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中班冬至教案和反思总结(模板5
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中班冬至教案和反思总结篇一

1、认识我国传统的冬至节，知道冬至的由来。

2、知道冬至是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

3、深刻对祖国的认识，知道我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
族。

1、综合：冬至我知道

2、科学：白天短、黑夜长

3、让孩子知道冬至是冬天真正来临的日子。并了解一些冬至
要吃的食物有哪些？冬至团（民间有“吃了汤圆大一岁”之
说），包饺子、喝冬酿酒、吃馄饨忆西施等，让孩子感受到
冬至的节气。

附儿歌：《冬至到》

冬至到，冬至到；

南馄饨，北方饺；



暧暧和和吃一碗，保你耳朵冻不掉。

冬至到，冬至到，

敬祖宗，把墓扫；

会亲访友拜老师；平安幸福乐陶陶。

冬至到，冬至到，

这一夜，最长了；

甜甜蜜蜜睡一觉；明天太阳会更好。

幼儿园中班冬至教案和反思总结篇二

1、围绕“迎冬至”这一话题，清楚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愉快心
情。

2、安静倾听同伴的讲话，并感受大家一起谈话的愉悦。

3、通过参加节日《迎冬至》环境创设，感受参与节日庆祝活
动的.乐趣。

1、物质准备：活动室里布置过冬至的情境，如挂灯笼、彩带、
自制鞭炮、拉花等。自制的冬至倒计时、愿望树、每人准备
一个礼物。卡纸裁剪成贺卡形状、皱纸、废旧图书里的图片、
录音机等。

2、知识经验准备：丰富有关过冬至的知识经验，如：让幼儿
观察家里为过冬至而忙碌的大人;介绍灯会、联欢活动、放焰
火等活动。

3、事先取得家长的配合，在教学活动后的日子里给自己的孩



子送礼物。

(一)通过谈话，激发迎冬至的愉快情绪。

1、引导幼儿观察活动室的变化，激发幼儿的愉快情绪。

师：发现活动室有什么不一样?

引导幼儿自由描述班级的变化。(漂亮、新颖、舒服、热闹、
喜庆、高兴等)

师：是为了迎接什么节日的到来?

2、冬至倒计时。

师：离“冬至”还有几天?

小结：一年中的第一天，也就是冬至的第一天，也叫“冬
至”，那天，全世界人民都要庆祝冬至的到来。

3、鼓励幼儿大胆讲述。

(2)师：小动物是怎样迎接冬至的?

(二)出示冬至老人的礼物，鼓励幼儿大胆讲述。

1、师：昨天，冬至老人给我们小四班的小朋友送礼物了。

一起看冬至老人的礼物：一张贺卡和一棵冬至愿望树。

2、师：过了冬至，还有谁也长大了一岁?

启发幼儿说出周围的人，亲戚、邻居、伙伴、各种动物也都
长大一岁了。



3、师幼一起围坐在“愿望树”旁，表达自己的愿望。

师以神秘的口吻告诉幼儿：这是一棵神奇的“愿望树”，只
要对着“愿望树”说出自己的愿望，你的愿望就能够实现。

启发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愿望，可以是祝福家人或朋友的愿
望，也可以是自己在新的一年里想实现的愿望。请配班教师
帮忙记录下来，挂在“愿望树”上。

4、播放“冬至老人”的录音，萌发对冬至的期盼。

冬至老人：孩子们，你们的愿望我都听见了。冬至快要到了，
你们要怎样欢迎我呢?(引出下一环节)

(三)引导幼儿装扮“愿望树”，用多种方式迎接冬至。

1、师：冬至快要到了，我们要怎样迎接“冬至老人”的到来
呢?

幼儿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材料进行操作。

第一组：制作贺卡

材料：卡纸裁剪成各种贺卡形状、彩笔、帖帖纸、废旧图书
等。

第二组：制作彩链、拧花、剪窗花，继续丰富活动室里的布
置。

材料：各色皱纸、手工纸、剪刀等。

第三组：装扮“冬至愿望树”。

在“愿望树”上挂上一些小礼物和装饰用的彩链、彩灯等。



2、老师和幼儿手拉手围着“愿望树”，高兴地唱、跳，交换
冬至礼物，再次感受浓浓的冬至氛围。

(四)活动延伸：

请家长在活动后的日子里帮自己的孩子实现许下的愿望。

教研组评析

(一)选材

丰富多彩的冬至蕴含了许多节日特定的认知元素，如，冬至
的祝福、冬至的礼物、冬至人们的年龄变化等等，是幼儿学
习的教材，教师能根据幼儿的谈话及时捕捉教育契机，从选
材来看，所选内容很恰当，很合时机，是幼儿喜闻乐见并感
兴趣的。

