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社会冬至教案浓浓冬至情 幼
儿园中班社会冬至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怎样写
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
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班社会冬至教案浓浓冬至情篇一

冬至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同时也是一个传统
节日，每年的冬至家家户户都有吃汤圆、吃麻糍来表示全家
团聚、庆丰年的习俗。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的厨具却很
难做出口味地道的麻糍了，很多人对其传统的制作过程也已
全然不知。冬至即将来临，利用现有的资源让幼儿亲身体验
制作麻糍，不仅能让幼儿感受节日的气息，了解麻糍的制作
过程，同时也让幼儿感受劳动的快乐，激发幼儿对传统工艺
的兴趣。

1、初步了解冬至与麻糍的意义，掌握制作麻糍的基本常识及
制作技能。

2、能独立或与人合作制作麻糍，体会劳动的`快乐，激发爱
劳动的情感。

章老师(以下简称“章”)

大班

1.与客座教师联系，把制作麻糍的工具准备好。(糯米、芝麻、
黄豆、红糖)

2.联系车辆。



(一)教师交代活动目的及注意事项。

2.师：外出活动应该注意什么呢?(幼儿自由讲述：注意安全、
要排好队伍、讲礼貌，等等)

教师小结：外出时除了讲礼貌，还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到麻
糍店，那儿人很多，很挤，小朋友要注意安全，还要跟好队
伍，并要在老师指定的地方参观，不能随便乱跑。

(二)谈话，激发兴趣。

1.章：小朋友吃过麻糍吗?幼：吃过，很好吃。

2.章：你们还记得麻糍是什么样的?幼：圆圆的，软软的;黏
黏的，外面还有粉;特别软，粘牙….

章：看来小朋友很喜欢吃麻糍，说得很棒

章：今天，我就带小朋友去看一看麻糍到底用什么做，要用
到哪些工具?

(三)了解麻糍的制作材料、工具及程序

1.捣米

(1)章：小朋友，这是什么呀?有什么用呢?

幼：好大的石头，中间有个大口，是用来盛水的吧!

章：这叫捣池，是用来捣米的。我们做麻糍先要将米蒸熟，
再倒入捣池中反复捶捣，直到米粒全都一起为止。

(2)幼儿观看捣米操作情况。

(3)幼儿尝试、脑沁



(4)幼儿说说淘米的感觉。

幼：好重，抬不动;太累了，我们两个人也抬不动…

章：捣锤是用石头做的，有几十斤重!这些米就是谌着重的作
用才能融在一起。

2.麻糍

(1)章：我们要将捣成的米团捏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麻糍。谁知
道怎么把米团变成麻糍?

幼：用手搓;就像搓汤圆一样，先搓圆再压扁……

章：到底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章：揪一部分米团到人手中，捏出小块拉断。好吗?

(3)幼儿操作

3.滚豆沙

(1)让幼儿区别滚过豆沙和没滚过豆沙的麻糍的呸道。

章：你们来尝尝自己捏出来的麻团。

幼：淡淡的不怎么好吃。

章：这个好吃吗?(幼儿品尝)

幼：又香又甜。

章：所以做麻糍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滚上豆沙，这样味道才好，
但豆沙不能滚太多，也不可太少，还要滚得均匀。



(2)观看客座教师滚豆沙。

(3)师幼共同尝试滚豆沙

4.幼儿品尝。

(四)小结。

师：小朋友，伯伯为我们做的麻糍好吃吗?

幼：好吃!

师：但是做出这么好吃的麻糍要付出很辛苦的劳动，你们刚
才也看了章伯伯在捣米的时候流下的汗水，可见我们的粮食
来的是多么不容易!我们不仅要爱惜粮食，而且要尊重劳动人
民的劳动成果。

(五)延伸活动(回幼儿园尝试做麻糍)

师：小朋友，我们观看了制作麻糍的过程，现在我们也来做
麻糍，让我们跟着厨房阿姨一起来做吧!

