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小班元宵节活动反思 小班元
宵节活动方案(模板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小班元宵节活动反思篇一

1、知道元宵节要吃元宵，对制作元宵感兴趣。

2、初步学习用油泥搓圆的方法。

3、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并能根据所观察到得现象大
胆地在同伴之间交流。

4、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5、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人手一份油泥和一块塑料垫板。

1、出示生元宵，问：这是什么？今天为什么要吃元宵？老师
请大家吃元宵，高兴吗？

2、欣赏教师做元宵。教师把一小块油泥放在手心，手指伸直，
手心对着手心用力绕圈。

3、幼儿学搓元宵。教师轮流对幼儿进行观察和指导。

4、让幼儿把自己搓的元宵送给小动物尝一尝。



有句老话“上灯圆子，落灯面”，意思就是在正月十三这一
天家家户户都要亲自做圆子，吃圆子，在正月十八的时候呢
将会吃面，意味着新的一年真正的开始了。而今天正好是正
月十三，所以我将“搓元宵”这节活动安排在了今天，希望
孩子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元宵节”同时学会“搓元宵”

幼儿园小班元宵节活动反思篇二

1、引导幼儿了解赏花灯、猜灯谜是元宵节的风俗习惯之一，
感受过节的愉悦心情。

2、能用清楚连贯的语言描述自己的.花灯，并讲述一个谜语。

3、发展幼儿的语言交往能力。

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孩子们纷纷跟着大人前去公园参观
灯会。

1、物质：每人准备一盏花灯，上面贴有一则谜语，小奖品若
干。

2、知识：有关过节的生活体验。

一、导入

师：（开门见山引入主题）正月十五闹花灯，赏灯猜谜就是
我们元宵节的风俗习惯之一。

二、展开

1、赏灯活动。

（1）幼儿相互欣赏各自的花灯，教师引导幼儿用连贯的语言
介绍自己花灯的形状、颜色、名称及特别之处等等。



（2）请几名介绍有特色的幼儿给大家介绍自己的花灯。

2、猜谜活动。

（1）教师将幼儿分成两组，a组持有花灯和奖品，并给b组幼
儿念谜语，b组来猜灯谜，猜中了即得到奖品。教师讲清玩法
后，幼儿自愿展开游戏。（根据时间进行交换）

（2）集体讲述自己猜谜的情况：谁猜中了我的灯谜？我自己
猜中了几个灯谜？

（3）集体将难猜的灯谜找出来，大家一起猜，或带回家请爸
爸妈妈帮助猜。

三、结束

将a组和b组得到的奖品比一比，看哪队胜利了？

师：鼓励幼儿将自己猜到的谜语回家说给爸爸、妈妈听，让
他们也来猜一猜。

幼儿园小班元宵节活动反思篇三

活动名称：欢欢喜喜闹元宵(赏灯、猜灯谜)

组织形式：亲子形式(分年级组开展)

活动时间：xx年3月5日下午小班15：40、中班15：55、大班16：
10

活动准备：园内展出各种各样的花灯和灯谜、各种小礼物

活动建议：



1.参观花灯展，欣赏花灯的外形、色彩、图案。

2.交流对灯谜的`认知经验，丰富对灯谜由来、种类和结构的
认识。

3.积极参与赏灯猜谜活动，老师对优胜者给予适当的奖励。

(1)师幼共同布置“美丽的花灯展”，悬挂幼儿购买或参与自
制的花灯;

(2)收集幼儿在节日中赏灯、玩灯的照片，布置主题墙饰;

(3)在家长园地贴出“致家长的信”，介绍主题活动的构想和
配合事项。

园内大环境

(1)园内大厅悬挂教师、幼儿与家长共同收集和制作的各式花
灯，花灯下悬挂各种灯谜;

(2)宣传展板：开展元宵节活动的方案及要求。

幼儿园小班元宵节活动反思篇四

1、让幼儿知道元宵节的时间。

2、愿意讲述品尝过的各种各样的汤圆。

3、增进幼儿喜欢我国民族风情习俗的.情感

4、感受到节日的快乐。

5、通过礼物来对颜色感兴趣。

实物汤圆、泥工



一、教师讲述元宵节的时间。

二、让幼儿大胆讲述自己品尝过的元宵。

师：这些汤圆长得什么样子？汤圆里面有什么？

三、鼓励幼儿用泥工捏出自己喜欢的元宵形状，可以从颜色
上选择。

小百科：元宵，原意为“上元节的晚上”，因正月十五“上
元节”主要活动是晚上的吃元宵赏月，后来节日名称也演化为
“元宵节”。正月十五闹元宵，将从除夕开始延续的庆祝活
动推向又一个高潮。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赏
灯，猜灯谜，吃元宵，成为世代相沿的习俗。在汉文帝时期，
已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
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
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