(二)从组织实施来看

1、让环境说话。陈鹤琴先生在教育的原则中指出：“注意环
境、利用环境。”在活动中，教师和幼儿共同进行环境创设，
让活动室充满了欢乐喜庆热闹的气氛。

2、能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创设一个能激发情绪的情境：
首先，把“冬至”拟人化——“冬至老人”，并巧妙地利用
礼物“愿望树”，启发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愿望，接着，用
多种方式迎接冬至老人，如装扮“愿望树”，然后，围坐
在“愿望树”旁一起唱歌、交换礼物。在这个情境中，孩子
们的情绪随着情节亦步亦趋，能大胆地表达，很自然地诱导
幼儿自觉地进入情境，感受大家一起谈话的愉悦，从而提高
口语表达能力。

(三)从师幼关系看



小班幼儿是言语习惯养成的时期，而小班孩子的良好语言习
惯就是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此活动，孩子们是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进行互动的，使幼儿想说、敢说，接着，带着
兴趣转入操作活动，从孩子的活动表现可以看出幼儿的活动
热情非常高。整个活动流程使孩子们沉浸在迎冬至的氛围中，
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操作能力也得到了发展，幼儿在有趣
的活动中体验快乐，获得了发展。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
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
到积极应答的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为幼儿创设一个积
极的语言环境。

幼儿园中班冬至教案和反思总结篇三

1、在动手制作汤圆中感受冬至的节日气氛。

2、知道冬至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简单了解冬至的饮食习
俗。

3、尝试动手制作汤圆。

课件准备：《九九歌》童谣音频及图片；“汤圆”图
片；“汤圆”手工成品图。

材料准备：超轻黏土、卡纸剪成的纸盘。

播放童谣音频及图片《九九歌》，引出活动主题。

――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一首很特别的童谣，名字叫
《九九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童谣中出现了哪些数字？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小结：这是一首描写天气变化的童谣，童谣中出现了一到九
九个数字，所以叫《九九歌》或者《数九歌》。人们习惯从
冬至这天开始“数九”，每九天算一个“九”，冬至是一九
的第一天。数完九个九之后，冬天结束，春天就来到了。

组织谈话，引导幼儿了解冬至，知道冬至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你们知道冬至是个什么日子吗？

――冬至是哪一天？

小结：冬至又叫“冬节”，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日期在
每年的12月22日左右。

出示图片“汤圆”，引导幼儿了解冬至的饮食习俗。

――冬至这天，你家会吃些什么？

――汤圆是什么形状的？（圆圆的）

――汤圆有什么颜色？（白色、红色、黄色、紫色……）

小结：冬至这天，各地有不同的风俗，北方地区有冬至吃饺
子习惯。南方地区有冬至吃汤圆的习惯。

出示手工成品图，播放童谣音频《九九歌》，发放材料“超
轻黏土、纸盘”，鼓励幼儿动手制作汤圆。

（可根据风俗习惯将汤圆换成饺子）

――我们一起动手来制作好吃的汤圆吧。

――我们可以用各种颜色的超轻黏土制作汤圆，还可以把汤



圆搓成你喜欢的形状。搓好的汤圆要放在纸盘子上哦。

童谣《九九歌》的内容不要求幼儿理解，教师在讲解内容的
时候不宜太深入或时间太久。

区域活动

在美工区，投放材料“超轻黏土”，鼓励幼儿动手制作饺子。

将幼儿制作好的汤圆装饰在班级的美工区内，供幼儿欣赏。

幼儿园中班冬至教案和反思总结篇四

1、初步了解冬至与麻糍的`意义，掌握制作麻糍的基本常识
及制作技能。

2、能独立或与人合作制作麻糍，体会劳动的快乐，激发爱劳
动的情感。

制作麻糍的工具原料：糯米、芝麻、黄豆、红糖；外出车辆。

（一）教师交代活动目的及注意事项。

2、师：外出活动应该注意什么呢？（幼儿自由讲述：注意安
全、要排好队伍、讲礼貌，等等）

教师小结：外出时除了讲礼貌，还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到麻
糍作坊，那儿人很多，很挤，小朋友要注意安全，还要跟好
队伍，并要在老师指定的地方参观，不能随便乱跑。

