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开展端午节活动反思总结
幼儿园端午节活动反思(精选5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
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幼儿园开展端午节活动反思总结篇一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为了体验安海
民间节日特有的韵味，了解端午节的风俗民情，感受中国的
文化底蕴，我园开展了端午节民俗活动周。

端午到xx，陆上看采莲，水上看抓鸭。20xx年5月25日下午，xx
镇xx中心幼儿园小班段举行了xx特色民俗活动——“水上掠
鸭”。

“掠鸭”，又称“水上捉鸭”，是流传于闽南地区的端午节
水上竞技运动，一直备受大家喜爱。瞧!宝贝们身着泳装，一
个个蓄势待发，勇敢地踏上竹梯，走过光滑的竹竿，翻过泳
池捕捉鸭子，孩子们在水里嬉戏，紧张得想多抓几只，欢呼
声、欢笑声响彻云霄。

接下来把镜头切向中班段：

淡淡棕叶香，浓浓世间情，根根丝线连，切切情意牵。中班
段于5月26日上午在操场上举行了 “情浓端午粽飘香”亲子
活动。孩子们跟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一同折粽叶、填
糯米、放五香肉、裹叶子、扎线……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他们一遍遍的学，包散了不气馁，继续学，忙得不



亦乐乎!孩子们在浓浓的亲子氛围中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节日
的习俗，用心体验我国传统佳节蕴涵的意义。

说到端午，怎能少了赛龙舟呢! “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敲
锣鼓。结粽剪堆将天补，端午习俗传千古。”5月26日下午大
班段开展了 “划龙舟”亲子比赛，家长和孩子们听着配乐打
鼓，步伐一致，蹲步走进行比赛。家长和孩子们共同感受端
午节丰富的文化内涵，激发了幼儿的爱国主义情感，此次亲
子活动不仅促进了亲子间的有机互动，也让家长参与我们的
健康课程。

通过本次活动，让幼儿、家长们感受到过节的快乐，体验中
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积累文化底蕴。

幼儿园开展端午节活动反思总结篇二

设计意图：

大班孩子对中国的传统节日(如中秋节、春节、清明节)已有
一定的知识经验;临近端午节，家长纷纷为孩子佩戴了香包，
孩子们对形状各异、散发香味的香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强
烈的好奇心，随之而来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要佩戴香
包?”“什么是端午节?”产生了探究欲望;这个阶段的孩子观
察、语言表达能力较强，愿意大胆表达自己的看法，有利于
幼儿更好地了解端午节，感受端午节丰富的文化内涵，激发
初步的爱国主义情感，所以我设计并进行了本节活动。

环节设置及反思：

首先我通过播放歌谣《端午节》带领幼儿排小火车拍顽固节
奏进入场地，一下就集中了孩子注意力;随后我出示香包，设
疑提问、引发思考：“这是什么?有什么味道?为什么要佩戴?
端午节是怎样来的，有哪些习俗?”从而引入课题;紧接着通
过观看动画视频，了解端午节的由来，动画的播放一下就吸



引了孩子的眼球，形象生动的理解了故事;接着我又播放自制
的课件，让孩子了解到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和当地特有的习俗，
收集的图片色彩鲜艳，比起传统的说教，一目了然;最后我又
通过划龙舟游戏再次让孩子们体会到传统节日的快乐，进而
引出下一课题“下节课我们再一起来制作品尝美味的粽子，
好吗!”，整节活动的设计，动静交替、环环相扣，通过讨论、
观看动画、幻灯片、朗读儿谣、律动游戏等办法，调动幼儿
的多种感官，循序渐进地了解端午节的由来与习俗。

在课堂实践活动中，我十分注重使用鼓励性评价，及时肯定
孩子的参与，鼓励孩子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激发孩子活动
兴趣;并能灵活的驾驭课堂，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要
求自己在课堂活动中语言亲切、自然，心中有孩子，做孩子
亲近的朋友，因此在整节活动中孩子们情绪积极，注意力集
中，参与性强，思维活跃，并能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达
到了预期作用。

