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大班中秋节活动方案设计 幼
儿园大班中秋节活动方案(精选9篇)

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
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通过制定
方案，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推进工作，逐步实现目标，提高工
作效率和质量。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方案范文的相关内
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大班中秋节活动方案设计篇一

1、尝试表现人物抬头时的动态。

2、回忆中秋赏月，体验看月亮的快乐。

3、简单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其全称、日期和意义。

4、知道节日时人们主要的庆祝活动。

能表现出人物抬头时的动态。

教师范例、铅画纸、勾线笔等。

讨论演示——操作表现——分享体验

一、讨论演示

2、出示范例2，师：抬头看的小朋友和正面站着的小朋友有
什么不一样?

3、幼儿共同讨论：通过比较来发现头发、眼睛、嘴巴等画
的'位置不一样。



4、小结：原来抬头看的时候我们五官的位置不一样。

(2)讨论示范画

1、请个别幼儿来示范抬头时的头部特征。

2、出示范例

3、师：中秋节，有好些小朋友都在看月亮……

二、操作表现

1、教师提出要求：把看月亮的人画大，注意五官的位置;把
赏月的人都打扮一下。

2、幼儿创作：人手一份绘画纸，幼儿进行绘画。

3、教师指导：根据幼儿绘画表现进行鼓励与帮助。

三、分享交流

1、共同欣赏，师：小朋友都看到月亮了吗?

2、互相肯定：大家画的小朋友都能看到月亮啦!真棒!

(延伸活动：出示其他范例，引导幼儿在个别化学习中继续探
索……)

幼儿大班中秋节活动方案设计篇二

1、懂得自己长大了，应该学着关心和照顾弟弟妹妹。

2、以热情大方的态度帮助弟弟妹妹，萌发当大班小朋友的自
豪感。



制作小礼物的材料、笔、纸等。

1、讨论怎样当哥哥姐姐。

2、制定帮助计划。幼儿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制定帮助计划，用
绘画的形式记录讨论结果，在全班交流。

(1)为刚入园的小朋友表演自己编排的节目，讲故事等。

(2)我当小向导。带领弟弟妹妹参观幼儿园，引导他们辨认相
应的标志，学习向工作人员问好。

(3)我来帮助你，帮助小班小朋友学会根据标志取放物品等，
叫小朋友入厕、盥洗的方法。

(4)一起做游戏，邀请小班小朋友共同开展游戏活动。

幼儿大班中秋节活动方案设计篇三

1、让幼儿知道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简单了解中秋节的来
历，知道中秋节又叫团圆节。

2、了解中秋节人们的活动，通过幼儿品尝月饼、和家长一起
制作灯笼、学习和欣赏歌曲、手工制作，绘现等形式，体验
过节的快乐，感受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

班级集体活动、幼儿园集体活动

一、环境创设：

1、各班和幼儿一起布置教室、公共活动场所，其中有月亮的
变化、灯笼等。

2、各班悬挂灯笼、水果图案营造热闹的节日气氛。



3、幼儿在节日前观察月亮，绘制月亮的变化图。(各班事先
发起记录表)

二、艺术：

1、绘画：中班提供图片或实物水果，供幼儿画水果。小、托
班涂色练习：好吃的水果

2、泥工：供幼儿制作月饼。

3、制作灯笼：用空瓶、彩带、色纸、粘贴素材等做灯笼。

4、唱有关月亮的歌曲。《小白船》、《爷爷为我打月饼》等

三、语言

1、故事：月亮姑娘做衣裳、嫦娥奔月(小、中、大班，小小
班视情况定)

2、儿歌《中国的点心真不少》

过节啦，吃点心，吃点心，吃些啥?清明节，吃青团，中秋节，
吃月饼，重阳节，吃块糕，端午节，吃粽子，元宵节，吃汤
圆……中国的节日多，中国的点心真不少!

3、小班：古诗《静夜思》

中班：吟唱《枫桥夜泊》《泊船瓜洲》(有关中秋节诗词自选
一到二首，附后)

四、社会

1、中秋节是什么时候成为固定节日?(唐朝初年)中秋节有什
么风俗习惯?



