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清明节做青团活动方案(汇
总5篇)

方案可以帮助我们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目标的具体内
容和实现路径。方案能够帮助到我们很多，所以方案到底该
怎么写才好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书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清明节做青团活动方案篇一

4月3日、4月4日

户外、大自然

1、让孩子走近自然、亲近自然，感受春天的美景，感受生活。
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

2、培养亲子之间的情感。

3、学会观察和总结春天的景色。

照相机、手机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来到，万物凋零的寒冬就
过去了，风和日丽的春天真正开始了。

春天的诗很美，春天的梦很甜，春天的脚步更快。倾听春天
的声音，是天籁般的深邃，追逐春天的影子是微笑的期盼，
在清明节让我们一起踏青、放风筝、寻找关于春天的景色吧。

1、利用清明节假期，家长带领幼儿一起去到大自然，踏青、
放风筝、寻找春天等等。



2、任选一种（可踏青，可放风筝，可寻找春天的事物）叙事
型留下美好瞬间，将照片在假期前一天上传到班级qq群。

3、教师制作ppt幻灯片

4、教师借助幻灯片进行活动

（1）回忆春游情景，让幼儿总结一下假期和爸爸妈妈外出踏
青的事迹

（2）学习古诗

《清明》

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寒食》

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3）仿编儿歌

春天来了……

假期，家长和孩子可以通过踏青春游，让幼儿们了解传统风
俗，锻炼身体，充分感受春景的美好，踏青的过程中带孩子
认识各种花草，它们的名字，花的颜色，有几个花瓣。从中



都可以丰富孩子们的探索发现能力和孩子的空间想象能力！

“草场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
趁东风放纸鸢”。古语都在说春天是放风筝的季节。没当空
中飞舞大大小小的风筝，春天真的近了，又近了一些。用放
风筝的方式迎接春天，那是最恰如其分的。

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参与放风筝的活动，亲子之间其乐融融，
可以促进孩子心理和情绪发展的极好方式。放风筝时，孩子
仰望扶摇直上的风筝，可以使其心旷神怡，催人奋发向上，
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比起让孩子整天待在家里，培养，
看电视，放风筝有太多的好处和意义，所以请爸爸妈妈们珍
惜这大好春光，带孩子去放风筝吧。

大班清明节活动方案6

幼儿园清明节做青团活动方案篇二

清明节主题活动策划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更好地运用传统
节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建设和谐文化。今年清明
节期间，我校将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争当四好少年”清明
节主题活动。为使这项活动开展的.既轰轰烈烈，又扎实有效，
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清明节寻根祭祖的民间传统习俗特征，突出缅怀先
祖、缅怀先贤、缅怀先烈，培育忠心、塑造忠诚，通过诵读
经典文章，演绎民俗文化，拓展节日文明，引导少先队员牢
记中华民族历史，珍惜美好幸福生活，增进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情感。

二、活动主题：



缅怀革命先烈，争当“四好少年”

三、活动时间：

4月5日上午

四、活动地点：

xx烈士墓

五、参加人员：

xx小学全体师生

六、活动过程：

第一项：全体肃立，敬礼。

第二项：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

第三项：全体师生向革命先烈默哀。

第四项：新队员入队仪式

第五项：少先队员代表献词。

第六项：领导讲话。

第七项：呼号。

第八项：向革命烈士敬献小白花。

扫墓活动结束!

七、活动要求及注意事项：



1、1--6年级参加扫墓活动。

2、4月3日早8：00在学校操场集合。

3、列队集合注意清点人数，活动结束后也要清点好人数，班
主任和带班老师跟好队伍，保证学生安全。

4、班主任做好学生的活动纪律等教育，背熟誓词，练好宣誓。
(宣誓时要右手握拳举至耳旁)

5、各中队在扫墓活动中要保持纪律性和严肃性，统一校服，
佩戴红领巾，每人带一朵小白花，在烈士墓前向烈士献花。

6、扫墓期间，全体师生严肃认真，不讲话，不嬉戏，不追逐，
不喝饮料，不吃零食。

7、各班安排一名旗手带好本班的中队旗，中队长带好队伍。

幼儿园清明节做青团活动方案篇三

在一年之中有许多的传统节日，其清明就是春季中的节日之
一，但是小朋友们对于清明节了解多少呢?以下就让我们以清
明节为主题探讨下有关四季中的节日，及了解清明节的由来!

1.理解四季轮换，感知清明是春天的节日，产生进一步探索
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兴趣。

2.喜欢古诗、古画等一些表达方式，在欣赏与体验中加深对
我国节日文化的了解与喜爱。

3.提高幼儿思维的敏捷性。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节日的日子及习俗。

清明上河图、有关清明照片。

一、猜猜讲讲，理解四季轮换。

1.演示画面一，看到这个图形你想到了什么?

