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圆教案设计意图(实用7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汤圆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1、游戏情景导入，引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指导语：小朋友们，今天是元宵节，我们要吃什么啊？那我
们一起搓汤圆，好吗？

指导重点：引发幼儿对汤圆的关注并为下面的活动打下基础
引入活动

2、教师示范

（1）、指导语：今天，我和小妹妹在家，我要做两个汤圆，
要选择几个面团啊？我们放到手上搓一搓，一个汤圆出现了，
然后放到锅里，我们再搓一个面团，现在几个汤圆出现了，
小手要指着一个一个的数，最后数到几就是几个汤圆。

指导重点：引导幼儿手口一致地数，最后说出总数

（2）、指导语：这时，我的爸爸回来了，他告诉我，他很饿，
我会怎么做啊？那我在搓一个吧。我们再来数数有几个汤圆？
还记得老师说的方法吗？手要指着，嘴要数着，最后的数到
几就是有几个汤圆。

指导重点：引导幼儿逐一数数，幼儿掌握点数的方法。

（3）、指导语：我们现在要开火煮汤圆的时候，我的妈妈回



来了，我会怎么做？那我又要搓一个汤圆，我们再来数数有
几个汤圆了。

指导重点：巩固幼儿点数，引导幼儿手口一致地数，说出总
数3、幼儿动手操作，老师放音乐指导语：请小朋友拿到盘子，
盘子上有几个点，你就要做几个汤圆，然后你去告诉你的好
朋友，你搓了几个汤圆。

指导重点：幼儿一边搓汤圆，一边数，巩固幼儿点数的方法

汤圆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一、欣赏音乐《卖汤圆》导入。

——师：刚刚我们听的是什么歌曲？它卖的是什么？汤圆。

——师：你们有没有吃过汤圆？喜欢吃什么味道的？

二、学习儿歌。

——师：吃汤圆是我国许多地方过节的风俗。你们知道汤圆
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吗？

——教师播放《搓汤圆》视频，请幼儿观看并说一说。

——教师有感情地朗诵儿歌。

——启发幼儿理解“搓”的动作含义，体会儿歌的情趣。

——教师带领幼儿双手做“搓”的动作，体会“搓”的动作
含义。

——师：汤圆是什么形状的？（汤圆是圆形的，引导幼儿说：
汤圆汤圆圆又圆）



——师：汤圆都有什么馅的？（花生、芝麻等等）

——师：汤圆好不好吃？（教师做真好吃的表情，带领幼儿
感受吃汤圆时的愉快心情）

——引导幼儿一起看图，朗读儿歌，提醒幼儿注意表情和动
作。

三、游戏活动：开心制作汤圆。

——请幼儿用橡皮泥搓出汤圆形状，比一比谁搓的圆。（边
念儿歌边搓汤圆）

四、实验探究为什么汤圆熟了会变大。

——播放煮汤圆的视频，请幼儿观察并说说汤圆煮熟之后发
生了什么变化？（引导幼儿说出：汤圆浮了起来，而且变大
了）

——教师进行实验：神奇的乒乓球。教师用热水把扁了的乒
乓球变回原来的样子。

——教师小结：乒乓球里面的空气因为遇到了热水，就变得
越来越热，越来越大，就把乒乓球给变回原来的形状了。同
样地，汤圆受热后体积会慢慢膨胀，所受的浮力面积也变大，
所以说，煮熟后的汤圆会浮起来。

——和幼儿解析一下生活中其他热胀冷缩的例子。（如：饺
子、包子、馒头等）

汤圆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1、以“元宵节闹花灯”为题，引导幼儿观赏花灯。



2、讨论：

(1)花灯美吗?美在哪里?

(2)如果想制作花灯，要用到哪些出来材料?

3、请幼儿用完整话回答讨论的结果。

4、师讲解制作步骤，重点强调折时要用手将折痕按平，几层
纸张要捏紧。

5、师提出制作要求：

(1)小心使用剪刀，胶水不要粘太多。

(2)大胆制作，看谁的花灯美。

6、、幼儿动手，师巡视帮助能力弱的幼儿完成作品。

7、让幼儿把制作的花灯悬挂起来，互相观赏评价。

汤圆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时间：xxxx年12月22日，晚上7：00—9：00

地点：暂定食堂三楼南侧

冬至节亦称冬节、交冬，我国北方历来有包汤圆的习俗，为
了让大家能够真正过上冬至节，我们特别举行这次冬至聚会。

1、包汤圆教学

大概时长：20分钟

鉴于有些同学不会包汤圆，也为了能够让每位同学都能亲身



动手参加这次活动，特设此活动。

现在需要资深“教师”三名，在活动当天为大家展示如何包
汤圆，想学的的可以自己动手，三位“教师”要手把手教，
确保每个想学的同学都能学会。

所以现在就需要各位“行家”踊跃报名!

