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中班清明节的教案反思(汇
总8篇)

五年级教案的编写过程中应该注重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教学
资源的充分利用。请大家看一下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中
教案范本，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灵感和思路。

幼儿园中班清明节的教案反思篇一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来到时，风和日丽的春天真
正地开始了，幼儿园中班清明节活动策划。在清明节期间，
组织幼儿系列教育活动，目的是让幼儿通过制作清明果，了
解清明的习俗;通过亲子游戏了解春天是播种的好时节，了解
传统风俗，锻炼身体，从而充分感受春景的美好。

制作青果，感受春天。

1.了解清明节的来历习俗，感受清明节的氛围。

2.了解春天是播种的好季节，充分感受春天的美好。

3.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4.让幼儿知道节日的时间。

1.策划组组长：

会长成员：

组织委员、宣传部长

会务组组长：



财务部长成员：

吴老师、中班段各班阿姨职责：

做好各类物资的准备和管理工作;对制作清明果、运动会现场
进行布置。

3.游戏组组长：金爱娜成员：吴老师、刘老师、金老师、邵
老师职责：

按规程要求接受运动员报名;组织好游戏项目，规划方案《幼
儿园中班清明节活动策划》。

4.农具展览组组长:朱老师成员:中班段各班老师

5.宣传组组长：宣传部长成员：

中班段家委会委员4个负责摄影。

6.安全组组长：

安全部长组员：

中班段各班园级家长委员

拟定于4月2日上午8:40在幼儿园大操场进行

8:00-8:30幼儿入园，8:30-8:40到操场集中。园长讲话会长
讲话亲子操：

减肥操9:009:50制作清明果

1.制作前各自去班里洗手。

制作清明果要求：



美观、有创意。

3.制作清明果30分钟。

春耕规则：

以班级为单位开展的接力赛，每班以家庭为单位分为两组，
一组在起点，一组在终点。家长和幼儿分别当大牛、小牛，
各自手持跳跳袋、羊角球，一对大牛、小牛从起点一起跳至
终点处，将游戏道具传给第二个家庭，来回依次进行，哪个
班先跳完哪个班为胜。

运粮食规则：

以班级为单位，两个家庭为一组，1号、2号家长运用箩筐把1
号的孩子运到对面，然后把对面2号家庭的孩子运回来;再将
箩筐传给3号、4号的家庭，然后3号4号的家长又把3号的孩子
运到对面，把对面4号家庭的孩子运回来，依次进行，先完成
的班级为胜。10:50-11：30品尝青明馃、家长吃青明馃比赛。

1.每班选出4名家长进行吃清明果比赛。

2.每轮4人，共4轮。

3.规则：每人吃5个，最先吃完的为胜。11:30结束活动，下
午请各位家长自行带孩子到烈士陵园扫墓。

1.每人自带制作青明馃的材料

2.由于活动需要，能在农村借到手推车、蓑衣、耙等农具的
家长请下周一交给班级老师。

3.为了方便活动，请孩子和家长当天穿运动鞋，家长负责孩
子的安全。



4.一如既往，做好文明榜样，保持场内清洁，做到文明观众，
遵守良游戏秩序。

小百科：融汇了寒食与上巳两个节日习俗的清明节，在宋元
时期形成一个以祭祖扫墓为中心，将寒食的禁火冷食风俗与
上巳郊游等习俗活动相融合定型的传统节日。明清大体承接
前代旧制，清明节仍然坚持并发展着其在春季生活中一个必
不可少的大节的地位。

幼儿园中班清明节的教案反思篇二

1、喜欢朗诵儿歌，并理解儿歌的基本内容。

2、学习正确洗手的方法。

3、培养幼儿爱洗手，讲卫生的好习惯。

4、根据已有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5、了解儿歌的含义。

重点难点

学习朗读儿歌，并能边做动作边读。

活动准备

挂图、香皂、毛巾、自来水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

老师：小朋友们，小手脏了怎么办?



幼儿：用水洗。

老师：你们会不会洗?

幼儿：会。

老师：那你都是怎样洗手的呢?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幼儿回答各自各的洗手方法。

2、老师：(出示挂图)

老师：图上有谁?在做什么?

幼儿：小朋友，在洗手。

老师：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洗手?

幼儿：吃饭前、上厕所后、玩耍后、从外面回到家里或教室
里，等等......

