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德育教育 幼儿园中秋节活动方
案(优质10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中秋节德育教育篇一

1、了解中秋节的来历，明白中秋节是我国传统的团圆节。

2、发展幼儿的动手操作本事，体验节日的`欢乐。

3、促进亲子交流，增进幼儿与父母之间的感情。

xx年xx月xx日。

班级团体活动。

（一）中秋月饼圆又圆（小班）

1、活动准备：月饼、橡皮泥、玩橡皮泥的工具(瓶盖、圆盒
等)、月饼盒(或漂亮的小纸盒)、小卡片。

2、活动过程

（1）听一个关于月亮的故事或者儿歌，了解农历八月十五是
中秋节，中秋节的习俗是赏月、吃月饼。

（2）品尝月饼。先观察月饼的形状、颜色，再观察切开后的
月饼，之后大家一同分享月饼。



（3）利用工具用橡皮泥制作月饼。引导幼儿将橡皮泥变圆、
压扁做成月饼的形状，本事强的幼儿可尝试包馅、或做简单
的装饰。

（4）将幼儿的作品装入月饼盒和小卡片一齐带回家。

3、注意事项

（1）小班幼儿刚入园，情绪还不稳定，如不能开展团体活动，
可分小组进行。活动过程中不强调幼儿的作品有多精致，能
够完成就好。

（2）幼儿的作品最好能装到月饼盒里带回家，小卡片用彩卡
纸自制即可，小卡片资料由教师手写效果更好。

（3）如果有条件，提议把孩子制作月饼的过程录像或拍照，
传到网上或手机发送给家长看。

（二）爱满中秋情意浓（中班）

1、活动准备：心形彩色卡纸、水彩笔、油画棒，漂亮的信封。

2、活动过程

（1）经过故事、歌曲等了解中秋节的来历，中秋节能够互送
贺卡，说节日祝福的话。

（2）为爸爸妈妈制作中秋节贺卡，引导幼儿在心形彩色卡纸
上画上月亮、月饼、灯笼、兔子等体现中秋节的物品。

（3）讨论“中秋节送贺卡时应当说些什么、做些什
么”(“祝爸爸妈妈中秋节欢乐”“多谢爸爸妈妈和我一齐过
中秋”“爸爸妈妈辛苦了，中秋节欢乐”、亲亲或抱抱爸爸
妈妈，给爸爸妈妈唱歌、背儿歌等)



（4）将贺卡装在信封里由孩子送给爸爸妈妈，教师在封面写上
“中秋节欢乐”。

3、注意事项

（1）教师能够根据本班情景，在开学的第一周开展这个主题
活动。

（2）送贺卡能够让家长看到孩子的作品，也能够作为小型的
节日亲子活动。装入漂亮的信封里送给家长，能提升幼儿园
的品质感，教师自我手工折的信封也能够。

（3）如果有条件，提议把孩子制作贺卡的过程录像或拍照，
传到网上或手机发送给家长看。

（三）月儿圆人团圆(大班)

1、活动准备：彩色卡纸、水彩笔、剪刀、胶水、彩带等制作
卡片的材料。

2、活动过程

（1）经过故事、图片等了解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是丰
收节、团圆节。

（2）利用视频等帮忙幼儿回忆，讨论应当怎样过中秋。(一
家人围坐在一齐吃月饼、水果，看月亮，玩花灯，猜灯谜等，
团团圆圆过中秋)

（3）制作邀请卡，邀请爸爸妈妈和其他家人一齐过中秋。教
师引导幼儿在邀请卡上体现出中秋的元素，并帮忙写上要表
达的文字。

（4）将邀请卡带回家，送给家人。



3。注意事项

（2）提醒幼儿必须将卡片送给被邀请的人，并引导幼儿思考：
如果大家都答应了邀请，中秋节那天自我应当做些什么呢(准
备月饼、水果、零食等食物;唱歌、讲故事、跳舞、表演节
目;给家人端水、捶背等)

（3）如果有条件，提议把孩子制作邀请卡的过程录像或拍照，
传到网上或手机发送给家长看。

中秋节德育教育篇二

1、理解故事内容，激发对太空的探究欲望。

2、初步感受神话传说的特点，知道神话故事讲述的是远古时
代发生的事情。

1、经验准备：已进行过认识月亮的活动。

2、材料准备：嫦娥奔月的图片，《嫦娥奔月》动画片。

一、出示嫦娥奔月的图片，激发欣赏故事的兴趣。

提问：小朋友，你们道这是谁吗?是什么时候的人?