1.幼儿尝试制作麻糍。

2.幼儿品尝。

孩子们在了解制作麻糍的过程中感到兴奋、新鲜好奇，表现
得非常积极，每一环节都能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他们认识
传统工具，在体验到劳动快乐的同时也感受到取得成果的不
易。吃着亲手制作的麻糍，节日的气氛已悄然走进每个孩子
的'心里，今年的冬至对孩子来说一定意义非凡。

中班社会冬至教案浓浓冬至情篇二



冬至是中国传统的24节气之一，是冬天真正来临的日子。这
一天，全国人民都要吃饺子“以防天冷冻掉耳朵”。为让小
朋友既感受到冬至的节气，培养小朋友集体生活的乐趣，又
能提高孩子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所以设计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采用游戏化的教学形式“吃饺子”，让幼儿在游戏
中学习句型：我把xx给xx吃。然后通过完成操作表演仿编句
型，将单调的仿编活动变得有趣好玩。

香香的饺子

本班共8名学生，实际年龄在3-4岁之间，其中2名学生佩戴人
工耳蜗，6名学生双耳配戴助听器。通过听觉语言能力评估，
本班孩子听觉能力为一级，听觉补偿效果基本达到最适;语言
年龄平均为3岁。

1、能够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学习掌握句
型“我把饺子给xx吃”，并能进行句型仿编：我把xx给xx吃。

2、通过活动，让孩子学会分享劳动成果，培养幼儿热爱家人
的感情。

能够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学习掌握句型“我
把饺子给xx吃”。

学习掌握句型“我把饺子给xx吃”，并能进行句型仿编：我
把xx给xx吃。

1、知识经验：幼儿在生活中吃过饺子，已经了解一些相关知
识

一、点名法检查助听器的工作状态。

听到名字的小朋友和老师击掌问好。



二、活动导入：播放儿歌《包饺子》，然后做手指操，直接
引出主题。

羊妈妈,(双手比自己，一蹲一站)

包饺子,(一只手把另一只手的五指往内、往外来回扳)

中间突起,(双手握拳)两边翘(大拇指、小指升起，作”六”
的手势)

有的像小船，有的像元宝(两只手半举并左右摇动)

师：儿歌里，羊妈妈包什么？

幼：羊妈妈包饺子。

三、出示实物饺子，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请
幼儿观察、讲述饺子的外形特征，并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
吃饺子的经历。

师：小朋友们看一看，饺子长什么样子？

幼：饺子像小船，像元宝，还像橘子瓣儿……

师：你们吃过饺子吗？什么时候吃的？

师：冬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吃饺子，要不然，耳朵都冻掉
了。

师：饺子好吃不好吃？饺子里面有什么？

幼：饺子很好吃。饺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馅儿。有鸡蛋，有
韭菜，有肉肉……

师：你们喜欢吃饺子吗？你们会不会做饺子？



……..

四、请小动物吃饺子，练习句型：我把饺子给xx吃。

(引导幼儿练习表达：我把饺子给xx吃。)

五：学习仿编：“我把xx给xx吃”的句式。

六、老师总结，活动结束。

活动延伸：

在家中和家人一起包饺子，体验自己动手制作食物的快乐。

活动反思：

语言教学的核心在于“运用”二字。本次活动通过创设丰富
的情景，让幼儿在宽松的游戏中不知不觉练习句型，大胆仿
编。而且两个情景活动贴近幼儿的生活，对于他们并不陌生，
更容易发展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中班社会冬至教案浓浓冬至情篇三

l、初步了解冬至与麻糍的意义，掌握制作麻糍的基本常识及
制作技能。

2、能独立或与人合作制作麻糍，体会劳动的.快乐，激发爱
劳动的情感。

制作麻糍的工具原料：糯米、芝麻、黄豆、红糖；外出车辆。

（一）教师交代活动目的及注意事项。

2、师：外出活动应该注意什么呢？（幼儿自由讲述：注意安



全、要排好队伍、讲礼貌，等等）

教师小结：外出时除了讲礼貌，还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到麻
糍作坊，那儿人很多，很挤，小朋友要注意安全，还要跟好
队伍，并要在老师指定的地方参观，不能随便乱跑。

