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以春节为的手抄报(大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以春节为的手抄报篇一

1、通过各种形式让孩子们来认识了解新年，知道新年象征意
义。

2、知道过了新年又长了一岁，感受自己成长快乐。

3、游戏，找新年礼物，打开礼物的过程中体会节日来临的快
乐。

4、感受到新年活动的快乐。

5、培养幼儿健康活泼的性格。

重点难点：激发幼儿喜欢过新年的情感。

布置教室、礼物既有盒，也有袋、中国结、春联、福字、灯
笼、方针鞭炮等

1、听音乐做律动，带幼儿进入活动室，小朋友我们一起到开
心屋里玩一玩吧！哇！开心屋打扮怎么漂亮。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要过什么节吗？知道新年象征的意义（幼
儿展开想象，自由猜想）

2、新年到了，小朋友们想想哪些东西是有关新年的物品？



（鞭炮、对联、新衣服、糖等）

3、新的一年到了，我们小朋友几岁了？讲一讲自己的变化，
感受成长的快乐。

4、游戏

（1）新年到了，小朋友想不想收到礼物呀！礼物都藏在开心
屋里，让我们一起去找吧

（2）你在哪找到了礼物？（看我找到一带礼物是鞭炮）

（3）哇！我也找到了一个大盒子里面是中国结。

让孩子大胆讲述自己的春节见闻，对春节期间的喜庆活动有
所了解。

以春节为的手抄报篇二

1、理解的情节和内容，了解中国春节各种风俗的由来。

2、认读字、词“年，春节”。

3、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重点：了解春节各种风俗的由来。

难点：了解春节各种风俗的由来。大多数孩子只知道过年的
时候有新衣服穿，长辈们会给自己压岁钱，但不知道为什么
会这样。



自制小对联、年兽的挂图、汉字卡

1、导入：

师：小朋友们，寒假我们在家过年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个呀？
（出示小对联）

幼：……

师：这个就叫做“对联”，过年的时候我们除了在家门前贴
这个对联，还会放鞭炮、烟花。！、快！现在老师要讲个故
事，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家门前贴对联，放鞭
炮。

幼：……

2、听故事：

师：在古时候，有一种凶猛的怪兽，专门靠吃人填饱肚子，
而且特别喜欢吃不听话的小朋友。

幼：哇！那怪兽长什么样子？（我们班的孩子特别喜欢听有
关怪兽的故事）

师：这只怪兽长得跟狮子很像（出示年兽的挂图），但是它
比大象还要大，爪子也长得很长很长。

幼：哇……

师：人们给这只怪兽取了一个名字叫作“年兽”（出示汉字卡
“年”）。为什么叫“年兽”呢？因为这只怪兽每逢365天就
会出来吃人，而每年有365天，所以人们就把这只怪兽叫
作“年兽”。还有这只年兽都是在天黑以后才出来，天快要
亮的时候就跑回山里去了。



幼：……

师：因为年兽会吃人，所以大家都很怕它，但又没有办法消
灭它。直到有一年，年兽闯进一个小村庄，遇到有一家门前
挂着红布帘，穿着红衣服的人，还有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燃
放爆竹玩耍，爆竹点燃以后发出“啪啪”的响声，年兽看到
火光，听到响声后，掉头就逃走了。于是，大家知道了这只
年兽害怕红色，害怕响声，还有害怕光线，所以每年到了年
兽快要出来的时候，家家户户就会在家门前挂上红布，也就
是我们现在贴的对联；穿上红色的衣服，所以小朋友们每到
过年的时候都会穿上新衣服；燃放爆竹，也就是小朋友们现
在玩的鞭炮了。还有年兽出来的那天晚上，大家都会躲在家
里，全家人一起吃晚饭，这一餐饭我们现在叫“年夜饭”。
到了第二天，大家才会出门，见到别人就会说“恭喜”，长
辈还会给孩子们压岁钱。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春节”了
（出示汉字卡“春节”）。

3、智慧启迪：

师：小朋友们，我们古时候的人为什么要贴对联、穿红衣、
放鞭炮？

（引导幼儿说出赶走年兽。）

师：这些是我们中国春节特有的风俗。

师：那春节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吃的晚饭叫什么
呢？

（引导幼儿说出年夜饭）

4、识字游戏：

师：现在小朋友们来看（拿着汉字卡），谁跑到了老师的头



上呀（把汉字卡放头上）？

幼：……

师：谁又跑到了老师的手臂上了（把汉字卡放到手臂上）？

幼：……

5、活动延伸（家园共育）：

师：小朋友们还记得刚才老师记的故事吗？请你们回家后也
给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讲一遍。

