰当地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
你有了解过教案吗？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元日》教案，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运用多种识字渠道，认字与识字。

2、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过年的习俗，表达人们对生活的
热爱，对美好情感的追求。通过引导学生自学，学习古诗，
提出疑问。

3、朗读课文，通过各种方式的以读悟情。

4、指导学生查找资料，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调动查找资料的兴趣。

1、引导学生自学提出疑问通过各种方式的以读悟情。指导背
诵部分段落。

1、春节的传说故事

2、投影

3、各地过年的图片

1课时

一、引入



2、阅读《过年的来历》

3、用自己的话简单地说一说过年的来历。

4、你觉得过年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5、学生交流。

6、无论何时何地，所有的炎黄子孙都很注重过年。这节课，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王安石所写的七言绝句《元日》，看看古
人是怎样过年的。

二、自学古诗

1、回忆学法：

我们要学会一首古诗你有什么基本办法呢？

（读准字音读通诗句理解意思展开想象）

2、你们有信心读准、读懂古诗吗？

三、学习古诗，交流。

1、你读准了吗？

2、你知道古人怎样过春节的吗？从诗中哪些地方知道呢？

燃爆竹

饮屠苏

迎红日

换新符



3、要读懂古诗还要先理解词语的意思，你理解了哪些词语的.
意思呢？

4、你还有什么不懂的或不理解的吗？告诉大家，让大家帮帮
你。

5、在大家的帮助之下，是不是都理解了古诗了呢？请你试着
把古诗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自己说指名说理解古诗可以把
用在两部分间加上自己的话。使意思表达更通顺。

6、闭眼听老师范读，在头脑中想象，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
什么？

7、小结：多喜庆，多热闹呀。能把这首古诗的热闹和喜庆通
过读表现出来吗？如果你觉得读不足以把热闹和喜庆表现出
来，也可以通过动作表现出来。

自己读指名读全班读

四、背诵古诗，学习生字。

1、你会背诵了吗？

全班背男女生各背

2、我们来看看这首古诗的第一个字，要写对写好它应该注意
什么？

右下角的四点书写。师板演。

3、学生书写，教师巡视。

4、展示台进行生字的讲评。

爆的最后一笔



换的撇不要写出头

曈的左边是日

重点指导爆的书写。

元日教案幼儿园大班篇四

1、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元日》，并理解诗句大意。

2、了解诗句所描绘的欢天喜地、热热闹闹的节日景象，感受
诗中表达的全民族欢度佳节、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望。

学生活动方案教师导学方案导入环节

学生说说过年时会做什么事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讨论交流、展示点评环节

学生说说对诗人王安石的了解

学习生字词

自由读诗歌，画出不会读的词语

小组讨论交流

小组内解决不了的生字词，其他小组帮忙解答

小组pk读古诗

学生点评

理解题目以及诗句大意



1、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再读古诗，画出不理解的词的意思

2、小组合作讨论交流不理解的词的意思

3、小组讨论交流，试着用自己的话说出题目以及诗句的意思

4、小组展示学习成果

1.自主完成练习.

2.在老师展示其他同学作业时，认真倾听。

齐读孟浩然的《田家元日》

1、小组讨论、班内交流。

2、说说自己这节课的收获。

元日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五

1、会认2个字，会写5个字，其中重点认识“屠”字，重点指
导书写“屠”、“符”字，并注意“屠”字是半包围结构。
并正确读写“屠苏、瞳瞳”词语，尤其是“曈曈”注意是左
边是日字。

2、背诵课文

3、培养孩子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热爱。

背诵课文，借助注释理解诗句的意思。

这首诗写了哪个传统节日？写出了什么样的节日情景？

课件



1课时

第一课时

让学生诵读《元日》等诗。

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描写春节的诗。

师：你知道“元”有哪些意思吗？知道“元日”是什么意思
吗？

师：对，元日就是新年的第一天，农历正月初一，也就是中
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春节。（扩词：元宵、元日。拓
展“元”的理解，夯实语言基础）

1、利用课件检查生字新词，要求读准字音、认清字形。教师
重点指导“屠”字。

师：请大家伸出手来，跟老师一起书空这个字。（一边书写
一边说明：半包围结构）

2、师：学习生字后，相信大家一定能把古诗读好。尝试读出
诗的节奏。（指名学生读古诗——范读古诗——齐读）

3、师：通过预习和初读，我们知道词语的意思，还有什么不
理解的字词吗？（根据学生回答，教师指导并总结）

1、师：学习古诗不仅要把诗句读正确、读流利，还要根据诗
句的意思展开丰富的想象。古诗的每一句话都描绘了一幅画
面。请同学们把对字词的理解带到诗句中，练习说说每一句
诗的意思。

2、师：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诗句，同桌互相交流说说展现在
自己眼前的是一幅幅怎样的画面呢。



在学生理解“岁”字时，教师补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
荣”“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诗句，让学生
更加深入地理解“岁”的含义。）

3、交流、评议、完善。

4、练习说话。

师：你为什么从“屠苏”感受到快乐呢？

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大家迎着和煦的春风，一边喝酒一边
说着祝福的话语，身上暖暖的，心中更是暖暖的。

师：谁能把这两句诗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

师：你能把这份快乐，这份温暖读出来吗？

师：刚才我们一边读诗句，一边想画面。（多媒体出示）看，
五彩缤纷的礼花在天空中绽放；闻，到处都飘散着爆竹的硝
烟味；听，到处都洋溢着欢声笑语。置身在这样的情景中，
你的心情会如何？是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多喜庆啊！
下面请大家继续用一边读诗句，一边想画面的方法读后两句。

我们和王安石在隆隆的鞭炮声中“来到”大街上，又看到了
一幅怎样的画面呢？（课件出示）这里的“新桃”和“旧
符”都是指“桃符”。你知道桃符指什么吗？（桃符就是春
联）简介“桃符”。

1、师：默读全诗，想一想全诗描写了哪些场景。

2、师：放爆竹、饮屠苏、换桃符几个典型的画面，寥寥数语，
就给我们勾画出欢度新年的喜庆景象。时至今日，人们每到
辞旧迎新之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吟诵起王安石的这首《元
日》。



课件出示：当时的宋朝，百姓过着贫穷的生活。年轻的王安
石看到了百姓的疾苦，立志要为人民造福。在49岁时，王安
石做了宰相，他积极进行改革、推行新政，希望国家繁荣富
强。就在这一年春节，他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
《元日》。

现在，你觉得王安石仅仅是在写春节时热闹欢乐的场面吗？
他还期望什么呢？

用一个成语来表示（辞旧迎新、除旧革新）。请你再来读读
这首诗，你一定会有新的感受。

4、指导朗读。

诵读王安石的另一首诗《梅花》

板书设计：

燃放爆竹

喝屠苏酒

新——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