（二）谈话，激发兴趣。

师：小朋友吃过麻糍吗？幼：吃过，很好吃。

师：看来小朋友很喜欢吃麻糍，说得很棒。

师：谁知道麻糍是用什么做的？幼：我奶奶说是糯米粉做的；
可能是面粉做的，要搓圆…

师：今天，我就带小朋友去看一看麻糍到底用什么做，要用
到哪些工具？

（三）了解麻糍的制作材料、工具及程序。

1、捣米

（1）师：小朋友，这是什么呀？有什么用呢？

幼：好大的石头，中间有个大口，是用来盛水的吧！

师：这叫捣池，是用来捣米的。我们做麻糍先要将米蒸熟，
再倒入捣池中反复捶捣，直到米粒全都一起为止。

（2）幼儿观看捣米操作情况。

（3）幼儿尝试、脑沁

（4）幼儿说说淘米的感觉。幼：好重，抬不动；太累了，我
们两个人也抬不动…师：捣锤是用石头做的，有几十斤重！



这些米就是谌着重的作用才能融在一起。

2、团米团

（2）师：铲一部分米团放入手中，捏出小块拉断。好吗？

3、滚豆沙

（1）让幼儿区别滚过豆沙和没滚过豆沙的麻糍的味道。

师：你们来尝尝自己捏出来的麻团。

幼：淡淡的不怎么好吃。

师：这个好吃吗？（幼儿品尝）幼：又香又甜。

师：所以做麻糍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滚上豆沙，这样味道才好，
但豆沙不能滚太多，也不可太少，还要滚得均匀。

（2）观看客座教师滚豆挲。

（3）师幼共同尝试滚豆觊

4、幼儿品尝。

（四）小结。

师：小朋友，伯伯为我们做的麻糍好吃吗？幼：好吃！

师：但是做出这么好吃的麻糍要付出很辛苦的劳动，你们刚
才也看了师傅们在捣米的时候流下的汗水，可见我们的粮食
来的是多么不容易！我们不仅要爱惜粮食，而且要尊重劳动
人民的劳动成果。

延伸活动（回幼儿园尝试做麻糍）



师：小朋友，我们观看了制作麻糍的过程，现在我们也来做
麻糍，让我们跟着厨房阿姨一起来做吧！

1、幼儿尝试制作麻糍。

2、幼儿品尝。推荐阅读：

中班社会冬至教案浓浓冬至情篇四

知识与技能：

1.正确认读1个要求会认的生字“窖”，掌握4个要求会写的
生字“窖、蚯、蚓、藤”。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二自然段。

3.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我”和爷爷向往、热爱春天的情感，
感受生活的美好。

过程与方法：

引导学生在反复读中感悟文章所表达的情感。通过抓重点语
句、标点，深入理解课文，品味语言，感受人物情感，领悟寄
“梦”于具体事物表达真情实感的表达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我”和爷爷向往、热爱春天的情感，
感受生活的美好。

l通过阅读文本，融入作者描述的情境之中，细细地品味，与
作者产生共鸣，感悟到“我”与爷爷向往春天、热爱生活之
情。



l通过联想和写作，感受冬至中“温暖的梦”、“希望的梦”
的含义。

1.学生预习课文，了解冬至的资料，搜集关于冬至的谚语、
传说、故事等。

2.教师准备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与设计说明：

教学过程设计说明

第一课时

一、由题目质疑，交流关于节气的资料。

(一)板书课题，学生根据题目提出问题。

预设：谁做的梦？什么样的梦？梦见了什么？

(二)背诵《二十四节气歌》，对应说说二十四节气分别是什
么。课件出示《二十四节气歌》。

二、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初步感知冬至的梦的特点。

1、检查学生读课文情况，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相机指导“窖”、“蚯”、“蚓”、“藤”四个生字的写
法。

