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优秀18
篇)

一年级教案的编写还需要注重学生的情感培养，倡导积极向
上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希望这些高三教案范文能够为你的
教学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1.知道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进一步了解元宵节的习俗。
（难点)

2.能运用揉，搓，团圆，包馅等技能做元宵。(重点）

3.品尝元宵的不同味道，体验劳动的快乐。

1.有关元宵节的录像。

2.黑芝麻，豆沙，五仁，不同口味的熟元宵。

3.花灯。

4.黑芝麻，豆沙，五仁馅若干分别盛在小碗内。和好的糯米
粉并分成小团，干糯米粉

5.碗，勺子，抹布，塑料台布，盛元宵的容器。

6.欢快的庆新年乐曲。

一、观看“元宵节”录像，并引出主题。

1.师：小朋友们从录像中看到了什么？幼：（吃元宵，看花
灯，猜灯谜，放烟花）引出元宵节的习俗。



二、学做元宵。

1.师:小朋友们吃过元宵吗？幼：吃过。师：吃过什么馅的
呢?幼：有五仁，豆沙，黑芝麻，花生等，小朋友们真厉害吃
过这么多口味的。那大家一起来看看老师这有什么口味的元
宵，请小朋友来尝一尝（幼儿挨个品尝不同口味的元宵，并
说出它的口味）。

3.认知做元宵的原料--和好的糯米粉团，干糯米粉，黑芝麻，
豆沙，五仁馅。

4.观察教师做元宵：现将小团的糯米粉揉一揉，搓一搓，团
圆，再挖坑，然后把馅放在中央并包起来，最后再把它团圆。

5.让幼儿自己动手做元宵，根据教师讲解的做元宵时的重要
细节：揉，搓，团圆，挖坑，包馅。并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
馅料，最后将做好的元宵整齐的排列在容器中。

小结：让幼儿了解元宵的形状，颜色及不同口味的元宵，同
时能运用揉，搓，团圆，挖坑，包馅等技能制作元宵。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1、乐于参与游戏，体验“元宵灯会”游戏活动的乐趣。

2、通过律动和打击乐器感应乐曲的拍子和重音。

3、了解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欣赏各式各样花灯并创造性地
运用肢体动作表现花灯的造型。

1、经验准备：幼儿看过有关元宵灯会的图片。

2、打击乐器(大鼓、小鼓、吊镲、鼓棒)、呼啦圈、打棒、故
事挂图等。



重点：了解中国传统习俗。

难点：感应乐曲的重音

（一）故事引导

“宝宝和爸爸妈妈吃完元宵后，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元宵
灯会。哇！好多灯笼啊！有龙灯、金鱼灯笼、火箭灯笼等，
宝宝看得眼花缭乱。”

（二）习俗活动：

认识元宵节和花灯（观看花灯造型图片）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灯笼呢？哦，原来是过元宵节啦！元宵
节又称“上元节”或“灯节”，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它
是整个春节节庆活动的最后一个高潮，家家户户都热闹庆祝。
元宵节的夜晚，小朋友手提灯笼在外面游玩，全国各地也会
组织各种活动……（如果提供有关元宵节的视频给幼儿观赏，
效果会更好）

（反思：这个环节做为本节活动的铺垫，得到了良好的引入
效果，孩子们在观看了花灯图片后，对元宵灯会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不禁热烈的.讨论起自己有关花灯的经验。）

（三）肢体花灯造型

1、老师敲鼓（可尝试放音乐），鼓励幼儿尝试随拍子的快慢
以及各种步伐行进。

2、幼儿听音律动，创编单人、双人或多人一组，变化各种花
灯的造型。

（1）单人游戏。



幼儿听音走一种步伐，听吊镲一声变一种花灯造型，二声变
两种造型，多声变多种造型。

（2）双人游戏。

幼儿双人听音走另一种步伐，听吊镲一声变一种花灯造型，
二声变两种造型。

（反思：孩子在这个游戏环节玩得非常尽兴，多次要求老师
重复游戏，由于时间关系，每个游戏我只进行了一次，单人
游戏和双人游戏孩子们都配合得很好，这个环节只是热身运
动，在整节活动的时间安排上大概需要5分钟来完成，但是实
际用到的时间为10分钟。）

