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中班惊蛰节气教案反思(实
用8篇)

中班教案具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步骤，有利于教师有效地组
织和展开教学活动。请大家参考以下教案模板范文，了解不
同学科和学段的编写风格和要点。

幼儿园中班惊蛰节气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一：

邀请爷爷奶奶一起耕种

惊蛰标志着仲春时节由此起始，惊醒的不仅是昆虫鸟兽，更
是一年的希望。在这寓意着复苏与新生的时候，请经岁月洗
礼的老人们，带着孩子们了解节气，走进节气，感受时间与
生命的轮转循环之美。也许我们的爷爷奶奶的娱乐不像年轻
人一样多姿多彩，但可以让他们给我们带来生活的经验与敬
畏，也让孩子们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些生机与乐趣。

活动过程：

1.教师在班级里发布消息征集“惊蛰播种人”，邀请班级的
爷爷奶奶们参与活动；并请家长给孩子准备耕种的种子（方
便种植为宜）

2.教师提前与老人交流，要准备耕种的种子（可根据情况由
教师建议、空心菜、豇豆……）

3.举行迎接仪式，欢迎爷爷奶奶们的到来，并向孩子们介绍
活动的意义



4.请幼儿展示并介绍自己带的种子

5.全体师幼与老人一起漫步在幼儿园，观察惊蛰节气有哪些
变化表现

6.认识农耕工具及使用方法，叮嘱使用安全。

7.分组耕种，爷爷奶奶和老师们轮流指导各组幼儿进行耕种，
小小的种子本是朴实无华的，但从孩子将它放进泥土中开始，
它就不是普通的种子，里面包含了大人会孩子们殷切的希望，
也满载着孩子们心中的小小梦想。

8.合影留念，纪念春耕

活动二：

“打小人”去霉运

惊蛰平地一声雷，唤醒所有冬眠中的蛇虫鼠蚁，家中的爬虫
走蚁又会应声而起，四处觅食。

所以古时惊蛰当日，人们会手持清香、艾草，熏家中四角，
以香味驱赶蛇、虫、蚊、鼠和霉味，久而久之，渐渐演变成
不顺心者拍打对头人和驱赶霉运的习惯，亦即“打小人”的
前身。可能人们会感觉有些“封建迷信”，但是在某种程度
上人需要一些精神寄托，这包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当然，在幼儿园里这样的活动不适合开展，但是可以取其寓
意，改其章法。在班级里开设情绪角、冷静区，投放可以发
泄情绪的玩具，例如毛绒玩具、打地鼠玩具、发泄公仔等，
供孩子们在这个空间里释放自己的情绪情感，让自己的心情
得以平静。



毛绒玩具

发泄公仔

打地鼠玩具，可以直接购买或者教师自制

活动三：

童话剧讲述春雷故事

以童话剧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述了惊蛰这一节气的到来。春姑
娘悄悄告诉小蛇、青蛙、小熊、刺猬这些冬眠的小动物，要
走出洞穴锻炼身体，开始生机勃勃的新一年。教师给幼儿讲
述故事，并制作道具，让幼儿选择角色进行扮演，了解惊蛰
的节气表现。

活动四：

炒黄豆游戏

“春雷惊百虫”，据说可以用噼里啪啦的炒豆声音吓走害虫，
保护庄稼，保全一年的好收成。当然不是真正的虫子了，而
是象征性地把黄豆、豌豆、蚕豆、花生、玉米、南瓜籽、向
日葵等各抓一把，就进锅里炒熟。“虫”炒熟后放在桌子上，
要边吃边喊“吃炒虫了，吃炒虫了”。