2、包汤圆比赛

大概时长：40分钟

简单规则：一男一女为一组，二人合作包汤圆，组数不限。
每组包20个汤圆，由三位“美食评论家”进行打分，胜出的
一组将有丰厚的.奖励。

评分标准(仅供参考)：速度快(40分)，汤圆美观(40分)，两
人配合默契、花样多(20分)

前期准备：需要统计大家谁会包汤圆，并随即分组，还有三位
“评委”也要经过选拔。

3、文艺表演

大概时长：40分钟

在汤圆包完之后，中间有一段时间要等汤圆煮熟，这段时间
内进行文艺表演，比如相声、歌舞、舞蹈等，务必使现场气
氛活跃起来。

前期准备：由文艺委员负责鼓励大家积极展示才能并做好统
计，最后交给班长，以便安排时间。

4、活动物资准备



1、汤圆馅、面，盘子等——乔明伟负责

2、“评委”、“参赛者”、“教师”人员报名及选择——刘
瑞琪

4、现场文艺表演者报名及统计——文艺委员们

5、活动期间饮料、零食以及娱乐工具等，外加比赛奖品——
贾浩、张钊

汤圆馅等：50元

现场零食等：100元

煮汤圆时的人工费等：50元

比赛奖品等：50元

合计：250元

汤圆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活动目标：

1、让家长走进幼儿园，了解幼儿生活、活动情况，参与幼儿
教育，更重要的.是搭建家园沟通的桥梁，更好地为幼儿服务、
为家长服务，促进了幼儿园教育、保育工作的发展。

2、通过这次活动提高孩子们的生活能力和动手能力，让孩子
们感受劳动的快乐、收获的喜悦，同时培养孩子们爱劳动的
好习惯。

3、进一步加深了老师、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亲情，进一步促进
亲子同乐、家园共育。



4、鼓励幼儿和家长一起动手包汤圆、吃汤圆，感受浓浓的家
庭亲情。活动时间：20xx年12月14日。

活动地点：操场。

活动对象：全体幼儿、家长、教师、保育员。

活动准备：

家长：帮孩子带一件围衣。

幼儿园：包汤圆的材料准备：

1、碗、勺子、盘子、桌布、簸箕、擦手毛巾。

2、糯米粉、花生馅儿、糖等、等。

活动流程：

一、8：00到9：00值周教师接待孩子入园，并让家长签好签
到表。各班孩子在教室玩区域。

二、9：00到9：40幼儿早操，家长观摩。

三、9：40到10：00各班班主任带幼儿如厕、洗手，穿戴好围
衣，其他教师及家长把桌椅搬到操场指定位置。

四、场地集中，园长讲话。

五、家园同乐——包汤圆。

1、教师讲解包汤圆的过程。

先拿和好的糯米粉团取一小团（一个汤圆大小），在手上搓
成丸状。再压成饼状，在其中包上馅搓成丸状，一个个圆溜



溜的汤圆就制作完成了。包好的汤圆放在预先准备洒上糯米
粉的盆上，汤圆之间空开些，以防粘住。

2、教师提醒幼儿在包汤圆的时候手要保持干净，也要注意安
全。

3、煮汤圆（保育员协助煮汤圆）。

六、家园同乐——吃汤圆，共同分享汤圆。

七、活动结束，老师清理活动场地。

八、注意事项：

1、全体保教人员要高度负责，把每个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以防孩子乱跑、烫伤等情况的发生。