（四）感应拍子和重音

1、欣赏中国民间音乐(元宵灯会)

这么热闹的元宵灯会，还有一首好听音乐，我们一起听听
《元宵灯会》。

（1）肢体乐器（坐地）

听音乐的拍子：拍腿（每次重音后换另个地方感应拍子，拍
头，肩，脸等）

重音时拍地板。（口唱：准备好）

（2）欣赏后提问：听了这首乐曲有什么感觉？这首乐曲有什
么变化？

（3）引导幼儿认识重音：和前面的音不一样，声音中敲得响
的那个音，叫重音。

（4）感应重音



（反思：这个环节孩子听了两遍音乐，第一遍是无目的的欣
赏，第二遍是有目的地倾听，听到重音拍手，孩子听得很准
备。）

2、律动游戏：跳呼啦圈摆造型

（1）老师示范游戏，并介绍规则。

（2）分组拿圈。

（3）听音乐，集体游戏。

拍子：走步/全曲快步走

重音：造型/跳入呼啦圈，肢体做大的造型。

（反思：这个游戏进行得比较顺利，经过上个环节的铺垫，
孩子已经能清楚听辨重音，因此游戏能达到预设目标。）

3、大型打击乐器

（1）推出大鼓。

（2）教师示范。

（3）分组拿鼓棒

（4）练习互敲鼓棒

拍子：打棒互敲/持一对打棒，边走边以打棒互敲。

重音：齐奏乐器/停止脚步，于散放的四种大型打击乐器（软
垫、大盆或吊镲、大鼓等等）上齐奏。

（5）配乐演奏



（反思：乐器拍奏游戏比较混乱，有些孩子不能遵守游戏常
规，影响了音乐效果，其次是我在地板上放了几个塑料盆，
大部分孩子对盆比较感兴趣，由于教具分配不合理，孩子出
现了争抢现象。）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1、初步了解元宵节的民风民俗。

2、欣赏花灯，感受花灯的美。

3、愿意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4、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5、鼓励幼儿大胆说话和积极应答。

经验准备：请家长帮助幼儿丰富元宵节的相关知识。

物质准备：有关元宵节的由来及只要活动的课件谜语若干。

环境准备：收集各种花灯，布置灯展。

1、结合课件讲解元宵节的由来和只要活动。

2、引导幼儿参观灯展，说一说：最喜欢那盏花灯?为什么?花
灯美在哪儿?

3、欣赏儿歌《做彩灯，闹元宵》

4、猜灯谜。

出示事先准备好的谜面贴在花灯上，教师读谜面，幼儿来猜。

小结：每年的正月十五这一天是元宵节，元宵节是中国传统



的节日，这一天不仅要欣赏花灯、猜灯谜，还要品一种美食-
------元宵。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了解灯谜的由来、种类和结构，积极参与赏灯猜谜活动，感
受灯谜的主要特点，学习猜谜的方法，体验竞猜的快乐。

愿意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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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内展出各种各样的花灯和灯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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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请猜谜有困难的幼儿提出自己的问题，师幼共同研究帮助
的方法。

本节活动的设计激发了幼儿兴趣，让幼儿知道元宵节是中国
的传统节日，进一步了解元宵节的习俗是吃元宵，点花灯和
猜灯谜。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1、初步了解元宵节的民风民俗。

2、欣赏花灯，感受花灯的美。



3、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4、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请家长帮助幼儿丰富元宵节的相关知识。

有关元宵节的由来及只要活动的课件，谜语若干。

收集各种花灯，布置灯展。

1、结合课件讲解元宵节的由来和只要活动。

2、引导幼儿参观灯展，说一说：最喜欢那盏花灯?为什么?花
灯美在哪儿?