在幼儿园里让孩子们炒“虫”、吃“虫”操作性不强，但是
可以挖掘有趣的游戏：

1.夹“虫子”，可以在豆子下面放上绿纸剪的叶子，练习幼
儿手部精细动作，将“虫”都夹出来，谁先夹完就获得胜利。



2.炒黄豆：两个孩子手拉手，边摆动手臂边唱歌谣，““炒、
炒、炒黄豆，炒好黄豆翻跟斗！”当念到“翻跟头”时，两
个人同时翻身，背对背，手牵手继续摆动念儿歌。

3.请家长助教参与惊蛰活动，炒棋豆

（1）准备面粉揉成团并发酵，由家长助教切条

（2）教孩子们如何团棋豆

（3）放到油锅里炒熟即可

（4）你一把，我一把，分享豆豆吃啦~

活动五：

惊蛰吃了梨，一年都精神

我国民间素有“惊蛰吃梨”的习俗。因梨和“离”谐音，寓
意跟害虫分离，也寓意在气候干燥的春季，让疾病离身体远
一点。梨可生津止咳、润燥化痰。教师可以带领幼儿一起品
尝，或者动手制作关于梨的食物。

1.请幼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清洗水果。

2.如果有银耳，也可以请幼儿清洗泡发。

3.将梨切块、银耳放进锅里，添适量的水。（可以放红枣、
冰糖等材料）

4.煮开了就可以品尝啦~

活动六：



观星星，感受节气奥妙

俗话说：龙不抬头，天不下雨。缘于星象，正月之前，东方
苍龙在地平线之下，有“龙正蛰伏”之说。二月二起，东方
苍龙的龙角会从地平线上出现，故为“龙抬头”。龙抬头便
有行云作雨、滋润万物的美好祈望。

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在惊蛰前后以及二月二当天观察星星的位
置变化，感受节气变化的奥妙之处。

活动七：

记录第一声春雷

留意天气变化，听听天空、云层和风的声音，记录下今年的
雷声是在什么时候响起。

活动八：

和爸爸妈妈一起寻一只刚出洞的小虫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
在土壤中冬眠的动物。

有哪些动物在土壤里冬眠呢？最多的当然就是昆虫了。

周末可以爸爸妈妈一起去小区花园、公园里探寻一下冬眠的
虫子们的生存环境，出洞的契机，虽然是小小的虫子，也在
努力积蓄力量，破土而出。

活动九：



画春雷，绘春日

春雷寓意着一年春耕、劳作的开始，是新生的象征，教师可
以引导幼儿观察图片或者视频里的雷电的样子，并进行创意
绘画记录下来。

活动十：

学习有关惊蛰的诗词

惊蛰，前有雨水，后有春分，夹在这两个节气之间，它的角
色就是来奏响春天的前奏曲的，亦是拉开奋斗的序幕。让孩
子们学习关于惊蛰的古诗，感受节气的诗意与美好。

《观田家》（唐）韦应物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

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

仓廪物宿储，徭役犹未已。

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

《惊蛰》吴藕汀



杏花村酒寄千程，佳果满前莫问名。

惊蛰未闻雷出地，丰收有望看春耕。

《义雀行和朱评事》（唐）贾岛

玄鸟雄雌俱，春雷惊蛰余。

口衔黄河泥，空即翔天隅。

一夕皆莫归，哓哓遗众雏。

双雀抱仁义，哺食劳劬劬。

雏既逦迤飞，云间声相呼。

燕雀虽微类，感愧诚不殊。

禽贤难自彰，幸得主人书。

《春晴泛舟》（宋）陆游

儿童莫笑是陈人，湖海春回发兴新。

雷动风行惊蛰户，天开地辟转鸿钧。

鳞鳞江色涨石黛，嫋嫋柳丝摇麴尘。

欲上兰亭却回棹，笑谈终觉愧清真。

幼儿园中班惊蛰节气教案反思篇二

“惊蛰一犁土，春风地气通。”惊蛰预示着春耕开始。

我们这里的小孩子都喝过“三根茶”，它比汽水饮料好喝百



倍。每年惊蛰时节，妈妈们总会给孩子们熬“三根茶”，味
道略有甜味，带有淡淡的植物清香。清热下火，消暑解渴，
几粒冰糖，喝起来别提多美啦!中午喝一大碗还不够，下午上
学的时候，还要装上满满一壶。这三根茶，可比饮料流行多
了!所谓三根茶，就是用蒲公英、芦苇根、茅草根三种植物熬
成的茶，性平适宜日常饮用，材料方便易得。

