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中班端午节教案反思总结 幼
儿园中班端午节教案与反思(模板7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写总结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
注意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中班端午节教案反思总结篇一

(1)初步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和一些习俗。

(2)参与端午节活动，萌发对民族文化的兴趣。

重点与难点

(1)了解民俗民风。

(2)自制自玩龙舟。

材料及环境创设：

粽子，做龙舟的材料，赛龙舟的录像或图片。

设计思路

端午节对中班幼儿来说，比较陌生。本活动设计，让幼儿初
步感知一些中华民俗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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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粽子、
做龙舟、赛龙舟等，使孩子有一些感性的认识，从而使幼儿
爱祖华情感。



a、讲讲端午节的来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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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龙舟的意义。

b、包粽子、吃粽子。

(1)向幼儿介绍包粽子的材料，示范包法，幼儿用纸片折“粽
子”。

(2)幼儿吃粽子，边吃边引导幼儿体会粽子的独特口味。

(3)知道粽子是中华的特色点心。

说明：此活动可在生活环节中进行。

c、制作龙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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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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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延伸



可以通过学唱《过端午》，画画《赛龙舟》来增强过端午节
的感受。

活动过程：

一、教师出示幼儿用书中划龙舟的图片，引出活动主题。

教师出示图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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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幼儿知道是端午节。)
二、引导幼儿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与习俗。

1、教师：你们知道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吗?

2、教师请幼儿说一说。

3、教师讲述《屈原的故事》，让幼儿了解端午节的由来。

4、教师：端午节为什么要划龙舟呢?教师讲述划龙舟的来历。

5、教师：你们知道端午节初了吃粽子、划龙舟之外，还有什
么风格习惯吗?教师展示艾草图片，让幼儿初步了解艾草的原
因。

2、他为什么要跳江自杀呢?

3、人们为什么要包粽子、吃包子和划龙舟呢?

教师小结：原来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我们华家古代的一位伟人，
他的名字叫屈原，他是一位爱华主义诗人，一心为华家大事
担忧，眼看着华家就要面临灾难却无法挽救，于是整天忧心
忡忡，不久，这位怀才不遇的诗人就跳江自杀了!但是他的尸
体一直都没有找到!他自杀的时候刚好快到五月初五了，人们
就把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在端午节要赛龙舟、吃粽子。赛
龙舟是为了赶跑河里的鱼虾，怕他们吃掉屈原的尸体，在河
里投包子、粽子喂饱鱼虾，也是怕他吃掉屈原的尸体!由此可



见屈原他是一位多么受人尊重与爱戴的人啊四、请幼儿说说
自己过端午节的经历。

幼儿中班端午节教案反思总结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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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中班端午节教案反思总结篇三

活动目标：

1.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和习俗，积极和同伴交流分享。

2.学习包粽子的技能。

3.体验包粽子的乐趣，感受端午节的浓厚民俗氛围。

活动准备：

1.请幼儿事先调查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和风俗，完成调查表。

2.《端午节》课件。



3.粽叶、泡好的米、枣、细线或长方形纸、水彩笔。

活动过程：

1.教师与幼儿交谈，说出端午节的名称和日期（每年农历的
五月初五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叫端午节，这一天人们会
举行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2．组织幼儿交流调查结果，探讨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

（1）与幼儿一起讲故事《端午节的由来》，让幼儿知道端午
节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而确立的，屈原投江
的那一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所以就定那天为端午节。