3、欣赏儿歌《做彩灯，闹元宵》

4、猜灯谜。

出示事先准备好的谜面贴在花灯上，教师读谜面，幼儿来猜。

小结：每年的正月十五这一天是元宵节，元宵节是中国传统
的节日，这一天不仅要欣赏花灯、猜灯谜，还要品一种美食-
------元宵。

正月十五元宵节，在小班孩子的印象中只有吃汤圆，为什么
要吃汤圆?元宵节还有哪些习俗呢?我们的孩子很少接触，知
之甚少。我们的传统节日正被大家所忽略，所以在本周周末
活动开展了一个迟来的元宵节活动。根据小班孩子直观形象
的思维特点，我利用正月十五拍来的花灯照片和图片给孩子
直接的感官冲击，并让他们在看一看、说一说中了解元宵节
的习俗，并知道是“团团圆圆”“期盼来年顺利”的意义。

在猜灯谜的游戏中达到高潮，孩子们积极踊跃，因为猜对了
可以得到一个兔子花灯，他们非常喜欢!通过本次活动相信孩



子们对元宵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六

有益的.学习经验：

1．通过互相介绍家庭成员的情况，增近小朋友之间的个人情
况了解。

2．认识家庭成员的劳动和家居生活，产生尊敬热爱他们的情
感。

准备：

幼儿自带全家福照片，教师准备一块展板或教室墙壁一角小
房子数座。

活动与指导：

2．入住新房、布置墙饰。请幼儿按小组为单位，每组幼儿将
自己的全家福嵌入其中一座房屋。布置好后，互相欣赏。

4．结束时，教师把座座小房子布置在准备开设的娃娃家的墙
壁上方，告诉幼儿刚才大家通过介绍互相作了家庭情况的初
步了解，希望小朋友回家各自观察家人的劳动和家居生活，
在即将开设的娃娃家游戏中扮演他们。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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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八

有关元宵节的课件、元宵一盒、花灯等。

1.猜谜语：汤园。说说这是过什么节的一种吃食。引出谈话
主题：元宵节。

2.观看课件元宵节。让幼儿说说从课件中看到了什么。

3.讲解元宵节的来历和有关习俗。

让幼儿知道元宵节的主要习俗是吃元宵、点花灯和猜灯谜。
元宵又叫汤圆，它象征着全家团圆，生活幸福甜美。点花灯



是为了让节日的夜晚明亮，欢快。人们为了增添娱乐的情趣，
还在灯上写上谜语，让大家来猜，猜中有奖，非常有趣。这
个节日从古代传下来的，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花灯的
样子越做越多，工艺越来越复杂，每年过节时，各地都有花
灯展，鼓励小朋友随家人节日去赏灯。井告诉幼儿电视台届
时还要播放相关节目，请大家注意收看，体验全家一起过节
的乐趣。

4.请幼儿观看传统花灯的样子和吃元宵。说说自己见过什么
样的花灯，吃过什么馅的元宵。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
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关于元宵节的来历，有这样一种传说。
元宵节起源于汉朝。据说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雉)临朝称
制，吕氏宗族把持朝政。吕雉死后，周勃、陈平等人扫除诸
吕，拥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因为扫除诸吕的日子是正月
十五，所以每到这夜，汉文帝就微服出宫、与民同乐，以示
纪念。在古代，夜同“宵”，正月又称“元月”，汉文帝就
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这一夜就叫“元宵”、也叫“元
夕”、或叫“元夜”。此翻传说，教师了解即可，不必详细
讲给幼儿听，若讲，酌情简化。

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
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
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
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九