每逢惊蛰时节，家家户户都会备着的东西。“三根”有卖的，
但很多人还是喜欢自己挖。农历二月二开始，野外一片片青
色渐渐冒头了，再过十来天，满眼都是郁郁葱葱了。闲暇时
间，阿姨婶子们，带上娃，拿上铲子和小筐，去郊外去寻找
这些鲜物。对于孩子来说，那是不亚于寻宝的有趣游戏。

芦苇根一般生在水边，茅草根不好挖，孩子们参与最多的就
是挖蒲公英了，躲在野草丛中，田埂沟畔，多是凭那一朵小
黄花来辨认。所以很多地方也称蒲公英为“黄黄苗”。

以前特别爱把蒲公英和另一种小黄花弄混，这次特地比较了
一下，蒲公英花是重瓣，其他的小黄花大都是单瓣，而且蒲
公英的叶子边缘带刺，还是很容易区分的。

偶尔有一颗长老的，已经变成毛绒绒的球状。那可是要赶紧
摘下，一口气吹远远的!采回来清洗干净，配上老家带来的茅
草根，芦苇根，煮上一杯水，仿佛又回到了十二岁的四月天。
剩下的晒干，能一直保存过整个夏天。

关于乡土、关于儿时的记忆已经慢慢在时光中消散，唯独每
到春天，总会想起妈妈煮的这一碗三根茶。有点粗糙、平凡，
却无比妥帖、温暖。

幼儿园中班惊蛰节气教案反思篇三

1、春雷初响，惊醒冬眠的大地。莺歌燕舞，带来春天的气息。
桃红李白，绽放生活的美丽。惊蛰节气，给你问候的心意！



2、惊蛰一声春雷响，惊醒迷茫震八荒。昔我往矣太荒唐，莫
使琐事挂肚肠。青春意气总飞扬，飞扬跋扈为谁伤。落红片
片幽梦长，微风徐徐一帘香。赶上惊蛰树理想，收获成功一
箩筐！

3、春光宜人惊蛰到，星光璀璨青蛙叫。春雷阵响吉雨降，梨
花千树分外妖。工作如意心不操，事业兴旺高速跑。日新月
异产量超，共同致富金光道。祝友惊蛰鸿运照，愿你业辉美
满笑！

4、惊蛰春光美，早睡要早起。喝杯热茶汤，出门去锻炼。小
巷散歩行，大街靠边走，过路看绿灯，留心多平安。活动腰
腿臂，唱歌跳舞蹈。愿你惊蛰怡情乐！

5、春意浓浓春意到，春衫风流脱棉袄。时光荏苒花爱俏，一
声春雷困意消。又是一年惊蛰到，发奋励志莫迟到。晨练必
须要起早，赚钱当然静悄悄。问安父母是敬老，轻抚子女为
爱少。惊蛰祝福，恭喜发财！

6、惊蛰虽是万物苏，偶有冷风下小雨。关注健康无小事，出
行看天加衣服。春季疾病不胜数，流感盛行遍地布。朋友注
意早预防，发现征兆别延误。惊蛰快乐享！

7、惊蛰节气雷声响，唤醒万物“龙抬头”，紫气东来阳光照，
鸿运当头步步高，天气一天天渐暖，生活越来越幸福，惊蛰
节气祝你“一个雷天下响”一举成名，日子过得比蜜甜。

8、惊蛰节气，“不经意间”悄悄来到。诚挚祝福，“精心准
备”及时送到。祝愿爱情，幸福浪漫，“惊天动地”。祝愿
事业，成功顺利，“一鸣惊人”。祝愿生活，幸福愉
快，“惊喜连连”！

9、惊蛰到了，你苏醒了吗？如果感觉春心荡漾，就把浪漫好
好想一想。如果感觉春春欲动，就扯开嗓子叫一叫。如果感



觉春光无限，就拉开架势闹一闹。惊蛰快乐！

10、惊蛰时节暖和和，青蛙河边唱山歌！花红柳绿梨花白，
黄莺鸣歌燕飞来！又是一年好春光，千树万树百花香！祝你
出门贵人帮，每分每秒无忧伤，四季丰收粮满仓！祝你惊蛰
节快乐！

