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认识中秋节小班社会教案及反
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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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
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我
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
家能够有所帮助。

认识中秋节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一

【活动设计】

在孩子们外出旅游的时候，有部分孩子积累了一定的乘船的
经验，但是了解相对粗浅。而且船的种类繁多，为了能让幼
儿深入地了解各种不同的船只及其不同作用，我设计了本次
活动，让幼儿在猜猜、看看、玩玩中认识不同的船只，并了
解船可以分为军用船和民用船两大类。

本次活动由以下四个环节组成：第一环节：谜语导入，激发
兴趣；第二环节：观察交流，认识船只的名称和作用；第三
环节：初步了解船只的分类；第四环节：通过游戏，加深对
船只分类的认识。

【活动目标】

1、在了解常见船只的基础上，区分军用和民用船，感知它们
的用途。

2、感受各种船的.美，乐意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认识。

【活动准备】



1、课件（各种各样的船）。

2、设置“军用船”和“民用船”两个港口。

【活动过程】

一、导入（谜语导入，激发兴趣）

二、欣赏课件，组织幼儿交流（观察交流，认识船只的名称
和作用）

1、我这里有一些船，请你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鼓励幼儿自
由观察，并积极与同伴交流自己看到的船。）

2、请个别幼儿说说自己喜欢的船，教师点击相应的船的图片，
在介绍的同时，可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幼儿观察并说出船的名
字、外形和用途。

客轮——有高大的船舱，像一座水上的大房子。

货轮——肚子里藏了许多货物，用来帮助人们运送货物。

拖轮——小船在前面开，后面拖着许多货船，装煤、装菜、
装石子和黄沙。

帆船——人们很喜欢的一项水上运动。起风时，扬帆起航，
飞速前进。风停时，收下船帆，缓慢航行。

小结：不同的船它们的外形和作用都不同，有的船用来载人
游玩，有的船用来运货工作，它们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
很大的帮助。

三、区分船类（初步了解船只的分类：民用船和军用船）

1、出示军用船图片：我这里还有一艘船，它和刚才那些船都



不一样，他的本领可大啦！

2、这是什么船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结：这艘是用于军事的船是军用船，刚才那些是用于日常
生活的民用船。

四、游戏：《回港》（通过游戏，加深对船只分类的认识）

利用课件：点击船的图片，幼儿根据图片跑到相应的军用船
或民用船的港口，如点击渔船图片跑到“民用船”的框里，
幼儿操作正确后课件露出笑脸并发出喝彩声。

认识中秋节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和中秋赏月/吃月饼的习俗。

2、能画出不同颜色花纹的月饼。

3、感受到中秋节的快乐。

4、知道中秋节是几月几号。

【活动准备】

1、《中秋月儿圆》教学资源;

2、不同款式的月饼图片;

3、彩笔、油画棒(水彩笔)。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出课题。

小朋友想想你记忆中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圆圆的半圆形弯弯
的)

二、播放《中秋月儿圆》教学资源，了解月亮变化

三、介绍中秋节的由来及相关习俗。

出示月饼图片，引导幼儿讨论月饼的外形、颜色、味道，说
说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

小结：中秋节也就是农历八月十五，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古
人又称团圆节，是欢庆丰收/家人团聚/赏月、品月饼的传统
节日，月饼圆圆就像月亮一样人们都要吃月饼来欢庆中秋节。
月饼也象征团圆，一般人们把一个月饼分开来全家吃，就好
像全家人永不分开。

四、引导幼儿说说自己想做什么样的“月饼”，从月饼的颜
色，形状，图案等方面进行引导。

五、鼓励幼儿大胆的绘画月饼。

在指导过程中，提醒幼儿用不同颜色来表示不同口味的月饼，
如红色——草莓味、黄色——橙子味、绿色——青草味等等
让幼儿缠身作画的热情。

六、作品欣赏并展示。

语言活动：

静夜思

活动目标



1、学习朗诵诗句，说出诗句的大概意思。

2、体会诗中作者思乡的感情。

3、喜欢学习古诗。

活动准备：

1、打印的古诗一首，《静夜思》图片两张;

2、刚过了中秋节，幼儿知道中秋节有团圆的意思。

活动过程：

一、引出古诗

师;小朋友们，谁会朗诵古诗，请你来为大家朗诵一首。

二、学习古诗

1、教师有感情地朗诵古诗

提问：古诗的名称叫什么?作者是谁?