有益的学习经验：

1．通过互相介绍家庭成员的情况，增近小朋友之间的`个人
情况了解。



2．认识家庭成员的劳动和家居生活，产生尊敬热爱他们的情
感。

准备：

幼儿自带全家福照片，教师准备一块展板或教室墙壁一角小
房子数座。

活动与指导：

2．入住新房、布置墙饰。请幼儿按小组为单位，每组幼儿将
自己的全家福嵌入其中一座房屋。布置好后，互相欣赏。

4．结束时，教师把座座小房子布置在准备开设的娃娃家的墙
壁上方，告诉幼儿刚才大家通过介绍互相作了家庭情况的初
步了解，希望小朋友回家各自观察家人的劳动和家居生活，
在即将开设的娃娃家游戏中扮演他们。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十

知道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进一步了解元宵节的习俗。

能运用揉，搓，团圆，包馅等技能做元宵。

品尝元宵的不同味道，体验劳动的快乐。

有关元宵节的录像。

黑芝麻，豆沙，五仁，不同口味的熟元宵。

花灯

黑芝麻，豆沙，五仁馅若干分别盛在小碗内，和好糯米粉并
分成小团，干糯米粉



碗，勺子，抹布，塑料台布，盛元宵的容器皿。

欢快的庆新年乐曲

一、观看“元宵节”录像，并引出主题。

小朋友们从录像中看到了什么？（吃元宵，看花灯，猜灯谜，
放烟花）引出元宵节的习俗。

教师讲解“元宵节”的来历，让幼儿知道“元宵节”是中国
的传统节日。

介绍“元宵节”的习俗是吃元宵，元宵又叫汤圆，它象征着
全家团圆，生活幸福甜美。

二、学做元宵。

小朋友们吃过元宵吗？（吃过）吃过什么馅的呢？（有五仁，
豆沙，黑芝麻）小朋友们真厉害吃过这么多口味的。那大家
一起来看看老师这有什么口味的元宵，请小朋友来尝一尝
（幼儿挨个品尝不同口味的元宵，并说出其口味）。

元宵是什么形状的啊？（圆形的）你们想不想自己来动手做
元宵呢？（想）

认知做元宵的原料—和好的糯米粉团，干糯米粉，黑芝麻，
豆沙，五仁馅。

观察教师做元宵：先将小团的糯米粉揉一揉，搓一搓，团圆，
再挖坑，然后把馅放在中央并包起来，最后再把它团圆。

让幼儿自己动手做元宵，根据教师讲解的`做元宵时的重要细
节：揉，搓，团圆，挖坑，包馅。并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馅
料，最后将做好的元宵整齐的排列在容器皿中。



（小结：让幼儿了解元宵的形状，颜色及不同口味的元宵，
同时能运用揉，搓，团圆，挖坑，包馅等技能制作元宵。）

三、品尝元宵，体验劳动的快乐。

教师出示花灯，让幼儿跟随音乐玩舞花灯，猜灯谜游戏。

煮元宵的同时教师把碗，勺摆放好，幼儿洗手。

幼儿品尝元宵，互相说说此时心里的感受，体验劳动的快乐。

引导幼儿进一步了解元宵的制作过程，并学说绕口令。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十一

有益的学习经验：

1．通过互相介绍家庭成员的情况，增近小朋友之间的个人情
况了解。

2．认识家庭成员的.劳动和家居生活，产生尊敬热爱他们的
情感。

准备：

幼儿自带全家福照片，教师准备一块展板或教室墙壁一角小
房子数座。

活动与指导：

2．入住新房、布置墙饰。请幼儿按小组为单位，每组幼儿将
自己的全家福嵌入其中一座房屋。布置好后，互相欣赏。

4．结束时，教师把座座小房子布置在准备开设的娃娃家的墙
壁上方，告诉幼儿刚才大家通过介绍互相作了家庭情况的初



步了解，希望小朋友回家各自观察家人的劳动和家居生活，
在即将开设的娃娃家游戏中扮演他们。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十二