幼儿园中班惊蛰节气教案反思篇四

1、浇水高低看得准，整平土地少费劲。

2、惊蛰刮大风，冷到五月中。

3、深埋使劲砸，扁担也生芽。

4、花椒不耐冻，阳暖之处种。

5、庄稼歉收一年苦，不修水利代代穷。

6、惊蛰不藏牛。

7、惊蛰不下雨，今年要饿死。

8、麦子锄三遍，等着吃白面。

9、核桃树，万年桩，世世代代敲不光。

10、养蚕，酸枣当年能卖钱。

11、投饵夹套挖堵灌，鼠想逃命万不能。

12、治山治水不栽树，有土有水保不住。

13、惊蛰一犁土，春分地气通。



14、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

15、柳棍子栽树易倒，育苗柳不怕风摇。

16、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森林是命脉的源泉。

17、家禽孵化黄金季，牲畜普遍来配种。

18、造林要护林，不护不成林。

19、百株核桃十五年，赛过百亩好良田。

20、养蚕多栽桑，养鱼挖池塘。

21、春到人间，绿化当先。

22、无灾人养树，有灾树养人。

23、惊蛰闻雷米如泥。

24、过了惊蛰节，春耕不停歇。

25、懒有良田，抵不过勤有荒山。

26、兴修水利好时机，挖沟筑坝打深井。

27、栽树无时，莫叫树知;多留宿土，剪除陈枝。

28、种不好庄稼一年穷，修不好塘堰一世穷。

29、九九八十一，家里做饭地里吃。

30、一年栽桑，多年养蚕。

31、地化通，赶快耕。



32、九尽杨花开，农活一齐来。

33、先耕高亢，后耕淤洼。

34、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35、以河补源，以井保丰，两套准备，不致落空。

36、惊蛰清田边，虫死几千万。

37、大地化，快种葵花和蓖麻。

38、未到惊蛰雷先鸣，必有四十五天阴。

39、惊蛰节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冬虫。

40、惊蛰春雷响，农夫闲转忙。

幼儿园中班惊蛰节气教案反思篇五

惊蛰象征二月份的开始，会平地一声雷，唤醒所有冬眠中的
蛇虫鼠蚁，家中的爬虫走蚁又会应声而起，四处觅食。所以
古时惊蛰当日，人们会手持清香、艾草，熏家中四角，以香
味驱赶蛇、虫、蚊、鼠和霉味，久而久之，渐渐演变成不顺
心者拍打对头人和驱赶霉运的习惯，亦即“打小人”的前身。

所以每年惊蛰那天便会出现一个有趣的场景：妇人一边用木
拖鞋拍打纸公仔，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念：“打你个小人头，
打到你有气冇定抖，打到你食亲野都呕”的打小人咒语。

《千金月令》上说：”惊蛰日，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
“石灰原本具有杀虫的功效，在惊蛰这天，洒在门槛外，认
为虫蚁一年内都不敢上门，这和闻雷抖衣一样，都是在百虫
出蛰时给它一个下马威，希望害虫不要来骚扰自己。



“打小人”实则是：抒发内心不忿

很多人都将“打小人”神化，其实此纯粹是民间习俗而已，
打小人的用意在于透过拍打代表对头人的纸公仔，驱赶身边
的小人瘟神，宣泄内心的不满，大部分人去打小人，一般目
的是求新一年事事如意，冇小人搞搞震，而被“打”的对象，
主要是二奶以及工作上的“金手指”。打小人的目的，就是
要希望他们知难而退及抒发个人内心的不忿。

