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端午节教案及反思小班(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园端午节教案及反思小班篇一

活动目标：

知道端午节的日期及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及习俗。

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

幼儿对过端午有一定印象。

课件准备：

《端午节》动画视频;“端午习俗”组图;《过端午》儿歌音
频及图片。

活动过程：

播放动画视频《端午节》，引导幼儿初步了解端午节的由来。



——你知道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什么节日吗?

——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和谁有关?

小结：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
节的来历，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为了纪念我国古代的伟大诗
人屈原。

出示组图“端午习俗”，引导幼儿了解端午节的习俗。

(教师也可出示粽子、艾草、香囊、五彩绳、彩蛋等实物)

——除了吃粽子和划龙舟，你家过端午还有什么其他习俗吗?

——图片上的习俗你知道哪些?说说看是什么。

小结：端午节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每到这一天，大家都会吃
粽子、赛龙舟、插艾草、配香囊、戴彩绳、挂彩蛋。

播放儿歌音频及图片《过端午》，带领幼儿诵读儿歌。

——我们把端午节的一些习俗编成了一首儿歌，来听听看吧。

——跟着老师念一念。

活动延伸：

区域活动

1.在生活区，投放粽叶、糯米、馅料、绳子等，组织幼儿亲
手包粽子。

2.在美工区，投放绘画彩蛋，组织幼儿画彩蛋。

日常活动



制作简单的报纸圈，组织幼儿到操场上模仿划龙舟的动作，
分组合作协调向前快跑。

家园共育

请家长在端午节让幼儿尽可能多地感受端午习俗。

附【儿歌】

过端午

五月五，是端午。

门插艾，香满堂。

吃粽子，洒白糖。

龙舟下水喜洋洋。

活动反思

重新站上讲台，一切都是新的。第一次在新的学校里上公开
课，我不敢有任何懈怠，提前很多天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做准
备。在一番对课文和相关资料的细致研读后，大致的教学思
路逐渐形成。一篇文章，尤其是大家的文章，可讲的东西很
多，但要上好课显然不宜面面俱到。本着“一课一得”的有
效教学理念，我设计了以“学习精彩的场景描写”为主要目
标的教学方案并付诸实施。

临到上课时，教室后面坐着的一排老师让我的学生们多少有
些紧张，我自觉准备还算充分，自然要以微笑鼓励他们。整
节课基本上顺利地按计划进行，也基本达到我所预期的教学
目标。但课还没上完，我已经有了遗憾之感。因为临场发挥
的能力和经验的欠缺，交流讨论场景鉴赏和实践场景描写两
个板块完成得比较仓促，未能达到应有的程度和水平。



现在想来，这些应该算是我对自己的教学所做的最原生态的
反思，而真正的反思是在聆听了各位前辈和同仁的评价之后
开始的。他们在给予肯定的同时，给了我很多切实有力、极
富启发性的指点。我归纳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语文课应该实现内容的深化理解。孔子有言：“文胜
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想，为人、
为文固然要追求文质兼美，上课也应该以此为旨归。而我这
节课在处理内容和形式时有些偏颇，执着于穷尽对描写手法
的鉴赏，而对课文本身的核心内容有所忽略。《端午日》中
流动的是浓郁的湘西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也是我国传统民
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体现，这是本课的教学重点，也是本单
元的教学重点。而我却未能加以强化，这是一处不容忽视的
败笔。另有，在ppt的制作上也有形式大于内容的倾向，多配
的动画图片有点喧宾夺主。

第二，语文课应该实现方法的落实掌握。本课中，我着重以
《端午日》的场景描写为例子，系统地总结了文中所体现的
各种描写方法。遗憾的是，我在讲授这个环节时没有进行强
化总结，这使得学生们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流于仓促和浮泛，
对这几种描写方法的认知不够扎实。在随后的对“追鸭竞
赛”的场景描写中，有的学生就没有能够有意识地以清晰的
思路去加以练习。