小结：一年从1月开始，从12月结束;新的一年又从1月开始，
从12月结束。

2.演示画面二，现在，你们又想到了什么?

小结：一年有四季，一年中，我们从春天开始，然后经过夏
天和秋天，紧接着是冬天，这之后又是春天。一年又一年，
季节就是这样在不停的交替着。

4.小结：一年从春天开始，过了立春，是惊蛰，过了春分，
是---，过了大寒，又是立春，节气能告诉我们季节的变化。

二、看看找找，感知清明。

1.现在我们处在什么季节?

2.春天里除了有立春、惊蛰、春分这些节气，还有哪些节
气?(引出清明)。

3.从文字上看，清明可能是什么意思?

4.今天王老师准备了许多图片，请小朋友来找一找，哪些与
清明有关?幼儿分组商讨。(再现与迁移已有经验：咏柳、游
园不值、清明时节等古诗)。

5.小结：清明不仅是春天的节气还是春天的重大的节日，是
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踏青到大自然的怀抱，



享受着春天温和的气候和万物苏醒带来的欢乐，感谢先烈、
祖先给我们创造的美好生活。

三、视听欣赏，感受传统艺术。

2.幼儿欣赏《清明上河图》。

3.提问：有什么感觉或?(帮助幼儿简单理解画面内容)

4.教师朗诵古诗进行小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
城，日墓笙歌收拾去，万珠杨柳属柳莺。

诗歌是我国文化的瑰宝，在幼儿园课程中不乏诗歌教学，但
孩子是否能真正理解诗歌中的内容，是否能真正体会诗歌的
意境，不得而知。于是我们班从一开学就让他们接触古诗词，
幼儿对年代久远，与他们生活毫无关系的古诗词从一无所知
到饶有兴趣。因此，特意设计了《清明》的音乐活动，开始
尝试将语言教育与音乐教育融合在一起，让幼儿随着音乐吟
诵了古诗词，使幼儿大胆地，富有创造性地表现自我的认识
与想像。

幼儿在体会古诗词的意境方面是最困难的，他们往往能流利
地背诵出古诗词，却讲不出诗歌里面表达的是什么事情，更
无法体会诗歌的意境。在进行教学前，我发现我班绝大多数
的小朋友都能背诵这首诗歌，但他们对诗中描绘的意境及所
传达的情感一无所知。于是，我首先让孩子欣赏音乐、感受
音乐，体会其中的情绪;另外，通过运用图画和配乐讲故事的
方式将诗词的创作背景、诗词大意表现出来，帮助幼儿理解
诗歌的内容和意境。

1、体验音乐与古诗的意境，学习在伴奏声中有节奏地吟诵古
诗，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作品。

2、探索用动作表现音乐内容，愿意与同伴一起参与音乐活动



进行表演。

3、尝试根据古诗情境进行绘画。

幼儿在语言活动中已经会吟诵《清明》这首诗歌，并对清明
节有一定的认识。材料准备：《清明》图片，音乐，纸，颜
料等。

1、在情境中创编动作，初步用动作表现诗歌《清明》

师：你们知道古诗里描绘的是哪个季节吗?猜猜诗人杜牧想表
达什么样的情感?

(评：古诗对幼儿来说是比较难以领会的，因此我决定用音乐，
动作来帮助幼儿更好的体会古诗的含义)

2、按节奏吟诵《清明》

(1)教师朗诵《清明》，同时出示图片，幼儿欣赏。

(评：在第一个环节中大部分使用听觉帮助幼儿理解，而在这
个环节中我追加了视觉，运用图片帮助幼儿，更上一层楼。)

(2)教师再次示范朗诵歌词，并以稳定拍的节奏配合拍手，幼
儿跟随教师按稳定拍的节奏拍手。

(评：稳定的节奏帮助幼儿稳，准地熟悉古诗。)

(3)引导幼儿结合稳定拍，进行歌词的朗诵，注意重拍的运用。

(4)教师用动作提示，与幼儿进行歌词的对答，教师说前半句，
幼儿对下半句。如，教师说“清明时节”，幼儿接“雨纷
纷”，以此类推。

(评：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幼儿重复学习，记住古诗)



(5)幼儿跟着音乐完整地朗诵，吟唱歌词。

3、根据理解绘制图画：幼儿根据自己对古诗的理解，画出他
们想象中的《清明》图。

(评：这个环节是自主性比较强的，希望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
和意愿，用画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古诗的理解。)