2、理解古诗

(1)逐句欣赏

一边看古诗，一边听老师逐句朗诵。

教师解释句中“疑”、“举”的意思。

(2)说说自己听了诗后有什么感觉?

(3)试着说说诗句的意思。



床前洒满了明亮的月光，误以为是地球上铺了一层银白色的
寒霜。抬起头，遥望天边的明月，不由得低下头来，思念离
别的故乡。

(4)看图片，想象诗中的意境，并说一说使人会想到故乡的什
么?

(5)迁移经验，联想中秋节的含义。

师：中秋节有什么意义?中秋节家家都要团圆，可有很多人在
外地工作或上学不能回家，他们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乡。

图片中的月亮很明亮，李白在外地做客的那一天正好好是八
月十五中秋节，诗人看见月亮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3、学习有感情地朗诵古诗。

三、古诗朗诵表演

请幼儿大胆地上台朗诵古诗。

建议：通过这节古诗欣赏活动，使幼儿对这古诗的意境有了
充分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孩子们很快学会了这首古诗，建议
如果配上ppt，效果会更好。

认识中秋节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三

1.了解"119"的含义并会大声读出来。

2.增强对消防的认识。

3.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4.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119"的图片资料

1.复习《防火小勇士》。

2.观看图片，了解119的含义。

教师：这张图片上有什么?这个叫什么名字?消防车的身上有
什么呀?它们怎么读呢?(引导幼儿发现消防车的颜色、形状、
样式和普通的小有什么不同)教师：这3个数字分开的时候怎
么读?为什么它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样读呢?(为了读的更顺
口、好听些，我们读"yaoyaojiu")。这3个数字有什么特别的意
思吗?(它代表了火灾，哪里有火灾它就会出现在哪里。)3.讨
论防火的方法。

幼儿相互间讨论，师幼共同总结。

小结：不能玩火;爸爸的香烟不可以随便乱扔，要熄灭烟头扔
在垃圾桶里;不能玩电线，要保护自己。

本节活动课幼儿已有基础的事实，对火灾有基本的知识，能
够说出很多关于火灾的事情，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还能说
出很多家里能够引发火灾的行为，并能纠正，说出正确的行
为。以后可以延续消防活动，更加丰富幼儿关于消防的知识。

认识中秋节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知道中秋节的来历、对中秋节的活动产生兴趣。

2、在集体前大胆表述、乐意和同伴分享自己的发现。

3、通过参加节日环境创设、感受参与节日庆祝活动的乐趣。



4、了解节日中应注意的安全和卫生、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5、培养幼儿的创新思维和的大胆尝试的精神。

活动难点难点：

难点：

中秋节的传说和民俗

难点：

中班第一学期幼儿、刚刚摆脱稚嫩的小班弟弟妹妹角色、对
于社会传统节日关注不多、缺乏相关经验、对于中秋节的传
说和民俗认知少。

幼儿预期表现：

1、活动前先由幼儿和家长共同收集中秋节相关的信息、幼儿
有了经验铺垫、活动就更有参与性。

2、自主阅读、提供阅读空间。

活动过程：

一、关于中秋传说的交流和分享

幼儿自由讲述自己所了解到的中秋节相关信息。

二、教师讲述《嫦娥奔月》

提问：

1、嫦娥怎么会飞到月亮上去的?这是哪一天?



2、后羿听到这个消息后、做了什么?

3、从这以后、后羿是怎么寄托对嫦娥的思念的?

4、中秋节是怎么来的?