2、中国的三大传统节日?(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

3、了解有关月亮的传说、神话故事的名称。

五、科学：

1、了解太阳系中九大行星的名称：即水星、金星、地球、火
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

六、猜灯迷游园活动：各班按分工悬挂灯笼并贴上迷面。

七、中秋节游园活动：(自定)

幼儿大班中秋节活动方案设计篇四

了解中秋节的来历，知道基本的文化习俗。通过观察、记录
月亮的变化，知道节日与月亮的关系，引起幼儿对天文现象
的兴趣。通过各种各样的月饼，培养幼儿对数概念的理解、
认知及对图形的分类、比较。通过搜集资料、讲述，发展幼
儿口语表达能力。创编“月亮和月饼”的儿歌，欣赏和表演
相关的歌曲。动手操作能力的锻炼。

活动过程：

1、从阴历的八月初一开始，要求孩子在家和家长一起观察记
录月亮，孩子用绘画的形式记录，讲述自己的发现，家长用
文字记录下来。第二天早上来园后，互相讲述自己的观察发
现。

2、十五过后，将自己的'记录带到幼儿园，挂到指定的地方，
互相看，寻找月亮变化的规律。

3、从十六开始，晚上观察后，早上来园后将自己的观察记录
下来，互相讲述。



4、坚持记录一个月后，引导幼儿、表述月亮的变化规律，激
发幼儿对科学现象的兴趣。

活动：

家长的配合意识有待提高，只有金纯、郑杨等几个孩子记录
的很完整，很仔细，其他孩子的记录有些只有大人的文字，
孩子只是讲述，参与的感官太少;还有一部分家长可能觉得这
件事对孩子的发展无关紧要，所以孩子要求后，并不主动配
合，没有和孩子一起观察月亮，所以当老师让他讲述发现的
时候，孩子无可奈何。家长的教育观念有带改变。

