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八月十五中秋赏月教案中班(精
选8篇)

在大班教案中，老师会设计一系列的教学活动，以满足幼儿
的学习需求。通过阅读这些初二教案范文，你将能够更好地
理解和把握教学要点，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八月十五中秋赏月教案中班篇一

1、知道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体验民族节日的快乐。

2、喜欢民族节日，了解简单的节日风俗和有关的民间传说。

3、知道吃月饼的意义，体会分享的愉快。

4、体验人们互相关心的美好情感。

5、乐于参与节日的活动。

1、每一个孩子准备一块月饼，并请家长告诉孩子月饼的品名。

2、民间故事《常娥奔月》

1、通过讨论月亮的变化，让孩子们知道农历的八月十五是中
秋节，是我们国家的民间节日。

2、介绍中秋节的来历，让孩子们知道中秋节又叫团圆节。

3、了解人们在中秋节的活动。问：你是怎么过中秋节的？你
喜欢过中秋节吗？为什么？

4、观察月饼，通过分享月饼体验节日的快乐。

a、月饼有很多种，谁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月饼？——引导孩子



们从形状、颜色、味道来介绍。

b、月饼为什么是圆的呢？

c、老师小结。

d、分享月饼。

“认识中秋节”这堂课对于小班的小朋友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嫦娥奔月这个故事小朋友也基本上听不太明白，但是大部分
都知道要过节该吃月饼了，代表家人的团圆。

八月十五中秋赏月教案中班篇二

1、在尝试后能发现中秋节节庆食品的'食用方式

2、体验活动的快乐，进一步感知中秋节热闹的气氛

3、知道节日时人们主要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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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物或图片：红菱、藕、毛豆、芋艿

1、认识提供的实物

回忆在中秋节中食用过，还食用过哪些东西

2、讨论讲述：

（1）这些食品是怎么吃的？

（2）还有哪些食用这些食品的方式？



3、尝试食用

幼儿用各种方式吃这些食品

中秋佳节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的重大节日，一年一度的中秋
佳节，是孩子们观赏月亮，品尝月饼，学习分享的大好时机。

八月十五中秋赏月教案中班篇三

1、理解、学习儿歌，尝试迁移已有经验，根据儿歌的句式创
编儿歌的内容。

2、在观察、发现关于月亮的画面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学习儿
歌并尝试创编。

根据儿歌内容制作的幻灯片三幅。

1、观察第一幅幻灯片，发现和学习儿歌的第一句。（在观察
的过程中，教师引导幼儿逐一观察画面上不断出现的树、月
亮和小鸟，用语言进行描述，并学习儿歌中的语言。）

2、迁移对句式的感受和经验，观察第二幅、第三幅幻灯片，
进行学习。

3、观看幻灯片演示，欣赏老师完整地朗诵儿歌。

4、迁移已有经验进行创编，体验快乐。（教师在创编的过程
中，引导幼儿按句式进行讲述。）

八月十五中秋赏月教案中班篇四

1、通过活动，让幼儿初步了解中秋节的来历，知道中秋节是
我国传统的团圆节。



2、体验与同伴、老师一起过节的快乐。

发动幼儿自带水果和月饼

班级集体活动

介绍节日——欣赏故事——亲子游戏——谈话品尝

一、向幼儿介绍有关中秋节的来历，

让幼儿知道农历8月15日是中秋节

二、欣赏故事听故事“月亮姑娘做衣裳”，了解月亮是不断
变化的

讨论：为什么月亮姑娘的衣服总是穿不下？

三、亲子游戏

游戏一：手指游戏：《变变变》

玩法：用小手指做游戏。

游戏二：韵律游戏《拍手点头》

玩法：根据音乐的节奏与歌词来进行拍手和点头动作。

游戏三：粘泡泡糖

玩法：家长和幼儿一起问教师：“泡泡糖，泡泡糖，粘什
么？”教师回答：“两个两个粘”后面的主持人可随机说。

游戏四：击鼓传花

玩法：一人在敲鼓，一人用传花的方式进行，当音乐停止时，



物品在谁的手上，就由谁来进行表演。

四、谈话品尝：

1、中秋节吃什么？

2、分享：共同品尝自带的月饼和水果，说说自己所带的食品。

八月十五中秋赏月教案中班篇五

虽然大家都同处一轮明月之下，但是能欣赏到的景色却不尽
相同，有的山川地势高拥有得天独厚的赏月条件，比如峨眉
山;另外江南一带天晴好，也能在水乡边感受千年诗人的情怀。
一起来看看国内十大赏月圣地：

1、峨眉山云雾抱月

2、黄山层林邀月

3、崂山太清水月

4、庐山月照松林

5、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

6、桂林漓江月夜漓江驾小船

7、大理洱海水映金月亮

8、杭州西湖秋水印月

9、苏州网师园临风赏月

10、洞庭湖秋月照扁舟



中秋节的习俗

1、赏月

在中秋节，我国自古就有赏月的习俗，《礼记》中就记载
有“秋暮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
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李子、
葡萄等时令水果，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
要切成莲花状。

2、燃灯

中秋之夜，天清如水，月明如镜，可谓良辰之美景，然而对
此人们并未满足，于是便有燃灯以助月色的风俗。在湖广一
带有用瓦片叠塔于塔上燃灯的节俗。在江南一带则有制灯船
的节俗。在近代中秋燃灯之俗更盛。从古至今中秋燃灯之俗
其规模似乎仅次于元宵灯节。

3、玩花灯

中秋是我国三大灯节之一，过节要玩灯。当然，中秋没有像
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
行的。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如前述的佛山秋色会上，
就有各种各式的彩灯：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
鱼鳞灯、谷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令人赞叹。