欢欢喜喜闹元宵

1.通过全园主题会，进一步了解元宵节的来历、意义以及主
要的风俗习惯，感受元宵节的热闹、喜庆气氛。

2.积极参与主题会的准备和庆祝活动，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
与体验。

3.大、中班幼儿乐于与弟弟、妹妹交往并关心弟弟、妹妹，
小班幼儿乐意与同伴分享食品和快乐。

4.愿意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5.知道节日时人们主要的庆祝活动。

1.张贴海报，邀请家长来园参加活动。

2.举办幼儿自制花灯展，开展自制花灯评比活动。

3.展出能反映幼儿不断丰富元宵节经验的资料和照片。

4.排练舞龙、踩高跷、划旱船等节目。

5.自制、品尝元宵的各种材料和工具。

1.锣鼓队、腰鼓队进场，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

2.在《金蛇狂舞》的伴奏下，师幼进行舞龙、划旱船、踩高
跷、扭秧歌表演。



3.知识竞答活动。

4.宣布制作花灯的评比结果，为获奖幼儿颁奖。

5.文艺表演与游戏、猜谜活动穿插进行。

6.亲子元宵美食活动。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十三

1．学习同情别人的疾病痛苦，知道病中的人需要关心和帮助。

2．了解给病人送温暖的方式。

故事、及图片。

1．看图听教师讲故事《小鸟和牵牛花》。(故事见附录)

2.提问：

(1)故事叫什么名字?有谁?讲了一件什么事?

(2)小鸟生病时心里怎么想?它对风仙花、小草说了什么?小草
和凤仙花又是怎么做的?

(3)为什么小鸟哭了?如果你生病时，没人看你、陪你玩，你
会不会难过?

(4)谁给小鸟送来了温暖?牵牛花是怎样关心生病的小鸟的?它
的关心有什么用处?

