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谷雨茶教案反思 小班谷雨儿歌教
案(实用12篇)

初一教案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参考，对于教师来说，编写和
使用教案是一种教学能力的体现。下面是一些优秀的六年级
教案示例，希望能够启发大家的教学设计思路。

谷雨茶教案反思篇一

一、培养动手能力，陶冶情操，教会他们用平和的心态从容
处事；

二、在茶的冲泡中，教会他们讲究的是细节，如温度、时间、
茶的投放量、茶器等等；

三、互动礼节：规范高雅的茶艺动作，久而久之养成良好的
礼节，塑造孩子的身心。通过茶文化，能够陶冶孩子的情操，
而且其中的一些细节，更能潜移默化地教会孩子做人的道理。

四、通过活动引起幼儿对二十四节气的兴趣，加深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认知。

1、教师引导幼儿了解谷雨节气对于农事和民间习俗的重要意
义

由谷雨节气间气候的特点引导幼儿了解谷雨期间的习俗

2、带领幼儿了解了谷雨这一天的养生食品。

教师介绍中国的茶饮文化——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这一天，
便是全民饮茶日，倡导茶为国饮、科学饮茶的生活态度。

3、借助工具（如绘本、视频、书籍、茶具等）让幼儿初步理



解茶文化

（茶道六君子：茶筒、茶匙、茶漏、茶则、茶夹、茶针）

4、介绍茶叶材料名称：茶叶

通过教师对不同品种的茶叶进行介绍，使幼儿了解茶的分类
及用途，学习区分红茶、绿茶、乌龙茶。

让幼儿初步感受、体验中国的茶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学
会观察茶叶的不同特点，简单区分茶叶。

5、引导幼儿学习茶水的冲泡方法后，带领幼儿制作“谷雨
茶”

教师讲解泡茶的细节，如温度、时间、茶的投放量、茶器等
等

6、幼儿品尝“谷雨茶”

幼儿不仅了解了茶文化，并通过自食其力，喝到了自己亲手
泡制的“谷雨茶”

换问法：这朵牡丹花漂亮吗？哪里最漂亮？你们猜猜这是谁
拍摄的？等延伸活动：

幼儿欣赏感受牡丹花的美后，尝试用多种材料颜料、毛笔、
毛刷、报纸团、海绵、瓶底、自制粉扑等多种材料作画表现
牡丹，进一步感受牡丹的美。

本节活动有四个巧妙之处：

第一：充分调动了幼儿的多种感官。幼儿通过看一看、闻一



闻、比一比，通过亲身感知去认识牡丹花，解决活动的重点
认识牡丹花的外形特征。

第二：引导幼儿分层次有目的的观察。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
特点注意时间较短，观察外形特征时分两次去观察，一次观
察花朵，一次观察花叶，幼儿带着观察目的有效的观察，对
牡丹花外形特征的认识更加充分。

第三：通过电子设备辅助幼儿表达。幼儿不仅用多种感官感
知体验，幼儿通过电子设备相机、ipad等影像来表达自己的收
获，结合图片进行表达与分享。

第四：巧妙利用园林叔叔。通过边看园林叔叔的修剪照顾牡
丹花边听园林叔叔讲解爱护花草的知识，幼儿体会到了园林
叔叔的辛苦同时会激发幼儿爱护牡丹花及身边的花草。

谷雨茶教案反思篇二

1、了解谷雨节气的气象特征、农事特点、民俗、养生等。

2、积累和谷雨节气有关的古诗。

3、培养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教师：课件、《二十四节气儿歌》视频、《谷雨》小视频。

将古诗词和气候特征结合；

种瓜点豆

课前播放《24节气歌》视频，了解24节气特征。

一、观看小视频，了解谷雨节气



1、师：同学们，赏节气之美，品节气之味，读节气之文，24
节气文化课又和大家见面了。如诗如画的场景让我们感受到
了节气之美，如果我们把24节气浓缩成一首儿歌，就有了韵
律悠扬的《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来背诵。

2、师：度过了“碧玉妆成一树高”的立春，走过了“好雨知
时节”的雨水，“一雷惊蛰始”之后，“拂堤杨柳醉春烟”，
上节课我们一起感受了“清明时节雨纷纷”，今天，让我们
走进春天的第六个，也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

3、师：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谷雨是个怎样的节气。（播放视频）

二、读神话故事，走进谷雨节气

师：关于谷雨，还有一个传说呢，与仓颉造字有关。以前人
们靠结绳记事，后来仓颉创造了文字，那么仓颉造字跟谷雨
又有什么关系呢？请同学们自己读读这个有趣的小短文，寻
找答案吧。