教师：图片中的人叫嫦娥，她是古时候传说中的人物，她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听一听
《嫦娥奔月》的故事吧。

二、教师有感情地为幼儿讲述故事。

三、接着观看动画片《嫦娥奔月》，再次完整地欣赏故事，
感受神话故事的特点。



提问：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故事?这个故事神奇在什么地
方?

四、围绕话题，展开讨论：人能够到月亮上去吗?

教师：后羿也想飞上月亮，他成功了吗?

教师：现代人能够飞到月亮上去吗?怎么去呢?

教师：你想飞上月亮吗?想飞到月亮上干什呢?

小结：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登上月球已不再是梦
想，“嫦娥一号”就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探月卫星。
小朋友们应该从小学好本领，长大以后为祖国做贡献!

在活动过程的第三个环节中，可以根据幼儿已有的经验进行
讨论，或者可以借助图片、视频了解卫星探月的过程。

第三场：户外游戏(活动材料、难度要根据幼儿年龄发展需
要)

技巧与平衡：巧送月饼(例如：设置障碍，传送手圈)

力量与协调：大力吴刚(例如：推轮胎、拎水桶等)

协调与配合：嫦娥奔月(例如：接力跑、跨栏、双脚连续跳
等)

投掷活动：后羿射日(准备太阳目标)

五、活动参与人

第一场：全园师生、部分家长志愿者、行政人员

第二场、第三场：全园师生



六、活动准备

(一)物质准备

1、准备音响设备播放音乐(明月几时有等跟中秋有关的音乐)、
摄像机录制视频、照相机拍照等。

2、灯笼(30个)、幼儿桌子(8张)、长条桌(6张)。

3、嫦娥的衣服、鞋子、头饰、黑色kt板(6块)、蓝色kt板(6
块)、黄色kt板(3块)、白色kt板(3块)、彩泥、记事贴(心形
各色)、纸盘子100个。

4、小蜜蜂8个

5、志愿者吊牌

七、人员分工

1、总策划与顾问：园长

2、活动总负责人：保教主任

3、现场布置：后勤主任

4、摄像摄影新闻报道：文员

5、服装道具：资料员

6、活动组织：各年级组长

7、协助人员：各班家委(各班2人)

8、现场执勤人员：安全员、安保人员



9、安全预案：后勤主任

10、医务应急：保健室

附：中秋节资料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表达了中国
人对和谐家族、和谐人伦关系的重视和追求。中秋节习俗的
存在，又对中国人重亲情、重家族及人伦关系和谐的精神气
质，起到了滋养与传承的作用。这样一个蕴涵丰富文化内容
的节日，有着诸多的教育契机。

中秋节的起源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根据我国古代历法，农
历八月十五日，在一年秋季的八月中旬，故称“中秋”。一
年有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部分，三秋中第二月叫仲
秋，故中秋也称为“仲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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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
传统节日。

中秋节德育教育篇三

家庭是幼儿园的重要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
则，争取家长的理解和主动参与，并进取支持、帮忙家长提
高教育孩子的本事。

所以为了进一步增强亲子间的互动性与合作性；培养幼儿的
动手本事、创造力及想象力；并且激发幼儿制作的兴趣和尝
试探索的欲望，懂得“废物利用”的价值，使每个幼儿的个
性品质得到良好的发展。幼儿园决定与xxxx年x月xx号上午x



点钟，全园家长和小朋友利用废旧资源进行“变废为宝”的
亲子手工制作活动（具体活动方案如下）：

xxxx年x月xx日上午

幼儿园操场

全园孩子和家长

“月饼宝盒，变变变”

为了进一步加大保护地球的力度，我们进取倡导“低碳理
念”。鼓励幼儿与家长一齐利用生活中的废旧材料进行创造
再利用，制作出各种新颖、美观的作品。

发挥家长的主动性、参与性，增加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融融亲
情，增进教师和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交流，家园互动，共同合
作。经过本次活动体现出环保、创新等多方面，要注重参加
活动的过程，从而提高幼儿的环保意识，增强每一个人
都“珍惜可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创造和谐社会”。

xxxx年x月xx日向每位幼儿发放《xx幼儿园“月饼宝盒，变变
变”亲子环保制作大赛活动通知》，动员全体幼儿、家长参
与到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中来。

1．制作材料：废旧的月饼盒子。

2．形式不拘，自由创作，平面的、半立体或立体的，采取幼
儿与家长共同参与的制作方式。

中秋节德育教育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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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布置、制作材料的准备、表演节目的准备

全园集体活动

介绍节日―园长致辞―欣赏故事―制作月饼―师生节目表演
（分享石榴）―亲子分享月饼。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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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园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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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制作月饼