（2）交流调查表：端午节有哪些习俗？

提示幼儿可用语言表达、图片绘画、动作表演等方式表现这
些习俗。

（3）组织幼儿观看课件，了解端午节时各地风俗，获得更多
有关端午节的经验。

3.节日体验活动：包粽子。

（1）组织幼儿一起开展包粽子活动，提醒幼儿用米不要太多，
粽叶要把米和枣包紧，然后用绳子捆扎结实。

（2）也可以组织幼儿用长方形纸折粽子，折成六棱形并进行
装饰。

4.节日分享：将包好的粽子与父母一起分享，也可以送给小
班的弟弟妹妹，进行分享活动。

附故事：《端午节来历》



有一个楚国人叫屈原，楚怀王见他聪明能干，很看中他，便
封他为三闾大夫。

屈原当上三闾大夫后，和他一起做官的人嫉妒他，就在楚怀
王的面前说他的坏话。楚怀王便慢慢的讨厌他了。后来楚怀
王死了，他的儿子听了坏蛋的话，就把屈原赶出楚国的京城。

不久楚国和秦国打仗，秦国把楚国的京城强占了。屈原看到
楚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自己又没法出力，心里很痛苦，写
了很多诗，然后就跳进汨罗江里自杀了。

屈原跳江后，楚国的老百姓怕鱼虾咬坏屈原的遗体，就用竹
筒装上米丢进江里去喂鱼虾，又划着小船沿江寻找他的遗体。

从那以后，每逢农历五月初五，也就是屈原投江自杀的日子，
许多地方都要吃粽子、赛龙舟，人们以这种方式纪念爱国诗
人屈原。

幼儿中班端午节教案反思总结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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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中班端午节教案反思总结篇五

1、让幼儿感受传统节日气氛，激发幼儿对传统文化节日的兴
趣和民族自豪

感（情感方面）

2、帮助幼儿了解我国传统文化节日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
（认知方面）

3、让幼儿学会完整讲述生活经验，发展语言讲述连续性（技
能方面）

活动准备

1、视频（屈原的故事，端午节的来历）

2、各种形状的粽子（长的，棱角的，扁的）

活动过程

一、导入



播放视频

1、问题导入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五月初五是什么节日吗？

幼儿中班端午节教案反思总结篇六

一、活动宗旨：有良好的语言教育，激发其参与意识，锻炼
胆量，为孩子提供一个发挥特长，展示天性的舞台。把真、
善、美以及爱的种子，通过祖国的语言文字撒播在孩子们的
心田，使他们能在优美、有趣的语言陶冶中自主发展，健康
成长!赋予孩子展示的舞台。

二、参加对象：中一班小朋友

三、比赛形式：以个人方式参与朗诵

四、活动目的：

1、通过端午节诗歌朗诵来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用心
去体验我国的传统节日中蕴涵的意义。

2、了解端午节的来源之一是纪念屈原，我们也要通过端午节
来怀念屈原——这位可歌可敬的爱国诗人。

3、能大方自然的在集体面前展示自己，朗诵有关端午的诗歌。

五、活动过程：

1、了解端午节的由来

1)农历五月初五是什么节日?(端午节

2)讲述端午节的起源故事。



2、了解端午习俗：

吃粽子、赛龙舟等。端午节赛龙舟不单是传统庆祝活动,也是
一项国际体坛盛事!端午节起源于诗人屈原因不满朝廷腐败而
投汨罗江自尽,敬重他的村民便以喧天的锣鼓声把江中鱼虾吓
走，而同时又把粽子抛进江中喂饲鱼虾,以免它们啄食屈原的
躯体。

3、诗歌朗诵比赛

1)集体复习所学有关端午的诗歌《端午》[唐]文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2)幼儿个人进行诗歌朗诵比赛。

3)评选出5名诵读之星。

4、活动结束

附活动资料：

屈原投江

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居民为了不让跳下汨罗江的屈原尸
体被鱼虾吃掉，所以在江里投下许多用竹叶包裹的米食(粽
子)，并且竞相划船(赛龙船)希望找到屈原的尸体。

伍子胥的忌日

传说伍子胥助吴伐楚后，吴王阖闾逝世，皇子夫差继位，伐
越大胜，越王勾践请和，伍子胥主战，夫差不听，却听信奸
臣言，赐伍子胥自杀，并于于五月五日将尸体投入江中，此



后人们于端午节纪祀伍子胥。

幼儿中班端午节教案反思总结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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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