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秋国庆节班会教案(通用8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
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中秋国庆节班会教案篇一

（刘）亲爱的朋友们，

（合）晚上好！

（蔡）非常高兴今晚能与大家一起喜迎国庆。我是xxx。

（刘）我是xxx。

（崔）我是xxx。

（蔡）万紫千红迎国庆，片片红叶舞秋风。

（崔）《向荣风采，情系国庆——迎国庆文艺晚会》

（合）现在开始！

（刘）本次晚会由xx街道党委、xx街道办事处主办，由xx文化
站承办。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主办单位，对大家的光临表示
热烈的欢迎!

（蔡）今晚的晚会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非常荣幸地请来了各位领导和嘉宾，出席今晚晚会
的嘉宾有……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光
临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崔）下面有请xxx为我们晚会致词，掌声有请……

（刘）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今天，我们迎来了伟大祖国x岁
华诞。

（蔡）多少年来，我们祖国经历了风风雨雨，才迎来了今天
的繁荣富强。

（崔）多少年来，我们人民历经磨难，才有了今天这幸福的
生活。

（刘）今夜的星光分外灿烂，

（蔡）今夜的月色分外明媚，

（崔）今夜这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刘）今夜，花好月圆，举国欢庆！

（刘）一个多小时的演出，让我们共同渡过了一个难忘的欢
腾之夜，

（崔）演员们的精采表演，让我们徜徉在欢歌笑语中。

（蔡）通过演出，台上台下我们感受到了大家的团结、上进，

（刘）在即将迎来的我们祖国x岁华诞之际，我们共同祝愿祖
国繁荣富强，祝愿人民幸福平安！

（崔）今宵难忘，难忘今宵。

（刘）亲爱的朋友们，《向荣风采，情系国庆——迎国庆文
艺晚会》到此结束，让我们明天再相会。



（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光临，感谢各位台前幕后工
作人员，感谢各位表演者的精彩演出，谢谢！

（崔）朋友们，再见！

（女合）再见！

中秋国庆节班会教案篇二

1、回忆交流欢度国庆节的经历，体验庆祝国庆的欢腾场面。

2、了解国庆节的不同庆祝方式，激发幼儿爱祖国的情感。

活动准备

1、ppt（笑脸、幼儿园开展的一系列庆祝活动照片、阅兵式视
频、歌曲录音等）

2、图片（可打开的窗，窗内有三幅图片，同《学习活动》p16）

3、展板：国庆的“窗口”（幼儿记录国庆节最快乐的事情）

活动过程

一、经验交流。

1、 ppt播放幼儿的笑脸：从一张张脸上看到了什么？为什么
这么开心？（回忆幼儿园的庆祝活动）

小结：国庆节，我们在幼儿园庆祝祖国妈妈的生日，非常开
心，张张小脸都洋溢着笑容。

2、前段时间我们放了7天国庆长假，国庆长假开心吗？



交流长假中最开心的事（出示幼儿作品）

过渡语：老师也过得很开心，一起来看看老师的长假吧。

3、观看照片并交流：国庆节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

小结：国庆节，和家人一起庆祝祖国妈妈的生日，非常热闹，
人人心里都充满了喜悦。

二、经验提升。

过渡语：我们小朋友庆祝国庆节真热闹，那其他人是怎样欢
庆国庆的呢？我们打开窗户来看看。

1、国庆节晚上他们站在窗口会看什么呢？（烟火）

他们是一家人吗？从哪里看出来不是？

小结：国庆节期间，世界各国的朋友都会和我们一起祝贺。

小结：国庆期间，电视节目丰富多彩，它会转播全国各地人
民庆祝国庆的方式，有升旗仪式、国庆晚会，还有阅兵仪式。

3、打开第三幅图片：看看他们在干什么？猜猜他们可能在唱
什么歌？（幼儿跟着一起唱唱）

小结：大家用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庆祝国庆，表达对祖
国妈妈的`热爱。

三、情感渲染。

1、刚才我们说了许多国庆节的开心事，老师把这些开心事编
成一首好听的儿歌送给祖国妈妈。

2、教师完整朗诵儿歌，幼儿欣赏。



3、延伸：在区角活动时，把你们国庆开心事也编成好听的儿
歌。

中秋国庆节班会教案篇三

中秋月圆人团圆

【活动目的】：

1、通过活动，使学生对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有更深刻的了解，
培养学生的传统观念和意识，重视友情、亲情，理解“团聚
团圆”在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意义，从而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
的幸福生活，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

2、让学生体验节日的快乐，热爱生活，懂得情感的可贵，为
身边的人送上祝福。

活动准备：

(提前几天准备)