蒙鼓皮

惊蛰是雷声引起的。古人想象雷神是位鸟嘴人身，长了翅膀
的大神，一手持锤，一手连击环绕周身的许多天鼓，发出隆
隆的雷声。惊蛰这天，天庭有雷神击天鼓，人间也利用这个
时机来蒙鼓皮。《周礼》卷四十《挥人》篇上说："凡冒鼓必
以启蛰之日。“注：“惊蛰，孟春之中也，蛰虫始闻雷声而
动;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可见不但百虫的生态与
一年四季的运行相契合，万物之灵的人类也要顺应天时，凡
事才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吃梨

在民间素有“惊蛰吃梨”的习俗。惊蛰吃梨源于何时，无迹
可寻，但祁县民间却有这样一则代代相传的故事。传说闻名
海内的晋商渠家，先祖渠济是上党长子县人，明代洪武初年，
带着信、义两个儿子，用上党的潞麻与梨倒换祁县的粗布、
红枣，往返两地间从中赢利，天长日久有了积蓄，在祁县城
定居下来。雍正年间，十四世渠百川走西口，正是惊蛰之日，
其父拿出梨让他吃后说，先祖贩梨创业，历经艰辛，定居祁
县，今日惊蛰你要走西口，吃梨是让你不忘先祖，努力创业
光宗耀祖。渠百川走西口经商致富，将开设的字号取名“长
源厚”。后来走西口者也仿效吃梨，多有“离家创业”之意，
再后来惊蛰日也吃梨，亦有“努力荣祖”之念。



祭白虎化解是非

中国的民间传说白虎是口舌、是非之神，每年都会在这天出
来觅食，开口噬人，犯之则在这年之内，常遭邪恶小人对你
兴波作浪，阻挠你的前程发展，引致百般不顺。大家为了自
保，便在惊蛰那天祭白虎。所谓祭白虎，是指拜祭用纸绘制
的白老虎，纸老虎一般为黄色黑斑纹，口角画有一对獠牙。
拜祭时，需以肥猪血喂之，使其吃饱后不再出口伤人，继而
以生猪肉抹在纸老虎的嘴上，使之充满油水，不能张口说人
是非。

抖虱子

有些地方的人在惊蛰时听到第一声春雷，赶快使劲抖衣服，
认为这样不但可以抖掉身上的虱子跳蚤，而且一年都将免受
这些寄生虫的骚扰。晚明刘侗在《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
里说：“初闻雷则抖衣，日蚤虱不生。”

吃炒豆

在山东的一些地区，农民在惊蛰日要在庭院之中生火炉烙煎
饼，意为烟熏火燎整死害虫。在陕西，一些地区过惊蛰要吃
炒豆。人们将黄豆用盐水浸泡后放在锅中爆炒，发出噼啪之
声，象征虫子在锅中受热煎熬时的蹦跳之声。在山西的雁北
地区，农民在惊蛰日要吃梨，意为与害虫别离。

吃炒虫

广西金秀县的瑶族在惊蛰日家家户户要吃“炒虫”，“虫”
炒熟后，放在厅堂中，全家人围坐一起大吃，还要边吃边喊：
“吃炒虫了，吃炒虫了!”尽兴处还要比赛，谁吃得越快，嚼
得越响，大家就来祝贺他为消灭害虫立了功。其实“虫”就
是玉米，是取其象征意义。



返回目录

惊蛰养生应该注意什么

起居方面

俗话说“春眠不觉晓”，春天气温升高让人变得更加容易困
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春困”，因此惊蛰过后更要注重睡
眠质量，如此才能精力充沛地工作生活。其实，提高睡眠质
量的方法非常简单，比如睡前可以在小区里散步一圈或是在
家简单地活动一下身体;洗脸、洗脚时按摩面部和搓脚心也可
以推动气血运行，温补脏腑，安神宁心，利于入睡。

疾病预防

有一句话叫作“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意思是说在人体正
气强盛的情况下，邪气不易侵入机体，也就不会发生疾病。
所以，增强体质、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十分重要。

