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清明活动教案(模板8篇)
小班教案的改进需要持续反思和研究，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和
方法。通过学习高三教案范文，可以不断优化和改进自己的
教学方法和策略。

大班清明活动教案篇一

1.知道清明的天气。

2.了解清明节的习俗。

3.体会音乐与古诗的意境，感受古诗的优美韵律。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孩子对清明节有初步的`概念。

课件准备：故事音频《清明时节雨纷纷》；故事插图《清明
时节雨纷纷》3张；古诗音频及伴奏《清明》；古诗插图《清
明》。

活动过程：

播放故事音频及插图《清明时节雨纷纷》，引导幼儿初步认
识清明节。

——清明节是在什么季节呀?常常会是什么天气？

——在清明节，很多人会做什么呢？

小结：清明是我们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人
们怀念祖先、感受春天万物苏醒带来的欢乐。



交流讨论，鼓励幼儿说出更多的清明节习俗。

——你们家在清明节会做什么呢？

——除了刚才故事里说到的踏青、扫墓，你知道清明还有什
么习俗吗？

小结：清明节的习俗丰富有趣，有踏青、扫墓、吃清明果、
荡秋千、插柳、放风筝等。

播放古诗音频《清明》，引导幼儿欣赏。

——这首诗描述了什么样的天气？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

小结：这首诗描写了在清明的微微细雨中，作者看到路上行
人怀念逝去的亲人的愁苦，心里也有浓浓的忧愁。

师幼一起朗诵古诗，进一步感受古诗的韵律美。

1.再次播放古诗音频《清明》。

2.带领幼儿朗诵故事，提醒幼儿注意语调的抑扬顿挫。

活动延伸：

家园共育

请爸爸妈妈拍下孩子清明的活动，并将照片带来幼儿园，和
小朋友们分享。

附【故事】

清明时节雨纷纷



其实啊，每年的4月5号前后就是清明啦，每年的这个时候，
经常会下雨，稀稀拉拉地下个不停。

清明代表天清地明，天空非常的清澈透明，到处鸟语花香，
生机勃勃呢。清明，也是扫墓的传统节日，这时候，大家会
带着水果呀、糕点呀来到坟墓前，怀念祖先，还会除除杂草、
挖挖新土，把祖先的坟墓打扫得干干净净。

哇——雨终于停啦，快看！天空中出现了一条七色彩虹，太
美啦。你们知道吗?在清明节的时候，因为雨水增多，太阳光
照射在雨滴上，就很容易出现彩虹哦。

附【古诗】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大班清明活动教案篇二

时光飞逝，在这个炎炎七月初，我们结顺利束了小班下学期
的教育教学工作。回顾一学期的工作与生活，有进步也有不
足，现将本学期工作总结如下：

一、本学期完成的主要工作

1、主题活动

(1)某月份：小班新生入园常规教育活动。



(2)某月：文明礼貌伴我行

2、智趣数学

(1)认识数字宝宝0-10

(2)比较高矮、区分大小、认识常见的几何图形方面的教学。

3、庆祝“六一”儿童节

二、常规培养

我和蒋老师以及幼儿园园长王老师在工作中配合的较好，都
在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安全、快乐、温馨的生活学习环境而努
力工作着。我们用微笑、抚摩、拥抱等方式和孩子们亲近，
让每个孩子感觉到“幼儿园的温馨学习生活。”让孩子们都
很乐意上幼儿园。在一日的学习、游戏、生活过程中，我们
培养孩子们根据听不同的指令，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例如：
小手拍拍;一二三、请坐端;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们教会幼儿简单的礼貌用语，增强他们的文明意识，如

“您好、再见、请、谢谢、对不起、没关系”。培养孩子们
在教学游戏活动中听从老师指挥，积极主动参与集体活动;学
会安静地倾听和参与表演;听老师的口令排好队分男女如厕，
并根据教学活动需要摆放小椅子;户外活动时两个小朋友牵手
排队，玩耍时不推也不挤。我们教育孩子要相互关心、互相
照顾，要学会谦让，玩具大家一起玩，活动结束后能将玩具
收拾整齐，放到指定位置。进餐时，指导幼儿独立进餐，做
到不说话、不掉饭粒、不东张西望，右手拿勺子，左手捧着
碗。饭后能做到自己擦嘴洗手。午睡时，能自己将衣裤、鞋
袜整齐的放好。独立入睡并保持正确的睡姿，午睡期间不随
意讲话，上厕所要轻轻的不打扰别的小朋友睡觉;起床后，自
己学习穿衣裤、鞋袜。



三、教育教学

我每天都利用下午一年级学生放学那段时间很认真的在网上
或书籍上搜集教学资料，并耐心的传授给孩子们：

我在本学期的小班教育教学中，主要教会了幼儿以下这些方
面的内容：

(1)手指操“变变变。”

(2)音乐律动活动：“打电话”、“小手拍拍”、小老鼠上灯
台\"、歌表演《春天》、丢手绢、《看样学样》、《小茶壶》
等。

大班清明活动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学会儿歌，能变念儿歌，边游戏。

2、知道清明节有做青团，吃青团的风俗。

3、让幼儿知道清明节的时间。

4、愿意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活动准备：

关于清明的做青团的儿歌

活动过程：

一、引出

师：小朋友们，清明节到了，谁知道清明节要吃什么?