三、幼儿阅读小图书第17—22页

四、边听故事录音、边阅读完整故事。

活动目标

1、知识目标知道中秋节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

2、能力目标了解人们过中秋节的各种方式。

3、参与节日游戏。

4、简单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其全称、日期和意义。

活动重点

了解人们过中秋节的各种方式，知道中秋节是我国的一个传
统节日。

活动难点

画月饼活动准备白纸、彩笔若干，关于中秋节的音乐。

活动过程

一、中秋节的来历和传说

1、说说自己家的中秋节是怎样度过的。



2、听一听神话故事《嫦娥奔月》。

二、中秋节的风俗

1、欣赏图片了解中秋节。(与家人团圆，吃月饼等)

2、朗读儿歌知道中秋节。

八月十五赏月节，摆上果饼来拜月。

八月十五团圆节，亲人团聚像过年。

八月十五丰收节，敲锣打鼓庆丰年。

八月十五中秋节，传统节日记心间。

三、中秋节有关的歌曲。

欣赏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知道中秋节是农历八月十五，是个团圆的日子。

四、中秋节绘画每个幼儿画出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月饼形状，
并装饰。

活动小结

1、复习学习的儿歌，加深对中秋节的印象。

2、欣赏歌曲《中秋大团圆》。

教学反思：

从本次活动的整个开展情况来看，对幼儿对传统节日文化中
秋很感兴趣，了解了中秋要团圆，并能够教育幼儿在节日时



献给爸爸妈妈自己制作的礼物。

活动目标：

1、能大胆地选择色彩印画“月饼”，并展开想象，让“月
饼”飞起来，感受成功的喜悦。

2、知道中秋节到了，月亮圆了，感受团圆、快乐的节日气氛。

3、能展开丰富的想象，大胆自信地向同伴介绍自己的作品。

4、培养幼儿耐心完成任务的习惯，享受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蓝色背景图(长卷)、大萝卜切片做印章、黄色圆盘(后面
贴两翅膀)。

2、各色颜料、薄海绵、冰盒、美工服;

3、有关中秋的歌曲，电脑。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中秋节我们要做些
什么的?”(赏月，吃月饼)

二、展示背景图

师：“蓝色的夜空静悄悄的，月亮在哪呢?”

出示圆盘，“月亮在这里呢!月亮你快飞到天上去吧!”



打开圆盘后面的翅膀，演示飞到背景图上。“中秋节月亮宝
宝一个人在天上好孤单，她想请圆圆的月饼陪她一起玩。月
饼在哪里?你们知道月饼在哪里吗?”

三、教师示范用萝卜蘸颜料印月饼

师：“月饼月饼在这里”(用萝卜蘸色印在画纸上)。引导幼
儿一起说：月饼月饼在哪里?月饼月饼在这里。

师：“小朋友们的月饼在哪里呢?我们也来印月饼吧!”

四、幼儿作画，教师指导

重点：提醒孩子蘸色时颜料不要混在一起。鼓励孩子交换颜
色印画。

伴奏：《爷爷为我打月饼》

五、想象添画

1、师：“这么多可爱的月饼宝宝，我们怎么让它们飞到天上
去和月亮宝宝玩呢?”

鼓励幼儿想象出不同的方法，师简笔画出。说到长翅膀时，
教师演示双手蘸色印的方法。

重点：翅膀要印在“月饼”的两侧。

2、幼儿添画，提供勾线笔和颜料，用画或印的方法让“月饼
宝宝”飞起来。

六、展示作品

1、将幼儿作品布置在主题墙饰上，体验成功的喜悦。



2、“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亮宝宝好开心啊，
她给小朋友们送来了月饼感谢。”

出示圆圆的月饼，让小朋友闻闻，一起切月饼，分享。

认识中秋节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知识目标知道中秋节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

