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秋节班会教案 中秋节节日班会教案
(精选8篇)

小学教案应该具有条理性和逻辑性，方便教师和学生的参考
和理解。下面是一些优秀的中班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指导。

中秋节班会教案篇一

一、活动目的：

1、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通过中秋节让学生初步理解中
国传统节日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核，真正了解节日，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帮助青少年增强科学节日文化理念，弘扬创新节
日文化。

2、介绍中秋节的来历，了解中国各地过中秋的风俗。

3、增强学生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的感情，让节日真正给我们
带来快乐与幸福。

二、活动时间：20----年9月

三、活动准备：苏轼的《水调歌头》ok带、中秋灯谜、图画、
月饼

四、活动地点：八(1)班教室

五、活动过程：

老师导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从去年开始，国家
把这个节日定为法定节日，休息一天。从而可以看出，中国
逐渐对传统文化和民俗越来越重视。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中
秋佳节，一起来感受中秋佳节。



一 、中秋节的来历和风俗

1、 中秋节的由来

(1)老师：同学们，每当天气晴朗的夜晚，天空上有什么?月
亮像什么?(有月亮。月亮像玉盘、像圆饼。)

(2)、出示圆形月饼，让学生比较。

老师：月亮在最圆的时候是什么日子?(每个月的十五日左右。
)

(3)、说中秋节的由来。

老师：谁知道中秋节的来历?

(4)、小结：同学们都说得很好，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月亮
圆满，象征团圆，所以也叫团圆节。它起源于魏晋时期，在
唐朝初年成为我们国家固定的节日，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
的第二传统节日。中秋的另一个说法是：农历八月十五这一
天刚好是稻子成熟的时刻，每家都拜土地神，中秋可能是秋
报的遗俗。

2、中秋节的传说与民间故事

老师：有谁能来讲讲有关中秋节的传说，中秋节的起源及一
些民间故事?

生：嫦娥奔月(后羿射日)：

(2)指名讲述嫦娥奔月的故事。

(3)引导队员讲述不同版本的传说，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等。



中秋节班会教案篇二

亲子活动

月儿圆，中秋乐

1、初步了解中秋节的`意义，感受节日的气氛。

2、体验和同伴、家长一起表演、品尝月饼的快乐。

1、请每位幼儿带一些月饼及其他食物。

2、发邀请书，邀请家长参加活动。

1、谈话，导入活动。

师：今天，小朋友都带来了月饼和很多好吃的食品，还请来
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为什么在
中秋节要吃月饼呢?引导幼儿自由谈一谈。

2、节目表演。

师：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来到了幼儿园，和我们一起
过中秋节，你们高兴吗？让我们为他们表演一些节目吧！

3、品尝月饼。

大家一起品尝月饼。鼓励幼儿相互介绍月饼的形状、味道等，
并鼓励他们相互赠送月饼。

中秋节班会教案篇三

中秋节，又称团圆节、八月节。时在夏历八月十五日，正值
三秋之半，故名中秋。与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并称四大传



统佳节。中秋节最早源于古代帝王秋天祭月的礼制；两汉时
已具雏形，时在立秋日；魏、晋、唐、宋以来，逐渐演变成
赏月的风俗。“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一书，而真
正形成全国性的节日是在唐代。据传这个中华民族重要节日
的形成与“唐明皇梦游月宫”的故事有关。八月是作物收获
季节，庆丰收、贺团圆，“花好月圆人寿”便成了中秋节的'
主题。中秋节阖家团圆，月亮升起时，献月饼、瓜果以祭月，
古风延续至今。我们开展此次班会，培养学生的传统观念，
从中国传统佳节中秋中体会中国结——福禄寿喜财安康——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情结，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
感。

二、活动目的

1、通过活动，使学生对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有更深刻的了解，
培养学生的传统观念和意识，重视友情、亲情，理解“团聚
团圆”在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意义，从而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
的幸福生活。

2、通过活动，使学生了解传统佳节中秋文化，关于月亮传说、
中秋习俗、诗词歌赋、中秋灯谜等，从中深刻体会中秋节的
意蕴，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让学生初步懂得
人类优秀文化的共性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信念，培育中华
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

三、活动安排

1、活动主题：月到中秋分外圆

2、活动对象：全班学生

3、活动时间：班会课

4、活动形式：观看资料片、知识竞赛、歌曲竞猜



5、活动准备：挑选两名主持人主持活动并注意记分和计时收
集相关的中秋灯谜和歌曲全班分成四组，选出答题代表，组
长做好组员沟通工作，准备组内节竞猜规则宣读准备书签目
表演以备惩罚之用。