老师小结：宝贝们说得都很好，先搓手心，再搓手背，然后
关水，用干净的毛巾擦干小手，现在让我们来把这些步骤编
成一首好听的儿歌吧。

3、学习儿歌。

(1)教师示范朗读儿歌，边读边做动作。

儿歌：小肥皂，手中拿，手心手背搓搓。

冲冲水，冲冲水，小手干净了。

(2)幼儿配合动作跟读。



实践练习洗手一次

1、幼儿洗手，教师指导个别幼儿，提醒幼儿不玩水，并能按
一定的步骤边读边做洗手的动作。

2、表扬正确洗手的幼儿。

教学反思

洗手是幼儿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活动中，我先让幼儿来示范
如何正确洗手，在老师的引导下，幼儿能做到先卷起袖子，
然后手心搓搓，手背搓搓，并告诉老师不能玩水。结合动作，
幼儿较容易地学会了儿歌，而且能边唱念边表演，效果很不
错。但在之后的实践环节中，有的幼儿没有老师的提醒就又
开始了玩水，可见，不玩水的行为个别幼儿还是不能控制好
自己，需要老师的随时提醒。当然，在一次活动中就想改变
幼儿玩水的坏习惯，确实不可能，这需要老师在平时对引导
多提醒，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地使幼儿养成正确洗手的好习
惯。

幼儿园中班清明节的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初步尝试3/4拍的节奏。

2．感受新年活泼欢快的气氛。

活动准备：新年树、悬挂的.小物件、小狗、磁带

设计思路：新年即将到来，但和幼儿的谈话中发现幼儿对于
新年的概念是模糊的，他们平常总是跟在爸爸妈妈后面过年，
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通过这次音乐活动让幼儿感受过新年
的快乐气氛，从而让幼儿从无意识的状态变为有意识的状态，



让幼儿喜欢过年，懂得长大一岁要更加懂事了，进而对新年
有深刻的感知，提升幼儿的生活经验。

活动过程：

一．律动：听音乐，随意做动作，引导幼儿体验新年欢快的
气氛。

二．学习歌曲1．完整的欣赏歌曲。

2．幼儿跟着音乐一起拍手，熟悉音乐旋律。

3．幼儿和教师一同念歌词。

4．在教师的帮助下幼儿学唱歌曲。

三．歌表演1．许愿

2．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吧！

幼儿园中班清明节的教案反思篇四

1、教幼儿知道清明节是几月几日。

2、让幼儿通过各种活动，了解清明节的意义。

3、了解民族的传统风俗，体验春天的美好。

4、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节日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节日
的活动。

5、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节日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节日
的活动。

录象、图片、纸花



一、通过谈话让幼儿知道清明节的日期。

二、引导幼儿观看录象，体验清明的气氛。

二、教师讲解清明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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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组织幼儿制作小花。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为我们换来的。为
了纪念他们，今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烈士们制作小白花来
缅怀他们。

四、教育幼儿爱祖国。

幼儿园中班清明节的教案反思篇五

在一年当中有很多的传统节日，其清明就是春季中的节日之
一，但是小朋友们对清明节了解多少呢？以下就让我们以清
明节为主题探讨下有关四季中的节日，及了解清明节的由来！

1、知道清明节是纪念祖先的日子，大家都会为祖先们扫墓。

2、知道清明节的由来。

3，扫墓时应该注意安全事项。



展示有关清明照片

（一）看图讲讲

1、演示画面一，看到这个图形你看到了甚么？

小结：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大家在扫墓。

2、演示画面二，现在，你们知道清明节是怎么来的吗？

教师讲解小结

3、演示画面三，扫墓是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4、从文字上看，清明多是甚么意思？

5、今天老师预备了很多图片，请小朋友来找一找，哪些与清
明有关？幼儿分组商讨。（再现与迁移已有经验：咏柳、游
园不值、清明时节等古诗）。

6、小结：清明不但是春天的节气还是春天的重大的节日，是
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踏青到大自然的怀抱，
享受着春天温顺的天气和万物苏醒带来的'欢乐，感谢先烈、
先人给我们创造的美好生活。

（三）视听欣赏，感受传统艺术。

2、幼儿欣赏清明节时发生的安全隐患事件。

3、发问：有甚么感觉或？（帮助幼儿简单理解画面内容）

1、评价

2、总结



幼儿园中班清明节的教案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通过欣赏古诗、观察图片，初步了解古诗大意。

