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节捏粽子教案(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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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端午节捏粽子教案篇一

1、学习运用各种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制作方法为粽子设计广
告，巩固对粽子的认识。

2、能大胆创意设计广告，增强美感的体验。

3、在设计粽子广告的过程中，激发对广告设计的兴趣，培养
同伴间的`合作能力。

4、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5、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1、几张有代表性的广告设计

2、各种纸盒、旧挂历、碎布、废旧盆、颜料等多种材料

1、导题

1）端午节马上要到了，超市里进了一批新鲜的粽子，可是没
人买，怎么办？

2）我们可以怎样帮助他们？（引出设计广告）

2、入题



1）你看过广告吗？看过什么广告？

3）（师小结广告的特点）噢，广告上面的东西就是要让别人
买的东西，广告的颜色很鲜艳，广告设计的方法也不一样。

4）那么你们准备如何来设计这张粽子的广告，请小朋友与同
桌的小朋友讨论一下（幼儿分组进行讨论）讨论好以后，就
可以请小朋友动手操作了。（幼儿自由选择材料）

5）幼儿进行操作，教师帮助能力弱的幼儿进行分工。

3、结束

幼儿大胆介绍自己的广告。

活动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在导入部分时间过长主线有点偏
离，可以将广告纸直接呈现让孩子们能看到广告的内容，直
接在将广告的类型和作用引导出来，在广告的类型上老师应
该给予一定的小结这样可以让幼儿更了解。在指导时没有及
时观察到幼儿设计广告的位置比较单一。在幼儿操作时教师
出现“教学冷藏”，老师不可以只是巡视嘴巴一定要不停地
说，要及时给幼儿提供帮助、应巡视中教师引导幼儿画面中
的不足。

端午节捏粽子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能说出自己喜欢的食物，知道冬天吃火锅可以暖和身体。

2、体验大家一起“吃火锅”的快乐。

活动准备：



1、活动前：墙面和语言角张贴“火锅”的图片;幼儿回家品尝
“火锅”;

2.故事录音;

3.操作材料(玩具锅子、炉子、餐具、玩具菜等)

活动过程：

一.语言导入：

1.冬天真冷啊，你们感到身体哪里冷啊?

2.小动物们也感觉很冷，你们快帮他们想想，有什么办法可
以让身体暖和起来?

二.吃火锅

1.听故事“吃火锅”。

2.故事后提问：

(1)现在你知道小动物们是怎么让身体暖和起来的?(吃火锅)

小结：冬天吃火锅，大家围一桌，又暖和，又开心。

3.操作体验：

(1)我们也来“吃火锅”。(重点演示用具、“涮”菜的过程)

(2)请你选一样自己最喜欢吃的菜，和你的朋友坐到桌子边一
起吃火锅。

(3)指导：a.幼儿互相讲讲说说自己喜欢的菜名称，交换;



b.引导体验吃火锅围坐在一起开心又暖和的感觉。

端午节捏粽子教案篇三

1、让幼儿了解粽子的不同形状，大小及种类。品尝粽子的味
道。

2、了解粽子的由来，知道粽子是横县的特产，激发幼儿热爱
家乡的情感。

3、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

4、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重点难点

1.认识粽子态的不同形状及大小种类。

2.知道粽子是横县的特产。

1、在活动区中摆放不同的粽子图片、包粽子材料及各种味道
不同粽子的实物；

2、《包粽粑》音乐。

一、引出主题：猜谜语

“草叶包裹四角尖，再用细绳腰上栓，

白米猪肉里面塞，家家过年摆上桌。”

教师：“小朋友们猜对了，是粽子。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横
县大粽。”

二、认识粽子



1、说说粽子形状。

（1）、教师：“你吃过什么样的粽子？它是什么形状的？”
让幼儿自由说说自己看见过的粽子。

（2）、出示并介绍有关不同粽子的图片，让幼儿观看了解粽
子的多种形

状。有三角粽、四角粽、长形粽子等。

2、说说粽子的味道。

（1）、教师：“有各种各样的粽子，那么你吃过的粽子是什
么样的`味道呢？里面包着什么呢？”