3、解释重点词语。如：呓语、冬米糖等。

3、回顾依据题目提出的问题，说说这是谁做的怎样的梦。

预设：这是“我”和爷爷做的向往春天的梦，这是一场温暖



的梦、希望的梦。

三、浏览全文全文，概括段意，了解文章大意。

第一自然段：冬至节气的特点。

第二自然段：冬至前后自然界万物的变化。

第三自然段：我们对春天的期冀。

第四自然段：“我”心底对春天的呼唤和对冬至的梦的美好
向往。

第五自然段：“我”再见梅花图和“我”对爷爷的怀念。

教师：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什么？

冬至后万物的萌动和人们的生活。

四、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了解课文中关于冬至这个节气的
介绍。

1.自读第一自然段，说说关于冬至这个节气你知道些什么。

2.对照课文介绍，交流关于冬至这个节气的相关信息，着重
指出冬至过后各地气候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也就是人们
常说的“进九”。课件出示《九九歌》。

3.教师指导用舒缓平静的语气朗读第一自然段。

培养学生思考、质疑能力。

从学生熟悉的歌谣出发开始学习，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养成预习、乐于自学、勇于探究的习惯。



培养学生乐于与他人合作、乐于与他人分享学习收获的习惯。

培养学生把握文章主要内容，能够用简练的语言概括文章的
内容。

通过概括段落内容，理清文章的脉络，为理解课文内容作准
备。

培养学生搜集信息、运用信息的能力，同时与课外对照，使
学生对“冬至”的认识更准确。

《九九歌》是对冬至理解的拓展，也为学习第三自然段等待
九九八十一天做好铺垫。

教会学生用不同的语气表现不同的情境的朗读方式。

第二课时

一、板书课题，复习导入。

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谁能说说《冬至的梦》主要内容
是什么？

二、创设情境，引出中心话题。

师：播放课件：冬至前后，大雪飘飘，天气变得愈加寒冷。
但是那谁也看不见的春天，也就在这一天随着飘落的白雪向
我们走来。只不过，她不愿意那么快地与人们见面，但她使
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开始做着自己(温暖的梦)、(希望的梦)。

三、精读课文，畅谈感受。

(一)下面，打开书170页，大声读课文2、3段，想一想：为什
么说冬至的梦是“温暖的梦、希望的梦”呢？你是从文中哪
些地方感受到的？细读课文，边读边勾画出相关内容，或简



单的写一写你的感受。

学生自由读课文，教师巡视，理解学生读书加批注情况。

预设一：(果园里的……蚯蚓……涌动)

师：刚才同学们课文读得非常认真，有自己的感受了吗？让
我们一起交流。

教师：先读读你勾画的句子，再说说自己的想法。

教师：多么优美的语言，这不仅仅是一段文字呀，它还是一
幅冰雪凝冻的画，请同学们闭上眼睛想象，打开想象的大门。

教师：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学生汇报交流。

a果园里的苹果树(慢慢伸着懒腰，希望早日开花，结果。)

b白雪覆盖下的葡萄枝。

c泥土中的冬小麦与老草根儿悄悄地说：

d地窖里的白菜和树苗儿：

e冬眠的青蛙和蚯蚓：

师：好，下面就请大家齐读，再一次走进这希望的冬至的希
望的梦。

教师：除了课文中提到的事物，徐鲁爷爷还用了一个省略号，
还有谁可能也在做梦呢？



学生汇报交流。

预设二：(不信……不及了。)

教师：冰雪的凝冻阻挡不了万物生命血液的涌动，冬至的脚
步踏醒了万物冬眠的梦。徐鲁爷爷还用细腻的笔触我们描绘
了一幅渐变的动画。找找看？想不想欣赏这美妙的动画。让
我们一起来读读。

