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班会教案一年级 小学
的中秋节班会的教案(实用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班会教案一年级篇一

我们都知道中秋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我们想知道更多的关
于中国的中秋节的传统节日之一，努力去体验的传统节日中
含有的.意义。中秋节是一个家庭团聚在一起的好机会，可以
与提高的感情和他的家人在一起。

老师把注意力集中在“独特的中秋节”为主题，让学生把他
们的问题，引导学生走进书店，走进计算机机房、到老师的
办公室，走进社区…阅读广泛地开展交流，调查和分析、实
践体验等综合实践活动，让他们去寻找答案的时候，把他们
的思维导致深处，研究者的状态。

8月15日。

教室里，自己的房子

中秋活动的风俗和历史

1，知道日期的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中秋节海关和读懂一
些历史。

2、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生产初步屈原的感觉崇敬。

3、经验分享乐趣的劳动和三个线上活动阅读



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可以浏览互联网接入，组织学生有关
中秋节的故事和诗歌，并将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记录下来。

4、合作交流活动

为了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合作，根据自己的爱好，
组成相应的交流，发现自己组和收获，聚在一起共同的体验
欢乐。

摘要通过调查研究，学生了解关于中秋节的一些知识，让学
生自己设计如何度过今年的中秋节，并通过语言或任何另外
的方法。通过的诗集中秋节，鼓励学生善于搜集整理的能力
与习惯。

通过讨论的教师与学生、学生作品的展示和比较，引导学生
总结研究成果，最后的中秋节举办“我最快乐的“主题展示
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充分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和价值，同
时，教师引导和鼓励学生适当的其他研究活动的兴趣。

期待着每一位学生都参与，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漂亮。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班会教案一年级篇二

1.知道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初步了解中秋节的有关风俗
习惯。

2.能在调查、访问、欣赏等活动中获得中秋节的相关经验，
并大胆地进行表达与交流。

3.能安静的倾听同伴的表述。

4.愿意积极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5.知道节日时人们主要的庆祝活动。



1.家长协助幼儿收集各种资料和丰富相关经验。

2.幼儿每人一本《嫦娥奔月》的图书。

1.交流相关经验，知道中秋节的时间和有关风俗习惯。

(1)幼儿自由结伴交流自己调查的结果。

(2)集体交流，丰富相关经验。(教师引导幼儿根据调查表的
内容进行交流，提醒幼儿能安静地倾听同伴的表述)。

(3)拓展有关经验。

指导语：你还知道哪些关于中秋节的事情或问题?

2.通过欣赏图书《嫦娥奔月》，了解中秋节的有关传说。

(1)欣赏图书，了解《嫦娥奔月》的主要故事内容。

(2)交流自己对图书内容的理解。

指导语：你从这本书上看懂了什么?有什么问题?

(3)边看图书边完整地倾听老师讲述故事。

(4)交流自己听过的其他传说。

从本次活动的整个开展情况来看，对幼儿对传统节日文化中
秋很感兴趣，了解了中秋要团圆，并能够教育幼儿在节日时
献给爸爸妈妈自己制作的礼物。

小百科：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十分流行，许多诗人的名篇
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到宋代，中秋赏月之风更盛，每逢这一
日，“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明清宫廷和民
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中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



月坛”、“拜月亭”、“望月楼”等古迹。文人士大夫对赏
月更是情有独钟，他们或登楼揽月或泛舟邀月，饮酒赋诗，
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如杜甫《八月十五夜月》用
象征团圆的十五明月反衬自己飘泊异乡的羁旅愁思;宋代文豪
苏轼，中秋欢饮达旦，大醉而作《水调歌头》，借月之圆缺
喻人之离合。直到今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欣赏皓月当空
的美景仍是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班会教案一年级篇三

1、了解中秋节的有关知识。

2、介绍有关中秋节的传奇故事。

教学过程:

一、齐读班会的主题，交流对主题的理解:

(中秋节是月亮最圆的时候，是团圆的日子，我们心里也会喜
洋洋、甜滋滋的)

二、中秋知识竞猜:

1、中秋节是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我们能正确说出是哪三
个节日吗?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

(拜月娘、赏月、吃毛豆芋艿、吃月饼等等)

三、故事引趣:

1、师引:



相传，远古时候有一年，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直烤得大地
冒烟，海水枯干，老百姓眼看无法再生活下去。这件事惊动
了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他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
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余的太阳。后羿立下盖世神功，受到
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_诈刁钻、
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不久，后羿娶了个美丽善良的
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
人们都羡慕这对郎才女貌的恩爱_。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
便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能即刻_成仙。
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
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蓬蒙看到了。
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
留了下来。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
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
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
了下去。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
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
上成了仙。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
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逃走了。气得后羿捶
胸顿足哇哇大叫。悲痛欲绝的后羿，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
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
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后羿急忙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
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
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
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
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好，听了老师给你们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意犹未尽吧。现在
我们请嫦娥姑娘来给我们介绍中秋节有趣的传统习俗。。

拜月娘



拜土地公

好，听了嫦娥姑娘的给我们的介绍，老师觉得中秋节真是个
非常有意义的传统节日啊。它还有许多传说故事呢。(看时间
待定)

月中玉兔

吴刚伐挂树

4、介绍中秋节的水果

2、同学之间交流

我们二(3)班的特点之一就是，我们班有几个寄宿生，他们的
爸爸妈妈不在桃山，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样一个
特殊的节日，我们该对他们做点什么?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全班
每一个同学都爱他们。他们的亲人不在自己的身边，可是我
们同学都在他们身边，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

4、同学交流

五、小结

同学们了解了那么多关于中秋节的知识，又为我们班级同学
如何过中秋节出了那么多好主意。老师感到好开心!看来，我
们二(3)班是一个完整的大家庭，就像中秋节的月亮一样圆圆
整整，大家永远齐心协力，共同出谋划策做好每一件事!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班会教案一年级篇四

1、知道中秋节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了解中秋节的由来及
习俗。



【教学过程:】

一、猜谜导入，激发兴趣

1、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老师说一个谜语，你们来猜
猜，看看谁最聪明。

(出示课件) 谜语:迎佳节，庆丰收，歌舞表演乐融融。月饼
香，月饼甜，全家欢乐大团圆。

二 、中秋由来、习俗

你知道中秋节是哪一天吗?中秋习俗?

八月十五 中秋节 (仲秋节、八月节、团圆节)

关于中秋节还有一个传说:吴刚折桂

中秋节的来历有关习俗:吃月饼、团圆饭、赏月。

月饼的来历:唐代据说有一年中秋之夜唐玄宗和杨贵妃赏月吃
胡饼时唐玄宗嫌“胡饼”名字不好听杨贵妃仰望皎洁的明月
心潮澎湃随口而出“月饼”从此“月饼”的名称便在民间逐
渐流传开。

三 、七嘴八舌话中秋

1、刚刚老师先讲述了一些中秋小故事传说，现在由同学再补
充一点点与中秋有关的神话故事; 可以讲一讲中秋节的习俗。
可以说一说与中秋或月亮有关的诗。(简短时间完成，注意用
来调动气氛)

嫦娥奔月、玉兔捣药······

1)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举杯望明月，对影成三人

3)中秋月(苏 轼 )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4)《古朗月行》李白

2、活动二 :老师和同学分享中秋怎么度过

难点 (1)状物(赏月)+寄情(表团圆幸福感、异乡思念之
情···)

状物(教学生用比喻)

1)今天多云，无数颗繁星全都躲在云层里，一轮圆月像光华
四射的水晶球挂在天空，照亮了漆黑的世界。树啊，河流啊，
房子啊，全裹在一层银色的、薄薄的轻纱中，皎洁的月光如
倾泄的清流，注满大地。

2)月亮害羞地盖着层层面纱，过了很久，才轻轻地掀起它的
面纱，渐渐地露出它的那张能发光的脸蛋。我仔细地抬头，
心里对遥远的月空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3)现在的月亮特别明亮，圆月像一只雪球高悬中天，皎洁的
月光，像水似地泻向大地。几朵灰白色的、轻纱似的云陪伴
在她的身旁，宛如仙女舞动纱巾翩翩起舞。

4)那高高悬挂着的圆月就像一个晶莹剔透的白玉盘。

3、结尾寄情 (篇末点题)

1)夜已深，月正圆，我爱中秋，我爱圆月。

2)中秋佳节真快乐呀，不但月亮圆，而且人们也和亲人一起



圆聚。中秋节的月亮真是不可思议呀!