2、能力目标了解人们过中秋节的各种方式。

3、参与节日游戏。

4、简单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其全称、日期和意义。

活动重点

了解人们过中秋节的各种方式，知道中秋节是我国的一个传
统节日。

活动难点

画月饼活动准备白纸、彩笔若干，关于中秋节的音乐。

活动过程

一、中秋节的来历和传说

1、说说自己家的中秋节是怎样度过的。

2、听一听神话故事《嫦娥奔月》。

二、中秋节的风俗



1、欣赏图片了解中秋节。(与家人团圆，吃月饼等)

2、朗读儿歌知道中秋节。

八月十五赏月节，摆上果饼来拜月。

八月十五团圆节，亲人团聚像过年。

八月十五丰收节，敲锣打鼓庆丰年。

八月十五中秋节，传统节日记心间。

三、中秋节有关的歌曲。

欣赏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知道中秋节是农历八月十五，是个团圆的日子。

四、中秋节绘画每个幼儿画出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月饼形状，
并装饰。

活动小结

1、复习学习的儿歌，加深对中秋节的印象。

2、欣赏歌曲《中秋大团圆》。

教学反思：

从本次活动的整个开展情况来看，对幼儿对传统节日文化中
秋很感兴趣，了解了中秋要团圆，并能够教育幼儿在节日时
献给爸爸妈妈自己制作的礼物。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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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4、体验人们互相关心的美好情感。

5、知道节日的时间、来历和风俗习惯，感受节日的气氛。

活动准备：

幼儿自带月饼，ppt

活动过程：

一、儿歌引出中秋节

1、《小小的船》月儿弯弯，像只小船，摇呀摇呀，越摇越圆。

月儿弯弯，像个银盘，转呀转呀，越转越弯。

2、理解儿歌里的内容

(1)儿歌里的船，真的是一艘小船吗?(不是)

(2)那指的是什么呢?(月亮)

二、介绍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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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人们将一年分四个季节，八月正好是秋季中的一个月叫"
仲月"，八月十五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叫中秋节。这天
晚上，月亮最圆最亮，人们吃果实赏月，也希望生活像月亮



一样圆圆满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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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姑娘做衣裳》

夜晚，月亮姑娘出来了，细细的，弯弯的，好象小姑娘的眉
毛。凉风吹得她有点冷，她就撕了一块云彩裹在身上，月亮
姑娘想：我还是找一位裁缝师傅做件衣裳吧。

裁缝师傅给她量了尺寸让她五天以后来取。过了五天，月亮
姑娘长胖了一点儿好象弯弯的镰刀她来取衣裳了，衣裳做得
真漂亮，可惜太小了，穿在身上连扣子也扣不上。

裁缝师傅决定给她重新做一件，重新量了尺寸，让她再过五
天来取。五天又过去了，月亮姑娘又长胖了一点，弯弯的象
只小船。她来取衣裳，衣裳做得更漂亮了，可惜月亮姑娘连
套也套不上。

裁缝师傅涨红了脸，说："我只好重做了。"又是五天过去了，
月亮姑娘来取衣裳，裁缝师傅看到月亮姑娘变得圆圆的，象
一只圆盘那样，吃了一惊："啊你又长胖了!"裁缝师傅叹了一
口气，对月亮姑娘说："唉!你的身材量不准，我没法给你做
衣裳了。"原来，月亮姑娘每天都在变化，所以她到现在还穿
不合身的衣裳。你，白天太阳公公出来了，她不好意思出来，
只有在晚上才悄悄地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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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师：你们知道人们用什么方式庆祝中秋节?我还知道，小
朋友最爱吃月饼，今天大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月饼，那就请
你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月饼吧。

(2)教师简单小结，月饼的分类

(3)幼儿欣赏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乐曲《春江花月夜》，
边听音乐边分享月饼，体验与同伴、老师一起过节的快乐。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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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积极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5、愿意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活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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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过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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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介绍中秋节的来历，让孩子们知道中秋节又叫团圆节。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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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观察月饼，通过分享月饼体验节日的快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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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饼为什么是圆的呢?

3、老师小结。

五、分享月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