二、学儿歌

1、教师示范儿歌。

做青团、做青团，好吃的青团哪里来，糯米、青汁揉出来，
想吃青团做出来。

谁知道什么是清汁?

2、幼儿学习儿歌(3-4遍)

三、游戏

幼儿边念儿歌，边手拉手走圆圈，等念完儿歌，听老师口令，
老师说：两个人做青团，幼儿就两个人抱在一起，说三个人
做青团，就三个人抱在一起，抱错的组，就被老师“啊呜”
一口吃掉。

四、结束

教学反思：

在本次的活动中，幼儿能较快的掌握儿歌，但是在玩游戏的
时候，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如：一开始让他们手拉手边转边
念儿歌，本以为很简单的一个环节，有个别调皮的幼儿就拉
着跑，导致有幼儿就摔倒了，不过经过提醒后，就没有这种
现象发生了;还有最后幼儿做青团的环节，两个抱在一起，大
部分都会抱对，数量增加了就出现了很多的错误，有些能力
稍微差点的孩子就乱抱。不过几次游戏以后，大部分幼儿都
能掌握游戏方法了。

我觉得下次游戏时，可以再增加一项比赛的环节，把幼儿分
成红、黄两队，根据老师的提示，进行比赛，看哪对幼儿能
根据老师的提示，正确的“做”出青团。如果“做”错了，



就退出游戏，最后哪对人数多，哪对就获胜。

大班清明活动教案篇四

1、点兵点将游戏中尽量让每个幼儿有游戏的机会。

2、演唱歌曲部分：幼儿边唱边做相应的动作。

3、游戏形式逐渐递增，提高幼儿的参与兴趣。

【活动准备】

1、草帽17顶、老爷爷的装扮一套、带绳子的塑料筐两个。

2、听过故事《猴子学样》。

1、感受黄梅戏的曲调风格，体会其中的诙谐和幽默。

2、尝试根据情节、角色创编动作帮助理解记和忆歌词。

3、乐于参加戏剧表演，注意在游戏的过程中不要拥挤。

1、欣赏黄梅戏《新猴子学样》，导入课题。

(l)教师：你们听过黄梅戏吗？黄梅戏是安徽的一种地方戏曲。

（2）教师完整地表演黄梅戏《新猴子学样》，幼儿欣赏。

2、初步熟悉歌词，理解戏曲内容，了解戏中角色。

（1）教师：戏曲里表演的是什么故事？

（2）教师再次完整演唱并提出要求。

教师：戏曲里有哪些角色？他们怎么唱的？



3、幼儿初步学习戏曲中的对唱部分。

（1）教师：老爷爷做了哪些动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心
里是怎么想的？

幼儿回忆戏曲中的爷爷角色唱段并学唱。

（2）教师：小猴子怎么学样的？师生互动，交换角色进行表
演。

（3）游戏“草帽在哪里”。

以一对一、一对二、一对多人的递进的方式帮助幼儿掌捏对
唱部分，注意根据幼儿的掌握情移时调整速度和韵味。

4、幼儿尝试完整地演唱黄梅戏《新猴子学样》。

5、师生分角色完整表演戏曲，鼓励幼儿根据歌词内容大胆表
演。

（1）提出表演要求，幼儿进行黄梅戏表演唱。

教师：小猴子怎样发现草帽的？他们说了什么？

幼儿学说黄梅戏中的说白，并学唱戏曲中的猴子角色唱段。

（2）利用道具完整表演。

（3）延伸游戏内容：启发幼儿最后不再学样，改变故事的情
节，激发幼儿游戏兴趣。

摘草莓——大班幼儿歌曲教案

活动



在翻阅《歌唱活动》一书时，我看到了“摘草莓”这个活动，
歌曲旋律很轻快、活泼；歌曲内容也有些情节性，易于孩子
理解，很适合孩子来演唱。但是，这个活动的第二声部设计
得比较难把握。于是，我针对自己班孩子的能力水平进行了
全面修改，并开展了此活动，应该说活动选材的灵感完全来
源于学习，来源于书本。