3．请幼儿联想自己说一说生病时的心情和痛苦的经历，渴望
得到哪些关怀，是谁给予了关怀，自己的'心里怎样想。

5．小结并肯定幼儿的想法，鼓励幼儿付诸行动。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十四

1.通过全园主题会议，进一步了解元宵节的起源、意义和主
要习俗，感受元宵节的`热闹喜庆气氛。

2.积极参与主题会议的准备和庆祝活动，大胆表达自己的情
感和经历。

3.大班孩子愿意和弟弟妹妹交往，关心弟弟妹妹，和同伴分
享食物和快乐。

1.张贴海报，邀请家长来园参加活动。

2.举办儿童自制灯笼展，开展自制灯笼评价活动。

3.展出能反映孩子丰富元宵节经验的资料和照片。

排练舞龙、踩高跷、划旱船等节目。

自制、品尝元宵节的各种材料和工具。

1.锣鼓队和腰鼓队进场，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

2.在《金蛇狂舞》的伴奏下，师幼表演舞龙、划旱船、踩高
跷、扭秧歌。

3.知识竞赛。

4.宣布制作灯笼的评估结果，为获奖儿童颁奖。

5.文艺表演与游戏、猜谜活动穿插。

6.亲子元宵美食活动。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十五

1、让幼儿了解我国元宵节的意义及民俗习惯。

2、引导幼儿成分体验传统节日的.欢乐气氛。

3、培养幼儿尊老爱幼的社会性品质。

1、活动前请家长带幼儿看灯会，给幼儿讲灯，丰富他们对花
灯的认识；请家长为幼儿准备一盏花灯，带到幼儿园在教室
或室外一角布置灯会。

2、请五六位幼儿分别化装成老人和孩子。

3、元宵、花灯挂图各一幅。

1、忆元宵

出示元宵和花灯的图片，引起幼儿对元宵节的回忆和谈元宵
节的兴趣。

（1）看了这幅图想起什么事情。

（2）元宵是用什么做的？吃起来什么味？

（3）元宵表示什么意思？

2、观灯会

（1）教师向幼儿提出观灯要求：要仔细观看灯的颜色、形状
几特点。

（2）幼儿自由结伴观花灯，可与同伴相互介绍自己的花灯特
点，然后请同伴到灯会中找出它。



（3）插入情景：“老人”带“孩子”观灯，其中一个孩子吵
着看不到，老人无奈。观察幼儿怎样处理，必要时给予指导，
是幼儿懂得相互关心和照顾。

3、总结性谈话。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十六

1、知道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进一步了解元宵节的习俗。

2、能运用揉，搓，团圆，包馅等技能做元宵。

3、品尝元宵的不同味道，体验劳动的快乐。

4、通过参加节日环境创设，感受参与元宵节庆祝活动的乐趣。

5、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1、能运用揉，搓，团圆，包馅等技能做元宵。

1、有关元宵节的录相。

2、黑芝麻，豆沙，五仁，不同口味的熟元宵。

3、花灯

4、黑芝麻，豆沙，五仁馅若干分别盛在小碗内，和好糯米粉
并分成小团，干糯米粉

5、碗，勺子，抹布，塑料台布，盛元宵的容器皿。

6、欢快的庆新年乐曲

一、观看“元宵节”录相，并引出主题。



1、小朋友们从录相中看到了什么？（吃元宵，看花灯，

猜灯谜，放烟花）引出元宵节的习俗。

2、教师讲解“元宵节”的来历，让幼儿知道“元宵节”是中
国的传统节日。

3、介绍“元宵节”的习俗是吃元宵，元宵又叫汤圆，它象征
着全家团圆，生活幸福甜美。

二、学做元宵。

1、小朋友们吃过元宵吗？（吃过）吃过什么馅的呢？（有五
仁，豆沙，黑芝麻？）小朋友们真厉害吃过这么多口味的。
那大家一起来看看老师这有什么口味的元宵，请小朋友来尝
一尝（幼儿挨个品尝不同口味的元宵，并说出其口味）。

2、元宵是什么形状的啊？（圆形的）你们想不想自己来动手
做元宵呢？（想）

3、认知做元宵的原料—和好的糯米粉团，干糯米粉，黑芝麻，
豆沙，五仁馅。

4、观察教师做元宵：先将小团的糯米粉揉一揉，搓一搓，团
圆，再挖坑，然后把馅放在中央并包起来，最后再把它团圆。

5、让幼儿自己动手做元宵，根据教师讲解的做元宵时的重要
细节：揉，搓，团圆，挖坑，包馅。并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
馅料，最后将做好的元宵整齐的排列在容器皿中。

（小结：让幼儿了解元宵的形状，颜色及不同口味的元宵，
同时能运用揉，搓，团圆，挖坑，包馅等技能制作元宵。）

三、品尝元宵，体验劳动的快乐。



1、教师出示花灯，让幼儿跟随音乐玩舞花灯，猜灯谜

游戏。

2、煮元宵的同时教师把碗，勺摆放好，幼儿洗手。

3、幼儿品尝元宵，互相说说此时心里的感受，体验劳动的快
乐。

本节活动的设计激发了幼儿兴趣，让幼儿知道元宵节是中国
的传统节日，进一步了解元宵节的习俗是吃元宵，点花灯和
猜灯谜。同时也学会了运用揉，搓，团圆，包馅技能，制作
不同口味的元宵，体验劳动的快乐！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十七

1、初步了解元宵节的民风民俗。

2、欣赏花灯，感受花灯的美。

3、愿意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4、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5、鼓励幼儿大胆说话和积极应答。

经验准备：请家长帮助幼儿丰富元宵节的相关知识。

物质准备：有关元宵节的由来及只要活动的课件谜语若干。

环境准备：收集各种花灯，布置灯展。

1、结合课件讲解元宵节的由来和只要活动。

2、引导幼儿参观灯展，说一说：最喜欢那盏花灯?为什么?花



灯美在哪儿?