不足之处：因为园内多媒体室电脑反应不太灵敏，活动中我
没能亲自操作，由其他老师帮忙播放。以后在这方面要不断
学习进步。

我在社会教育活动中频繁应用以下几种教育办法：实践练习
法：这是典型的做中学的办法。例如说《小小值日生》《我
会叠衣服》等这些内容都可以通过实践练习法来进行。参观
法：在教学活动中，我频繁组织幼儿在园内或园外的场所参
观。如：《我心中的小学》《小小邮局》《理发店》《特殊
的工作人员》等都可采用参观法。参观法的运用能使孩子通
过身临其境，耳闻目睹，接触社会，接受教育。情景表演法：
如一些行为习惯的判断对错，频繁会请大班孩子进行情景表
演，让孩子们通过情景再现，做出正确的判断。讲解法：如
《特殊用途的号码》，通过讲解向孩子说明三种号码的用途，
使孩子了解规则及其意义。此外我还频繁使用讲述故事、学
习儿歌使孩子懂得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及行为规则;通过表演
法，树立孩子的自信心;通过谈话法、讨论法激发孩子对已有



生活经验的总结，丰富孩子的社会认知。当然这些办法并不
是独自存在，而是依教学要求，灵活组合使用，从而避免空
洞的说教，使我们的教学作用达到最佳。

我在社会教育活动中频繁应用的活动模式有：角色扮演教学
模式、实际练习教学模式、生活感知教学模式等。

幼儿园开展端午节活动反思总结篇三

此活动是针对全园幼儿共同进行的，由保教办统一制作关于
端午节的幻灯片，里面的内容有“端午的来历”、“端午节
儿歌”、“端午节风俗”三大部分组成，同时在“端午节风
俗”这一栏里又下载了视频资料：“赛龙舟”、“五彩线”、
“包粽子”等，旨在通过动静交替的原则让幼儿更具体、更
深刻的印象与感受，并能说出关于端午节的相关资料。

根据“放说端午”的活动效果，上午进行了绘画端午的活动，
让孩子把头脑中关于端午的形象和记忆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
来，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绘画能力，也能多种形式展现端午
活动。

此活动可以根据各年级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发展水平来选定，
在园委传达了活动精神和方案部署工作后，由各年级组召开
年级会议，讨论相关体育活动，准备丰富的体育器械，并制
定合适的奖励方法，在确保幼儿安全的前提下，让孩子通过
锻炼身体来创设健康向上的节日氛围。

幼儿园开展端午节活动反思总结篇四

重新站上讲台，一切都是新的。第一次在新的学校里上公开
课，我不敢有任何懈怠，提前很多天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做准
备。在一番对课文和相关资料的细致研读后，大致的教学思
路逐渐形成。一篇文章，尤其是大家的文章，可讲的东西很
多，但要上好课显然不宜面面俱到。本着“一课一得”的有



效教学理念，我设计了以“学习精彩的场景描写”为主要目
标的教学方案并付诸实施。

临到上课时，教室后面坐着的一排老师让我的学生们多少有
些紧张，我自觉准备还算充分，自然要以微笑鼓励他们。整
节课基本上顺利地按计划进行，也基本达到我所预期的教学
目标。但课还没上完，我已经有了遗憾之感。因为临场发挥
的能力和经验的欠缺，交流讨论场景鉴赏和实践场景描写两
个板块完成得比较仓促，未能达到应有的程度和水平。

现在想来，这些应该算是我对自己的教学所做的最原生态的
反思，而真正的反思是在聆听了各位前辈和同仁的评价之后
开始的。他们在给予肯定的同时，给了我很多切实有力、极
富启发性的指点。我归纳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语文课应该实现内容的深化理解。孔子有言：“文胜
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想，为人、
为文固然要追求文质兼美，上课也应该以此为旨归。而我这
节课在处理内容和形式时有些偏颇，执着于穷尽对描写手法
的鉴赏，而对课文本身的核心内容有所忽略。《端午日》中
流动的是浓郁的湘西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也是我国传统民
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体现，这是本课的教学重点，也是本单
元的教学重点。而我却未能加以强化，这是一处不容忽视的
败笔。另有，在ppt的制作上也有形式大于内容的倾向，多配
的动画图片有点喧宾夺主。

第二，语文课应该实现方法的落实掌握。本课中，我着重以
《端午日》的场景描写为例子，系统地总结了文中所体现的
各种描写方法。遗憾的是，我在讲授这个环节时没有进行强
化总结，这使得学生们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流于仓促和浮泛，
对这几种描写方法的认知不够扎实。在随后的对“追鸭竞
赛”的场景描写中，有的学生就没有能够有意识地以清晰的
思路去加以练习。



