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清明的活动教案中班 清明活动教案
(通用6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
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清明的活动教案中班篇一

游戏玩法建议

1、点兵点将游戏中尽量让每个幼儿有游戏的机会。

2、演唱歌曲部分：幼儿边唱边做相应的动作。

3、游戏形式逐渐递增，提高幼儿的参与兴趣。

二、教学活动建议

【活动准备】

1、草帽17顶、老爷爷的装扮一套、带绳子的塑料筐两个。

2、听过故事《猴子学样》。

【活动目标】

1、感受黄梅戏的曲调风格，体会其中的诙谐和幽默。

2、尝试根据情节、角色创编动作帮助理解记和忆歌词。

3、乐于参加戏剧表演，注意在游戏的过程中不要拥挤。



【活动过程】

1、欣赏黄梅戏《新猴子学样》，导入课题。

(l)教师：你们听过黄梅戏吗？黄梅戏是安徽的一种地方戏曲。

(2)教师完整地表演黄梅戏《新猴子学样》，幼儿欣赏。

2、初步熟悉歌词，理解戏曲内容，了解戏中角色。

(1)教师：戏曲里表演的是什么故事？

(2)教师再次完整演唱并提出要求。

教师：戏曲里有哪些角色？他们怎么唱的？

3、幼儿初步学习戏曲中的对唱部分。

(1)教师：老爷爷做了哪些动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心里
是怎么想的？

幼儿回忆戏曲中的爷爷角色唱段并学唱。

(2)教师：小猴子怎么学样的？师生互动，交换角色进行表演。

(3)游戏“草帽在哪里”。

以一对一、一对二、一对多人的递进的方式帮助幼儿掌捏对
唱部分，注意根据幼儿的掌握情移时调整速度和韵味。

4、幼儿尝试完整地演唱黄梅戏《新猴子学样》。

5、师生分角色完整表演戏曲，鼓励幼儿根据歌词内容大胆表
演。



(1)提出表演要求，幼儿进行黄梅戏表演唱。

教师：小猴子怎样发现草帽的？他们说了什么？

幼儿学说黄梅戏中的说白，并学唱戏曲中的猴子角色唱段。

(2)利用道具完整表演。

(3)延伸游戏内容：启发幼儿最后不再学样，改变故事的情节，
激发幼儿游戏兴趣。

摘草莓――大班幼儿歌曲教案

活动

在翻阅《歌唱活动》一书时，我看到了“摘草莓”这个活动，
歌曲旋律很轻快、活泼；歌曲内容也有些情节性，易于孩子
理解，很适合孩子来演唱。但是，这个活动的第二声部设计
得比较难把握。于是，我针对自己班孩子的能力水平进行了
全面修改，并开展了此活动，应该说活动选材的灵感完全来
源于学习，来源于书本。

活动目标：

1、感受歌曲轻快的情绪，初步学习用两个声部进行演唱歌曲。

2、在图谱的帮助下演唱歌曲。

3、积极参与活动，体验歌唱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图谱。

活动过程：



练声。

“孩子们，让我们先来亮一亮咱们的嗓子吧！”

学习歌曲。

1、欣赏教师范唱，了解歌曲与内容。

“今天，有位小姑娘，她也要上山摘草莓，我们一起来听一
听。”

“好听吗？”“这首歌曲比较轻快，非常的好听。歌曲的名
字就叫《摘草莓》。”出示背景图。

2、再次欣赏教师范唱。

“再来仔细地听一听，听听歌曲里唱了什么？”

根据孩子的回答，取出大图谱，放于黑板。

摆放图谱。

“谁来把这些图谱根据歌曲摆一摆？”“摆得对不对呢？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

4、看图完整演唱第一声部，将歌词与图谱匹配。

“让我们看着图谱跟着老师轻轻地来唱一唱。”

三、练习两个声部。

1、讨论、了解第二声部演唱的位置。

“老师这儿还有一些小图谱，为了使歌曲更好听，我们还要
在歌曲里加入小图谱，放在哪儿呢？”