四、出示一篇小范文

板书:

1、短信祝福

2、中秋的由来、习俗

3、明月(状物)、吃月饼的场景

4、结尾抒情

五、布置作文《中秋月圆》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班会教案一年级篇五

1、能大胆地选择色彩印画“月饼”，并展开想象，让“月
饼”飞起来，感受成功的喜悦。

2、知道中秋节到了，月亮圆了，感受团圆、快乐的节日气氛。

3、让幼儿知道节日的时间。

4、愿意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活动准备：

1、蓝色背景图（长卷）、大萝卜切片做印章、黄色圆盘（后
面贴两翅膀）。

2、各色颜料、薄海绵、冰盒、美工服；

3、有关中秋的歌曲，电脑。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中秋节我们要做
些什么的？”（赏月，吃月饼）

二、展示背景图

师：“蓝色的夜空静悄悄的，月亮在哪呢？”

出示圆盘，“月亮在这里呢！月亮你快飞到天上去吧！”

三、教师示范用萝卜蘸颜料印月饼

师：“月饼月饼在这里”（用萝卜蘸色印在画纸上）。引导
幼儿一起说：月饼月饼在哪里？月饼月饼在这里。

师：“小朋友们的月饼在哪里呢？我们也来印月饼吧！”

四、幼儿作画，教师指导

重点：提醒孩子蘸色时颜料不要混在一起。鼓励孩子交换颜
色印画。

伴奏：《爷爷为我打月饼》

五、想象添画

鼓励幼儿想象出不同的方法，师简笔画出。说到长翅膀时，
教师演示双手蘸色印的方法。

重点：翅膀要印在“月饼”的两侧。

2、幼儿添画，提供勾线笔和颜料，用画或印的方法让“月饼



宝宝”飞起来。

六、展示作品

1、将幼儿作品布置在主题墙饰上，体验成功的喜悦。

出示圆圆的月饼，让小朋友闻闻，一起切月饼，分享。

活动评价：

孩子已经融入了主题，知道中秋节到了，月亮圆圆的，还有
圆圆的月饼，他们参与活动是快乐的，自由的。对色彩是敏
感的。用印章蘸色印画是第一次尝试，孩子们特别感兴趣，
拿起“月饼”就印满了画纸，似乎也过于投入自己的作画游
戏而忘记了还有更多漂亮的色彩等着他们去碰触。尤其在让
月饼“飞起来”时，让双手蘸上喜欢的颜色，印在圆圆
的“月饼”上，让孩子的快乐达到了高潮。通过这个活动，
我也更加体会了目标为教学、为孩子服务的意识，什么才是
适合孩子的，有利于孩子发展的，生成孩子喜欢的活动内容。
教学内容是要我们去选择的，根据本班孩子的特点，有意识
的设立孩子感兴趣的活动，丰富课程内容，更好地为孩子服
务。

活动反思：

一个完整的活动不是老师一个人的操作过程，而是包含了很
多前期的观察和了解，对孩子的观察，对孩子能力的了解，
设立一个可行性的目标，适合孩子才是正确的。在一个活动
中，孩子获得了什么发展是在老师的预设之内的，也有是预
设之外的，这才是活动本身带给我们的思考。孩子是活动的
主体，是我们围绕的中心，只有关注了孩子，才能发现活动
的价值。本次活动可以说是较完满的，在幼儿示范印画时可
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相信孩子。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班会教案一年级篇六

为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切实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增强学
生的爱国情感。百分网小编为大家分享“我们的节日——中
秋节”主题班会教案范文如下，一起来看看吧!

[中秋节 的由来]：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是人们一直都喻为最有人情味、
最诗情画意的一个节日。有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
这一份思念当然会更深切，尤其是一轮明月高高挂的时刻。
中秋之所以是中秋，是因为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是在三秋制
中。说起中秋的来源，民间一直流传着多个不同的传说和神
话故事 。其中就有嫦蛾奔月、朱元璋月饼起义、唐明皇游月
宫等故事。最为人熟悉当然是嫦娥奔月，嫦娥偷了丈夫后羿
的不死仙丹，飞奔到月宫的故事也有多个版本。在较早的记
载中，嫦娥偷吃了仙药，变成了癞蛤蟆，被叫着月精。奔月
后，嫦娥住的月宫其实是一个寂寞的地方，除了一棵桂树和
一只兔子，就别无他物。

