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幼儿包粽子教案设计意图 幼
儿园美术活动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教案书
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我
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
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班幼儿包粽子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1、幼儿学习用“顺口溜”的方式来学习画狮子并能创造性的
画出狮子的不同动态。

2、培养幼儿审美感受，学习欣赏评价同伴的美术作品。

3、激发幼儿创造力和想象力。

《狮王进行曲》音乐、狮子课件、狮子图片、幼儿作品、幼
儿用纸、勾线笔、油画棒等

教师小结：狮子长着大大圆圆的头，披着长长的金黄色的鬃
毛，大大的鼻子，有神的眼睛，椭圆形的身上有四条腿，尾
巴像鞭子。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画狮子，老师这顺有一个顺口溜真有意思，
能变出一个大狮子，我们小朋友想不想和老师一起来变一变：
妈妈有个买菜的篮，两个手把在上面。买个萝卜放中间，两
个鸡蛋搁两边。两个大饼放下面，点点芝麻香又甜。三根葱，
三根蒜，“啊呜”一口味道鲜。篮子四周加花边，一只狮子
就出现。

老师这里有狮子的头、身子、脚和尾巴，请小朋友上来放一



放狮子还会有哪些姿势？（坐着、站着、跑、站、趴等）

1、教师提要求：画之前我们的大狮子还有几句话要老师转告
你们，我可是百兽之王，我的本领可大了，小朋友们要画出
我不同的本领哦。画完后别忘了给我涂上美丽的背景颜色。
千万别把我化成小病猫哦，画好后，把他贴到大森林里，参
加狮王大赛的竞选。看谁能当选为狮子大王。

2幼儿作画，教师指导。

你认为那只狮子是大王？说说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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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验民俗文化，了解端午节的由来。

2、喜欢劳动，乐于参加家务。

3、初步了解包粽子的方法。

视频（端午节，如何包粽子）、粽叶、细线、已经弄好的粽
子馅、安全剪刀、盆子。

小朋友：粽子。

小朋友：愿意。

小朋友：可以。

老师：小朋友们真好。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
吗？（小朋友有的回答知道，有的回答不知道。）小朋友知
不知道都没有关系，下面来和老师一起一起看一个动画片，
大家就都知道了。



2、观看视频，了解端午节由来以及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老
师：看了动画片，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端午节会吃粽子了吧？
小朋友们回家后可以讲给爸爸妈妈听听看。下面我们再看一
个视频，看看粽子怎么包，完了小朋友们可要帮助老师喔。
（放视频）老师：小朋友们，看看那你们前面都有那些材料，
现在我们就要用这些材料包出又香又甜的粽子。大家一起来。
老师先给大家示范一下。

（提醒幼儿注意安全使用剪刀。通过视频学习及老师的示范，
部分幼儿能自己摸索着包出一个大概，对于还不会或者无从
下手的幼儿采用同伴帮助及老师指导，确保每个幼儿都参与
到活动中）老师：哇，xx包的粽子真好看，大家快向他学习，
看看他是怎么包的，怎么才能包的又好又快。

3、结束部分。

老师总结：哇，小朋友们真是能干，包的粽子让老师忍不住
要流口水啦。这下老师不用担心没法招呼客人了。谢谢小朋
友们。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节。五月五，是端阳。
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粽子
香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
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

告诉小朋友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包粽子吃，并给爸爸妈妈讲
述端午节的由来，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端午节。

在设计活动的的时候想到刚刚过去的端午节，觉得是一个很
好的教育契机，由于自己本身也没有包过粽子，不知道包粽
子是难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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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体验民俗文化，了解端午节的由来。

2、喜欢劳动，乐于参加家务。

3、初步了解包粽子的方法。

4、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节日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节日
的活动。

5、通过讨论，激发过节日的情感，知道要愉快、合理地过节。

活动准备：

小朋友：粽子。

小朋友：愿意。

小朋友：可以。

老师：小朋友们真好。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
吗?(小朋友有的回答知道，有的回答不知道。)小朋友知不知
道都没有关系，下面来和老师一起一起看一个动画片，大家
就都知道了。

2、观看视频，了解端午节由来以及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老
师：看了动画片，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端午节会吃粽子了吧?
小朋友们回家后可以讲给爸爸妈妈听听看。下面我们再看一
个视频，看看粽子怎么包，完了小朋友们可要帮助老师
喔。(放视频)老师：小朋友们，看看那你们前面都有那些材
料，现在我们就要用这些材料包出又香又甜的粽子。大家一
起来。老师先给大家示范一下。

(提醒幼儿注意安全使用剪刀。通过视频学习及老师的示范，
部分幼儿能自己摸索着包出一个大概，对于还不会或者无从
下手的幼儿采用同伴帮助及老师指导，确保每个幼儿都参与



到活动中)老师：哇，__包的粽子真好看，大家快向他学习，
看看他是怎么包的，怎么才能包的又好又快。

3、结束部分老师总结：哇，小朋友们真是能干，包的粽子让
老师忍不住要流口水啦。这下老师不用担心没法招呼客人了。
谢谢小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节。五月五，
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
洋.粽子香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
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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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体验民俗文化，了解端午节的由来。