春季与肝相应，如养生不当则会伤肝。惊蛰时节，属肝病高
发季节，流感、流脑、水痘、带状疱疹、流行性出血热等在
这一节气都易流行爆发，因此要严防此类疾病。

饮食方面

惊蛰后天气明显变暖，饮食应少吃肉食和油腻刺激的食物，
以清温平淡、富含植物蛋白质、维生素的清淡食物、新鲜蔬
菜为宜。如：春笋、菠菜、芹菜、鸡、蛋、牛奶、山药、莲
子、银耳等，这样能够应顺肝性，助益脾气，令五脏和平。

另外，初春乍暖还寒，气候还是比较干燥，容易感到口干舌
燥，可以多吃梨子。生梨性寒味甘，有润肺止咳、滋阴清热
的功效，民间也素有惊蛰吃梨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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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农事主要活动

早春划锄

这是早春麦田管理的主要措施，划锄可减少土壤水份蒸发，
改善土壤通气状况，提高地温和消灭杂草等。早春划锄的有
利时机为“顶凌期”，即在“表层土”化冻2cm时开始划锄，
此时保墒效果最好，且有利于小麦早返青、早发根、促壮苗。
划锄时要因地，因苗制宜，对晚茬麦田，第一次锄划要浅，
防止伤根和坷垃压苗;对于旺苗和徒长麦田，应在起身期进行
深耕断根，耕深约10cm，以断老根、喷新根，耕后要压实，
以控制地上部生长，促根下扎，变旺苗为壮苗。早春第一次
划锄要适当浅些，以后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划锄逐渐加深。

合理运筹好第一次肥水，促进各类麦田均衡增产

1、偏旺苗：主要是早播和大播量小麦。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播
期相对偏早、秋季和早冬温度偏高，导致苗龄偏大形成旺苗;
以及播种量偏大，且播后土壤墒情较好，出苗率高，导致群
体偏大形成旺苗。具体表现为苗大、群体足，很多地块已出
现封行。

严控返青肥、重施拔节孕穗肥。传统栽培技术中的返青肥，
不仅肥效低，且易引起旺长，导致后期倒伏。拔节前应严格
控制施肥，控制群体生长。到拔节期(倒3叶抽出)、群体麦苗
出现明显落黄时，每666.7平方米小麦追施45%的多元复混
肥(n、p2o5、k2o均为15%)15-20公斤、尿素8-10公斤(或拔节
期追3-5公斤，倒1叶抽出时5公斤)，以促穗大粒重。追肥时
如土壤墒情不足，应在追肥后立即补灌拔节水。

2、迟播苗：主要为迟播甘薯茬或中药才茬小麦，因甘薯或中
药材收获后小麦播种过迟。很多地块出现“一根针”甚



至“土里捂”。因迟播麦一般播量偏大，目前大部分迟播麦
苗数相对较足，应采用独秆麦栽培技术。

谨用春季肥、重施拔节肥。当田间出苗数能达到当地最适宜
穗数的90%-100%时(以石家庄为例，每666.7平方米出苗数
为40-45万)，则不施春季肥料，而在拔节期、田间小分蘖开
始明显死亡时，每666.7平方米小麦追施多元复混肥15-20公
斤、尿素6-8公斤。如返青时调查田间苗数确实过小，则应及
早追返青肥促分蘖，每666.7平方米小麦施尿素8-10公斤，拔
节期再补追尿素5-10公斤。

3、其它麦田：墒情较好的壮苗麦田，肥水管理时间要根据地
力、苗情而定。土壤肥力较差，群体较小的麦田，可在起身
期追肥浇水;肥力较好，群体较大的麦田，可在拔节期追肥浇
水，一般结合浇水亩追尿素20―25公斤。旱地麦田由于无水
浇条件，肥水管理的重点是借墒追肥，可在早春土壤返浆后
或雨后开沟追肥，一般亩追尿素20公斤左右，追肥时要深施
埋严。