[中秋习俗]：

赏月：在中秋节，我国自古就有赏月的习俗，《礼记》中就
记载有“秋暮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
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 、
李子、葡萄等时令水果，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
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宋代，中秋赏月之风
更盛，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
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每逢这一日，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
都要重新装饰门面， 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制



食品，夜市热闹非凡，百姓们多登上楼台，一些富户人家在
自己的楼台亭阁上赏月，并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团圆子女，
共同赏月叙谈。

明清以后，中秋节赏月风俗依旧，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
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

吃月饼 :我国城乡群众过中秋都有吃月饼的习俗，俗话中有：
“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最初是用来祭
奉月神的祭品，“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的《梦
梁录》中，那时，它也只是象菱花饼一样的饼形食品。后来
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
的象征。

月饼最初是在家庭制作的`，清袁枚在《隋园食单》中就记载
有月饼的做法。到了近代，有了专门制作月饼的作坊，月饼
的制作越越来越精细，馅料考究，外型美观，在月饼的外面
还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如“嫦娥奔月”、“银河夜
月”、“三潭印月”等。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以饼之圆兆
人之常生，用月饼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
幸福，都成为天下人们的心愿，月饼还被用来当做礼品送亲
赠友，联络感情。

1.跟据一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本课在内容的设置上由浅入深。
主要从中秋节的风俗习惯入手,让学生初步了解中秋节,通过
尝一尝月饼,画一画学生心中的中秋节等动手操作活动,来激
发学生对民俗节庆课的兴趣。

节的来历和风俗.

俗的了解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学生画一画心中的饿中
秋节，教师 把学生的作品挑选后布置在教室的展示板进行展
示。



(一)活动目标：

1. 了解中秋节的由来、民族传说和中秋节的过节习俗。

2. 通过吃月饼让学生喜爱并记住这个节日。

3. 画出你心中的中秋节。

(二)活动准备：

学生通过询问父母等查询方式，了解一些中秋节的来历和风
俗。

(三) 活动过程：

1. 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 吗?老师要说一首儿歌，请你们
来猜一猜。

这首儿歌中说到的“佳节”，是什么节?中秋节!

(板书)中秋节的来历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中秋节的传说吗?

师：今年的中秋节准备是怎么过?

师：你们知道别的地方的人们是怎样过中秋节的吗?我们可以
学习一下。(学生把收集的资料在班上交流)

师：过中秋节，我们要吃什么?(月饼)

师：我们不光要送出月饼，还要送出我们的祝福，送出我们
的亲情，在赠月饼时，要对对方说一句祝福的话并做一个令
人感到亲热的动作。平时你用什么动作表达自己和别人的亲
热?(拥抱、握手、敬礼等。学生每说一种，教师就和他示范



给同学们看。)

师：现在我们可以下位子去向这个教室里的任何人送去自己
中秋的祝福，拥抱他，并对他说一句祝福的话。我会给大家
发月饼、放歌曲。但是，呆会儿音乐一停，我们就要坐回座
位。(全班活动，教师同时发月饼，放音乐)

许中秋心愿

课后延伸：把心愿告诉爸爸和妈妈并画出你心中的中秋节。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班会教案一年级篇七

1、理解并学习古诗，能较有感情地进行朗诵。

2、通过观察、交流和讨论，感受古诗中寂静的环境及诗人思
念家乡的情感。

3、愿意积极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4、知道节日的时间、来历和风俗习惯，感受节日的气氛。

电脑课件

1、观看电脑课件，通过观察、交流和讨论，感受并理解古诗。

（1）完整欣赏电脑课件，初步感受画面。

（2）第二次欣赏课件，感受古诗中寂静的环境。

（3）再次欣赏，感受诗人思念家乡的情感。

2、学习古诗，能较有感情地进行朗诵。



即把枯燥的古诗，根据其内容编成一个有趣的故事，对其故
事情节适当地加以夸张，以吸引幼儿。而故事又是幼儿最喜
欢听的，通过听故事，可以增强幼儿对古诗的理解，在理解
的基础上学习背诵，效果要好许多。

小百科：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八月
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是流行于
中国众多民族与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时在农历
八月十五；因其恰值三秋之半，故名，也有些地方将中秋节
定在八月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