人类早期是没有文字的，这样的时间过了很长很长。为了适
应生活的需要，帮助表达、交换、记忆等，古人曾发明、使
用过“结绳记事”。他们用长短不同、颜色有别的细绳，根
据需要，在间隔不等的距离，打上不同形式的结，然后再依
次拴在一根较粗的主绳上。到黄帝时代，有一个人叫仓颉，
他在野外的泥地上看到了鸟的'足迹，它们有直有斜有交叉，
富有变化，而且每个线条都那么均匀，那么优美，于是他模
仿鸟的足迹创造了字的笔画，这是造字的开始。后来，他爬
山涉水，不耻下问，把看到的各种事物都按其特征表示出来。
他又根据龟纹、虫蛇、山川、草木等的形状或动态，创造了
文字，人们记事方便多了。

玉帝听说了这件事，大受感动，决定重赏仓颉，可是当时正
值饥荒，仓颉想要五谷丰登，让全天下的人都有饭吃。玉帝
答应了仓颉，第二天，晴空万里，天空开始下谷粒，铺满了



山川平地，黄帝知道了，也觉得仓颉造字有功，就把这一天
作为一个节日“谷雨节”。以后每当到了谷雨节气，人们就
举行祭拜仓颉的庙会。

师：说一说你知道了什么？有什么感受？

三、与古诗结合，学习谷雨三候

1、师：谷雨节气有哪些气象特征呢？

（1）一候萍始生，浮萍是一种没有根的水草，随着水流漂动，
喜欢潮湿的环境，生于水田、池塘里，生长繁殖特别快。后
来人们用“生如浮萍”形容人生就好像水面的浮萍一样，没
有根，随波逐流，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是一种悲观的寓意。
比如这首诗：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
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

回想我早年由科举入仕历尽辛苦，如今战火消歇已熬过了四
个年头。

国家危在旦夕恰如狂风中的柳絮，个人又哪堪言说似骤雨里
的浮萍。

惶恐滩的惨败让我至今依然惶恐，零丁洋身陷元虏可叹我孤
苦零丁。

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丹心映
照史册。



但是也有充满童趣的古诗，比如这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池
上》，写出了偷采白莲的小娃划开铺满浮萍的水面的活泼样
子。

池上（唐）白居易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二候鸣鸠拂其羽。鸠，是一种类似鸽子的鸟，有不同的
种类，如：斑鸠、绿鸠、火鸠等。梳理羽毛展示自己的美丽。

有一个成语叫——鸠占鹊巢，是说斑鸠不会做窝,喜欢强占喜
鹊的巢，这个成语用来比喻强占别人的住所或者便宜。《诗
经·召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

说到鸠，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关关雎鸠......”，
这是《诗经》里的《关雎》，我们一起来欣赏。（播放音频）

生自由读。

（3）三候戴胜降于桑。戴胜鸟，又名鸡冠鸟、花蒲扇，是因
为它们的头顶有漂亮的羽冠，像一把打开的扇子。它们像逐
木鸟一样在树干上吃害虫，保护森林和农田。

2、师：谷雨前后，牡丹花开。牡丹花可不是一般的花，而是
被称作我们中国的“国花”，花中之王、国色天香、盛世之
花、富贵吉祥、雍容华贵......这些词语都是用来形容牡丹
的。牡丹象征着幸福、和平、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将其视
为吉祥物，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洛阳牡丹甲天
下，最著名的牡丹花在河南洛阳，洛阳是十三朝古都，
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洛阳地脉花最宜，牡
丹尤为天下奇。”为什么洛阳的牡丹长得最好，当然跟当地



的土壤、气候有关，可是民间还有一个传说——武则天贬牡
丹。

牡丹，又名“焦骨牡丹”，这个名字的由来与武则天有关。
唐时，一个冰封大地的寒冷天气，武则天到后苑游玩，只见
天寒地冻，百花雕谢，万物萧条，心里十分懊恼：若一夜之
间，百花齐放，该多好，以我堂堂武则天之威，想那百花岂
敢违旨想到这，她面对百花下诏令道：“明朝游上苑，火速
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催”。