4、烧塔

中秋夜烧塔在江西吉安地区很盛行。民间还有赛烧塔规例，
谁把瓦塔烧得全座红透则胜，不及的或在燃烧过程倒塌的则
负，胜地由主持人发给彩旗、奖金或奖品。

5、吃月饼



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那时仅是一种点
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
人团圆，寄托思念。同时，月饼也是中秋时节朋友间用来联
络感情的重要礼物。

中秋节的由来

1、嫦娥奔月：传说古时候天上十个太阳，后羿怜悯世人用神
力射落9个太阳，留下一个日升日落为民造福。后羿因此受到
世人追捧，娶了美丽的嫦娥，也有很多人慕名而来投奔，其
中有一个叫蓬蒙。后羿有次在昆仑山碰见王母娘娘并被赐予
不死仙丹，但后羿不忍抛下嫦娥独自飞升，因此交给嫦娥保
管，却被蓬蒙觊觎，趁着后羿出征的时候威逼嫦娥交出仙丹。
嫦娥当机立断吞下仙丹，飞向离地球最近的月亮成为神仙。
后羿回来之后仰望星空思念爱妻，并且摆上嫦娥喜欢的月饼，
人们纷纷效仿，成为中秋节的习俗流传下来。

2、朱元璋起义：元朝末年人们饱受残暴统治，朱元璋是其中
的一路起义军，但是由于朝廷严查很难传递消息。军师刘伯
温想了一条计谋，命令将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
在饼里，然后传递给各地的起义军，通知他们八月十五起义
响应。后来起义成功，朱元璋把这个用来传递消息的月饼赏
给百姓，并且品种越来越多，成为一种习俗在民间流传。

八月十五中秋赏月教案中班篇六

下联：游子思乡，他乡苦，本乡甜

古代还曾有一个出门在外的人在中秋赏月这时撰写过这样一
幅对联：“中秋赏月，天月圆，地月缺；游子思乡，他乡苦，
本乡甜。”此联构思巧妙，把习以为常的事写成对联，其中
上联的“天月圆”实指天上的明月，“地月缺”则指八月十
五这一时间，并暗寓“月圆人不圆”之意。就这样，上联
的“圆”与“缺”、下联的“苦”与“甜”构成鲜明的对比，



表达出游子浪迹天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乡之情，堪
称中秋咏月联中的佳品。

重庆巫峡瑶赏月对联

月月月明八月月明明分外

山山山秀巫山山秀秀非常

注：此联运用叠字手法写出了“月到中秋分外明”的特色，
与巫山秀色为内容的下联相对，堪称工整自然，珠联璧合。

八月十五中秋赏月教案中班篇七

秋野万里香。

人逢喜事尤其乐，

月到中秋分外明。

几处笙歌留朗月，

万家萧管乐中秋。

地得清秋一半好，

窗含明月十分圆。

半夜二更半，

中秋八月中。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今宵年尾，明日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



一夜五更，半夜五更之半，

三秋八月，中秋八月之中。

冬至冬冬至，每冬先寒节而至，

月明月月明，按月以圆时愈明。

中秋赏月，天月圆，地月缺，

游子思乡，他乡苦，本乡甜。

天若有情天亦老，

月如无恨月常圆。

虎踞迎风爽，

溪流印月清。

千江有水千江月，

万里无云万里星。

静观万物，欲平天下有如湖。

佳景四时，最好秋光何况月。

月月月明，八月月明明分外;

山山山秀，巫山山秀秀非常。

楼高但任云飞过，池小能将月送来。

满地花阴风弄影，一亭山色月窥人。



水凭冷暖，溪间休寻何处来源，咏曲驻斜晖，湖边风景随人
可;

月自圆缺，亭畔莫问当年初照，举杯邀今夕，天上嫦娥认我
不?

八月十五中秋赏月教案中班篇八

今天晚上，爸爸、妈妈、奶奶和我一起去钱江新城的城市阳
台赏月。别误会呀，因为明天下雨，所以只能今晚看了。

我们来到城市阳台的台阶前，台阶随着美妙的音乐变幻颜色，
我们也随着美妙的音乐踩在美丽的台阶上向上走。

我抬头一望，月亮高高挂在夜空中，像是刚刚脱水而出的玉
轮冰盘，不染纤尘。柔和的月光洒在钱塘江上，微风拂过，
宽阔的江面如同洒了个把细碎的银子。

月亮的身旁，闪耀着一颗白亮耀眼如钻石的星星——启明星。
相比之下，月亮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
它一个在那里发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
明灯。

今晚是多么凉爽清明的秋夜！

中秋节的晚上，爸爸开车带我和妈妈还有弟弟一起去西湖坐
船赏月。

我们在平湖秋月码头上了船，开始了我们的夜游之旅。我们
的船经过了湖心亭，小瀛洲，阮公墩这三个小岛。爸爸给我
们讲了这三个小岛的故事，我和弟弟听的津津有味。

在船上，我们抬头望着月亮，感觉月亮也跟着我们一起走。
我对阿齐说：月亮上好像有一个影子，难道是嫦娥吗？阿齐



说：应该是吧。妈妈又问了：你们看见月亮上有一张脸吗？
我们回答：看见了，看见了！有鼻子，有眼睛，还有嘴巴呢！

小船摇啊摇，终于摇到了三潭印月了。摇船的师傅告诉我们，
每个潭都有五个孔，灯光射出来，就像五个月亮，加上在水
里的五个倒影，就有十个月亮了，三个潭便形成了三十个月
亮。再加上天上的一个月亮，水里的一个月亮，就有三十二
个月亮了。师傅又说：还有一个月亮在我们的心里。哇，这
样一来不就有三十三个月亮了！太有趣了！

这个中秋夜真是太难忘了，谢谢我的爸爸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