3、欣赏儿歌《做彩灯，闹元宵》

4、猜灯谜。

出示事先准备好的谜面贴在花灯上，教师读谜面，幼儿来猜。

小结：每年的正月十五这一天是元宵节，元宵节是中国传统
的节日，这一天不仅要欣赏花灯、猜灯谜，还要品一种美食-
------元宵。

中班元宵节教案设计意图篇十八

有益的学习经验：

1．理解礼貌不仅是会使用文明用语，还要态度和气。

2．学习用和蔼、热情的`态度办事。

准备：

商店角、情境表演一个。

活动与指导：

2．讨论：

(1)你喜欢哪个售货员?为什么?

(2)为什么甲能卖出东西，顾客盈门，而乙则冷冷清清呢?他
该怎样做才是好售货员。

3．小结礼貌待客的方式是态度主动又和气。



4．请五至六名幼儿扮演售货员，其他幼儿扮演顾客玩商店购
物游戏，练习正确礼貌交往。根据情况，游戏可轮换角色。

幼儿园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小鸟和牵牛花

有益的学习经验：

1．学习同情别人的疾病痛苦，知道病中的人需要关心和帮助。

2．了解给病人送温暖的方式。

准备：故事、及图片。

活动与指导：

1．看图听教师讲故事《小鸟和牵牛花》。(故事见附录)

2.提问：

(1)故事叫什么名字?有谁?讲了一件什么事?

(2)小鸟生病时心里怎么想?它对风仙花、小草说了什么?小草
和凤仙花又是怎么做的?

(3)为什么小鸟哭了?如果你生病时，没人看你、陪你玩，你
会不会难过?

(4)谁给小鸟送来了温暖?牵牛花是怎样关心生病的小鸟的?它
的关心有什么用处?

3．请幼儿联想自己说一说生病时的心情和痛苦的经历，渴望
得到哪些关怀，是谁给予了关怀，自己的心里怎样想。

5．小结并肯定幼儿的想法，鼓励幼儿付诸行动。



附故事：

小鸟和牵牛花

在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树上，搭着一个鸟窝，里面住着一只小
鸟。

小鸟每天飞到大树下边来，跟小花、小草一块玩，在草地上
捉虫吃。

有一天，小鸟生病了。它孤单单地躲在窝里，心里很闷。小
鸟想：“跟大树下面的花儿、草儿玩玩多好!”可是它飞不下
去了，只好慢慢地从窝里伸出头来，对大树下边的凤仙花说：
“凤仙花姐姐，我生病了，不能下来找你，请你上来跟我玩
一会儿好吗?”凤仙花听了，红着脸儿说：“对不起，小鸟，
我长得不够高，也不会爬树，不能上去和你玩了。”

小鸟又对大树下面的小草说：“小草弟弟，我生病了，不能
飞下来找你，请你上来跟我玩一会好吗?”

小草听了，摇了摇头，说：“对不起，小鸟，我长得不够高，
也不会爬树，不能上去和你玩了。”

小鸟看着凤仙花和小草都不能上来跟它玩，叹了口气慢慢地
把头缩回去，躺在窝里哭起来了。

大树下面的牵牛花听见了，就绕着大树用力往上爬。牵牛花
爬呀，爬呀，爬到了鸟窝旁。

这时，小鸟已经睡着了。

牵牛花想让小鸟知道朋友来看它，就轻轻的吹起它的小喇叭
来：“嗒滴嗒滴，嗒嗒滴嗒……”一会儿，小鸟醒了，它睁
开眼一看，咦?牵牛花站在旁边吹喇叭呢。小鸟心里一高兴，



病就好多了。牵牛花看见小鸟的病好多了，就大声吹起喇叭
来：“嗒嗒滴滴嗒，滴滴嗒嗒嗒……”

小鸟随着喇叭的声音在树枝上高兴地跳起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