1、中秋节吃什么？

2、老师示范做月饼。

3、幼儿动手做月饼。

学前班―大班―中班―蒙式班

人员安排：根据情况自行拟定



中秋节德育教育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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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布置 制作材料的准备 表演节目的准备

20xx年xx月xx日，xx幼儿园

全园集体活动

介绍节日—园长致辞—欣赏故事—制作月饼—师生节目表演
（分享石榴）—亲子分享月饼。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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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园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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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制作月饼

1、中秋节吃什么？

2、老师示范做月饼。



3、幼儿动手做月饼。

学前班—大班—中班—蒙式班

人员安排：根据情况自行拟定

中秋节德育教育篇六

1。欣赏歌曲，初步理解、感受歌曲的内容和所表达的情感。

2。尝试用声音、动作等方式表达自己对歌曲的理解。

1。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的音频，手机或电脑，音箱

设计意图：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积淀着许多洋溢着浓厚东方文
化色彩的传统节日。文化是民族的根本，而节日正是民族文
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节、中秋节等传统民俗节日，无不
大力弘扬着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传承民族精神。时值中秋
节的来临，让我们的孩子了解这一传统节日，学到科学小知
识，并且在活动过程中把礼仪渗透到各个细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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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活动形式：班级集体活动环境布置

1。展示幼儿在节前观察月亮、绘制出的“月亮变化册”。



2。在语言去投放相关月亮知识的图书。

3。悬挂灯笼，水果图案营造热闹的节日气氛。

家长工作

1。家长帮助搜集关于中秋节的资料，并提供给大家分享。

2。为这次主题活动准备一些月饼盒。并与幼儿一起做一个灯
笼，是共同制作的。

3。督促幼儿节前节后连续观察月亮，并记录月亮的变化。

4。关注主题活动的进展，及时协助主题活动的展开。

5。有时间带幼儿在有月亮的夜晚赏月。

主题活动一：中秋的来历活动形式集体活动目标

1、幼儿初步了解中秋节，知道为什么要过中秋节，什么时候
开始过中秋节。

2、幼儿能够通过多种来收集资料，并学会分享交流资料。

活动准备：请家长帮助幼儿收集关于中秋节的资料，以及一
些中秋节的图片。

活动过程：

以谈话的形式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国家有那些节日吗？

1、教师请幼儿介绍，并请其他幼儿倾听从中知道了哪些，与
别人有哪些不同。



2、教师介绍自己的材料，使幼儿了解中秋节的来历。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中秋要吃什么吗？师：除了吃月饼，
我们还干什么呢？

师：“呀，小朋友了解那么多知识，那你是从哪里了解到
的？”

1、幼儿交流自己获取知识的渠道。

2、教师帮助幼儿从哪获取知识：方法及渠道。

主题活动二：制作月饼

1、活动要求：

（1）在活动中，家长放手让孩子去做，家长只是起帮助指导
的作用。

（2）进入活动室，要小声说话，以不影响他人为原则。

（3）、活动结束后，整理好所有的东西，物归原处。

（4）、准备好制作月饼的材料（擀面杖、面板、模子、月饼
馅），油面和水面统一准备。

活动过程：

（1）、孩子和家长一起制作月饼。

（2）、将做好的月饼放入烤箱中。

（3）、户外传统游戏——贴膏药、切西瓜，共同参与。

（4）、室内游戏——抢椅子，家长和幼儿分开游戏。



（5）、品尝月饼。

2。情景表演：《爷爷和我一起过中秋》。

活动过程

1。欣赏歌曲，感受歌曲所表达的情感。

指导语：听完这首歌曲，有什么感觉？

2。再次欣赏歌曲，初步感受歌曲的内容。

指导语：歌曲里说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再仔细地听一听。

3。边看表演边听歌曲，进一步理解歌曲的内容。（引导幼儿
感受表演中爷爷对宝宝的关爱情感。）

4。尝试用声音、动作等方式表达自己对歌曲的感受。

中秋节德育教育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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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发动幼儿自带水果和月饼

活动形式：班级集体活动

活动流程：介绍节日——欣赏故事——谈话品尝

活动过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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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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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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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小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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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德育教育篇八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积淀着许多洋溢着浓厚东方文
化色彩的传统节日。文化是民族的根本，而节日正是民族文
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传统
民俗节日，无不大力弘扬着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传承民族
精神。时值中秋节的来临，让我们的孩子了解这一传统节日,
学到科学小知识，并且在活动过程中把礼仪渗透到各个细节
处。