“不仅要唱大图谱，还要唱小图谱，小图谱怎么唱呢？”

2、教师唱第一声部，并用体态提示幼儿演唱第二声部。

“我们来试一试唱这首歌，你们唱大图谱，我来唱小图
谱。”

3、将幼儿分成两个声部演唱2――3遍。

“在唱歌的时候，我们要一边唱歌，一边听别人的声音，和
别人的声音和谐一致就好听了。”

结束：“我们把这么好听的歌去唱给弟弟妹妹们听听吧！”

反思：

1、图谱与歌曲的结合。

在活动前，我准备了背景图、大图谱以及小图谱，活动中，
我先利用大图谱来学习歌曲的第一声部，在用小图谱来学习
歌曲的第二声部，吸引、调动孩子来参与活动，并通过摆一
摆、看一看，使孩子们从中理解了歌词，记忆了歌曲。

2、动作与歌曲的结合。

由于孩子是初次尝试演唱两声部的歌曲，对于第二声部的切
入，孩子们不能很好地把握节奏，所以在活动中我利用肢体
动作来提示孩子，被分成两部分的孩子看了指挥就能很好地
演唱歌曲了。

3、活动流程层层递进，过渡流畅。

用《摘苹果》的曲调来唱《摘草莓》练声，从两声部练声到
学习新歌，再加入第二声部，环节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过渡时，紧接练声时的情景衔接道：“有位小姑娘，她也要
上山摘草莓”来引出新歌，引出老师的范唱。在出示大图谱
时，由于每张大图谱上有两句歌词，所以范唱完让孩子说，
当孩子说出一句的时候，我会追问与之一起的另一句，“除
了风轻轻吹，还有什么在飞？”“什么在风中飘香
味？”“一颗颗红草莓好象什么？唱了几次？”等等语句组
织得很自然、流畅。

当然，“有完美的教案，没有完美的课堂。”课堂是活的，
总会存在一些不足，或者说有些地方可以上得更好。在这个
活动中，让孩子摆大图谱的时间控制得再短一点，再紧凑一
些，在请两三个孩子摆完后，我就可以清唱来纠正孩子摆放
的对错与否。

清明的活动教案中班篇二

一、活动目的：

清明节是祖国传统文化节日，经学校研究决定，将开展“民
族精神代代传——家乡英雄知多少”主题活动，切实加强传
统文化教育，不断增加学生修养、提升素质。重要的是通过
这次主题教育，让学生来缅怀先烈，知道自己现在的幸福生
活是来之不易的。

二、活动主题：民族精神代代传——家乡英雄知多少

三、活动时间： 4月3日下午第三节课

四、活动地点：教室

五、参加人员：四年级五班全体师生

六、活动程序：



1、唱队歌

们。我们利用清明节三天的时间开展“网上祭英烈”活动，
了解“我们的节日——清明节”活动的意义，并利用 “网上
祭英烈”互动平台，进行网上祭奠、发表祭奠感言、开展网
络访谈。清明过后，写出祭奠体会，发表感言心声。

3、主持人献词：

男：又是一个清明节，我们缅怀革命先烈。

女：天空为今天垂泪，松涛为今天呜咽。

男：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有多少革命先
烈长眠于地下。

女：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更不会
忘记他们。

男：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先以先进的科学和灿烂的文化矗立
在世界民族的峰巅。

女：而近百年黑暗与屈辱的历史，又将她推向深渊。

男：为了改变这一切，多少仁人志士在苦苦探索与奋斗中含
恨而去。

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烈士们的鲜血才点亮了中
国的天。

男：今天，我们在这里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女：以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现实来告慰英魂。

合：先烈们，你们安息吧！



（奏哀乐，全体默哀3分钟。）

主持人发言：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位名人——张玉华将军，课
前我们都收集了有关张玉华将军的资料，哪位同学能给大家
介绍一下。  学生交流所了解的名誉校长张玉华将军的事迹。