（二）谈话，激发兴趣。

师：小朋友吃过麻糍吗？

幼：吃过，很好吃。



师：你们还记得麻糍是什么样的吗？

幼：圆圆的，软软的；黏黏的，外面还有粉；特别软，粘
牙…

师：看来小朋友很喜欢吃麻糍，说得很棒。

师：谁知道麻糍是用什么做的？

幼：我奶奶说是糯米粉做的；可能是面粉做的，要搓圆…

师：今天，我就带小朋友去看一看麻糍到底用什么做，要用
到哪些工具？

（三）了解麻糍的制作材料、工具及程序。

1、捣米

（1）师：小朋友，这是什么呀？有什么用呢？

幼：好大的石头，中间有个大口，是用来盛水的吧！

师：这叫捣池，是用来捣米的。我们做麻糍先要将米蒸熟，
再倒入捣池中反复捶捣，直到米粒全都一起为止。

（2）幼儿观看捣米操作情况。

（3）幼儿尝试、脑沁

（4）幼儿说说淘米的感觉。幼：好重，抬不动；太累了，我
们两个人也抬不动…师：捣锤是用石头做的，有几十斤重！
这些米就是谌着重的作用才能融在一起。

2、团米团



（2）师：铲一部分米团放入手中，捏出小块拉断。好吗？

3、滚豆沙

（1）让幼儿区别滚过豆沙和没滚过豆沙的麻糍的味道。

师：你们来尝尝自己捏出来的麻团。

幼：淡淡的不怎么好吃。

师：这个好吃吗？（幼儿品尝）

幼：又香又甜。

师：所以做麻糍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滚上豆沙，这样味道才好，
但豆沙不能滚太多，也不可太少，还要滚得均匀。

（2）观看客座教师滚豆挲。

（3）师幼共同尝试滚豆觊

4、幼儿品尝。

（四）小结。

师：小朋友，伯伯为我们做的麻糍好吃吗？

幼：好吃！

师：但是做出这么好吃的麻糍要付出很辛苦的劳动，你们刚
才也看了师傅们在捣米的时候流下的汗水，可见我们的粮食
来的是多么不容易！我们不仅要爱惜粮食，而且要尊重劳动
人民的劳动成果。

（五）延伸活动（回幼儿园尝试做麻糍）



师：小朋友，我们观看了制作麻糍的过程，现在我们也来做
麻糍，让我们跟着厨房阿姨一起来做吧！

1、幼儿尝试制作麻糍。

2、幼儿品尝。

幼儿园中班冬至教案和反思总结篇五

1、能够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学习掌握句
型“我把饺子给xx吃”，并能进行句型仿编：我把xx给xx吃。

2、通过活动，让孩子学会分享劳动成果，培养幼儿热爱家人
的感情。

能够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学习掌握句型“我
把饺子给xx吃”。

学习掌握句型“我把饺子给xx吃”，并能进行句型仿编：我
把xx给xx吃。

1、知识经验：幼儿在生活中吃过饺子，已经了解一些相关知
识

一、点名法检查助听器的工作状态。

听到名字的小朋友和老师击掌问好。

二、活动导入：

播放儿歌《包饺子》，然后做手指操，直接引出主题。羊妈
妈，(双手比自己，一蹲一站)

包饺子，(一只手把另一只手的五指往内、往外来回扳)中间



突起，(双手握拳)两边翘(大拇指、小指升起，作”六”的手
势)有的像小船，有的像元宝(两只手半举并左右摇动)

师：儿歌里，羊妈妈包什么？

幼：羊妈妈包饺子。

三、出示实物饺子，进行简单的半开放式主题对话交流。请
幼儿观察、讲述饺子的外形特征，并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
吃饺子的经历。

师：小朋友们看一看，饺子长什么样子？

幼：饺子像小船，像元宝，还像橘子瓣儿……

师：你们吃过饺子吗？什么时候吃的？

师：冬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吃饺子，要不然，耳朵都冻掉
了。

师：饺子好吃不好吃？饺子里面有什么？

幼：饺子很好吃。饺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馅儿。有鸡蛋，有
韭菜，有肉肉……

师：你们喜欢吃饺子吗？你们会不会做饺子？

四、请小动物吃饺子，练习句型：我把饺子给xx吃。

(引导幼儿练习表达：我把饺子给xx吃。)

五：学习仿编：“我把xx给xx吃”的句式。

六、老师总结，活动结束。



活动延伸：

在家中和家人一起包饺子，体验自己动手制作食物的快乐。

活动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