1.让幼儿知道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并了解中秋节的来历。

2.丰富幼儿的科普知识，了解“月食”现象，与影像知识。

3.了解中秋节的风俗，让幼儿自己动手制作食物再一同分享，
同时体会到劳动与分享的乐趣。

中秋节当天下午14：00xxxx16:30

环境准备：园所室外与教室能凸显中秋节日氛围的环境布置。
道具准备：绘画工具;灯泡、皮球(大、小各一个);手电筒、
白墙/屏幕;月饼、水果、盘子、水果刀。

其它准备：凳子、大桌子、家长签到本、话筒、条幅等。活
动过程：

开始部分：教师发言并宣读活动要求与规则。

时间：14:00xxxx14:25



全园孩子参加，分年级组并通过自愿报名的形式选择自己活
动的项目。

活动一、二、三分年级组同时进行。

活动一.美丽图，我来画

时间：14:30xxxx15:30

活动场地：小一、小二、中一、中二、大一、大二班活动室。
活动准备：教师事先准备一些中秋相关的图片贴、挂在教室。
让孩子在作画期间寻找灵感，以及准备绘画工具。注：形式、
画风、工具不限，给老师提供一些可参考的，否则老师会觉
得很空，例如：水粉画、水墨画、黏贴画、添画、手工折纸、
剪贴、拓印、砂纸、陶艺、装饰瓶子(将瓶子外层图上水粉，
等晾干后，在水粉上作画，也可在瓶口处系上丝带作为装饰)
等等，都可以，每种后边说明玩法，具体需要准备的材料，
是否需要老师参与指导，都需要配合哪些环境布置，供老师
参考，不一定都用，但是老师可以选用，这样老师就觉得简
单多了。活动目标：让孩子用绘画的手法表达自己认识的中
秋节，开发幼儿的动手能力与想象能力。

形式不限，画风不限，工具不限，作画出与中秋相关的美丽
图画。

作画期间，其它幼儿以及家长可以保持秩序的观看。作画后
教师帮助幼儿一起把画粘贴在教师四周墙壁上。

活动二.小故事，大家讲。

时间：14:30xxx15:30

活动场地：小三、小四、中三、中四、大三、大四班活动室。
准备：1、提前两天教师给讲故事的孩子布置任务，和家长一



起寻找、准备中秋节的小故事。

2、教室场地布置，孩子讲故事所需用的魔法帽、魔法棒等。
目标：准备期亲子互动，提高家长的认识。通过孩子讲故事
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1、先由一名教师生动的给大家讲中秋故事。

再每位幼儿轮流上台讲故事，幼儿独立讲，其他人做观众，
要有观看的礼仪

要求：家长、教师、幼儿都保持安静状态听故事，并对讲者
用以掌声鼓励。第一组作画的幼儿边听故事，边作画。

活动三.学科学，懂知识。

时间：14:30xxx15:30

知识准备：熟悉一些物体、动物的轮廓形状。

2、如果空间不够，可以选择大一点的教师或分批进入

目标：开发幼儿的创造力与艺术想象力，培养手指精细动作，
和动手能力，模仿能力;丰富幼儿科学小知识。

活动：(一).奇妙的手影

教师引导幼儿用小手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激发幼儿对手影游
戏的`兴趣。教师通过一个小故事(如果有要附上)让幼儿充分
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根据故事做出相应手影。

(二).“嫦娥奔月”。用“小孔成像”法，展示嫦娥奔月

前期教师与幼儿共同抠画出嫦娥奔月形态的纸板，用纸板遮
挡在屏幕与投影仪之间，屏幕上就会形成物的倒像.我们把这



样的现象叫小孔成像。在幕布左上角粘贴上月亮图片。前后
移动中间的板，像的大小方位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通过此方
法，既让幼儿更生动的看到了嫦娥奔月的情形，并且让幼儿
增加了小孔成像的科普知识。

(三).神奇的月亮

1.导入：展出各种形状的月亮图片。

2.模拟月食全过程：使用灯泡代替太阳，一个孩子举起大皮
球代替地球，另一名还在举起小皮球代替月球。

打开灯泡，大皮球围绕太阳转，小皮球围绕大皮球转，观察
大皮球、小皮球各自被对方的黑影遮挡的情况。

活动四.齐动手，共劳动

组织幼儿回到自己班，家长帮助老师准备场地。

时间：15:50xx16:30

准备：1、各种水果与食品、水果刀、盘子

2、提前做好一水果拼盘与水果图片。

3、若干名教师做为引导员，个人小餐具，音响，乐曲。目标：
培养幼儿帮助父母做家务的良好行为习惯。

活动过程：

1、幼儿、教师、家长齐动手制作美味的食物，教师与家长帮
助切食物，例如水果、月饼等。让孩子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
空间制作水果拼盘以及食物作画等。

