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月饼教案中班 幼儿园音乐爷爷为我
打月饼教案(模板8篇)

在教学过程中，教案是教师的工作工具，它记录了教学的步
骤和方法，帮助教师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整理的一些优秀的五年级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月饼教案中班篇一

1、熟悉歌曲旋律及歌词内容，学习用乐器为歌曲伴奏。

2、尝试选择2～3种乐器进行演奏。

1、《爷爷为我打月饼》教师教学资源

2、月饼图片

3、圆鼓板、手铃、三角铁等乐器

重点：熟悉歌曲旋律及歌词内容，学习用乐器为歌曲伴奏。

难点：尝试选择2～3种乐器进行演奏。

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几幅图片我们一起来看看
是什么。”（播放月饼图片）师幼共同欣赏月饼图片，交流
月饼的特征，回忆中秋节习俗，引发幼儿兴趣！

师：“刘老师还给小朋友们带来了有关月饼的儿歌，我们一
起来听一听！”（播放儿歌）

（1）幼儿倾听，提问儿歌中有谁，在干什么等，引导幼儿说
出歌词内容。



（2）教师范唱，幼儿跟唱。

（1）引导幼儿用肢体动作为儿歌伴奏“爷爷说打月饼很辛苦
希望小朋友们为他的儿歌配上好听的伴奏，爷爷就不累了！
小朋友们想一想我们要怎么给儿歌伴奏呢？”（引导幼儿拍
打肢体各部位为儿歌伴奏，拍手、拍肩、拍腿、跺脚、抖手
等等）

（2）出示节奏图谱，引导幼儿练习身体动作，掌握歌曲节奏。

（3）将幼儿分成三组，先分组练习，然后教师指挥幼儿分别
用肢体动作合作练习。

“刘老师还为小朋友们带来了几样新朋友，为我们的儿歌配
上好听的伴奏，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都有谁！”（师带幼儿
认识乐器，并讲解乐器的使用方法）

“我们要怎么用这些乐器给儿歌伴奏呢？”（引导幼儿讨论
选择适宜的乐器，如拍手的地方用什么乐器等。）

（1）幼儿自由选择乐器，看教师指挥，集体演奏几遍。

（2）幼儿自由交换乐器，进行演奏。

（3）组织幼儿收放打击乐器。

过程中提醒幼儿轻拿轻放乐器。

在表演区投放节奏图谱及乐器，让幼儿进行打击乐器活动，
引导幼儿尝试做小指挥。

月饼教案中班篇二

1、学唱歌曲，感受歌曲的抒情性质，注意休止符的停顿。



2、通过歌曲，了解与中秋节有关的风俗。

3、能大胆表现歌曲的内容、情感。

4、借助已有经验、图片和老师的提问，理解并记忆歌词。

能表现歌曲的抒情性。

演唱时注意歌曲中的停顿

音乐《爷爷为我打月饼》、课件与图片（见加密狗）

一、引入活动

（一）复习部分

复习歌曲《大中国》，让幼儿有精神地唱出声势。

（二）、 讨论：中秋节

1、提问：小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吃月饼吗？（中秋节）

2、提问：那你们知道中秋节除了要吃月饼外，还有什么和其
他节日不一样的地方呢？

小结：中秋节，全家聚在一起吃月饼赏月。

3、教师播放课件【视频欣赏一】，让幼儿了解有关中秋节的
习俗

二、 学习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一）、教师弹琴，幼儿欣赏。

小结：这首歌曲舒缓优美，歌词充满对爷爷的爱，是非常抒



情的歌曲。

2、提问：歌曲里你听到了什么？

教师总结歌词

（二）、学唱歌曲

1、教师弹歌曲旋律部分，幼儿跟随拍旋律节奏

1）有节奏的拍腿

2）有节奏地拍手

2、幼儿跟随钢琴有节奏地边拍手边念歌词

3、演唱歌曲

重点指导：注意休止符停顿部分，用舒缓的声音演唱

1）集体演唱

2）个别幼儿演唱

三、延伸活动

1、播放课件【故事欣赏】嫦娥奔月，了解中秋节的来历。

2、播放课件【视频欣赏二】，了解月饼的制作过程。

这是一首活泼、欢快的歌曲。整个活动中，层层递进，生动
感人，启发幼儿积极投入。谈话的方式引入中秋节，农历八
月十五是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让孩子们亲身置
身于过中秋节的情景之中。让幼儿讨论：中秋节有哪些风俗？
最喜欢吃什么？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也是本次活动



的可取之处。在教唱歌曲的过程中，主要以幼儿模仿学习为
主，充分体现了幼儿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只重点教唱难唱
准的句子。表演部分，基本交给幼儿自己完成，自己想怎么
表演就怎么表演，我比较喜欢用这种让幼儿自由发挥的方式
培养幼儿的表演能力和自信心。感悟了音乐的情绪与情感，
享受到了和谐声音的美妙。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觉得要上好一个活动，老师要通过各种
手段调动幼儿的积极性，这样才能让活动起到更好的效果。