第三，语文课必须重视语文特有的感悟体验。在本课中，我
在强化方法的指导的同时，弱化了对朗读的要求。我想，语
文课要有明晰的方法指导，更要有朗读感悟，这二者是并行
不悖、相辅相成的。上课时当把二者有机结合，以理解促进
朗读，用朗读体现理解。

再次回望开公开课的前前后后，感受最深的是那种无形的压
力，然而也深知这些压力正是成长的契机。我想，也只有在
不断的历练与反思中才能不断地成长吧。



幼儿园端午节教案及反思小班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端午的来历和习俗，如：吃粽子、插艾草、划龙舟。

2、了解粽子的各种口味。

3、乐于参与端午节的活动。

4、知道端午节是几月几号。

活动准备：

插艾草、划龙舟的图片，各种粽子图片。

活动过程

一、出示划龙舟的图片，引出活动主题。

1、出示图片：小朋友，你们知道图片上的人在干什么吗？什
么节日人们会举行划龙舟比赛呢？（让幼儿知道是端午节。）

二、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与习俗。

1、你们知道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吗？

2、请幼儿说一说。

3、讲述〈屈原的故事〉，让幼儿了解端午的由来：端午为什
么要划龙舟呢？老师讲述划龙舟的来历。

5、带领幼儿学习简单的端午儿歌：五月五，端午到，吃粽子，
插艾草，划龙舟呀真热闹。



三、结束活动。

表扬上课认真的幼儿。

教学反思：

活动前几天，老师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讲解了许多关于端午节
习俗。孩子们被老师讲述的故事感动着，其中最为孩子们津
津乐道和印象深刻的就是“屈原的故事”，通过老师的讲解，
孩子们了解了端午节的来历及意义，了解了我国传统的风俗
习惯及文化。

我们开展这样的活动，目的是让孩子们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通过活动的开展，小朋友们都知道了农历五月初五是
一家人团聚的日子，有吃五黄、挂五端、染红蛋、佩香包、
赛龙舟、品粽子的习俗。

幼儿园端午节教案及反思小班篇三

1、通过端午节的来历和习俗，，使学生从各个层面对我们脚
踏的这一方土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既了解现实层面上的土
地，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又了解文化意义上的土地，看看
土地在文学作品和人的文化心理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2、通过搜集资料，使学生通过有关端午节的故事《屈原投
江》、《曹娥救父的故事》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增强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爱国意识。做到
课堂内外、学校内外的沟通，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培
养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3、通过搜集与土地有关的神话传说、成语俗语、历史故事，
使学生认识到土地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4、通过搜集与土地有关的文艺作品，了解土地的象征意义，



并对“乡愁”“安土重迁”等文化现象有一个理性的思考。

5、通过中国政府拥有南沙群岛主权不容置疑的历史史料展示
中华民族队脚下土地的厚爱深情。

三、教师准备

1、根据学生兴趣，把全班分成几个小组，分头去搜集资料、
分析资料。

2、搜集一份有关“端午节”和“土地”的参考资料书目。

3、整理以前学过的与端午节和土地有关的成语、俗语和文章。

4、阅读一些有关土地的文化分析方面的著作，了解中国
人“安土重迁”“依恋故土”的文化传统。

5、收集中国政府拥有南沙群岛主权不容置疑的历史史料。

四、活动指导1、本次活动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紧扣
“对祖国和家乡的感情”这一主题，围绕“土地”这一课题
展开。我们所要认识的土地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物质
层面上的土地，这是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的，是人类活动的
舞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第二个层面是文化层面上的土
地，土地对于人类的意义，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艺术形式都不
可避免地要涉及这个主题，因此，土地就被赋予了各种各样
的象征意义。古希腊神话中土地被称为大地母亲，她是力量
的源泉;在各国统治者眼中，土地是权力的象征，“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土地越多，意味着权力也越大;而对于一国的人
民，土地就意味着自由和幸福，因此，面对外来的侵略，他
们寸土必争??联系当前我国政府对南沙诸岛的主权神圣不可
侵犯的正义立场，加深对祖国和家乡的感情。