2.能正确熟读古诗。

3.了解清明节的风俗习惯，感受清明节人们扫墓的心情。

4.简单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其全称、日期和意义。

5.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活动准备：

1.古诗教学的自制ppt。

2.幼儿前期经验准备：了解清明节的风俗习惯。

活动过程：

(一)入场：听《琵琶语》学古人漫步进场，感受古曲的气氛。

教师：现在我们听着优美的古曲，慢慢的进场，然后轻轻地
找个座位坐下来。

(二)了解清明节的风俗。

播放"清明介绍ppt"，教师做相应的小结。

教师：小朋友说了很多清明节做的事，我们看看其他人会做
些什么呢?

教师：清明节这天，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带着悲伤的表情，



手捧着鲜花去祭拜去世的亲人……所以，清明节要去扫墓，
是对已经去世的人的尊敬与怀念，也因此在清明前后，人们
的心情都比较难过和悲伤。

(三)学习古诗，初步了解古诗大意。

1.完整欣赏古诗两遍。

欣赏古诗朗诵。(播放课件)教师：请小朋友看大屏幕，刚才
电脑里的老师已经把《清明》这首古诗诵读了一遍，现在请
你们跟着老师再来读一遍，老师念一句小朋友跟一句。(播放
古诗背景)幼儿跟着教师诵读。

2.看背景图，初步了解古诗大意。

幼儿看图自由回答。

3.句卡配对，进一步了解古诗大意。

(1)出示图卡，引导幼儿发现诗句与画面的匹配关系(2)观察
图片，幼儿为诗句匹配图片。

教师：如果要给这些句卡宝宝找图片朋友，你们认为应该怎
么找。谁能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这句诗句，找图片朋友。

教师：谁能为"路上行人欲断魂"这句诗句，找图片朋友? "路
上行人欲断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谁来说一说。

教师：第三句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对应哪一幅画面?

教师：那是谁回答老爷爷的?那个小孩。哦，最后一句"牧童
遥指杏花村"对应的就是第四幅图片了。

教师：现在你们知道古诗和这些图画的关系了吗?原来图片上
的内容说的就是古诗中的内容。



(四)朗诵古诗1.幼儿整体诵读。

教师：那这首古诗的名字就叫《清明》(出示字卡)，写这首
诗的诗人叫杜牧，他是唐代很有名的诗人现在我们一起看着
图片再来读一读这首古诗。

2.记忆大考验两遍。

3.幼儿跟读两遍。

4.表演读。

教师：你们读得真好听。那现在我们边读古诗边做动作，我
们来表演一下这首古诗吧!

5.古诗接龙。

(五)认字活动：学习"明"字。

教师讲述"明"的字源故事。

教师："明"在甲骨文中是由一个日和一个月组成，表示日月
照耀、明亮的意思，也解释为带来光明。金文和小篆的名字
是由月和一个窗形的结构组成，意思是月光照进窗内，表示
光亮之意。现在的明字则确定为日月之明了，一般用为光亮
之义。

教师：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字宝宝读什么呀?(明)(六)结束活动：
欣赏歌曲《清明》。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古诗《清明》，它还有一首好听的歌
曲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活动延伸：



1.学习歌曲《清明》。

幼儿园中班清明节的教案反思篇七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了解《清明上河图》画面内容及其在我国绘画史上和世界
艺术史上的地位。

一课时

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先欣赏一幅我国古代绘画，想一想这
幅画给你的印象是什么？（交流）它是我国灿烂的艺术瑰宝
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是宋代画家张择端的作品《清明上河
图》。今天我们要学的这篇课文，就是介绍这幅绘画作品的。
（板书：24 清明上河图）