化学除草，化控防倒

小麦返青至拔节期以前，在温度适宜时用苯磺隆或其它除草
剂进行化学除草。小麦起身末拔节前对高杆品种和有倒伏危
险的麦田用多效唑或壮丰安进行化控防倒。

及早防治病虫害

春季由于气温逐步升高，小麦病虫害开始发生，应密切注意，
提早防治，春季重点防治小麦全蚀病、麦蜘蛛、吸浆虫;小麦
抽穗后及时选用杀虫剂+杀菌剂防治小麦蚜虫和小麦白粉病。
防治小麦全蚀病，防治麦蜘蛛，防治小麦吸浆虫。

返回目录



幼儿园中班惊蛰节气教案反思篇六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会写田字格中的6个生字，做到笔顺正确。

（2）正确认读18个生字。

（3）借助拼音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情感目标：

理解课文内容，激发学生热爱春天的情感。

教具准备：

生字词卡片、小动物头饰。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设计：

一、导入：

1、教师根据学生的生活经验提出问题，为学习课文做下铺垫。

2、揭示课题：《惊蛰》

二、初读课文，读中识字。

1、引导学生借助拼音认读课文，把不认识的字画出来，多读



几遍，把字音读准，句子读通顺，最后标出自然段。

2、交流学习情况。

（1）指名分自然段读课文，学生互评正音。

（2）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认读词语、生字。

（3）再读课文，让学生读充分，在反复朗读中感悟语言。同
桌同学可以互相做小老师，听读课文，及时正音。（学生扮演
“小老师”，他们的角色具有了双重性，调动了学生认真读
书、认真倾听的积极性）。

三、指导朗读，培养语感。

1、在学生初步感知课文后，老师提出问题：“课文中写了哪
几种小动物？”让学生大致了解课文内容。

2、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读书感悟。即：你喜欢哪种小动物？就
用你喜欢的方式读一读课文中写这种小动物的语句。再想一
想为什么喜欢这种小动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书，把选
择学习方式的权力交给学生，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思想。
）

3、学生交流，指导朗读。

（1）引导学生抓住描写小动物们心情、动作的词句进行品味、
朗读。

例：生：我喜欢小刺猬，惊蛰到了，冬眠的小动物都出来了，
小刺猬醒的最晚，还没睡够，懒洋洋的，非常可爱。

师：你愿意给大家读一读吗？让同学们也来感受一下小刺猬
的可爱，好吗？读后再引导学生评议、练读。



（通过指导朗读，注意了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有感而读，加
强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直接感悟，培养学生的语感）。

（2）让学生联系生活经验和生活实际大胆想像。

4、角色表演，加深体验。

（1）有的同学喜欢小刺猬，有的`同学喜欢小金蛇，你们能
把自己喜欢的小动物的活动表演出来吗？同学们可以自由结
组，分角色练习表演。

（在学生朗读的基础上，让他们戴上小动物的头饰，自由结
组表演，使孩子们置身于课文中春天到来时的明媚的氛围中，
真正感受小动物的欢快情绪，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他们的经验
世界、情感世界和想像世界。）

（2）小组上前表演后，引导学生评价。

四、指导认读《二十四节气歌》。

先让学生说说自己还知道哪个节气，这个节气的气候有什么
特点。然后再认读并指导背诵《二十四节气歌》。

五、总结。

“一年之际在于春。”惊蛰到了，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人
们开始了新一年的播种，也开始了丰收的期望，我真心地希
望小朋友们在这大好春光里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每个人都
健康地成长。

第二课时

一、再读课文，分角色朗读。

二、学写生字。



本课有6个生字：出、们、快、青、地、团

1、你能记住哪个生字，把方法告诉给大家。

2、反复读字，口头组词。

3、学生试着书写生字。

三、拓展阅读。

阅读小诗《唱春天》。

百灵鸟亮开嗓子，

唱出新调；

鱼儿顶开薄冰，

吐出泡泡；

种子拱出地面，

长出嫩芽；

桃树孕育花蕾，

冒出苞苞；

我们结伴春游，

唱唱跳跳。



幼儿园中班惊蛰节气教案反思篇七

1、皑皑白雪满天飞，瑟瑟寒冬悄然退。绵绵春风杨柳拂，暖
暖惊蛰欣然到。虫鸟鸣歌心欢喜，百花盛开歌如海。一抹骄
阳暖心田，一句问候祝安康。惊蛰来到短信送，照顾自己是
主要！祝愿惊蛰健康如意！