活动目标：

1、感受歌曲轻快的情绪，初步学习用两个声部进行演唱歌曲。

2、在图谱的帮助下演唱歌曲。

3、积极参与活动，体验歌唱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图谱。

活动过程：

练声。

“孩子们，让我们先来亮一亮咱们的嗓子吧！”

学习歌曲。

1、欣赏教师范唱，了解歌曲与内容。

“今天，有位小姑娘，她也要上山摘草莓，我们一起来听一
听。”

“好听吗？”“这首歌曲比较轻快，非常的好听。歌曲的名
字就叫《摘草莓》。”出示背景图。



2、再次欣赏教师范唱。

“再来仔细地听一听，听听歌曲里唱了什么？”

根据孩子的回答，取出大图谱，放于黑板。

摆放图谱。

“谁来把这些图谱根据歌曲摆一摆？”“摆得对不对呢？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

4、看图完整演唱第一声部，将歌词与图谱匹配。

“让我们看着图谱跟着老师轻轻地来唱一唱。”

三、练习两个声部。

1、讨论、了解第二声部演唱的位置。

“老师这儿还有一些小图谱，为了使歌曲更好听，我们还要
在歌曲里加入小图谱，放在哪儿呢？”

“不仅要唱大图谱，还要唱小图谱，小图谱怎么唱呢？”

2、教师唱第一声部，并用体态提示幼儿演唱第二声部。

“我们来试一试唱这首歌，你们唱大图谱，我来唱小图
谱。”

3、将幼儿分成两个声部演唱2——3遍。

“在唱歌的时候，我们要一边唱歌，一边听别人的声音，和
别人的声音和谐一致就好听了。”

结束：“我们把这么好听的歌去唱给弟弟妹妹们听听吧！”



反思：

1、图谱与歌曲的结合。

在活动前，我准备了背景图、大图谱以及小图谱，活动中，
我先利用大图谱来学习歌曲的第一声部，在用小图谱来学习
歌曲的第二声部，吸引、调动孩子来参与活动，并通过摆一
摆、看一看，使孩子们从中理解了歌词，记忆了歌曲。

2、动作与歌曲的结合。

由于孩子是初次尝试演唱两声部的歌曲，对于第二声部的切
入，孩子们不能很好地把握节奏，所以在活动中我利用肢体
动作来提示孩子，被分成两部分的孩子看了指挥就能很好地
演唱歌曲了。

3、活动流程层层递进，过渡流畅。

用《摘苹果》的曲调来唱《摘草莓》练声，从两声部练声到
学习新歌，再加入第二声部，环节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过渡时，紧接练声时的情景衔接道：“有位小姑娘，她也要
上山摘草莓”来引出新歌，引出老师的范唱。在出示大图谱
时，由于每张大图谱上有两句歌词，所以范唱完让孩子说，
当孩子说出一句的时候，我会追问与之一起的另一句，“除
了风轻轻吹，还有什么在飞？”“什么在风中飘香
味？”“一颗颗红草莓好象什么？唱了几次？”等等语句组
织得很自然、流畅。

当然，“有完美的教案，没有完美的课堂。”课堂是活的，
总会存在一些不足，或者说有些地方可以上得更好。在这个
活动中，让孩子摆大图谱的时间控制（)得再短一点，再紧凑
一些，在请两三个孩子摆完后，我就可以清唱来纠正孩子摆
放的对错与否。



大班清明活动教案篇五

1、体验音乐与古诗词的意境，学习在音乐的伴奏声中有节奏
地吟诵古诗词，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表现。

2、探索用动作表现音乐内容，愿意与同伴一起参与音乐活动
进行表演。

3、尝试根据古诗情境进行绘画。

音乐，纸，颜料等。

师：你们知道古诗里描绘的是哪个季节吗？猜猜诗人杜牧想
表达什么样的情感？

（1）教师朗诵《清明》，同时出示图片，幼儿欣赏。

（2）教师再次示范朗诵歌词，并以稳定拍的节奏配合拍手，
幼儿跟随教师按稳定拍的节奏拍手。

（3）引导幼儿结合稳定拍，进行歌词的朗诵，注意重拍的运
用。

（4）教师用动作提示，与幼儿进行歌词的对答，教师说前半
句，幼儿对下半句。如，教师说“清明时节”，幼儿接“雨
纷纷”，以此类推。

（5）幼儿跟着音乐完整地朗诵，吟唱歌词。

幼儿根据自己对古诗的理解，画出他们想象中的《清明》图

幼儿介绍和欣赏小朋友的图画，加深对《清明》的理解。



大班清明活动教案篇六

一、教学目标：

1、简单了解清明节的传统习俗，乐于参与清明节的活动。

2、初步体验怀念先祖、怀念革命烈士的情感。

3、学习认识清明节的由来及意义。

二、教学重难点：

1、重点(目标1)：简单了解清明节的传统习俗，乐于参与清
明节的活动。

2、难点(目标3)：学习认识清明节的由来及意义。

三、教学准备：

1、场地(多媒体)2、ppt3、《清明》视频

四、教学过程：

(一)故事导入教学内容

1、教师：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故事，看完之后告诉老
师这个故事藏了哪个中国传统节日。(播放视频)

2、教师：这个故事里藏了哪个传统节日?(清明节)(二)讲述
清明节习俗

1、教师：大家知道清明节是哪天吗?(4月5日)

2、教师：小朋友们知道现在的人们清明节都在做什么吗?(扫
墓、踏青、放风筝、荡秋千)



3、教师：我们再来看看古时候的人们在清明节的时候都在做
什么?

