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大班二十四节气清明教案及
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大班二十四节气清明教案及反思篇一

乐于参与春分竖蛋游戏，体验动手动脑竖鸡蛋的挑战与乐趣。

感知春分时节天气回暖带给生活的变化。

了解春分燕北归、百花开的节气特点。

课件准备：“燕北归”音频及图片;“百花开”音频及组
图;“春分竖蛋”动图。

师幼谈话，鼓励幼儿讨论春分天气回暖带来的变化。

——春分到啦!天气暖和了。天气变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变化?

——我们穿的衣服比之前多了还是少了?

活动建议：

教师可根据本班幼儿的回答进行小结。

播放音频及图片“燕北归”，引导幼儿了解“春分燕北归”
的节气特点。

1.播放音频及图片“燕北归”，引导幼儿欣赏春分燕北归的



景象。

——你们的发现很准确，奇奇也有春分时的新发现，一起来
看看。

——奇奇发现了春分时的什么特点?

——你看到小燕子在哪里?它们在做什么?

小结：春分时小燕子回到北方，它们有的在天上飞，有的在
地上啄泥衔草，有的在鸟窝旁边，忙着搭新家。

2.操作课件，带领幼儿了解春分燕子北归的原因。

——小燕子为什么在春天飞回北方呢?

小结：冬天时北方太冷了，小燕子便从北方飞到比较温暖的
南方避寒过冬，春分一到，祖国大地全部都暖和起来了!所以
小燕子就飞回了变得温暖的北方，为搭新鸟窝忙个不停啦。

播放音频及组图“百花开”，引导幼儿了解春分百花开的节
气特点。

1.播放音频及组图“百花开”，带领幼儿了解“春分到，百
花开”。

(1)播放音频，了解妙妙春分时的新发现。

——妙妙发现了什么?(好多漂亮的花都开了。)

(2)出示组图，带领幼儿赏花，进一步了解春分百花开的节气
特点。

——我们也来赏花吧。仔细看看这些美丽的花，你最喜欢哪
个?说说它是什么样子的。



小结：春分到了，天气暖和了许多，花儿们生长得更快了。
桃花、樱花、李花、玉兰花等等，都开放了。花儿们五颜六
色的，有白的、有黄的、有粉的，有的花瓣中间还有细细的
花蕊，真像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2.鼓励幼儿说说生活中还见到哪些花开放。

——你还在哪里见过美丽的花?(幼儿园、公园、小区……)

小结：春分前后，各色各样美丽的花就在我们的身边，等着
大家欣赏呢。

播放动图“春分竖蛋”，带领幼儿了解春分竖蛋的习俗，鼓
励幼儿积极尝试竖蛋游戏。

1.出示动图，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听完了奇奇、妙妙的发现，老师也有一个春分小发现，
是一个好玩儿的游戏，叫做“竖蛋”。以前的人们常在春分
竖蛋，来庆祝春天的来临!

——一起来看看这个有趣的游戏是怎么玩的。

2.请幼儿拿出自备的鸡蛋，鼓励幼儿自由尝试“竖蛋”。

——竖蛋游戏真神奇呀。其实，竖蛋最重要的是有耐心和动
作放轻，把鸡蛋大头朝下，轻轻地竖放在桌子上，如果能竖
立起来就算成功了。小朋友们也快来挑战吧。

3.幼儿交流分享自己的竖蛋过程。

——小朋友们的鸡蛋竖起来了吗?你是怎么做的/你遇到了什
么困难?

发放多种操作材料，鼓励幼儿探索利用各种材料使鸡蛋站起



来的方法。

活动建议：本环节由教师根据班级幼儿竖蛋结果和兴趣情况
进行自选。

1.每桌发放一组操作材料，鼓励幼儿利用各种材料探索使鸡
蛋站起来的方法，教师巡回进行个别指导。

——让鸡蛋站起来还真不简单呢。老师准备了一些其他材料，
借助什么材料可以让鸡蛋站起来?动手试试吧。注意，要把鸡
蛋较大的一头朝下才能让鸡蛋站立更容易哦。

2.教师根据幼儿操作情况进行评价总结。

——你们成功了吗，你们用了什么材料帮助鸡蛋站立，是怎
么做的?

小结：原来有这么多办法可以让鸡蛋站起来。只要开动脑筋，
多多动手尝试，就可以做到很多神奇的事情!