月饼教案中班篇三

1、欣赏各种月饼外形的美。

2、尝试制作月饼，体验创作的乐趣。

1、课件准备：奇奇月饼店图片；各种月饼图片。

2、纸面教具：月饼店字样。

3、材料准备：

（1）师幼共同收集各种月饼盒。

（2）橡皮泥、美工板、牙签、小纸盒、彩带、彩纸、剪刀等
材料和工具。

1、自由欣赏。

引导幼儿自由欣赏，看一看月饼上有什么图案，议一议为什
么要设计这样的图案，比比哪一种图案最美、最有特色。

小结：月饼的图案精美、造型独特，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
特色。



2、制作月饼。

引导幼儿与同伴交流分享自己制作的月饼作品。

3、月饼店。

鼓励幼儿分角色，运用自制的月饼作品玩“月饼店”游戏。

1、在美术区提供相关的美工材料，引导幼儿继续制作月饼。

2、引导幼儿在角色游戏中增加“月饼加工厂”、“月饼店”
等游戏主题。

月饼教案中班篇四

“双节共佳时，喜迎十九大”

——化成小学“自制月饼，品味中秋”活动方案一。活动目
的：

在十九大来临之际，恰逢国庆节、中秋节两个节日为契机，以
“双节共佳时，喜迎十九大”为主题，使“我们的节日”深
入人心。通过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走近中秋，
感受中秋佳节的思乡之情和祝福团圆的美好情感，传承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在活动中培养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动手
能力和团结合作精神。

二、活动时间:9月29日

三、活动程序：(一)情境导入

音乐《花好月圆》，营造中秋的氛围。展示圆月的画面，农
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
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中秋节月亮圆又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



“团圆节”。我们中国的习俗在“团圆节”这天，和家团聚，
共度佳节。

（二）、中秋节的传说与民间故事

（三）、寻访月亮文化节

我们宜春被称为“月亮之都”，相传是嫦娥的故乡，和月亮
有着很深的渊源，让我们一起跟随xxx的声音，寻访我们特有的
“月亮文化”。

（四）、小小歌谣传情意（五？班）

利用音乐课学唱歌谣《爷爷为我打月饼》，激发学生怀念红
军爷爷的情感，在理解歌曲内容的基础上，在学习歌曲的过
程中，知道老人曾为我们祖国，为我们大家，为自己的家里
做了很多事，吃了很多的苦。

（五）“月”字大变身、猜灯谜

我们的校园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地方——“文字广场”，地面
上刻写了很多偏旁部首，也请你想想“月”字旁的有哪些字
呢？在许多地方八月十五这天会有灯会，其中一项就是猜灯
谜。十五的月亮。打一成语（正大光明）得月楼前先得月。
猜一字（棚)重逢。猜一字(观）（给写得好、猜对的学生发
一样小奖品，如中秋贺卡。）

（六）情满中秋诗书画

1、八月十五是团圆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就会古往今来，
多少文人墨客在这天把这份思念用诗词来表达对家乡、亲人
的思念。尤其是一轮明月高高挂的时期，会让我们想起很多
思乡、思念家人的诗句。



出示图片，我们来看这幅画，同学们脑中有没有最佳的诗句
来配这幅画中的情景。——（李白的《静夜思》）请两位学
生对李白的诗进行再现，体会一下李白中秋之夜时的心情。
（两位学生表演、展示）然后再请学生自己说说有关的诗句。

让我们欣赏xxx和xxxx给大家带来的《但愿人长久》。

2、学生作品欣赏（背景播放轻快的音乐）。由学生自己讲解
自己手抄报或绘画作品的意思。同时也送出祝福。。。。

（七）、中秋节是最有人情味、最诗情画意的一个节日。那
我们用什么来代表过中秋呢？

1、“自制月饼，品味中秋”

周五下午第一节课，在学校食堂，由专业人员教授学生制作
月饼的方法，让他们在动手体验的过程中了解中秋文化。

月饼的外形——圆，象征团圆，表达合家团圆。饼中有馅，
表面有花纹，花纹主要有月亮、桂树、玉兔等在圆中表达美
好的愿望。现代的花纹设计更是各异，别致。也可请同学们
自己设计图案。

（八）、让我们代着对家人的思念，一起来品月饼吧。

师：我们不光要送出月饼，还要送出我们的祝福，送出我们
的亲情，在赠月饼时，要对对方说一句祝福的话并做一个令
人感到亲热的动作。（请同学个别送月饼，在送月饼的同时
送出自己祝福的语言。）现在我们可以下位子去向这个教室
里的任何人送去自己中秋的祝福，拥抱他，并对他说一句祝
福的话。

最后祝愿老师同学们国庆节快乐、也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月饼教案中班篇五

通过活动让幼儿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并尝试做月
饼。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创造力。