2、惊蛰春雷动，养生我有招，流感多发季，保暖尤重要，多
吃葱姜蒜，速效感冒片，饮食宜清淡，牛奶豆腐鱼，温补强
免疫，枸杞银耳羹上午做运动，生阳好时段，切莫过剧烈，
最适宜微汗，睡前按摩面，助眠促循环，脚心搓百下，安神
去疲倦。情浓关怀送，安康都伴你！

3、惊蛰养生忙，巧喝调气茶，桔梗配菊花，清咽利喉佳，甜
叶菊泡水，清肝明目妙，常饮大麦茶，调理胃肠道，绿萼梅
绿茶，养肝是高招，情浓关怀送，愿你身体好！

4、惊蛰春雷响，融融春光赏，春寒仍逞强，单鞋莫早穿，补
充蛋白质，鸭血菠菜汤，少酸增点甜，粥里放大枣，油腻辛
辣物，再馋放一放，豁达好情致，养肝是良方，踏青郊游季，
运动免疫强。情浓关怀送，快乐又安康！

5、惊蛰春雷炸响，江南莺飞草长，塞北冰雪融化，东方杨柳
发芽，西部已经开发，正是江山如画，飞扬青春年华，我们
意气风发，爱我锦绣中华，惊蛰一路出发！

6、惊蛰来到肝气旺，养生切忌动“肝”戈，心胸开阔畅情致，
戒怒制郁消肝火，饮食清淡补蛋白，鸭血豆芽多吃点，充足
睡眠莫劳累，规律运动促循环。温馨关怀已送到，快乐安康
都围绕！

7、惊蛰饮食讲究多，科学食补消春火，饮食清淡忌油腻，莴
笋荸荠多摄取，多甜少酸补脾胃，山药大枣粥里见，辛甘之
品助春阳，洋葱魔芋和生姜，黄绿蔬菜防春困，记得多喝南



瓜汤，柑橘柠檬抗病毒，生食泡水是良方。温馨关怀已送上，
愿你快乐又安康！

8、惊蛰来到瘦身忙，教你吃肉不长胖，多吃白肉少红肉，鱼
虾鸡肉是首选，烹饪蒸煮最适宜，烧汁入味胜炖制，单纯吃
肉别混搭，汤汁拌饭易过量，一周瘦掉三五斤，坚持下来身
体好。愿快乐安康！

9、惊蛰草木盛，美食巧养生，蜂蜜润燥妙，早晚各一杯，韭
菜助阳气，最宜做馅料，樱桃营养丰，益气养颜好，菠菜能
养血，沸水烫软炒，多吃葱姜蒜，杀菌防病强，关怀已送上，
快乐又安康！

10、惊蛰到，阳光罩，春色迷人心情朗；春雷响，天回暖，
春暖花开万物苏；谈天地，去踏青，领略春光好风情；问候
真，祝福深，愿你幸福又安康。祝惊蛰快乐！

幼儿园中班惊蛰节气教案反思篇八

01、让孩子了解大雪节气的特点。

02、在做手工中加深对节气的认识。

雪花剪纸图样、儿童剪刀、大雪图片

01、图片导入：展示雪花图片

师：小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你们看到了什么?现
在是什么季节呢?

师：这个季节有什么特点呢?

师：我们今天就要一起学习的一个冬天里面的节气，叫大雪，
在大雪这天，天气会变得很冷，会出现降雪、霜冻、雾霾等



天气。

02、雪花剪纸师：天气这么冷，圣诞节马上到了，老师需要
小朋友们的帮助，手工来装扮一下我们的教室，我们一起来
把今天学习的大雪花做成剪纸窗花，贴在教室里。发放物品，
提示小朋友不要剪到手指。

今天小朋友们知道了大雪节气的特点，还做了剪纸，真的是
特别优秀呢，回家之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做做手工，让我们的
小手更加的灵活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