武则天诏令一出，百花仙子惊慌失措，聚集一堂商量对策。
有的说：“这寒冬腊月要我们开花，不合时令，怎办到?有的
说：“武后的圣旨怎么违背呢?不然，一定会落个悲惨的下
场；”众花仙默然，她们都目睹过武则天“顺我者昌，逆我
者亡”的种种行为，怎么办呢?第二天，一场大雪纷纷扬扬从
天而降，尽管狂风呼啸，滴水成冰，但众花仙还是不敢违命。
只见后苑中，五颜六色的花朵真的顶风冒雪，绽开了花蕊。
武则天目睹此情此景，高兴极了，突然，一片荒凉的花圃映
入眼帘，武则天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这是什么花?怎敢违背
朕的圣旨?”大家一看，原来全是牡丹花。武则天闻听大
怒：“马上把这些胆大包天的牡丹逐出京城，贬到洛阳
去：”谁知，这些牡丹到洛阳，随便埋入土中，马上就长出
绿叶，开出花朵娇艳无比。武则天闻讯，气急败坏，派人即
刻赶赴洛阳，要一把将牡丹花全部烧死。无情的大火映红了
天空，棵棵牡丹在大火中痛苦地挣扎，呻吟，然而，人们却
惊奇发现，牡丹虽枝干已焦黑，但那盛开的花朵却更加夺目。
牡丹花就这样获得了“焦骨牡丹”的称号，牡丹仙子也以其
凛然正气，被众花仙拥戴为“百花之王”。从此以后，牡丹
就在洛阳生根开花，名甲天下。徐书信诗《牡丹传
说》：“逐出西京贬洛阳，心高丽质压群芳。铲根焦骨荒唐
事，引惹诗人说武皇。”

牡丹传说



徐书信

逐出西京贬洛阳，心高丽质压群芳。

铲根焦骨荒唐事，引惹诗人说武皇。

清平调

（唐）李白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赏牡丹

（唐）刘禹锡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四、“种瓜点豆”主题活动

师：同学们，谷雨时节，种瓜点豆，今天，老师送给大家一
个小惊喜，请打开你的小袋子，这是老师送给你们的“希望
豆”，大家回家可以选一个花盆种下，用纸和笔记录种子的
成长过程。

五、课堂小结

师：这节课，我们了解了谷雨这个节气的特征，积累了古诗。
同学们，二十四节气凝聚着华夏祖先无穷的智慧，是我们老
祖宗仰望星空发现的奥秘，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
们肩负着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



多多积累运用。

从立春、雨水、惊蛰到春分、清明、谷雨，我们走过了整个
春季，春天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一年之计在于春，趁着
这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勤奋学习，积极进取！

五、作业自选超市：

1、参加谷雨“种瓜点豆”活动，写观察日记，记录种子成长
过程。（10颗星）

2、背诵谷雨节气的古诗。（5颗星）

谷雨茶教案反思篇三

1-4小节：由一部分幼儿扮演下雨的动作。

5-8小节：由一部分幼儿扮演种子。

在场地中间自由做动作。随着音乐种子做慢慢长大的动作。

交换角色扮演。

活动反思：

小班孩子年龄小，对角色游戏很感兴趣，他们喜欢把自己扮
演成各种小动物和老师一起做游戏，尤其喜欢能在游戏情节
中加入“大灰狼、大老虎”等角色，来满足心理受刺激的需
求，因此，我设计了音乐游戏《小白兔和大灰狼》想让幼儿
在感知游戏情节的同时，用身体动作来表现音乐，并能感受
音乐游戏所带来的乐趣。



谷雨茶教案反思篇四

二十四节气——谷雨

1、知道二十四节气——谷雨，这是一年24个节气的第六个，
春季最后一个节气，意味着春末夏初，是唯一将物候、时令
与稼穑农事紧密对应的一个节气。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
回升加快。

2、了解谷雨的简单知识及习俗，亲自然，爱惜生态环境的意
识。

3、积极参与谷雨相关的活动。

20xx年4月x日前后

家庭

小朋友、家长。

1、搜集谷雨知识图片，拍和谷雨有关的.活动照片。

2、有关谷雨古诗诵读

春日即事五首·谷雨催秧蚕再眠

[宋]舒邦佐

谷雨催秧蚕再眠，采桑女伴罢秋千。

前村亦少游人到，牛歇浓阴人饷田。

3、以绘画、图文等形式记录天气情况，感受季节的交替。

4、绘本故事：《养蚕忙》等



4、手工活动：绘画、剪纸、拓印牡丹。

5、科学探索活动：观察谷雨期间常见的鸟类、养蚕。

6、制作、品尝活动：谷雨茶、食香椿、枸杞蛋羹等。

7、户外活动：赏牡丹、观察种植物、找昆虫。

请家长把家中进行的谷雨活动及时拍照记录下来，把幼儿活
动内容图片及文字说明记录下来，4月x日晚上7点与孩子一起
在班级微信群里交流分享。

谷雨茶教案反思篇五

二十四节气——谷雨

1.知道二十四节气——谷雨，这是一年24个节气的第六个，
春季最后一个节气，意味着春末夏初，是唯一将物候、时令
与稼穑农事紧密对应的一个节气。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
回升加快。