教师：我们和冬至一起做梦，真让我欣喜，让人震撼呀！把
你的欣喜震撼读进去！再读配音乐推荐个人读。

教师：这就是冬至的梦，温暖的梦，希望的梦。

下面让我们把这两部分合起来读，再次感受那冬至的梦温暖
与希望。配音乐，播放课件。

教师：徐鲁爷爷打开了我们想象的大门，让我们也一起来替
这自然的小精灵们写一写它们的梦境。出示课件，学生自由
选择其中的一种事物来写。

范例：我是……

教师：你们写的真好，你们的心和万物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
起。

学生动笔写作。

预设三：(记得小时候……棉衣了。)

教师：你们还从哪里感受到了冬至的梦是温暖的梦，希望的
梦？

学生汇报交流自己的感受。



教师：根据你们对课文的理解我们师生接读，我读你听，我
不读你接，看谁接得好？

教师：我们糊得严严实实的小窗能打开吗？我们插在草垛上
和挂在屋檐下的风车能摘下来吗？我们还要等(八十一天)，
这真是(难熬)呀！这么多的美梦能快快实现吗？我们还要
等(八十一天)，这真是(难熬)呀！我们的心里可真(着急)呀！
期盼着期盼着。

教师：不是我一个人在着急呀，还有谁？读读爷爷说的话。
爷爷也是那样的期盼(春天的来临呀！)

教师：冬至的梦是冰雪凝冻的画，是动态的渐变的画，它还
是一首梦幻般的诗。请同学们拿起书，和老师一起走进那让
人陶醉的冬至的梦境。配乐齐读第四段。配乐齐读第四段。

预设四：教师：用自己的话说说冬至的梦是个怎样的梦。课
件出示课件

预设：冬至的梦是甜蜜的梦、充满生命力的梦……

三、品味语言，领悟表达方法。

预设：在春天来临前的等待中，爷爷用美丽的梅花图来计数，
九九八十一天，八十一瓣梅花，多美好的事情。我能读懂冬
至的梦的温暖，从文中两次提到梅花图，饱含了“我”和爷
爷向往春天、热爱生活的真挚的情感，以及我对爷爷的深深
地怀念。

(二)反复吟诵梅花图中的对联，感受“我”和爷爷的情感。
课件出示对联

(三)文章哪些写作方法是你最为欣赏的？说说你的感受。



第一人称的亲切，拟人的手法，优美的语言，梦幻般的联想。

四：教师小结：冬至的梦是温暖的，是充满希望的，寻梦的
过程更是多姿多彩的，谢谢孩子们能和老师一起寻梦，同时
祝福你们早日实现自己心中的梦。

从课题引入，开门见山。

教师最需要教给学生的不是知识而是方法，尤其是读书方法，
这将使孩子终身受益。

沟通两个课时的教学。

通过抓重点语句、标点，深入理解课文，品味语言，领悟
寄“梦”于具体事物表达真情实感的表达方法。

在中心话题的引导下，学生自由解读文本，表达自己的阅读
体会，同时逐步深入文章中心，体会作者的情感，感受语言
文字的魅力。

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渗透朗读指导和背诵指导，使理解与诵
读交替进行，互相促进，成为有机的整体。

深化学生的认知，沟通学生和文本的情感，训练学生的表达
能力。

从梅花图中领悟到表达真情实感的方法。

增加学生对冬至这个节气的认识，增加学生的知识积累。

中班社会冬至教案浓浓冬至情篇五

1、锻炼小朋友的动手能力，培养自力更生的意识；



2、感受集体劳动的'快乐；

3、和父母一起包饺子增进父母亲情。

1、请家长准备：擀面杖、锅拍、围裙(班主任合理安排)；

4、班级准备：洗手、带好围裙。

以班级为单位亲子活动开始包饺子，分工：

1、家长孩子分别擀皮、包饺子；

4、家委会指定专人：负责拍照、指导、维持秩序。

1、生活老师和指定家委会专人：集中包好的饺子送进厨房并
负责把煮好的饺子送回班里；

3、家委会指定专人：负责维持家长秩序。

2、邀请家长品尝——家委会指定专人负责分发和维持秩序。

2、班级整理、餐后散步、午休，活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