播放课件中的古代清明节习俗。(清明上河图、蹴鞠、寒食、
牵钩)

针对图片做出讲解

蹴鞠：和现在的足球规则一样，是古代藤编的足球。寒食：
清明前一天不生火，吃凉食。

牵钩：古时候的拔河。

(三)讲述清明节的由来与意义

1、教师：小朋友们知不知道清明节是怎么来的?

一个重要的节气，万物复苏，是扫墓踏青的好日子。也是因
为寒食节。

2、教师：那我们为什么要过清明节呢?

为了表达对已经去世的亲人的怀念，我们都会去墓前祭拜，
表达哀思。

(四)结束，并观看烈士陵园扫墓图片

教师：小朋友们，在清明节我们不仅要去祭拜我们去世的亲
人，还要去烈士陵园祭拜那些为了保护人们而牺牲的烈士哦!

大班清明活动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体验音乐与古诗的意境，学习在伴奏声中有节奏地吟诵古



诗，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作品。

2、探索用动作表现音乐内容，愿意与同伴一起参与音乐活动
进行表演。

3、尝试根据古诗情境进行绘画。

活动准备：

幼儿在语言活动中已经会吟诵《清明》这首诗歌，并对清明
节有一定的认识。材料准备：《清明》图片，音乐，纸，颜
料等。

活动过程：

1、在情境中创编动作，初步用动作表现诗歌《清明》

师：你们知道古诗里描绘的是哪个季节吗?猜猜诗人杜牧想表
达什么样的情感?

(评：古诗对幼儿来说是比较难以领会的，因此我决定用音乐，
动作来帮助幼儿更好的体会古诗的含义)

2、按节奏吟诵《清明》

(1)教师朗诵《清明》，同时出示图片，幼儿欣赏。

(评：在第一个环节中大部分使用听觉帮助幼儿理解，而在这
个环节中我追加了视觉，运用图片帮助幼儿，更上一层楼。)

(2)教师再次示范朗诵歌词，并以稳定拍的节奏配合拍手，幼
儿跟随教师按稳定拍的节奏拍手。

(评：稳定的节奏帮助幼儿稳，准地熟悉古诗。)



(3)引导幼儿结合稳定拍，进行歌词的朗诵，注意重拍的运用。

(4)教师用动作提示，与幼儿进行歌词的对答，教师说前半句，
幼儿对下半句。如，教师说“清明时节”，幼儿接“雨纷
纷”，以此类推。

(评：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幼儿重复学习，记住古诗)

(5)幼儿跟着音乐完整地朗诵，吟唱歌词。

3、根据理解绘制图画：幼儿根据自己对古诗的理解，画出他
们想象中的《清明》图。

(评：这个环节是自主性比较强的，希望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
和意愿，用画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古诗的理解。)

4、交流欣赏：幼儿介绍和欣赏小朋友的图画，加深对《清明》
的理解。

附古诗：清明(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浑。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
遥指杏花村。

大班清明活动教案篇八

1．播放轻音乐，师幼齐念古诗《清明》。

师：你知道这首诗写的关于什么节日的事情吗？你知道清明
是怎样来的吗？

2、讲介之推的故事――即清明节的来历。

3、教师小结：让幼儿知道寒食节的第二天是清明节，清明节



是我国传统的给烈士扫墓的日子。

教师：每年4月4日、5日或6日是清明节，它是我国农历二十
四个节气中的一个，又是传统的扫墓日子，为了纪念革命先
烈和死去的亲人，人们往往在这一天扫墓。请幼儿观看有关
清明节习俗的图片。

4、互动猜想环节：人们是怎样过清明节的？（吃青团、扫墓、
踏青）

教师讲解：扫墓为什么要选择清明呢？

1）清明时节气候转暖，雨水增多，草木蔓生，陵园墓地不免
要荒芜，需要整理；

2）清明前后，山青水秀，桃红柳绿，人们借此大好春光，出
去郊游；

3）为怀念古人介之推，而现在已将清明节扫墓作为缅怀革命
先烈的主要活动了。

5、一起品尝青团，结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