2、注意食物的卫生和安全。

九、人员安排：

1、大班：李丽、龙壮利中班：张艳芬、陈惠芬

小班：王帅、游晓芬

2、拍摄：廖淑英

3、煮汤圆：曾秀贞、黄小燕

4、做好的汤圆由各班教师送到厨房，煮好的汤圆及碗筷由阿
姨送到操场。

汤圆教案设计意图篇六



活动目标：

1．学习用湿糯米粉搓元宵并能团得较圆。

2．能感受到元宵节的快乐。

活动准备：

1．请幼儿收集花灯，布置活动室。

2．用湿糯米粉适量，消毒过的盘子一组一个。

3．幼儿用肥皂洗净双手。

4．ppt。

活动过程：

一、观赏花灯，感知元宵节。

1、幼儿自由观赏花灯，相互欣赏。

2、引发幼儿讨论：为什么现在要玩花灯？

3、小结：元宵节这一天，大家都要看花灯、玩花灯、做元宵、
吃元宵。二、引导幼儿搓元宵。

1．老师介绍做元宵的材料，湿糯米粉。

2．讨论制作方法引导幼儿将湿糯米粉搓成长条，再分成一段
一段的，最后将每一段搓圆。

三、幼儿操作。

老师将湿糯米粉分给幼儿，让幼儿自己动手操作。提醒幼儿



不能把元宵掉到地上，以免弄脏。然后将幼儿做好的元宵送
到厨房请师傅帮助煮沸熟。

活动目标

1.通过过操作活动巩固搓圆的技能。

2．引导幼儿通过压扁，加工成"元宵"。

3.体验元宵节的风俗。

活动准备

1.橡皮泥、泥工板。

2.碗、勺子、锅子等厨具。

活动过程

一．导入课题，引起幼儿制作的兴趣。

二．教师示范月饼的做法。

你们想想元宵是怎样做的呢？元宵做好了，你们看看和我们
以前做的月饼有什么不同？

三．幼儿制作，教师巡回指导。注意引导幼儿制作时一定要
搓圆。

四．"下元宵"、"吃元宵"。

五．讨论介绍元宵节的风俗。

你们知道元宵节还要做些什么吗？



一、活动目的

1、引导幼儿在搓、吃汤圆等活动中学习感知1和许多。

2、让幼儿知道冬至节搓汤圆、吃汤圆是我们的一种习俗，并
喜欢参与这一活动。

二、活动准备

1、环境的创设：

把活动室布置温馨的家庭的客厅、餐厅模样（幼儿可围坐在
客厅、餐厅的大桌旁活动），在桌上铺上漂亮、整洁的餐巾，
摆上几束花。

2、材料的提供：

搓汤圆用的米团若干，幼儿人手一份垫板、塑料小刀、碟子、
湿手巾、小袖套和围兜。

3、生活经验准备：

活动前引导幼儿观察、了解冬至时节闽南的一些民俗；学习
用橡皮泥搓圆。

三、活动过程：

一、引入活动

（二）检查幼儿的小手是否洗干净，并帮助幼儿套上袖筒、
系好围兜。

二、搓汤圆

（一）师操作示范



1、出示大米团，告诉幼儿这是一块米团，妈妈要变个魔术，
把它变成许多小米团。

2、示范将米团搓长、切成许多小米团。示范时结合语言提示，
引导幼儿观察米团的变化，并说出来。如：搓呀搓，搓呀搓，
米团变成什么样了？（变瘦了，变长了）切呀切，切呀切，
大米团变成许多小米团。

3、示范、讲解搓汤圆的方法，并启发幼儿逐一点数，看看妈
妈搓了几个汤圆，引导幼儿观察一个一个汤圆合起来是许多
汤圆。

（二）幼儿动手操作

1、提出活动要求：

（1）妈妈这里有许多的米团，等会每个小朋友都可以自己来
取一份。

（2）搓汤圆时要注意卫生，不可用小手抓头发、挖鼻孔或抓
其他东西，手脏了可用湿手巾擦一擦。

（3）数一数、比一比，看看谁搓的`汤圆多。

2、，观察幼儿的活动情况，并进行适时的指导。

（1）可以先把一块大米团米团分成几块小米团，再把小米团
搓成汤圆。

（2）可以边搓边数，看看自己搓了几个汤圆。引导幼儿看看
一个一个汤圆合起来就是许多汤圆。

（3）鼓励幼儿与同伴交流，看看各自搓的汤圆有什么不一样
（如大小、形状等），比一比谁搓的汤圆多。



3、请幼儿把搓好的汤圆交给阿姨，并协助收拾工具和材料，
洗洗手。

三、煮汤圆

组织幼儿在安全的地方观看阿姨煮汤圆，并进行自由交谈，
体验成功的喜悦。

四、吃汤圆

轻声播放歌曲〈卖汤圆〉，师与幼儿一起围坐在一起吃汤圆，
交流一下各自的感受。并适时向幼儿介绍闽南地区冬至节的
一些习俗。

汤圆教案设计意图篇七

1、通过看看、讲讲了解过新年时的一些风俗习惯，引导幼儿
尝试自己动手搓汤圆，体验过新年的快乐气氛。

2、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新年好》的音乐磁带；

2、《新年好》flash；

3、橡皮泥人手一盒；

4、盘子每组一个；



5、角色游戏房的娃娃家场景。

一、激发兴趣，导入主题。

教师播放歌曲《新年好》，告诉幼儿新年来到了。

教师提问：宝宝，你们觉得过新年最开心的是什么事呀？

幼儿交流讨论。

教师小结：你们过新年的时候可以穿新衣服、吃糖果、拿红
包……

二、播放flash。

1、教师播放flash：我们来看看别人的新年是怎么过的？

2、幼儿欣赏、交流。

3、师小结：过新年是最重要的`节日，在新年里很多人都会
放鞭炮，一家人还会开开心心在一起吃汤圆，吃汤圆表示团
团圆圆的意思。

三、操作探索。

1、教师：宝宝，那我们也来试试做好吃的汤圆吧。

2、教师示范做汤圆的步骤：先取一小块橡皮泥放在手掌心，
用另一个手掌盖在橡皮泥上，来回团、搓，一个小小的圆圆
的汤圆就做好了。

3、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配背景音乐《卖汤圆》）提
醒幼儿将搓好的汤圆放在桌上的小盘子里。

带幼儿去角色游戏房，把做好的汤圆放进娃娃家的锅子里，



模仿煮汤圆的场景，体验过新年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