四、活动流程

第一阶段：主持人开场白（2分钟）

主持人男女：各位老师、同学，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月到
中秋分外圆”的主题班会。

女：提起中秋，大家会想到什么吗？像中秋的诗歌，古人关
于咏月畅怀的诗歌何其之多呀。

男：那就让我们来考考大家。举头望明月

女：海上升明月

同学们：天涯共此时

男：月是故乡明

同学们：茶是故乡浓

男：看来大家对于中秋佳句都了解得较深啦。那么，中秋节
的来源不知大家又了解多少呢。

女：这个我知道，是跟“唐明皇梦游月宫”有关的

男：没错，这个故事自古以来就广为人们传颂，请大家欣赏
短片《中秋节》

第二阶段：女主持人放短片（5分钟）



第四阶段：总结颁奖（5分钟）

五、活动经费

糖果：3元。

中秋节班会教案篇四

一、了解农历、24节气。

1、欣赏校本课程-24节气图片。

2、了解农历与公历区别。

3、了解24节气由来。

4、读、背24节气歌，清楚24节气名称。

二、学习冬至习俗、传说。

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节气吗?(冬至)

1、那冬至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天呢?(每年12月22日左右，12
月21——23日)，今年正好是12月22日这一天。

2、冬至有什么特点呢?谁来给大家介绍?

3、读“九九歌”。你知道这首九九歌和冬至的关系吗?(冬至
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进九”。数九寒天，就是从冬至算起，每九天算一“九”，
一直数到“九九”八十一天，“九尽桃花开”，天气就暖和
了。)

4、还记得冬至那天晚上你们吃的什么吗?怎么都吃的饺子呀?
难道有什么讲究吗?(学生交流，了解冬至吃饺子的故事)



5、原来还有这样的习俗和传说!那你还知道冬至有哪些习俗
和传说吗?

(1)冬至大如年：汉朝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
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祀祖
先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
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现在仍有一些地方在冬至这天过节庆
贺。

(2)冬至吃狗肉。习俗从汉代开始。相传，汉高祖刘邦在冬至
这一天吃了狗肉，觉得特别鲜美，赞不绝口。

(3)江南水乡，有冬至之夜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习
俗。

(4)过去老北京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相传汉朝时，
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部落中有
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于是
用肉馅包成角儿，取“浑”与“屯”之音，呼作“馄饨”。
恨以食之，并求平息战乱，能过上太平日子。因最初制成馄
饨是在冬至这一天，在冬至这天家家户户吃馄饨。

6、同学们搜集的习俗和传说还有很多，下面小组内互相交流
一下。注意刚才交流过的就不要重复了。

三、交流冬至谚语。

四、交流冬至诗词。重点诵读《邯郸冬至夜思家》，学生在
诵读中体会诗意，感受诗人情感。

五、总结。

六、作业



1、背诵自己喜欢的谚语、诗句，并抄写到农历游记本上。

2、搜集有关梅花的诗词、图片。

3、下一个节气是小寒，搜集、准备资料。

课后反思：

这节课是一节全新的课，对于学生、对于家长、对于我来说
都是如此。由于要对家长开放，所以心里一直有些忐忑：家
长能接受这样的课程吗?课堂上该以什么为重点学习?学生们
的准备能不能达到预期设想?学习效果会怎样?……众多问题
困扰着我，在上课之前心情一直是紧张的。但最终的展示结
果还是很令人欣慰的。孩子们课堂上充满了兴趣，表现的很
精彩;家长们反映也很热烈，觉得这样的课堂很能锻炼孩子的
能力，拓宽他们的知识面，也让孩子对诗词的.背诵更有兴趣，
都表示会支持我们的校本课程继续开展下去。尽管课堂上取
得了令人高兴的效果，但不足之处还是很明显的：

1、由于是第一次开课，所以对于课堂模式还是不很清楚，整
节课下来环节不够紧凑，重点不是很突出。

2、课堂容量过大。由于是第一节课，要把农历、24节气的知
识都介绍给孩子，所以课堂内容有些多，导致整个课堂比较
急，每个环节都不能深入进行，有些浮于表面。

3、教师对课程内容的了解也有待深入。以后每节课前要做大
量准备，这样才能保证课堂上有的放矢，避免出现不知孩子
在讲什么的情况。

中秋节班会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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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冬至
以后，白天逐渐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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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我知道

让孩子知道冬至日，一般都在公历的12月21日或12月22日这
二日。通过讲冬至故事等多种形式，让孩子感受家乡传统节
日的氛围，了解更多的传统节日，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学习儿歌：《冬至到》。