1、以小组为单位准备节目。

2、搜集资料。

(1)、中秋节的来历(民间传说);

(2)、有关中秋“月亮”和“月饼”的谜语;

(3)、明月的古诗词。例：李商隐——《嫦娥》;李白——
《静夜思》。

(4)、有关月亮的歌曲;



(5)、中秋节笑话、小品、相声。

【活动过程】：

走近中秋

播放音乐《花好月圆》，营造一种中秋的氛围。

a：时光的车轮展过一道深深的痕迹，留下金秋的收获。

b：皎洁的月亮传达一种深深的思念，思念中秋的团聚。

a：今天，中秋佳节，我们一起欢度时光，同抒走进校园的喜
悦!

b：今天，菁菁校园，我们在嘹亮歌声中把希望起航。

a：明月当空，万里无云，诗情画意，让我们展现心声——请
欣赏

文学组同学的诗朗诵《明月几时有》

a：此情此景，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它的悠久历史，想起了那美
丽的传说，下面请文学组同学讲述它的悠久历史。

文学组同学带来(嫦娥奔月、吴刚伐桂、朱元璋起义与月饼
等)

王勤主持猜谜游戏

__表演小品《吃月饼》。

美术组展示美术作品。



结束语：(班主任)

伴着同学们的欢声笑语，这次的班会圆满的结束了。这次班
会上同学们的发言让大家都感受到了快乐，让我们知道亲人
的思念，在特别的日子里，同学们要学会关心父母，关心同
学。我衷心的希望同学在新学期有新气象，新起色，焕然一
新的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此次班会圆满结束。

中秋国庆节班会教案篇四

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祖国在我心中。

中华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秦始皇开国以来，到清代末期，经
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万里长城 秦兵马俑颐和园?这些都是
祖先留给我们的遗史，让我们了解到祖国曾经的雄伟和渊博。
我国还有四大发明，造纸术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让我们知道了古人的智慧。

中华有着辽阔的疆土。在世界的土地面积中排名第三位。中
国还有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世界最低的盆地——新
疆吐鲁番盆地，世界最长的古代防御工事——万里长城。两
条长河贯穿大江南北，孕育着中华儿女，滋养着祖国大地。

我爱我的祖国，我为我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为我生活在中
华大地上而感到自豪。是祖国母亲抚育着我们成长。这么多
年来，祖国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遭受了多少挫折，却仍然
在风雨中傲然挺立。

今天祖国已经日益强大起来了，高科技早已发达。电视 电脑
已不再成为神话，电话空调已不再成为梦想。20__年神六飞
上了浩瀚的宇宙，我们欢悦。20__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十周
年，我们激动。20__年中国人民迎来了北京奥运，我们自豪。
20__年我们举办了上海世博会。



同学们，新的时代将由我们来谱写，新的世纪将由我们来接
手，努力学习，让祖国富强起来吧，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让祖国更加的兴旺。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中秋国庆节班会教案篇五

1、能回忆我吃过的月饼，在月饼上画出图案。

2、激发幼儿创作的欲望，引起对中秋节活动的兴趣。

3、愿意积极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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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回忆讲述：我吃过的月饼是什么样的？月饼上有什么？
（鼓励幼儿大胆讲述）

3、幼儿练习，鼓励幼儿能大胆作画

4、展示讲评：我画的月饼

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幼儿了解了中国传统节日的许多习俗，
更让幼儿学会了分享，提高了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
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小百科：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根据史籍的记载，“中
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
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
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
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
旦齐名，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中国仅次于春节



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中秋国庆节班会教案篇六

1、通过学生的自主活动让学生了解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以及中秋节的由来，中秋节的民间传说。

2、让学生知道中秋节是我国民间庆贺丰收和团圆的节日。

3、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4、使学生懂得各种形状的月亮的名称。培养学生团结合作，
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1、跟据一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本课在内容的设置上由浅入
深。主要从中秋节的风俗习惯入手,让学生初步了解中秋节,
通过尝一尝月饼,画一画学生心中的中秋节等动手操作活动,
来激发学生对民俗节庆课的兴趣。

2、建议让学生可以回家做适当的准备,通过询问父母等查询
方式，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和风俗。

3、在课后拓展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将自己对中秋节感兴
趣的内容和习俗的了解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学生画一
画心中的饿中秋节，教师把学生的作品挑选后布置在教室的
展示板进行展示。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入，交流中秋节的习俗

1、师生谈话引入八月十五中秋节。

2、学生交流今年中秋节的活动安排。



3、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中秋节的资料。（吃月饼、赏月、观潮、
燃灯、玩兔灯、祈福等）