2、用自助餐的形式，把每组小朋友做的食物都摆放在大桌子



上，然后全园共同品尝。同时欣赏歌曲《春江花月夜》、
《爷爷为我打月饼》等。

此活动都要准备什么(除了水果、还有哪些图片)?准备多少?
水果有一部分可以做成拼盘，另一部分直接清洗好并分类。
什么人负责切水果，什么人洗，什么人拼摆各班老师具体安
排。

中秋节德育教育篇九

赣东北乐园

小灵通幼儿园全体幼儿和老师。

每位幼儿二十元。

1、通过秋游活动，增进幼儿与教师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2、在活动中，让幼儿走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无穷奥秘，
体验活动的乐趣。

为了增进幼儿教师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了开阔幼儿的眼界，
丰富幼儿的知识，我们幼儿园组织了这次秋游活动。

1、 活动前谈话：

（1）对幼儿的要求：注意自身安全

（2）对老师的要求：鼓励幼儿大胆发现、大胆提问愿意认真
解答幼儿的提问或鼓励幼儿自己寻找答案。

2、赣东北乐园活动：

（1）路上教师组织活动：唱歌、讲故事、猜谜语。



（2）在老师的带领和讲解下参观、游玩。.

（3）秋游活动结束，集体返回幼儿园。

3、为了更好的开展秋游活动，请家长注意配合以下几点：

（1）星期五上午8：10准时到园，根据天气情况穿适宜的衣
服，软底鞋。

（2）带一个背包：内装水以及带两个塑料袋，一张报纸，一
包湿巾纸。

（3）家长为幼儿准备好他们平时爱吃的零食。（切记，不要
带太多，幼儿难背）

中秋节德育教育篇十

一、主题来源：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选择这一主题活动正符合幼儿的
生活经验，是幼儿所熟悉、感兴趣的，又是具有教育价值的。
幼儿已经有中秋节庆祝的体验，对中秋节的传统习俗有一定
的了解。此次开展中秋节庆祝活动，更注重的是让幼儿了解
中秋节的来历和各时各地不同的庆祝习俗，以及感受现代中
秋节所特有的艺术性，如中秋节的歌曲、贺卡、动画、精美
的月饼盒等。

二、总体活动目标：

1.让幼儿知道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并了解中秋节的来历。

2.丰富幼儿的科普知识，了解“月食”现象，与影像知识。

3.了解中秋节的风俗，让幼儿自己动手制作食物再一同分享，



同时体会到劳动与分享的乐趣。

三、主题开展时间：

9月9日至12日为期一个周的“快乐中秋节”活动。

四、活动类型：

2、做一做：用橡皮泥做一个月饼。

3、画一画：“小手画月饼”，“月亮婆婆”，鼓励幼儿以绘
画的方式设计月饼图案。

4、读一读：学习朗读一首中秋节的古诗或者宋词。例如：唐诗
《静夜思》、《中秋夜》、宋词《明月几时有》等。

五、主题环境的创设：

1、中秋节前，各班教师和幼儿一起创设及渲染以“快乐中
秋”为主题气氛的环境。例如“团团圆圆庆中秋”图文并茂
的主题环境创设，或者是关于“中秋节的传统故事”的图文
并茂资料或者“中秋诗词”等等。

2、“情意浓浓，爱满中秋”贺卡展。 （大班）

3、“庆中秋灯笼大汇演”亲子制作比赛。（中班）

4、“庆中秋灯笼大汇演”作品展示。（小班）

5、举办小小作品展示“我设计的月饼图案”。大班）

六、家园共育：

1、建议家长给幼儿讲一个关于月亮的故事或教幼儿一首有关
月亮、中秋节的古诗。



2、鼓励家长帮助收集各种各样的月饼盒、月饼礼品袋、中秋
节贺卡、图片、灯笼等资料创设班级环境。

七、分散活动的配合：

1、阳光超市体验——由家长带领幼儿认识各种各样的月饼
（放园后）。

2、自助餐——月饼品尝大会（全体幼儿）。

3、创意月饼比赛、亲子“情意浓浓，爱满中秋”贺卡展——
（大班）

八、活动内容建议（结合教学活动和区域活动来展开）

中秋的月儿圆圆、中秋的月饼香香，中秋的话儿甜甜，中秋
的快乐多多??希望通过中秋节的.系列主题活动，让孩子们了
解中国传统节日的许多习俗，更让孩子学会分享、体验活动
带来的乐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