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选用生鸡蛋或熟鸡蛋作为幼儿竖蛋的操作
材料。

教师应注意幼儿操作材料时的安全状况，提醒幼儿勿食材料。

教师可鼓励幼儿发散思维、多尝试，探索各种使鸡蛋站立的
材料与方法。

日常活动

春分时节气温虽回温但常有雷雨、昼夜温差大，教师提醒幼
儿注意保暖。

家园共育



1.家长与幼儿共同聆听宝宝巴士故事《春分春分，昼夜平
分》，引导幼儿进一步感知节气传统文化。

2.家长可引导幼儿发现生活中的春色(如路边、公园里、小区
里)，共同欣赏仲春时花红柳绿的美景。

3.有条件的家长可与幼儿一起观察小燕子，寻找燕子窝，引
导幼儿进一步感受仲春时生机勃勃的景象。

幼儿园大班二十四节气清明教案及反思篇二

1、愿意通过儿歌理解大雪的节气特征，喜欢朗读儿歌。

2、在理解儿歌的基础上，能够较熟练的朗诵儿歌。

3、通过学习大雪儿歌，知道大雪节气里河水、动物天气变化
的明显特征。

《大雪》

小雪小雪刚刚过，

大雪大雪要封河。

小兔小兔毛毛厚，

大熊大熊躲进窝。

北风婆婆来巡逻，

太阳公公不敢惹。

乌云哥哥把天遮，

雪花姑娘好做客。



1、 儿歌里都有谁呢？它们都是什么样子呢？

2、 太阳公公为什么不敢惹北风婆婆呢？

3、 雪花飘落的时候，天空什么样子？大地会是什么样子？

4、 雪花姑娘长什么样子？下雪的时候，你试着接上一朵小
雪花在手心，仔细地观察观察她吧。

1、 我们可以把儿歌的每一句歌词都想象成画面，这样可以
有效帮助孩子理解内容。

2、 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对各种事物进行联想和想象，比如河
面结冰或大雪覆盖的情景；毛茸茸的兔子会是什么样；大熊
怎么躲在洞里睡觉……爸爸妈妈可以进行这样的提问，如：
北风婆婆太阳公公乌云哥哥雪花妹妹会是什么样子呢？引导
孩子把想象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描述，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联
想和想象能力，也是提高记忆力的好方法。

幼儿园大班二十四节气清明教案及反思篇三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让幼儿了解清明节及其由来，掌握一些清明节的习俗，欣赏
古诗的语言意境之美，有语言，社会，艺术整合而成本节教
学活动。

传说春秋时期，晋文公受到迫害流亡在外，他在流亡过程中
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一些大臣受不了这些苦，相继离
开了他，到后来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其中一个人叫介子推，
，他对晋文公非常忠心。有一天，晋文公快饿昏了，介子推
拿刀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在火上烤熟了让晋文公吃，就
这样晋文公没有饿死。后来晋文公当上了皇帝，，他要封赏
当年跟随他一起流亡的大臣，可是他把介子推忘了，有人提
醒他，他心里感到非常惭愧，派手下人去请介子推进朝做官，



介子推不愿意做官就没去，晋文公亲自去请介子推，当到介
子推家时，发现他的门已经锁上了，介子推背着他的母亲逃
进了绵山。手下人出了个主意：放火烧山，想以此逼出介子
推。可是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也没见介子推出来，晋文公派
人搜山时，发现介子推和他母亲已被烧死，他们紧紧抱着一
棵烧焦的刘顺。晋文公厚葬了介子推母子，并把绵山改为介
山。

第二年春暖花开之时，晋文公去介子推墓前看望，发现那棵
烧焦的柳树又发出新的枝芽，晋文公看到柳树枝就像看到介
子推一样悲喜交加，上前折下柳枝编成环形戴到头上，以示
对介子推的怀念，晋文公把这一天定为清明节，以后每年的
这一天他都来祭奠介子推。

1、欣赏杜牧的诗《清明》，学习七言诗的节奏。

2、了解清明节的来历，知道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让幼
儿了解一些清明节的习俗。

3、让幼儿体验诗的语言、意境之美。

1：反映古诗内容的课件，

2：儿童歌曲《清明》

3：沙锤每人两个

一：导入活动

放课件欣赏古诗《清明》

二：基本活动

1、介绍清明节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这一天有与家人结伴踏青游春，
祭祖扫墓的习俗。

2、介绍清明节的由来

讲述背景故事

3、朗诵古诗

（1）按七言诗的节奏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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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师朗诵，幼儿用沙沙的声音给古诗伴奏

清明/时节/雨纷纷

沙沙/沙沙/沙沙沙

路上/行人/欲断魂

沙沙/沙沙/沙沙沙

借问/酒家/何处有

沙沙/沙沙/沙沙沙

牧童/遥指/杏花村



沙沙/沙沙/沙沙沙

（3）幼儿一边朗诵一边用沙锤给自己伴奏

清明/时节/雨纷纷

沙锤：哒哒/哒哒/哒哒哒

路上/行人/欲断魂

哒哒/哒哒/哒哒哒

借问/酒家/何处有

哒哒/哒哒/哒哒哒

牧童/遥指/杏花村

哒哒/哒哒/哒哒哒

4：理解诗的内容体验诗的语言、意境美

放课件欣赏美丽画面，提问：你看到图上有什么？

幼儿回答（小桥，柳树，花，人，牛），教师讲解：清明时
节，阳春三月，柳绿花红，更有霏霏细雨，绵绵不断，美丽
迷人，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合家团聚，游春踏青，祭祖扫
墓，这是一个最见亲情的日子，但是总会有人在这样的日子
里，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外面匆匆行走，春雨打湿他的
衣服，这样的节日，这样的美景，让行人却显得非常忧愁。
在这忧愁的时候，行人生出一个念头：我要找一个酒馆，喝
上几杯酒，避避雨，歇歇脚，暖暖被淋湿的衣服，排遣一下
渐行渐浓的愁绪，就问路边的牧童，牧童信手向远处一指，
在杏花深处，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小村，挑出一幅酒帘。牧童，
杏花，小村，酒馆行人感觉像是回到自己的故乡，心头涌起