4、交流欣赏：幼儿介绍和欣赏小朋友的图画，加深对《清明》
的理解。

附古诗：清明(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浑。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
遥指杏花村。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来到，万物凋零的寒冬就过
去了，风和日丽的春天真正地开始了。在清明节期间，组织
幼儿系列教育活动，目的是让幼儿通过向烈士致敬默哀或扫
墓等活动追念烈士的高贵品质，树立继承先烈遗志、认真学
习、长大建设祖国的理想;通过吃鸡蛋、画鸡蛋、玩鸡蛋、踏
青春游、荡秋千、放风筝活动，了解传统风俗，锻炼身体，
充分感受春景的美好。

1、了解清明节的来历，知道清明节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
清明节的活动。

2、初步了解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怀念先祖、尊重
长辈等。

3、敬仰怀念烈士，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课前与家长联系好参与本活动，电脑课件，实物：各种图案
的彩蛋、每幼儿一个熟鸡蛋，彩笔、帖纸、橡皮泥、剪刀、



胶水等。

1、用古诗导入活动内容：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

小朋友你们知道几月几日清明节吗?(4月5日清明节)

2、教师讲述清明节的由来。

3、课件：边放课件教师边讲述，让幼儿了解烈士的先进光荣
事迹。

(1)出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课件同时播放毛主席树立纪念碑的
录音，教师讲述：毛主席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永远怀念这
些英雄，并在1949年3月30日在-广场树立了《人民英雄纪念
碑》。

(2)现代英雄：抗洪救灾、抢险救火、保卫国家生命财产等等
许多现代英雄也献出了生命。

5、观看课件：老师带孩子们扫墓的画面。

6、放哀乐、人民英雄纪念碑画面，请家长与幼儿起立，向英
雄们行礼、默哀，表示怀念。

7、与幼儿交谈：清明节有那些习俗?

运动习俗：踏青、荡秋千、打马球、放风筝、蹴鞠、插柳等。

饮食习俗：吃冷食、吃鸡蛋等。

8、出示彩蛋请幼儿观察与自己带来的鸡蛋有什么不同?用什
么制作的?

9、放彩蛋图片引起幼儿的好奇心及制作兴趣。



10、幼儿与家长共同制作彩蛋(方法形式不限，画画、涂色、
剪纸粘贴、橡皮泥制作小动物等)。

11、幼儿到台前展示自己的作品，并用完整的语言讲述自己
的作品。

12、玩鸡蛋：请幼儿发挥想象力用鸡蛋作出多种玩法(滚、转、
抛、立、碰鸡蛋等)，幼儿比赛看谁的玩法多。

结束部分：请幼儿把彩蛋给其他班的小朋友欣赏并与朋友们
一起玩，在音乐伴奏下走出活动室。

幼儿园清明节做青团活动方案篇四

诗歌是我国文化的瑰宝，在幼儿园课程中不乏诗歌教学，但
孩子是否能真正理解诗歌中的内容，是否能真正体会诗歌的
意境，不得而知。于是我们班从一开学就让他们接触古诗词，
幼儿对年代久远，与他们生活毫无关系的古诗词从一无所知
到饶有兴趣。因此，特意设计了《清明》的音乐活动，开始
尝试将语言教育与音乐教育融合在一起，让幼儿随着音乐吟
诵了古诗词，使幼儿大胆地，富有创造性地表现自我的认识
与想像。

幼儿在体会古诗词的意境方面是最困难的，他们往往能流利
地背诵出古诗词，却讲不出诗歌里面表达的是什么事情，更
无法体会诗歌的意境。在进行教学前，我发现我班绝大多数
的小朋友都能背诵这首诗歌，但他们对诗中描绘的意境及所
传达的情感一无所知。于是，我首先让孩子欣赏音乐、感受
音乐，体会其中的情绪;另外，通过运用图画和配乐讲故事的
方式将诗词的创作背景、诗词大意表现出来，帮助幼儿理解
诗歌的内容和意境。

1、体验音乐与古诗的意境，学习在伴奏声中有节奏地吟诵古
诗，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作品。



2、探索用动作表现音乐内容，愿意与同伴一起参与音乐活动
进行表演。

3、尝试根据古诗情境进行绘画。

幼儿在语言活动中已经会吟诵《清明》这首诗歌，并对清明
节有一定的认识。材料准备：《清明》图片，音乐，纸，颜
料等。

1、在情境中创编动作，初步用动作表现诗歌《清明》

师：你们知道古诗里描绘的是哪个季节吗?猜猜诗人杜牧想表
达什么样的情感?