活动要求：

1、在活动中，家长放手让孩子去做，家长只是起帮助指导的
作用。

2、进入活动室，要小声说话，以不影响他人为原则。

3、活动结束后，整理好所有的东西，物归原处。

4、准备好制作月饼的材料(擀面杖、面板、模子、月饼馅)，
油面和水面统一准备。

活动过程：

1、孩子和家长一起制作月饼。

2、将做好的月饼放入烤箱中。

3、户外传统游戏——贴膏药、切西瓜，共同参与。

4、室内游戏——抢椅子，家长和幼儿分开游戏。

5、品尝月饼。



延伸活动：

十五过后，可以将月饼的包装盒带到幼儿园，举行月饼包装
展，参观欣赏美丽的包装;设计制作包装容器，充分发挥幼儿
的和创造力，及对美的感知、理解和表现力。

幼儿大班中秋节活动方案设计篇五

向孩子们介绍中秋节的.由来，让他们知道农历8月15日是中
秋节

听故事“月亮女孩做衣服”，了解月亮在变化

讨论：为什么月亮女孩不能穿她的衣服

1）中秋节你吃什么

2）共享：

尽情享用你自己的月饼和水果吧谈论你带来的食物

幼儿大班中秋节活动方案设计篇六

时间：15：00---15：50

预备：提前两天老师给讲故事的孩子布置任务，和家长一起
查找、预备中秋节的小故事。

目标：预备期亲子互动，提高家长的认识。通过孩子讲故事
培育幼儿语言表达力量。

活动：

1、先由一名老师生动的给大家讲中秋故事。



再每位幼儿轮番上台讲故事，幼儿独立讲，其他人做观众，
要有观看的礼仪

要求：家长、老师、幼儿都保持宁静状态听故事，并对讲者
用以掌声鼓舞。第一组作画的幼儿边听故事，边作画。

2、可以将故事改编成剧本，幼儿排演成情景剧，情景剧的表
演和讲故事可以穿插着进行，提前预备好道具和服装，小演
员要画好妆，舞台可以跟讲故事的是同一个舞台。

幼儿大班中秋节活动方案设计篇七

时间：15：00---15：50

预备：提前两天老师给讲故事的孩子布置任务，和家长一起
查找、预备中秋节的小故事。

目标：预备期亲子互动，提高家长的.认识。通过孩子讲故事
培育幼儿语言表达力量。

活动：

1、先由一名老师生动的给大家讲中秋故事。

再每位幼儿轮番上台讲故事，幼儿独立讲，其他人做观众，
要有观看的礼仪

要求：家长、老师、幼儿都保持宁静状态听故事，并对讲者
用以掌声鼓舞。第一组作画的幼儿边听故事，边作画。

2、可以将故事改编成剧本，幼儿排演成情景剧，情景剧的表
演和讲故事可以穿插着进行，提前预备好道具和服装，小演
员要画好妆，舞台可以跟讲故事的是同一个舞台。



幼儿大班中秋节活动方案设计篇八

时间：16：00---16：40

学问预备：熟识一些物体、动物的轮廓样子。

留意：

2、假如空间不够，可以选择大一点的老师或分批进入

目标：开发幼儿的制造力与艺术想象力，培育手指精细动作，
和动手力量，仿照力量;丰富幼儿科学小学问。

活动：(一)奇异的手影

老师引导幼儿用小手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激发幼儿对手影嬉
戏的爱好。老师通过一个小故事(假如有要附上)让幼儿充分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量依据故事做出相应手影。

(二)“嫦娥奔月”。

用“小孔成像”法，展现嫦娥奔月

前期老师与幼儿共同抠画出嫦娥奔月形态的纸板，用纸板遮
挡在屏幕与投影仪之间，屏幕上就会形成物的倒像，我们把
这样的现象叫小孔成像。在幕布左上角粘贴上月亮图片。前
后移动中间的板，像的大小方位也会随之发生改变。通过此
方法，既让幼儿更生动的看到了嫦娥奔月的情形，并且让幼
儿增加了小孔成像的科普学问。

(三)奇妙的月亮

1.导入：展出各种样子的月亮图片。



2.模拟月食全过程：用法灯泡代替太阳，一个孩子举起大皮
球代替地球，另一名还在举起小皮球代替月球。

打开灯泡，大皮球围绕太阳转，小皮球围绕大皮球转，观看
大皮球、小皮球各自被对方的黑影遮挡的状况。

其次个和第三个活动，是否尝试过，是否在操作时能完成?

活动四

齐动手，共劳动

时间：16：40---17：15

预备：各种水果与食品、水果刀、盘子

目标：培育幼儿关心父母做家务的良好行为习惯。

活动：幼儿、老师、家长齐动手制作美味的食物，老师与家
长关心切食物，例如水果、月饼等。让孩子充分发挥自己的
想像空间制作水果拼盘以及食物作画等。

此活动都要预备什么(除了水果、还有哪些图片)?预备多少?

水果有一部分可以做成拼盘，另一部分挺直清洗好并分类

什么人负责切水果?什么人洗?什么人拼摆?

制作月饼都需要预备什么?制作过程是怎样的?

画鸡蛋要预备哪些图片供幼儿参考?

活动五

吃月饼，同享。



时间：17：15---17：30

预备：若干名老师做为引导员，个人小餐具，音响，乐曲。

活动：用自助餐的形式，把每组小伴侣做的食物都摆放在大
桌子上，然后全园共同品尝。同时观赏歌曲《春江花月夜》、
《爷爷为我打月饼》等。

备注：

1、前四个活动的方式想有个小调整，原方案是幼儿报名，然
后一下午都在一个教室活动，这样可能幼儿会觉得没意思，
所以，在这里做一下改动，先报名做活动，然后自己报名的
活动完成后，可以再到其他的教室参与或参观其他的活动，
家长伴随，然后整个活动中老师、幼儿、家长都要有礼仪行
为，比如：不影响他人、学会排队、等候、老师在指引家长
时的手势语，迎宾时要留意的礼仪等等，这些环节都要体现
出来。

2、一共四个活动，四个教室，假如幼儿

园班级较多，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班级搞同意个活动，
幼儿园可以自己按实际状况支配

幼儿大班中秋节活动方案设计篇九

此次开展中秋节庆祝活动，更注重的是让幼儿了解中秋节的
来历和各时各地不同的庆祝习俗，以及感受现代中秋节所特
有的艺术性，如中秋节的歌曲、贺卡、动画、精美的月饼盒
等。

中秋的月儿圆圆、中秋的月饼香香，中秋的话儿甜甜，中秋
的快乐多多……希望通过中秋节的系列主题活动，让孩子们
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许多习俗，更让孩子学会分享、体验活