4、主持人发言：我们的家乡，还有许许多多的英雄，你还了
解哪些英雄的感人事迹，给大家介绍一下。

家乡英雄事迹会

（讲故事、交流搜集资料、图片等）

女：不，他们希望的是受过深重灾难的祖国在我们的手中变
得更加强盛、美丽。

男：如果说昨天我们还是不懂事的孩子，但今天我们要意识
到我们肩上也担负了沉重的.担子。（集体背诵《少年中国说》
节选） 男：少年不单单是人生旅途的一个站点，更是一个转
折点。

女：我们的肩上将挑起：男：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重担。
 女：我们的双手将托起：男：21世纪希望的太阳。

女：历史将革命的接力棒传给了找们这一代人，

男：同学们，让我们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家乡的建设、为祖
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学习，共创美好明天！。

清明的活动教案中班篇三

活动目的：

1.了解清明节的来历，知道清明节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



清明节的活动。

2.初步了解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怀念先祖、尊重
长辈等。

3.敬仰怀念烈士，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活动准备：

课前与家长联系好参与本活动，电脑课件，实物：各种图案
的彩蛋、每幼儿一个熟鸡蛋，彩笔、帖纸、橡皮泥、剪刀、
胶水等。

活动过程：

一、用古诗导入活动内容：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

小朋友你们知道几月几日清明节吗?(4月5日清明节)

二、教师讲述清明节的由来。

三、课件：边放课件教师边讲述，让幼儿了解烈士的先进光
荣事迹。

1.出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课件同时播放毛主席树立纪念碑的
录音，教师讲述：毛主席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永远怀念这
些英雄，并在1949年3月30日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了《人民英雄
纪念碑》。

2.现代英雄：抗洪救灾、抢险救火、保卫国家生命财产等等
许多现代英雄也献出了生命。

四、观看课件：老师带孩子们扫墓的画面。



五、放哀乐、人民英雄纪念碑画面，请家长与幼儿起立，向
英雄们行礼、默哀，表示怀念。

六、与幼儿交谈：清明节有那些习俗?

运动习俗：踏青、荡秋千、打马球、放风筝、蹴鞠、插柳等。

饮食习俗：吃冷食、吃鸡蛋等。

七、出示彩蛋请幼儿观察与自己带来的鸡蛋有什么不同?用什
么制作的?

八、放彩蛋图片引起幼儿的好奇心及制作兴趣。

九、幼儿与家长共同制作彩蛋(方法形式不限，画画、涂色、
剪纸粘贴、橡皮泥制作小动物等)。

十、幼儿到台前展示自己的作品，并用完整的语言讲述自己
的作品。

十一、玩鸡蛋：

请幼儿发挥想象力用鸡蛋作出多种玩法(滚、转、抛、立、碰
鸡蛋等)，幼儿比赛看谁的玩法多。

十二、结束部分：

请幼儿把彩蛋给其他班的小朋友欣赏并与朋友们一起玩，在
音乐伴奏下走出活动室。

活动反思：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来到，万物凋零的寒冬就过
去了，风和日丽的春天真正地开始了。在清明节期间，组织
系列教育活动，让幼儿通过向烈士致敬默哀或扫墓等活动追



念烈士的高贵品质，树立继承先烈遗志、认真学习、长大建
设祖国的理想;通过吃鸡蛋、画鸡蛋、玩鸡蛋、踏青春游、荡
秋千、放风筝活动，了解传统风俗，锻炼身体，充分感受到
春景的美好。

清明的活动教案中班篇四

一、教学准备：

1、活动前的谈话(活动介绍及注说意事项);

2、准备代表全园的手工纸花圈，各班设计活动形式(建议幼
儿人手一朵纸花);

3、音响准备(石龙文化站提供，园长联系);

4、联络电视台(园长联系)

5、活动音响监督、音乐准备(李老师)

二、教学程序：

1、整理队伍，清理物品，出发去中山公园;