一丝暖意。

5：吟唱古诗

师：诗很美，诗是一幅画，更是一首歌，我们听来听歌曲

《清明》，播放音乐，一起欣赏歌曲，吟唱古诗。

三：结束活动

春天是美好的，春光迷人的，让我们一起去享受这美好的春
光吧！

幼儿园大班二十四节气清明教案及反思篇四

了解与春分有关的习俗,感受春分带给我们的文化情趣。

通过收集春分的材料，传承民俗文化，建立起对家乡浓厚的
感情。

引导幼儿主动探索传统节日的历史渊源、独特情趣。

1.教师准备:了解各地有关春分习俗。有关春分习俗的图片，
各种与春分活动有关的文字介绍。

2.幼儿准备:向老人询问民间流传的与春分有关的谚语、习俗。

一、前置学习初步了解一些春季气候变化的相关常识，以及
气候变化对生活的影

惊蛰简介:(课件、春分的图片)

二、教师介绍春分的由来

春分，古时又称为“日中”、“日夜分”，在每年的3月20日



或21日，春分的意义，一是指一天时间白天黑夜平分，各
为12小时;二是古时以立春至立夏为春季，春分正当春季三个
月之中，平分了春季。

春分这一天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几乎相等，所不同的是北半
球是春天，南半球是秋天.春分是24节气中的第4个节气，是
春季6个节气中的第4个。

中国古代将春分分为三候：“一候元鸟至;二候雷乃发声;三
候始电。”便是说春分日后，燕子便从南方飞来了，下雨时
天空便要打雷并发出闪电。古代黄河流域与之相应的物候现
象为“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

春分节气习俗：吃春菜

岭南风俗

昔日四邑(加上鹤山为五邑)的开平苍城镇的谢姓，有个不成
节的习俗，叫做“春分吃春菜”。“春菜”是一种野苋菜，
乡人称之为“春碧蒿”。逢春分那天，全村人都去采摘春菜。
在田野中搜寻时，多见是嫩绿的，细细棵，约有巴掌那样长
短。采回的春菜一般家里与鱼片“滚汤”，名曰“春汤”。
有顺口溜道：“春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
”一年自春，人们祈求的还是家宅安宁，身壮力健。

春分节气习俗：送春牛

春分随之即到，其时便出现挨家送春牛图的。其图是把二开
红纸或黄纸印上全年农历节气，还要印上农夫耕田图样，名曰
“春牛图”。送图者都是些民间善言唱者，主要说些春耕和
吉祥不违农时的话，每到一家更是即景生情，见啥说啥，说
得主人乐而给钱为止。言词虽随口而出，却句句有韵动听。
俗称“说春”，说春人便叫“春官”。



春分节气习俗：粘雀子嘴

春分这一天农民都按习俗放假，每家都要吃汤元，而且还要
把不用包心的汤元十多个或二三十个煮好，用细竹叉扦着置
于室外田边地坎，名曰粘雀子嘴，免得雀子来破坏庄稼。春
分期间还是孩子们放风筝的好时候。尤其是春分当天。甚至
大人们也参与。风筝类别有王字风筝，鲢鱼风筝，眯蛾风筝，
雷公虫风筝，月儿光风筝，其大者有两米高，小的也有二、
三尺。市场上有卖风筝的`，多比较小，适宜于小孩子们玩耍，
而大多数还是自己糊的，较大，放时还要相互竞争看哪个的
放得高。

春分诗句

《春分》

立春阳气转，雨水雁河边

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

三、总结提升:

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春分

作业回家给家人介绍春分的习俗

幼儿园大班二十四节气清明教案及反思篇五

1．简单了解清明节的由来和传统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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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了解清明节的由来和习俗。

体验感受清明的气氛，懂得怀念先祖与革命烈士。

开始部分

古诗导入：《清明》

师：这首古诗里藏着一个节日，你们知道是什么节日吗？

二、基本部分。

清明节到了，都有哪些习俗呢？

幼儿自由讲述。

教师播放清明节由来的视频，幼儿观看。

2、交流：

师：清明节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有清明节呢？在清明节这
天我们都要做些什么？（根据幼儿回答教师出示相应图片。）

3、引导幼儿初步体验怀念先祖，怀念革命烈士的情感。

（1）出示扫墓图片。

师：瞧！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去扫墓呢？

小结：每年清明前后，为了表达对已经去世的亲人的怀念，
我们都会去他的墓前祭拜，表达哀思。

（2）出示革命烈士陵园扫墓图片。

三、结束部分



教师播放“革命烈士”的事迹，请幼儿观看，引导幼儿了
解“烈士”：董存瑞、黄继光、消防英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