师生家长共同收集有关中秋节的图片、故事，每人带一块月
饼，橡皮泥若干。

1、及全体幼儿表演歌曲《八月十五月儿圆》，引出主题：中
秋节。教师提问中秋节是哪一天？我们怎样来庆祝这个传统
的节日？请幼儿分组讨论。

2、出示挂图教师讲述故事《嫦娥奔月》，让幼儿了解中秋节
的传说。

教师：小朋友，嫦娥奔月的故事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人们为
了纪念这个日子，每年的八月十五都吃月饼，小朋友们想不
想吃月饼呀？教师将幼儿带来的月饼展示给每一个孩子，请
孩子们介绍自己的月饼的形状、颜色，味道。将月饼切好放
入小碟子里请幼儿品尝。并交流讨论。

3、制作月饼

（1）将幼儿分成五组，为桌子旁，交代制作月饼的材料有橡
皮泥、塑料切刀、展示台。首先请幼儿设计好月饼的形状，
颜色，里面的月饼馅儿是什么样的，可小组讨论交流。教师
示范装月饼馅儿的方法，首先将自己选择的月饼馅儿配比好，
然后夹在两个皮当中。鼓励幼儿大胆的设计月饼的形状，颜
色。

（2）幼儿开始制作月饼，教师到各组巡视指导，鼓励能力强
的幼儿设计个性化的月饼，帮助能力弱的幼儿完成作品。

4展示作品：请幼儿将自己制作的月饼放到展示台中，大家讨



论、互相的介绍自己的月饼，进行评价、赏析。

5、活动延伸；在美术活动区中投放制作月饼的材料橡皮泥等，
进行活动。

教学效果：通过活动让幼儿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吃
月饼的风俗，并尝试制作月饼，幼儿在活动中及参与大胆的
交流讨论制作的'方法，兴致很浓，大部分幼儿制作出了自己
设计的月饼，少数幼儿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作品，效果很
好。通过这次的活动发现孩子们很有想象力。

1、这是一节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教学活动，孩子们收集了许多
图片，有关中秋节的资料。并带来了月饼请大家品尝分享。

2、在制作的过程中，孩子们积极的动上手设计、讨论、交流、
合作。制作出了许多月饼而且各种各样，入里李思宜的玫瑰
月饼、张一凡的咖啡月饼，许浩哲的天使月饼。非常的有趣，
有创意。

月饼教案中班篇六

指导小朋友用优美、婉转的声音唱好歌曲，培养孩子习倡表
达亲情、尊敬老人。首先请小朋友们听这首歌，老师再将这
首歌唱一遍，请小朋友们感受一下这首歌的优美规律。请将
歌词中的“爷爷”换成奶奶、爸爸、妈妈，说出对爷爷、奶
奶、爸爸、妈妈的爱，并说出理由。

：《爷爷为我打月饼》

：知道中秋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体验节日快乐的心情。

：音乐《爷爷为我打月饼》

1.老师：”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我们生活在



今天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爷爷为我打月饼》的歌是甜
蜜、温馨的，中秋节的月饼是香香的，小朋友个个都是幸福
的。

2.小朋友欣赏老师示范唱《爷爷为我打月饼》。

3.随老师有节奏的朗读歌词。

4.学唱全曲，辅导小朋友唱准歌曲中的音符、节奏，体验节
日的快乐，用歌声表达愉快的情感。

老师可以为小朋友讲一些关于月饼的传说，以此丰富小朋友
的常识。

月饼教案中班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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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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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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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幼儿园中班中秋节月饼教案

月饼教案中班篇八

活动目标：

1、知道中秋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有赏月、吃月饼等习俗；
尝试在面团上用模具印花的方法表达月饼的花纹、图案。

2、知道节日时人们主要的庆祝活动。

3、简单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其全称、日期和意义。

活动准备：面粉、月饼模具、帽子，桌布口罩音乐

活动过程：

一、中秋到，道中秋

你知道中国特有的节日吗？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
中秋节、敬老节、中秋节的由来和有关传说和习俗"嫦娥奔
月"、"后羿射日"等。吃月饼、赏月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
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二、看月饼，说月饼



说说月饼的不同形状不同，一般多见是圆形，还有方形，心
形等等花纹不同。月饼上都有花纹，有的是图案，有的还有
文字。馅儿不同，豆沙、玫瑰、鲜肉等。制作方法不同（制
作材料不同），冰激凌、冰皮、广式、苏式等。

三、做月饼

讨论：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制作月饼

老师示范：先取适量的面团，在手中搓圆。用模具轻轻一压，
保持月饼表面光滑。取出塑料小刀，在月饼上刻上花纹。

四、自由结伴选择材料制作

观察幼儿制作情况，适时、适宜给予提示、示范等帮助。
（播放音乐）

五、介绍、展示自制的月饼。

六、活动延伸：

把做好的月饼拿到食堂蒸熟，让孩子们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
月饼。

5.幼儿园中班中秋节月饼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