第三，语文课必须重视语文特有的.感悟体验。在本课中，我
在强化方法的指导的同时，弱化了对朗读的要求。我想，语
文课要有明晰的方法指导，更要有朗读感悟，这二者是并行
不悖、相辅相成的。上课时当把二者有机结合，以理解促进
朗读，用朗读体现理解。

再次回望开公开课的前前后后，感受最深的是那种无形的压
力，然而也深知这些压力正是成长的契机。我想，也只有在
不断的历练与反思中才能不断地成长吧。

幼儿园开展端午节活动反思总结篇五

设计意图：

大班孩子对中国的传统节日(如中秋节、春节、清明节)已有
一定的知识经验;临近端午节，家长纷纷为孩子佩戴了香包，
孩子们对形状各异、散发香味的香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强
烈的好奇心，随之而来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要佩戴香
包?”“什么是端午节?”产生了探究欲望;这个阶段的孩子观
察、语言表达能力较强，愿意大胆表达自己的看法，有利于
幼儿更好地了解端午节，感受端午节丰富的文化内涵，激发
初步的爱国主义情感，所以我设计并进行了本节活动。

环节设置及反思：

首先我通过播放歌谣《端午节》带领幼儿排小火车拍顽固节
奏进入场地，一下就集中了孩子注意力;随后我出示香包，设
疑提问、引发思考：“这是什么?有什么味道?为什么要佩戴?
端午节是怎样来的，有哪些习俗?”从而引入课题;紧接着通
过观看动画视频，了解端午节的由来，动画的`播放一下就吸
引了孩子的眼球，形象生动的理解了故事;接着我又播放自制
的课件，让孩子了解到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和当地特有的习俗，
收集的图片色彩鲜艳，比起传统的说教，一目了然;最后我又
通过划龙舟游戏再次让孩子们体会到传统节日的快乐，进而



引出下一课题“下节课我们再一起来制作品尝美味的粽子，
好吗!”，整节活动的设计，动静交替、环环相扣，通过讨论、
观看动画、幻灯片、朗读儿谣、律动游戏等办法，调动幼儿
的多种感官，循序渐进地了解端午节的由来与习俗。

在课堂实践活动中，我十分注重使用鼓励性评价，及时肯定
孩子的参与，鼓励孩子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激发孩子活动
兴趣;并能灵活的驾驭课堂，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要
求自己在课堂活动中语言亲切、自然，心中有孩子，做孩子
亲近的朋友，因此在整节活动中孩子们情绪积极，注意力集
中，参与性强，思维活跃，并能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达
到了预期作用。

不足之处：因为园内多媒体室电脑反应不太灵敏，活动中我
没能亲自操作，由其他老师帮忙播放。以后在这方面要不断
学习进步。

我在社会教育活动中频繁应用以下几种教育办法：实践练习
法：这是典型的做中学的办法。例如说《小小值日生》《我
会叠衣服》等这些内容都可以通过实践练习法来进行。参观
法：在教学活动中，我频繁组织幼儿在园内或园外的场所参
观。如：《我心中的小学》《小小邮局》《理发店》《特殊
的工作人员》等都可采用参观法。参观法的运用能使孩子通
过身临其境，耳闻目睹，接触社会，接受教育。情景表演法：
如一些行为习惯的判断对错，频繁会请大班孩子进行情景表
演，让孩子们通过情景再现，做出正确的判断。讲解法：如
《特殊用途的号码》，通过讲解向孩子说明三种号码的用途，
使孩子了解规则及其意义。此外我还频繁使用讲述故事、学
习儿歌使孩子懂得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及行为规则;通过表演
法，树立孩子的自信心;通过谈话法、讨论法激发孩子对已有
生活经验的总结，丰富孩子的社会认知。当然这些办法并不
是独自存在，而是依教学要求，灵活组合使用，从而避免空
洞的说教，使我们的教学作用达到最佳。



我在社会教育活动中频繁应用的活动模式有：角色扮演教学
模式、实际练习教学模式、生活感知教学模式等。

幼儿园大班端午节活动反思

幼儿园大班端午节活动反思设计意图：大班孩子对中国的传
统节日(如中秋节、春节、清明节)已有一定的知识经验;临近
端午节，家长纷纷为孩子佩戴了香包，孩子们对形状各异、
散发香味的香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随之而
来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要佩戴香包?”“什么是端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