（2）、让幼儿自由说说自己吃过的粽子，并说说不同的粽子
用哪些方法来吃才更好吃。

（3）、请幼儿品尝粽子的各种味道，让幼儿懂得有甜粽、咸
粽、原味粽，有白粽、肉粽、凉粽、花生绿豆红豆粽等，让
幼儿感受粽子的各种美味。

3、认识包粽子的材料。

4、让幼儿认识粽子的由来。

三、教师小结：

横县大粽是广西横县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横县有
“无粽不成年”之说，也就是过年时没有粽子吃不像过年的
意思。我们的横县大粽形状是平底、上拱、中部丰满隆起的
长条形，就像怀着宝宝的妈妈一样多子多福。在材料则是以
山上带香的粽叶和红绳索用作包裹，表示吉祥的意思。人们
在过年之前把粽子包好，在晚上放进锅里煮。在过年时一家
人便围坐一起吃起锅大粽，代表全家团团圆圆。大粽多由妈



妈亲手做作，故称之为妈妈大粽，吃起来最有妈妈味道。

四、幼儿随着音乐跟着老师跳舞蹈《包粽子》结束活动。

端午节捏粽子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初步学习形的变化。

2能用绘画或者剪贴的形式制作一面小彩旗。

3在了解彩旗作用的同时，引导学生提高对形的联想能力和基
本的设计制作能力。

重点：彩旗形状的变化、美化及设计制作。难点：各种形的
认识及组合、表现。课前准备

（学生）剪刀、胶水、旧画报纸、旧挂历纸（或各色彩纸）、
筷子（或小木棒）、常规画具

（教师）课件、各式彩旗的范作、剪刀、胶水、彩纸等，在
教室的上方拉好线（挂彩旗用）

教学过程

1、创设情境，谈话导入。

（1）师：小朋友们坐得端端正正，老师给你们带来的礼物。
瞧！（2）教师亮出课题

（3）你在哪里见过彩旗？什么样子的？（说说形、色）

2、观察比较，欣赏评述



（1）播放课件，展示各式彩旗。

（2）为什么挂彩旗？

（3）教师小结：彩旗的作用还真不小呀，不仅起美化作用，
增添节日喜庆气氛，还是商家推销产品的广告资源呢！

3、教师示范，学做旗形

（1）师：旗有这么好呀，那老师今天也来做一面旗！

（2）教师示范剪出旗形。（一般由旗面、旗穗、旗套等部分
组成。）

（3）欣赏书上的各种旗形。

（4）师：如果让你剪，你会剪什么形状？

（5）学生试一试，剪一剪。

（6）简单展示评议。

4、游戏学习，引出图案

（1）猜一猜：是什么旗？

（爬楼梯奖励小组）

（2）你是怎么认出来的？——花纹

（3）教师示范打扮花纹：海宝

（贴好小棒，完成制作）

（4）你还有什么方法打扮？



5、欣赏作品，深化内涵

（1）欣赏老师的作品

（2）欣赏小朋友的作品

6、交流讨论，创作表现

（1）提问：你想设计什么花纹？为什么？

（2）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绘画或拼贴）打扮、制作完成一
面小彩旗。

（3）学生创作，教师巡视指导。

7、作业展示，点评布置。（1）上台介绍自己的旗。

（2）把彩旗挂在吊绳上或粘在小木棒（或筷子）上，全班评。
（3）教师小结：小朋友们，你们真是心灵手巧啊！

是呀，只要我们肯动手、肯动脑，就没有我们做不好的事。

《彩旗飘飘》教学反思

《彩旗飘飘》一课，主要指导：学生初步学习形的变化；能
用绘画或者剪贴的形式制作一面旗；在了解旗帜作用的同时，
引导学生提高对形的联想能力和基本的设计制作能力。为了
既能够符合一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又能够体现美术学科的.
特点，我在设计时，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情景贯穿课堂：

三、技法示范指导：我们在小学时，美术课就叫画图课的，
由此可见，绘画和制作技法是美术学科的基本要求。当然，
现代的美术课，不提倡纯粹的技法指导，而要求将技法指导



渗透在孩子的学习之中。这节课要求学生能用绘画或者剪贴
的形式制作一面旗。而我在突破这个重点时，选择了剪贴的
形式制作一面彩旗，将绘画形式作为课外延伸内容。所以我
先出示自己设计的5类旗面——分别以几何图形、花边、窗花、
植物、动物为图案内容的旗子，让学生猜并说明道理，再示
范制作方法。

四、不足之处：当然，一节课下来，必然会存在很多的问题。
因为本节课我设计的重点是制作、装饰和游戏，因而忽略了
评价这一环节。其实，我认为这节课在课的结尾处，可以加
上评出不同标准的彩旗，如最漂亮的彩旗、最特别的彩旗、
最可爱的彩旗、最精致的彩旗、最大的“彩旗等这一环节，
然后在互赠彩旗互祝节日快乐，也许这样设计以后，这节课
才会显得更加完美。

文档为doc格式

端午节捏粽子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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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