活动一主要是侧重于第一个层面，让学生了解土地的历史和



现状，了解土地保护对于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的意义。

活动二、三则侧重于文化意义上的土地。

2、以端午节为引子，以中国政府拥有南沙群岛主权不容置疑
的历史

史料为驱动力，展开整个活动的过程。

活动一分为三个子活动，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看看我们人类
是怎样对待土地的。

其中第一个侧重了解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这些知识学生在
历史课中可能已经学过，因此，可以搞一个跨学科的活动，
一方面梳理学过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可以训练学生的分析归
纳材料的能力。因为每一次改革背景都很复杂，措施也很多，
活动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做简明介绍，这需要认真琢磨。

此活动邀请历史老师参加，从历史方面做出指导。

第二、三个子活动都侧重土地使用现状的探究。一个主要通
过查找资料来了解我们国家整体的土地资源状况。学生可以
通过地理方面的著作或者年鉴，搜集中国的土地资源总量、
人均土地数、土地减少率等数据，最好把其他国家的一些数
据也找来，对比一下，发现我们土地资源的不足，增强忧患
意识。搜集的数据不要只是展示一下了事，一定要引导学生
分析数据，发现问题。展示的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比如用
柱形图、曲线图等形式，直观而且更能说明问题。除了数据，
还应该问个为什么，比如数据显示我们的耕地每年呈下降趋
势，原因是什么，政府做了哪些工作。

《端午节》教案及反思



幼儿园端午节教案及反思小班篇四

端午节对中班幼儿来说，比较陌生。再过几天就是一年一度
的端午节了，班里的刘彩萍从家里带来了粽子，其他孩子围
着她转，只听见她说：“这是我妈妈自己包的粽子，不是买
的，很好吃的。另一个说：“要蘸白糖才好吃”、“蜜糖也
行”……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本活动设计，让幼儿初步感知一些中国民俗文化，从而激发
幼儿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和情感，又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
流长，而中班幼儿的认知特点具体直观形象，故本活动设计
通过包粽子、看图片、采艾草、做龙舟、赛龙舟等，使孩子
有一些感性的认识，从而使幼儿热爱祖国的情感。

活动目标

1、知道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

2、了解端午节有挂艾草以驱毒避虫的习俗，有赛龙舟的习俗，
还有许多传说、故事、儿歌，如：有关屈原的传说等。

3、端午节有特别的食品――粽子，它是多种形状、多种口味
的。

4、参与端午节活动，萌发对民族文化的兴趣。

教学重点、难点

1.了解民俗民风。

2.自制自玩龙舟

活动准备



粽子，做龙舟的材料，赛龙舟的录像或图片。

活动过程

a、师读儿歌、讲讲端午节的来历

(1)师读：五月五，过端午。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
糖。赛龙舟，喜洋洋。老师讲屈原的故事。

(2)介绍端午节两项主要庆祝活动：包粽子、划龙舟。

b、包粽子、看图片

(1)向幼儿介绍包粽子的材料，(粽叶，糯米，线)。示范包法，
幼儿用纸片折“粽子”。

(2)幼儿看图片，引导幼儿体会粽子的独特口味。

(3)知道粽子是中国的特色点心，各地方包的形状各异，有三
角粽，有长条粽。口味不同，有红枣馅，有肉馅，有无馅的。

(4)吃粽子时，我们习惯蘸蜂蜜糖，或者白糖，这样吃起来更
香。

c、采艾草、用途

(1)师出示艾草，让小朋友们观看。在我们农村地区，艾草通
常是长在田野边。(2)它的作用是驱蚊，辟邪。把它插在门上。

d、制作龙舟

(1)让幼儿欣赏龙舟大赛的录像和图片，激起幼儿自制自玩的
兴趣。



(2)制作龙舟。

将布围在用两根竹竿做成的船身上。贴上各种彩色纸条。

画一个龙头，制作龙的头饰。

e、划龙舟

组织幼儿进行“龙舟大赛”。船头的幼儿头带龙的头饰，其
余儿童排成一队坐在龙舟里，按锣鼓节拍作划船动作。也可
两舟之间开展竞赛，哪队动作整齐哪队为胜。

f、延伸

通过学念《过端午》，画画《赛龙舟》来增强过端午节的感
受。最后，请小朋友们表演朗读端午节的儿歌。：五月五，
过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赛龙舟，喜洋
洋。