幼儿园小班元宵节活动反思篇五

年月日星期

各班教室

音乐、面团、花灯、邀请家长代表8位。

1、了解元宵节时一些主要的风俗习惯。

2、愿意积极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一、介绍元宵节。

教师：今天我们一起看花灯、猜灯谜，是为了庆祝一个节日，
你们知道吗？



教师：元宵节不仅有看花灯、猜灯谜这些好玩的活动，还有
好吃的食品，猜猜是什么？教师结合幼儿用书小结：每月正
月十五这一天是元宵节，元宵节时中国传统的节日。在元宵
节这一天，大家要玩花灯、猜灯谜、吃元宵。

二、师幼一起欣赏花灯。

教师：今天我们班开灯展，每桌上都有许多盏花灯，我们去
看一看吧。可以拿起来看，但是要注意轻轻拿，轻轻放回去。

幼儿自由观赏各组的花灯，教师巡回观察，从颜色、形状或
玩法方面加以提示，鼓励幼儿大胆地用语言描述看到好花灯，
初步了解花灯的外形特征和名称。

请幼儿分别在集体面前介绍自己看到的花灯。

教师：灯展结束了，请小朋友上位。谁愿意告诉大家你刚才
看到了哪些灯？教师将幼儿说到的不同种类的灯拿到展示桌
上排一排，引导幼儿观察不同的灯。

三、教师、幼儿、家长一起制作元宵。

教师：猜猜，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做元宵。元宵是
什么形状的呢？怎么做？家长揉面，幼儿观察揉面的姿势并
模仿。

幼儿洗手后一起搓元宵。

四、品尝元宵。进一步感受元宵节的快乐。

教师：瞧，我们元宵出锅啦！洗洗你的小手，吃元宵。

活动反思：

1、活动的气氛比较热烈，孩子们参与度很高。特别是自己搓



元宵，在搓元宵后的品尝元宵，孩子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比
较满意。

2、有家长的参与，活动进行的比较有序。

3、这样的活动很适合小班幼儿，通过赏灯一系列的活动更清
楚地了解到元宵节这个民族节日的风俗，活动环节也是一环
套一环。

1、在介绍花灯时孩子们有些胆怯，应该事先让孩子们有所准
备就不会那么突然了。

2、在煮元宵的等待环节有些空，可以安排一些内容，而且元
宵下的比较慢，中间活动的衔接就不够紧凑了。

幼儿园小班元宵节活动反思篇六

1.引导幼儿运用各种材料，自主选择适宜的工具制作彩色元
宵。

2.在与材料的互动中激发幼儿积极思维，大胆动手操作，遇
到困难会想办法解决。

3.体验操作活动的乐趣。

1.材料区：幼儿已制作成的各种彩色水、米粉。

2.工具区：各种餐具（碗、调羹、盘子等），抹布

3.游戏区：大地毯上洒满蓝色小绉纹纸条。

1.与幼儿共同回忆制作彩色水的过程。

2.教师出示米粉和彩色水，讨论如何制作彩色的元宵。



师：今天我们要来做彩色元宵，需要什么材料呢？

幼：彩色水，米粉。

师：有了彩色的水，米粉。我们怎样制作彩色的元宵呢？

幼a：米粉里放点红色的水。

幼b：搅拌米粉。揉成米粉团，再搓成彩色元宵。

3.幼儿自主选择喜欢的材料，进行操作。

教师巡回引导，鼓励幼儿大胆尝试。提醒幼儿之间互相帮助，
注意卫生。对能力不强的幼儿给予引导和帮助。

幼b：不时地看看自己的操作，又偷偷地瞧老师。原来是他的
桔子米粉糊太稀了。面对他的困惑，教师给予及时的旁敲侧
击的引导。

4.幼儿互相交流制作过程，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

5.游戏：元宵乐

幼儿扮成元宵在地毯上自由滚动。（有的幼儿侧着滚、有的
幼儿抱着脚翻滚、有的幼儿头顶着地一个接着一个的滚、还
有的幼儿两人抱成一团翻滚……滚成一团，笑成一团。）

品尝彩色元宵，体验成功的喜悦。

1.彩色元宵是预成活动中的一个生成活动，它建立在幼儿的
需要与兴趣上，建立在幼儿已有经验上，它是一个现有经验
与新经验的整合活动，在活动中鼓励幼儿大胆操作、主动探
索。



2.每时每刻，不论在任何一个地方，一种爱的力量总在激励
着幼儿积极地观察这个世界，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作为活
动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的教师应抓住教育契机，创造性
地运用教育机智，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材料、创设探索活动的
机会和自由发展的舞台，激活幼儿的思维、挖掘智慧，尊重、
支持、鼓励幼儿在活动中大胆尝试、主动探索，促进幼儿在
现有水平上不断地发展。 3、幼儿天生是个探索家，在探究
如何使自己变成元宵的过程中，孩子们的表现发挥得淋漓尽
致，在体验成功的快乐中，他们的情感得到了更一步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