2.了解谷雨的简单知识及习俗，亲自然，爱惜生态环境的意
识。

3.积极参与谷雨相关的活动。

20xx年4月19日前后

教室

幼儿园小朋友

1.搜集谷雨知识图片，拍和谷雨有关的活动照片。



2.有关谷雨古诗诵读

春日即事五首·谷雨催秧蚕再眠

[宋]舒邦佐

谷雨催秧蚕再眠，采桑女伴罢秋千。

前村亦少游人到，牛歇浓阴人饷田。

3.以绘画、图文等形式记录天气情况，感受季节的.交替。

4.绘本故事：《养蚕忙》等

4.手工活动：绘画、剪纸、拓印牡丹。

5.科学探索活动：观察谷雨期间常见的鸟类、养蚕。

6.制作、品尝活动：谷雨茶、食香椿、枸杞蛋羹等。

7.户外活动：赏牡丹、观察种植物、找昆虫。

谷雨茶教案反思篇六

《我的好朋友》

一、积极参与讨论，增强保护鸟类、爱惜生态环境的意识。

二、理解故事内容，了解鸟类与人类的关系。

1、多媒体课件（由谷雨期间常见的鸟引出各种不同的鸟类）

2、幼儿看过有关鸟类与环境的图书。

1、教师介绍谷雨节气，讲解民间习俗，介绍谷雨期间常见的



鸟类。教师针对不同鸟类讲解其不同特点。

2、教师讲述故事《保护鸟类》

(2)师：听完这个故事，你知道小鸟为什么要罢工吗?(由于猎
人打死了小鸟的同伴)

(3)师：猎人这样做对不对?为什么不能伤害小鸟?(小鸟能吃
害虫，是人类的朋友)

(4)小结：听了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了小鸟能吃害虫，保护森
林，是人类的好朋友，我们不能伤害它。

3、了解鸟类与人类的关系：

(1)讨论：那你还熟习哪些鸟?它们都为人类做过什么？(幼儿
自由回答)

(2)小结

师：老师这里也有很多鸟类的图片，我们一起来熟习一
下。(结合ppt讲述)

捉虫能手--燕子、喜鹊(你知道它有什么本领?);森林医生--
啄木鸟等;

森林音乐家--百灵鸟、黄莺、山雀等;捕鼠能手--猫头鹰;

会送信的鸟--鸽子;报春鸟--燕子、布谷鸟;

会说话的鸟--鹦鹉;会舞蹈的鸟--仙鹤、

会开屏的鸟--孔雀……

4、讨论



(1)师：刚刚我们熟习了这么多鸟，知道了他们对我们人类有
很大的帮助，那有哪些保护小鸟的好方法呢?(幼儿自由回答)

(2)教师介绍(看到猎人捕捉应当制止，看到受伤的'鸟，要出
手相救，贴告示牌，广场喂鸟、树上放鸟窝、国外有鸟节等)。

5、小结

附故事：

保护鸟类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呼呼国，那里有
美丽的森林、草原，到处能听到小鸟在歌唱,看到小鸟在忙着
捉虫。有一天，树林里忽然传来了"砰砰"几声枪响，只见一
个猎人提着枪，兴奋地喊："我打中了!哈哈!"小鸟们看到后
都伤心地哭了，它们又失往了一位好伙伴。小鸟们唧唧喳喳
地开起了大会，决定举行大罢工，什么工作也不做了，离开
呼呼国。这个消息给蝗虫们听到了，很多蝗虫都飞来这里，
由于它们觉得这里最安全。还有毛毛虫、粘虫等所有的害虫
都来了。"嚓嚓嚓"、"沙沙沙"，树叶没有了、草地没有了、
庄稼没有了、森林没有了。没有了树木、森林，呼呼国到处
是风沙;没有了庄稼，人们要受饿;没有了草地，牛羊也饿死
了。因此呼呼国展开了一场灭虫大战。小鸟们也来帮忙了，
人们非常感动。从此以后呼呼国的人们不再伤害小鸟了，大
家都关心、爱惜小鸟。呼呼国每个人都爱惜鸟类，这儿成了
鸟儿们的乐园，害虫不再敢猖狂了!