教学反思

1.本课是一节社会课，我把这一节课的重点放在让幼儿通过
了解端午节的传统习俗，萌发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引导幼儿
通过学习以多种表现形式创造端午节气氛。在教案的设计上，
整个教学内容安排紧凑也有一定的条理，首先我有针对性地
选取了幼儿的儿歌作为课题切入点，一开始就给幼儿创造美
好的情境。在课堂中我设计了以多种形式表现端午节来开阔
幼儿眼界，增加幼儿的学习热情，比如，包粽子，做龙舟，
划龙舟等。

2.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也存在了很多不足的地方。如在感
受“做龙舟”的环节中，由于一些需要活动内容设计不全面，
幼儿感受的过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教
师的示范不够;另外，幼儿视觉感受的第一资料.图片的制作



上也有一些缺点。这首儿歌简洁押韵，琅琅上口，深得孩子
们的喜欢，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吃粽子，赛龙舟，以及门上插
起来的艾草。但是对端午节的来历，对屈原这样一个历史人
物并不感兴趣。意识到孩子们的不足，我要给幼儿讲述屈原
爱国的故事，还要通过音像资料，图片，加深孩子们对屈原
的认识。

3.如果让我重新上这节课，我会更加多方位地去了解孩子的
认知以及知识上的储备，为孩子们量身定做，制作合理的教
学计划，促建孩子的发展。

《中班社会“端午节”教案与反思》摘要：蜜糖也行……孩
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本活动设计，让幼儿初步感知一
些中国民俗文化，从而激发幼儿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和情感。

[幼儿园中班端午节教案与反思]

幼儿园端午节教案及反思小班篇五

幼：赛龙舟、包粽子、吃粽子、做香包、做五彩绳

师：哇！小朋友们都知道端午节要做这么多事？那你们知不
知道为什么端

午节要包粽子赛龙舟呢?

2、教师播放视频（端午节的来历）

3、教师再次提问：好了，小朋友们，听完了这个故事，你们
现在知道

我们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是为了纪念谁呀？

幼：屈原



二、幼儿运用已有经验讲述

1、师：小朋友们，你们在家吃过粽子吗？粽子长什么样呀？

幼儿答：圆圆的、有角的、长长的

师：老师今天也带来了好多粽子清小朋友们摸摸看，这些粽
子都是什

么形状呢（教师以小组形式分发粽子，请小朋友观察）

幼儿自由回答，教师适时引导

2、师：好了，现在老师再请小朋友们告诉你身边的小朋友，
你吃过的

粽子都是什么馅儿的，是甜的?咸的？还是辣的？（幼儿与邻
座伙伴结成对子，轮流讲述）

三、引进新的讲述经验

运用句型“不仅·····还”

1、教师通过提示引进新的讲述经验

师：小朋友们，端午节，我们不仅包各种形状的粽子，还品
尝了各种口味的粽子，对吗？

2、教师引导幼儿运用句型

师：现在，老师请小朋友想想，端午节你还做了什么，然后
请小朋

友用“不仅······还”编成完整的句子告诉老师



教师引导幼儿，端午节要包粽子、赛龙舟、做香包、做五彩
绳

幼：端午节，我不仅在家帮妈妈包粽子，还和爸爸一起看赛
龙舟。

幼：·········（幼儿运用句型，自由回答）

四、巩固和迁移讲述经验

教师可通过生活中其他的经验讲述巩固句型运用

教师示范：

比如说，

今天我在家不仅叠了自己的`被子，还打扫了地板，妈妈夸我
是个好孩子。

教师引导幼儿大胆发言，运用句型讲述平时生活经验

重点指导：幼儿能用完整的语言进行讲述

活动评析

此次活动通过浓厚的端午节节日气氛激发幼儿的兴趣，使幼
儿感受到浓重的节日气氛和民族情感，从而引出句型让幼儿
在不断理解认知的过程中运用此句型进行语言讲述，帮助幼
儿学会完整的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