2、到达目的地，整理队伍;

3、清明节扫墓程序(活动主持人：)

第一项：唱国歌

第二项：向革命烈士默哀

第三项：敬献花圈

第四项：请园长讲话



第五项：奏国际歌

第六项：瞻仰周恩来纪纪念铜像，献花

三、注意事项

1、外出活动，做好幼儿的管理工作及常规教育。

2、教育好幼儿扫墓是件严肃的事，进行当中不得嬉笑打闹，
要保持安静和秩序。默哀时也要肃立，低头，不讲话。观察
天气情况，调整实际组织时间。

清明的活动教案中班篇五

活动目标：

1.让他们初步理解古诗内容，想象诗中描写的景象；

2.激发幼儿对古诗吟诵的兴趣，让他们初步学习按古诗的节
律吟诵。

活动准备：

画有古诗情节的图片一幅，vcd教材。

活动过程：

(一).出示图片，引导观察，讲述。

1.刚才我们看了碟片，知道了故事中的人在清明节发生了什
么事啊？请幼儿讨论。

（二）.幼儿观看vcd教材，引起兴趣



1.教师讲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春
天）对，春天到了，小鸟们都飞回来了，花儿也都开了，在
春天呢，有一天就叫做清明节，你们说清明节人们都要干什
么啊？（幼儿自由回答）

3.教师播放vcd，请幼儿观看。

3.教师向幼儿介绍那个老人就是行人，那个小孩就是牧童，
刚才看的那首诗呢，就是描写行人向牧童问路的情节。

（三）教师朗诵并帮助幼儿理解

1.教师有表情，有节奏的朗诵一遍，请幼儿欣赏。

2.教师朗诵第二遍，请幼儿边听边对照图片内容。

3.教师请幼儿回答有没有在诗歌中听到什么？教师朗诵第三
遍，请幼儿可以慢慢的跟读。

4.教师请几个幼儿上来给下面的幼儿表演，可以边念边对照
图片。教师在一旁进行知道提醒，可以轮流请几批幼儿。

5.请幼儿再一起朗诵1-2遍。

（四）结束部分。请幼儿把学会的古诗在家朗诵给爸爸妈妈
听。或者在幼儿之间进行交流。

教师参考资料：

清明（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教学反思：

很多幼儿对“清明节”也有了初步的认识，懂得不仅要学习
先烈们的精神，同时也意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们用鲜
血换来的，让幼儿不仅在思想上以先烈们为榜样，吃苦耐劳，
艰苦奋斗，更重要的是要付诸于行动，从点滴小事做起，从
小做起。

清明的活动教案中班篇六

1、通过本次主题班会，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
有所了解。

2、悼念革命烈士，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教育学生弘扬民族
精神。

一、引入投影仪《清明》引导齐读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二、清明节的由来



教师介绍：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
第104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
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中国汉族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
年的历史。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满族、赫哲族、壮族、
鄂伦春族、侗族、土家族、苗族、瑶族、黎族、水族、京族、
羌族等24个少数民族，也都有过清明节的习俗。虽然各地习
俗不尽相同，但扫墓祭祖、踏青郊游是基本主题。

清明节原是指春分后十五天，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明定4月5
日为国定假日清明节，也叫做民族扫墓节。2006年5月20日，
经国务院批准，将清明节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都说说自己每年的清明节怎么过的。

学生自由发言。

四、清明节的风俗

1、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
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拉线上挂上一串
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
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
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这就是“忙趁东风放纸鸢”的由来。

2、清明节除了放风筝，还是一个纪念祖先的日子。也就是扫
墓。关于扫墓你知道多少？

让学生自由谈以前和长辈扫墓的情形，用几句话谈谈扫墓的



经过。

3、目前，扫墓的形式越来越环保，仪式也得到简化，但是，
你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扫墓？（缅怀英雄品质，珍惜现在生
活。）

4、你知道哪些英雄故事？

让学生试着说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