2、喜欢劳动，乐于参加家务。

3、初步了解包粽子的方法。

4、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节日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节日
的活动。

5、通过讨论，激发过节日的情感，知道要愉快、合理地过节。

活动准备：

小朋友：粽子。

小朋友：愿意。

小朋友：可以。

老师：小朋友们真好。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



吗?(小朋友有的回答知道，有的回答不知道。)小朋友知不知
道都没有关系，下面来和老师一起一起看一个动画片，大家
就都知道了。

2、观看视频，了解端午节由来以及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老
师：看了动画片，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端午节会吃粽子了吧?
小朋友们回家后可以讲给爸爸妈妈听听看。下面我们再看一
个视频，看看粽子怎么包，完了小朋友们可要帮助老师
喔。(放视频)老师：小朋友们，看看那你们前面都有那些材
料，现在我们就要用这些材料包出又香又甜的粽子。大家一
起来。老师先给大家示范一下。

(提醒幼儿注意安全使用剪刀。通过视频学习及老师的示范，
部分幼儿能自己摸索着包出一个大概，对于还不会或者无从
下手的幼儿采用同伴帮助及老师指导，确保每个幼儿都参与
到活动中)老师：哇，-包的粽子真好看，大家快向他学习，
看看他是怎么包的，怎么才能包的又好又快。

3、结束部分老师总结：哇，小朋友们真是能干，包的粽子让
老师忍不住要流口水啦。这下老师不用担心没法招呼客人了。
谢谢小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节。五月五，
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
洋、粽子香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
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

活动延伸

告诉小朋友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包粽子吃，并给爸爸妈妈讲
述端午节的由来，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端午节。

活动反思

在设计活动的的时候想到刚刚过去的端午节，觉得是一个很
好的教育契机，由于自己本身也没有包过粽子，不知道包粽



子是难是易。

中班幼儿包粽子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条件优越，拥有几代人的
关爱，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不太懂得关爱他人，分享意识较
弱，情感比较缺失，因此，我就在大班开展了语言活动《粽
子里的故事》，活动中，我以粽子为核心，运用有趣的语言
游戏―听、说、接龙、悄悄话等，培养孩子良好的倾听习惯，
鼓励孩子大胆的表现表达、树立自信、体验快乐、学会分享
并获得更多的情感。

1、在看看、说说、猜猜中理解故事的情节。

2、养成仔细倾听的习惯，能用语言清楚连贯的表达。

3、传递敬爱老人的情感，培养助人为乐的美德及分享意
识(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要与大家分享)。

通过看、听、说将图片内容能用语言清楚连贯的表达。 活动
准备;ppt课件、“粽子”、字卡、图片及各种彩色纸条。

1、观看ppt，鼓励孩子们大胆猜测故事内容及名字。

小结：每一年的五月初五就是端午节，端午节是我们中国人
的节日，这一天人们就会吃各种美味的粽子。

小结：因为动物不会讲话，讲不出故事，只有我们人才可以
讲故事。

1、出示粽子(一)：听（“吃吧、吃吧、吃了粽子讲故
事”。)

――听“小鸟”讲的故事。



2、出示粽子(二)：说（“吃吧、吃吧、吃了粽子讲故
事”。)

――看图片讲小猴、小松鼠、小兔心中的故事

3、出示粽子(三)：接龙（“吃吧、吃吧、吃了粽子讲故
事”。)――词语接龙

4、出示粽子(四)：悄悄话（“吃吧、吃吧、吃了粽子讲故
事”。）――悄悄话怎么讲？（轻轻讲，用心听）

如果我讲的悄悄话要让最后一个小朋友知道，可以怎么做呢？
（从第一个开始，一个一个往下传，然后，让最后一个小朋
友告诉大家我说的是什么？）

师：到底是谁去奶奶家吃了粽子讲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看......

孩子们，你们会包粽子吗？把你的故事包在粽子里，送给你
想送的人吧。教学反思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条件优越，拥有几代人的
关爱，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不太懂得关爱他人，分享意识较
弱，情感比较缺失，因此，我就在大班开展了语言活动《粽
子里的故事》，活动中，我以粽子为核心，贯穿整个过程，
让孩子在看看，说说，猜猜中理解故事，通过有趣的语言游
戏：“听”、“说”、“接龙”、 “悄悄话”。帮助孩子养
成仔细倾听的习惯，鼓励孩子大胆表达并获得更多的情感。

活动中，我始终坚持把问题抛给孩子，启发他们去寻找答案，
如：“悄悄话”游戏，我没有直接告诉孩子怎么玩，而是说：
“如果我对他讲了悄悄话，要让最后一个孩子知道，可以怎
么做呢？这样，孩子就通过想、说，获得游戏规则。整个活
动，内容丰富，采用了绘本的情景来开展“听、说”训练，



传递了敬爱老人的情感，培养了助人为乐的美德，体验了共
同分享的快乐。

总之，孩子在活动中体验了快乐，收获了知识，活动目标得
以有效的达成。但是，活动中孩子的表现有时也让我措手不
及，今后，我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教育机智”，让教学活动
更丰富有趣，更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