（二）、听故事，说心愿

1、教师讲嫦娥奔月的故事。（配乐）

2、学生打电话与嫦娥姐姐说说心里话。

（1）、出示听话说话要求：仔细听，牢牢记，说清楚、说完
整。（让学生充分拓展思维、开拓思路）

（2）、说话时注意讲电话的礼仪。

（3）、教师及时辅导点评，注意句子的完整性、优美性。

（4）、学生小组讨论交流。

（三）、了解有关月亮的知识

1、教师介绍宋朝著名的诗人苏轼写的优美诗篇《水调歌头》。
（学生齐诵）

2、“月亮博士” 给同学讲一讲月亮的奥秘。

（1）、“月亮博士”请同学们把自己见到过的月亮的形状画
下来，并把它剪下来。

（2）、把同学的作品按月亮的形状归类，展示在黑板上。

（3）、同学交流从地球上会看到这些不同形状的月亮的原因，
“月亮博士”归纳。

（4）、同学交流月亮的名称，“月亮博士”边归纳边板书。



（四）、教师小结，师生一起品尝自己购买的中秋食品，共
同欢度中秋。这节课同学们表现得都特别好，说出了自己的
想法与愿望。是啊！中秋节既是一个丰收的节日，又是一个
团圆的节日。老师希望你们好好学习，长大实现自己的愿望。

（1）、过中秋节那天，向家里人讲讲自己知道的故事和知识。

（2）、观察月亮的形状变化并记录。

中秋国庆节班会教案篇七

通过此次中秋节的主题，让学生了解中秋节的有关知识。介
绍有关中秋节的传奇故事。

一、齐读班会的主题，交流对主题的理解：

（中秋节是月亮最圆的时候，是团圆的日子，我们心里也会
喜洋洋、甜滋滋的）

二、中秋知识竞猜：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

（拜月娘、赏月、吃毛豆芋艿、吃月饼等等）

三、故事引趣：

1、师引：

相传，远古时候有一年，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直烤得大地
冒烟，海水枯干，老百姓眼看无法再生活下去。这件事惊动
了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他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
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余的太阳。后羿立下盖世神功，受到
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奸诈刁钻、



心术不正的逄蒙也混了进来。不久，后羿娶了个美丽善良的
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
人们都羡慕这对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
便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
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
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逄蒙看到
了。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逄蒙假装生
病，留了下来。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逄蒙手持宝剑闯入
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逄蒙的
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
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
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
月亮上成了仙。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
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逄蒙早逃走了。气得
后羿捶胸顿足哇哇大叫。悲痛欲绝的后羿，仰望着夜空呼唤
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
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后羿急忙派人到嫦娥喜爱的
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
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
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
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2、学生扮演嫦娥姑娘来介绍其他中秋节的习俗

好，听了老师给你们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意犹未尽吧。现在
我们请嫦娥姑娘来给我们介绍中秋节有趣的传统习俗。

3、继续介绍关于中秋节的神话故事

好，听了嫦娥姑娘的给我们的介绍，老师觉得中秋节真是个
非常有意义的传统节日啊。它还有许多传说故事呢。（看时
间待定）



4、介绍中秋节的水果

柚子

四、联系班级实际，讨论中秋节的活动方案

大家想过没有，中秋节怎么过？

2、同学之间交流

4、同学交流

五、小结

同学们了解了那么多关于中秋节的知识，又为我们班级如何
过明天的中秋节出了那么多好主意。老师感到好开心！

中秋国庆节班会教案篇八

1、通过活动，让同学们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和风俗习惯，同时
锻炼同学们通过各种渠道（书籍、报刊、络、他人经验等）
获取信息的能力，培养同学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学习中秋节文化，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1、我国有很多传统节日，你知道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吗？

2、那么中秋节的由来、习俗你们知道吗？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端午节去了解一下。

3、引出主题：“走进中秋”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一）中秋节简介：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
北宋京师。八月十五夜，满城人家，不论贫富老小，都要穿
上成人的衣服，焚香拜月说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保佑。南



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义。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
砌宝塔等活动。明清以来，中秋节的风俗更加盛行；许多地
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
龙等特殊风俗。

1、中秋佳节，人们最主要的活动是赏月和吃月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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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宋代，中秋赏月之风
更盛，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
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每逢这一日，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
都要重新装饰门面，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制
食品，夜市热闹非凡，百姓们多登上楼台，一些富户人家在
自己的楼台亭阁上赏月，并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团圆子女，
共同赏月叙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