动带来的乐趣吧。

小班：

1、知道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是我国传统的佳节，
初步体验民族节日的快乐。

2、喜欢听中秋节的故事，学习跟读中秋节的儿歌。

3、初步了解中秋节的民俗，懂得好东西应与大家分享，萌发
对家人的亲情。

4、以"快乐"为中心点，带领孩子开展中秋节前的系列活动，
以此让他们体验幼儿园这个小家庭的团圆与快乐，激发他们
乐意上幼儿园、爱幼儿园的美好情感。

中班：

1、知道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知道中秋节又叫团圆
节，简单了解中秋节的来历，中秋节的美食及习俗。

2、了解中秋节人们的活动，让幼儿通过品尝月饼、观察月亮、
学习和欣赏歌曲、制作灯笼等活动来体验节日的快乐，感受
中国人的文化习俗。

3、通过猜想和画"月亮上有什么?"来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并
让幼儿讲述自己图画的内容来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大班：

1、初步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和传说，以及我国人民过中秋节的
一些风俗习惯，感受我国民族文化的丰富。

2、积极参与中秋节的民俗活动，感知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体验亲情、友情以及与家人团圆的幸福感。



3、引发幼儿观察月亮的兴趣，培养细心、持久的观察态度。

4、欣赏不同的月饼盒、袋作品，能用多种材料和使用。

2、做一做：用橡皮泥做一个月饼。

3、画一画："小手画月饼"，"月亮婆婆"，鼓励幼儿以绘画的
方式设计月饼图案。

4、读一读：学习朗读一首中秋节的古诗或者宋词。例如：唐诗
《静夜思》、《中秋夜》、宋词《明月几时有》等。

1、中秋节前，各班教师和幼儿一起创设及渲染以"快乐中秋"
为主题气氛的环境。例如"团团圆圆庆中秋"图文并茂的主题
环境创设，或者是关于"中秋节的传统故事"的图文并茂资料
或者"中秋诗词"等等。

2、"情意浓浓，爱满中秋"贺卡展。(适合大班)

3、"庆中秋灯笼大汇演"亲子制作比赛。(适合中班)

1、建议家长给幼儿讲一个关于月亮的故事或教幼儿一首有关
月亮、中秋节的古诗。

2、鼓励家长帮助收集各种各样的月饼盒、月饼礼品袋、中秋
节贺卡、图片、灯笼等资料创设班级环境。

亲子活动：

1、级组自助餐--月饼品尝大会(小、中班级组)

2、亲子花灯制作大赛。--(中班级组)

结合教学活动和区域活动展开



3、科学：《会变的月亮》、《月亮上面有点啥?》

4、美术：《欣赏各种各样的月饼盒包装》、《设计月饼图
案》、《我为妈妈做灯笼》

5、音乐：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月亮婆婆喜欢我》

在介绍中秋祭月、赏月、食月饼、供兔爷等一系列习俗的基
础上，以兔爷为主题，通过学习中秋节及兔爷的起源，观摩
与兔爷相关的展陈，设计制作兔爷的形象与月饼的花样，加
深儿童对中秋节的理解，拓展对传统节日与传统风俗的认识，
同时享受动手动脑的乐趣，过一个融知识与娱乐于一体的中
秋节。

兔爷的传说：

一年，北京城里忽然起了瘟疫，几乎每家都有人得了，就治
不好。嫦娥看到此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就派身边的玉兔去
为百姓们治病。玉兔挨家挨户地走，治好了很多人。

人们为了感谢玉兔，纷纷送东西给她;可玉兔什么也不要，只
是向别人借衣服穿，每到一处就换一身装扮，有时候打扮得
像个卖油的，有时候又像个算命的……一会儿是男人装束，
一会儿又是女人打扮。

为了能给更多的人治病，玉兔就骑上马、鹿或狮子、老虎，
走遍了京城内外。消除了京城的瘟疫之后，玉兔就回到月宫
中去了。

于是，人们用泥塑造了玉兔的形象，有骑鹿的，有乘凤的，
有披挂着铠甲的，也有身着各种做工人的衣服的，千姿百态，
非常可爱。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兔儿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