谷雨茶教案反思篇七

1、知道谷雨节气有观赏牡丹花的习俗。

2、在仔细观察中发现牡丹花的明显特征并用语言表述。

3、感受牡丹花的美，愿意爱护牡丹花。



重点：在仔细观察中发现牡丹花的明显特征难点：能用语言
表达自己的发现

古人和现代人赏牡丹的图片各一张，相机、ipad

1、引导幼儿发现谷雨节气有赏牡丹花的习俗

小结：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节气,古代人和现代的人在
谷雨节气这天都会观赏牡丹花。我们也去公园中观赏牡丹花
吧。

教师组织幼儿到中山公园中的牡丹园观赏牡丹花，出发前提
出出行安全要求。

2、引导幼儿观察、发现牡丹花的明显特征

（1）幼儿观察牡丹花花朵的颜色、形状和味道。

小结：牡丹花的花朵有白色的、粉色的、紫色的`、红色的，
每一朵花都有好多层花瓣，花朵是圆形的，闻起来还有淡淡
的香味。

（2）幼儿观察牡丹花花叶的颜色和形状？

师：牡丹花的叶子什么样？像什么？和你的小手比一比。

小结：牡丹花的叶子是大大的，像一个手掌，像一把小扇
子…

（3）幼儿用相机和ipad记录自己喜欢的牡丹花

3、引发幼儿爱护牡丹花的情感

请园林叔叔向幼儿宣传爱护牡丹花的做法：牡丹花很漂亮，



我们小可以用眼睛看，用相机把漂亮的牡丹花照下来，可以
闻一闻，但是千万不能用小手摸，因为手上有小细菌，小细
菌会使牡丹花生病，生病了牡丹花就谢了。

4、师生交流观赏牡丹花时的发现和感受教师带领幼儿回到班
级中，将幼儿记录的牡丹花照片滚动播放。

谷雨茶教案反思篇八

幼儿在各种活动中常常因身体碰触而会发生许多小摩擦，如：
“某某撞到我了”等等，有的幼儿还常常有哭闹的现象发生。
而本活动是有意识地让幼儿碰碰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让幼
儿感受身体不同部位轻轻碰触所带来的快乐，并让幼儿在游
戏中认识自己身体的一些部位。

1.幼儿能感受集体活动中的乐趣，能在游戏活动中相互动作。

2.能通过活动认识自己身体的一些部位。

3.促进语言与动作的联系，产生愉快情绪。

重点：感受集体活动中的乐趣。

难点：把握幼儿玩游戏的度。

1.教师提前布置活动场所。

2.准备音乐磁带、身体各部位的挂图

导入：

1.由游乐园的碰碰车引入欢乐碰碰车活动，每个小朋友都是
小司机。

2.小朋友听老师的口令，老师说头和头碰，小朋友赶紧找到



最近的小朋友，轻轻碰碰头。教师播放轻松的音乐，让幼儿
开始玩碰碰车的活动。

3.活动完成后，教师和幼儿一起说说在碰碰车的游戏中都碰
到了身体的什么部位。

4.活动结束后，可以让幼儿欣赏刚刚的音乐，回忆一下，体
会游戏的乐趣和身体部位触碰的快乐。

上了这节课之后，我发现自己弄的太复杂了，我其实可以把
它分成两个课式，第一课式可以先认识身体的部位，第二课
式可以在游戏中加深对身体部位的认识，也可以体验集体游
戏的乐趣。

谷雨茶教案反思篇九

1、了解谷雨的节气特点。

2、晨诵与谷雨有关的谚语。

了解谷雨，学会念相关诗词。

1、老师教读：谷雨前后， 种瓜点豆。杨叶哗啦，快种西瓜。

2、介绍谷雨：谷雨是一个节气，指雨水增多 大大有利谷农
作物的生长。每年4月20或21度太阳达到黄径30度时为谷雨。

3、互相交流：小朋友你发现最近天气有什么 变化吗？你们
父最近都在忙什么呀？

4、教师小结：谷雨是一个与农业生产极为密切的节气。最近
你们的父母是不是都在田里忙着播种，忙着收麦子和油菜呀。



谷雨茶教案反思篇十

重点：学习简单的拓印方法，发展幼儿的想象力

难点：幼儿感受拓印画带来的特殊效果美，体验不同的绘画
形式的乐趣。

国画牡丹、多媒体课件、报纸、大白菜、颜料盘、颜料（红
黄紫白绿）、墨汁、毛笔。

1、欣赏国画牡丹花

2、教师讲述故事《牡丹湖的传说》

1、师：老师的故事讲完了，你们喜不喜欢坚强勇敢的牡丹花
啊？好，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漂亮华贵的牡丹花吧!