1.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课文是从哪些方面来写的？

本文比较详尽地评介了我国古代一幅极其珍贵的绘画作品的
内容、特点及其重要价值。

课文里是分哪几个部分介绍《清明上河图》画面上的内容呢？
（板书：市郊景象、汴河两岸、市井街道）

a.分组自学画面内容。（分成三组学习）

b.汇报交流。

1.《清明上河图》的市郊景象（出示cai）

（1）观察画面，结合课文内容思考问题问题。



（2）这是什么季节？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枝芽萌动、农田初绿。

（3）这一部分写出了人们的哪些活动？给你总的感觉是什么？

赶集的人们驮着货物从条条道路向城里进发，码头停泊数条
大船，人们忙着搬运粮食，这些都准备进行交易。

春意盎然，一派繁忙的景象。

2.《清明上河图》的汴河两岸（出示cai）

（1）观察画面，结合课文内容思考问题问题。

（2）“热闹非凡”是什么意思？从哪儿看出热闹非凡？

不是一般的热闹，而是非常热闹。这从“行人众多，车水马
龙，人声鼎沸”可以看出来。

（3）“人声鼎沸”是通过什么表现出来的？作者能写出这些
声音说明了什么？

3.《清明上河图》的市井街道（出示cai）

（1）观察画面，结合课文内容思考问题。

（2）这一部分给你的总的感觉是什么？（好一派繁荣昌盛的
景象）

各行各业，五行八作的人们各自展示自己的绝活，在明媚的
春天里，购物者人来人往，商家店肆生意兴隆。

（4）街市上都有哪些人？课文里是怎样描写的？



“士农工商”写出了人们的社会阶层;“男女老幼”写出了不
同的性别和年龄;“骑马的，乘轿的”写出了他们的社会身
份;“购物的，叫卖的”写出了买卖双方。无论阶层、社会地
位、年龄性别，他们共同组成了这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1.《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给你总的印象是什么？课文是
怎样描写它的特点的？谁能找出来读一读？我们可以用书中
的哪两个词语来形容？（板书：规模宏大、场面繁杂）

2.对于这样的一幅作品，作者是怎样对它评价的？

（板书：重要地位、历史价值、珍贵资料）

它不仅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具有极高的历史
价值，成为研究我国宋代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极其珍贵的形象
资料。

本课虽然是一篇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文章，但文中对画
面内容的描述生动具体，而且饱含着对作品赞赏的情感。所
以我们在读课文时要进入情景，对描述的画面必须展开想象，
达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境界。

边看、边听、边想、边说。

市郊景象  重要地位

《清明上河图》 汴河两岸 规模宏大，场面繁杂 历史价值

市井街道  珍贵资料

资料提供者：



幼儿园中班清明节的教案反思篇八

清明节是国务院规定的`法定传统假日，同时也是被列入第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清明节是中国人继春节后又
一个重大的节日，我国祭拜祖先从古有之。国家实行清明长
假，有着很重要的精神文明教育意义。孩子通过纪念革命先
烈、祭奠逝去亲人，祭祀华夏始祖，可以弘扬传统文化，增
强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增强孩子热爱环境、保护自然的
意识，这也使文化习俗焕发新的时代文化精神。因此，幼儿
园为了进一步落实和加强对幼儿的道德教育，对孩子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我园结合清明节这一节庆教育的契
机，组织题为“敬、孝、礼”的清明节系列活动。通过活动，
教育孩子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教育孩子“敬怀先人、
孝敬长辈、礼貌待人”，度过一个有意义、充实的清明节。

1、搜集资料，了解清明文化(最后选取孩子搜集到的材料制
成展板交流)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
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
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清明节作为我国的
法定传统假日，有着其悠远的文化内涵，通过资料的收集等，
让孩子逐步了解清明的文化习俗，从中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
的魅力与丰富内涵，增加孩子的文化知识和对祖国的热爱之
情。

具体内容如下：

1、清明节的由来

2、各地的清明节习俗

3、有关清明节的传说、故事



4、了解清明期间的各种春游活动

3、清明节亲子“四个一”活动：

(1)参观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开展一项清明节民间传统习俗活动

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
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
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
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因此，这个节
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
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这里提供一些习俗活动供参考：

a、荡秋千：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
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
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
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
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
所喜爱。

b、踏青：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
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
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c、植树：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
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
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
流传至今。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
国植树节。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d、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



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
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
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
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3)诵读一篇与清明有关的诗篇或文章

(4)收看一个关于清明节的电视节目

(三)总结交流：领悟清明，升华爱国情感

文化的根在于传承，清明节留给孩子的感受是丰富的、个人
的，只有通过交流总结，才能形成一种班级文化，起到更好
的教育作用。

安排以下总结交流内容：

1.以“清明”为话题撰写文章。

2.以班级为单位出一块“清明节”主题展板。

展板内容：孩子收集到的资料及其在清明节期间的活动照片、
优秀文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