(评：古诗对幼儿来说是比较难以领会的，因此我决定用音乐，
动作来帮助幼儿更好的体会古诗的含义)

2、按节奏吟诵《清明》

(1)教师朗诵《清明》，同时出示图片，幼儿欣赏。

(评：在第一个环节中大部分使用听觉帮助幼儿理解，而在这
个环节中我追加了视觉，运用图片帮助幼儿，更上一层楼。)

(2)教师再次示范朗诵歌词，并以稳定拍的节奏配合拍手，幼
儿跟随教师按稳定拍的节奏拍手。

(评：稳定的节奏帮助幼儿稳，准地熟悉古诗。)

(3)引导幼儿结合稳定拍，进行歌词的`朗诵，注意重拍的运
用。

(4)教师用动作提示，与幼儿进行歌词的对答，教师说前半句，
幼儿对下半句。如，教师说“清明时节”，幼儿接“雨纷
纷”，以此类推。



(评：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幼儿重复学习，记住古诗)

(5)幼儿跟着音乐完整地朗诵，吟唱歌词。

3、根据理解绘制图画：幼儿根据自己对古诗的理解，画出他
们想象中的《清明》图。

(评：这个环节是自主性比较强的，希望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
和意愿，用画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古诗的理解。)

4、交流欣赏：幼儿介绍和欣赏小朋友的图画，加深对《清明》
的理解。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浑。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
遥指杏花村。

大班幼儿清明节活动方案6

1、让幼儿知道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是妈妈的节日。

2、会尊敬、关心妈妈，向妈妈表达自己的爱。

3、让大班、学前班幼儿充分了解妈妈，真正从内心感到妈妈
对家庭的付出，对自己的关爱，培养孩子尊敬长辈、关心他
人、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3月8日，早送园期间由幼儿代表向女家长献花并献上一句祝
福的话。

a：介绍三八妇女节：

1：介绍妇女节的由来（附后）

2：3月8日是什么节日？（妇女节又称国际妇女节）



3：妇女节是谁的节日？妇女，第一要是女的，第二要是大人，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就叫妇女。3月8日是妇女节，是妈妈、
老师、阿姨、奶奶、外婆的节日。

4：你身边有哪些人可以过妇女节？（妈、姥、奶、姑、姨）

5：妈妈的生日是几月几日？

6：妈妈的工作或爱好？

7：妈妈在家都做哪些家务？为我做了什么？

8：妈妈爱我们，我们用什么行动来表达对妈妈的爱？（给妈
妈捶背、拿拖鞋、为妈妈洗脚。帮妈妈做家务、自己的事自
己做。）

幼儿园清明节做青团活动方案篇五

l.了解世界气象日的意义。

2．了解天气预报的制作过程，认识简单的天气符号，学习记
录天气。

3．了解气象与生活、农业的关系，激发爱科学、学科学的欲
望。

准备：

录像、图片资料等。

过程：

1.利用本园为气象幼儿园的优势，组织幼儿参观气象中心业
务大楼（当日气象业务大楼对全市开放），感受3月23日世界



气象日的隆重气氛。

2．初步了解20oi年世界气象日主题“天气、气候和水的志愿
者”的含义。

3．参观气象中心业务平台，了解气象雷达、气象卫星接收和
数字化天气预报系统等现代化气象设备及每日天气预报的制
作过程。

4．观看气象科技图片展，重点了解气象服务的基本功能和减
灾防灾的各种手段，激发幼儿对气象的兴趣。

延伸活动：

1．收看新闻媒体关于世界气象日活动的各种报道。

2．家园共同收集有关灾害性天气的资料。

准备：

天气符号图、自制气象观测百叶箱,最高温度表、最低温度表、
记录本。

过程：

1．回忆参观内容，说说自己最感兴趣的事。

2．认识基本天气符号图，理解每种图形的含义。

3．每日在规定时间内，到幼儿园的气象观测场认读最高温度
表和最低

温度表（分组进行），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尝试用规范格式
记录天气情况。



延伸活动：

1．持续进行每日气温观测和天气情况记录，对每周、每月的
天气情况进行统计，初步了解一个季节的基本气候特征。

2．幼儿在家自备温度计，和家长一起早晚观测、记录居室温
度，并定期将记录表带到幼儿园与同伴交流。

准备：

灾害性天气实景挂图，幼儿搜集的灾害性天气资料，故事挂
图，种子。

过程：

1．借助故事挂图，讲述《草船借箭》故事，讨论气象和军事
的关系。

2．观看各种有关恶劣气候的挂图和卡片，了解各种恶劣气候
对人类的影响，知道人类是如何运用现代气象科技手段将灾
害减少到最小程度的。

3．讨论天气和儿童生活的关系，知道如何根据天气变化保护
自己身体。

4．学习农业谚语，了解气象与农业的关系。

延伸活动：

1．师幼一起种植黄豆，并作好天气与种子生长情况的记录。

2．和家长一起参观植物园、苗圃等，了解植物生长的气候条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