《冬至到》

冬至到，冬至到；南馄饨，北方饺；

暖暖和和吃一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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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学知识

过了冬至以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向北移动，北半球白天开始
逐渐变长，正午太阳高度也逐渐升高。

3、节气习俗

人们还会把冬至作为一个节日来过，北方地区有冬至宰羊，



吃饺子、吃馄饨的习俗，南方地区在这一天则有吃姜饭、冬
至米团以及长线面的.习惯，各个地区在冬至这一天还有祭天
祭祖的习俗，让孩子感受到冬至的节气。

中秋节班会教案篇六

认识中秋节

1、知道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体验民族节日的快乐。

2、喜欢民族节日，了解简单的节日风俗和有关的'民间传说。

3、知道吃月饼的意义，体会分享的愉快，了解简单的节日风
俗和有关的民间传说。

知道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

1、月饼图片。

2、民间故事《嫦娥奔月》

一、开始部分

播放月饼图片，激发幼儿兴趣

二、基本部分

1、通过讨论月亮的变化，让孩子们知道农历的八月十五是中
秋节，是我们国家的民间节日。

2、介绍中秋节的来历，让孩子们知道中秋节又叫团圆节。

3、了解人们在中秋节的活动。问：你是怎么过中秋节的?你
喜欢过中秋节吗?为什么?



4、观察月饼，通过分享月饼体验节日的快乐。

a、月饼有很多种，谁来介绍一下自己见到的月饼?——引导孩
子们从形状、颜色、味道来介绍。

b、月饼为什么是圆的呢?

c、老师小结。

d、分享月饼。

5、听故事《嫦娥奔月》。

三、结束部分

品尝月饼

中秋节班会教案篇七

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传承爱国主义精神，欢庆中华民族传
统佳节，组织“我说端午节的由来、习俗”和吟诵屈原诗歌
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使同学对屈原、端午有进一步了解，唤
起他们的爱国情感，提高他们为祖国强盛而发愤学习的积极
性。

教室

全体同学36人

2名

2名

1、联系部分同学组织有关活动材料。



2、活动提前1周时间通知全体同学，并要求同学们进行必要
的准备。

3、制作一些幻灯片。

4、在黑板上写上艺术字：端午节主题班会。

1、主持人宣布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2、播放有关屈原的图片。

3、下面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比赛。游戏规则是：说说你对屈
原的了解。

请班主任作裁判，分四小组进行比赛，多者为胜。

4、欣赏一段由《楚辞》的内容改编情景小品《屈原与渔夫》。

5、进行一个比赛，请大家说出端午节的习俗，以个人为单位
进行抢答。

6、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粽子，我们选取了一
些图片与大家分享。

7、宣布比赛结果，发奖。

这些人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做一个真正
伟大的人吧!屈原是我们的榜样!“哀思者屈子，其文约，其
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9、主题班会结束，谢谢大家。

中秋节班会教案篇八

一、活动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让学生了解祖国的灿烂文化，提高学生
的审美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活动中相互分工，相互合作，培养学
生的合作能力。通过展示有关传统文化资料，旨在引起学习
传统文化的浓烈兴趣，领略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和保护祖国
传统文化的意识，从而激发对伟大祖国的挚爱之情。

二、活动准备:

1、了解有关民族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内容。

2、图片，实物(中国结等)，文字资料。

3、黑板中间写“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标题。

三、活动人员:----班全体师生。

四、活动过程:

(一)活动的步骤:

1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内涵。

2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多彩的内容。

3培养爱国情感。

(二)活动的具体过程

1、宣布主题:

老师:“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2、活动开始

今天，老师给大家带了一件礼物，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出示
中国结)

全班答:中国结。

那你能说说你所了解的关于中国结的资料吗?

学生a:……学生b……学生c……

主持人甲:谢谢大家。

主持人乙:看完老师的展示，我知道大家也准备了很多关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资料。请看李然等同学的展示。

李然:我们几个给大家带来的是几首古代的诗词。

(诗词背诵)

是啊。同学们，看了这么多，你最喜欢谁的展示呢?

学生a:……学生b:……学生c:……

请大家谈谈自己的打算吧。(学生交流、汇报)

主持人甲:请班主任老师给大家做总结。

班主任总结:

今天的主题班会开得很成功，我在同学们的展示中呀，看到
了祖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同学们也通过自己搜集资料对我们
的传统文化有所了解，老师为你们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



3、主持人宣布活动结束: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主题班会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