2、播放牡丹图片。

3、小结：看到这么美的牡丹花，我都想自己来画画牡丹花了。
小朋友们想不想来试一试？

1、出示拓印工具

师：今天老师还给你们带来了几个小帮手，让我们看看他们
是谁啊？（报纸、白菜。）

那现在老师要把他们变成一个小印章。让我们一起来说：魔
法魔法变变变，变成报纸小印章！

2、教师示范拓印方法

师：我们把变好的小印章蘸一蘸红色的颜料，然后在在纸上
印一印，两个手用力按一按，好了，一朵牡丹花变出了，把



印章放到哪里？放在相同颜色的盘子里。我们在用这个像叶
子一样的小印章来画牡丹的`叶子，叶子是什么颜色的？牡丹
的叶子在哪里画啊？应该靠近牡丹一些。最后我们在给牡丹
画上枝茎，然后小手指蘸点黄色或者白色的颜料，在中间点
几个花蕊。好了一朵牡丹花就画好了。

3、请能力能力较强的幼儿到前边示范

师：谁想来前面试一试？

1、分组进行拓印：播放音乐，自由分组

师：好了，那我们一起去画牡丹吧！现在请你把小袖子挽起
来。

2、幼儿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3、给作品起名字。

师：哇，小朋友们都画好了，你们可真棒！现在啊，我们来
给我们画的画起个名字吧。老师把名字提到你们的作品上。

4、欣赏评议

师：好了，现在请小朋友们，拿起你们的作品，让后面的客
人老师欣赏一下吧！

1、那现在让我们回到教室里，把我们的作品挂起来好不好？

2、整理物品。

谷雨茶教案反思篇十一

教学目标：



1、通过运用多彩的短线和圆点创造出富有个性的七彩雨及多
样的小水花。

2、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画面。

3、能充分发挥想象力，不断变换颜色，大胆表现。

教学准备：

油画棒各色水粉颜料纸棉签范画。

教学过程：

一、引出话题

滴答滴答下雨啦，雨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呢？你见到的雨是什
么样子的？

（伸出手指一起画雨点）

你的雨点掉到哪去了？

老师的雨点掉到池塘里了，池塘会变的怎么样？

二、教师示范作画

三、你们看夏天的雨漂亮吗？咦？夏天的雨为什么是五颜六
色的呢？

这么漂亮的雨我们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

四、交代要求，幼儿作画，教师帮助指导。

五、讲评作品。



活动反思：

设计了这一活动，旨在引导幼儿在观察、比较、思考的基础
上了解事物的基本特征，掌握绘画表达的技巧，以提高幼儿
的审美表现能力。

谷雨茶教案反思篇十二

二十四节气——谷雨

1.知道二十四节气——谷雨，这是一年24个节气的第六个，
春季最后一个节气，意味着春末夏初，是唯一将物候、时令
与稼穑农事紧密对应的一个节气。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
回升加快。

2.了解谷雨的简单知识及习俗，亲自然，爱惜生态环境的意
识。

3.积极参与谷雨相关的活动。

20xx年4月x日前后

家庭

小朋友、家长。

1.搜集谷雨知识图片，拍和谷雨有关的活动照片。

2.有关谷雨古诗诵读

春日即事五首·谷雨催秧蚕再眠

[宋] 舒邦佐



谷雨催秧蚕再眠，采桑女伴罢秋千。

前村亦少游人到，牛歇浓阴人饷田。

3.以绘画、图文等形式记录天气情况，感受季节的交替。

4.绘本故事：《养蚕忙》等

4.手工活动：绘画、剪纸、拓印牡丹。

5.科学探索活动：观察谷雨期间常见的鸟类、养蚕。

6.制作、品尝活动：谷雨茶、食香椿、枸杞蛋羹等。

7.户外活动：赏牡丹、观察种植物、找昆虫。

请家长把家中进行的谷雨活动及时拍照记录下来，把幼儿活
动内容图片及文字说明记录下来，4月x日晚上7点与孩子一起
在班级微信群里交流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