1、刚刚过完春节，孩子们对贴对联，穿新衣、放鞭炮这些事
情还记得很清晰，加上我用故事引导，加深孩子们的记忆，
并且了解为什么到了春节我们要这样做。

2、本班的幼儿对怪兽，一年的天数，古代等都有一定的认知，
所以我设计了这个教学活动。

3、在讲故事的时候，我的语言有欠生动，缺少与孩子的互动，
对发展孩子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力度不够。

4、如果让我重新上这节课，我会丰富自己的语言，多让孩子
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多设计些问题和游戏与孩子们互动。

以春节为的手抄报篇三

1、知道正月是一个热闹的月份，感受正月里的喜庆气氛。

2、了解春节、元宵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

3、尝试与他人合作制作花烛

录像带、各种花灯、日历、竹条、棉线、铁丝、彩色皱纹纸、



卡纸等

1、观看录像，感受正月里（春节、元宵节）的节日

（1）观看有关中国传统节日的录像，让幼儿积，让幼儿让幼
儿积累更多的经验。

（2）帮助幼儿分析和整理录像中节日活动的名称。例如：除
夕夜之前家家户户张贴春联、门神，有的还挂上大红灯笼，
小区、村镇的街道也挂上了彩旗、灯笼。除夕的`下午家家户
户包饺子、备酒宴，看春节联欢晚会。

2、谈话活动，回忆自己过节的情况。

（1）“孩子们，刚才咱们看到录像片中人们过节的热闹气氛，
我看到你们都很高兴，那现在来说说咱们自己是怎么过节的
好吗？”

（2）孩子回忆讲述自己过节的情况。

（3）"正月五看花灯，吃元宵汤圆，小朋友们说一说你们是
怎样过元宵节的好吗？”

（4）孩子讲述过元宵节。认识各种花灯，激发幼儿自己制作
花灯的兴趣

（5）欣赏花灯，说说自己喜欢的花灯的名称。

（6）讨论制作花灯的程序，尝试制作花灯，教师指导，提示
幼儿合作制做展示作品，欣赏评论。

将幼儿的作品布置在元宵灯会上，供大家欣赏，鼓励幼儿创
造性地用废旧材料制作花炷。



以春节为的手抄报篇四

1、回忆、分享自己了解有关“过春节”的趣事，进一步感受
过年的快乐气氛。

2、理解诗歌内容并有感情地进行朗诵。

认知准备：对中国春节习俗有初步的了解

材料准备：台历一本

理解儿歌内容

运用已有“过春节”经验帮助记忆儿歌内容

一、两个新年

1、重点提问：你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每年要庆祝几次新年吗？
是哪两次？

2、找找元旦和春节：请幼儿在年历上把两个新年的第一天找
出来。

小结：元旦每年都一样，都是1月1日。春节年初一每年不一
样，今年就是2月19日。

3、重点提问：在世界上有哪些人要庆祝春节？

小结：春节又叫中国年，是所有中国人的节日（理解：华侨）

二、春节印象（解决难点）

1、问题导入：每年的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忙着做准备。
你们家做了哪些准备？



（春联、放鞭炮及窗花等）

2、讨论：

（1）大年初一的前一个夜晚称为什么，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2）春节期间，大多数人都要连着休息几天？七天里，你们
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

三、春节歌谣（解决重点）

2、学念儿歌。

四、结束活动。

以春节为的手抄报篇五

幼儿本身对新年的气氛就特别熟悉，让幼儿去表现、去感受
这份欢乐是他们再高兴不过的事情了，我从生活中去寻找素
材让幼儿学会感受美和表现美。

1、让幼儿学习创编舞蹈的兴趣；

2、培养幼儿对音乐的理解，能正确的感受美和表现美；

3、让幼儿体验音乐活动的乐趣。

录音机、磁带、与幼儿相同数量的红绸带、手绢等。

1、让幼儿看电视，关于新年景象的画面，让幼儿感受新年的
气氛，加深对新年的印象。

2、谈话

师：小朋友，过心年是让我们最开心得事，你们的新年是怎



样过的？

幼：穿新衣、戴新帽、吃饺子、放鞭炮、看花灯，扭秧
歌……（小朋友每说一样都让他用动作表现出来，然后大家
跟着模仿。）

3、老师放一段音乐让小朋友听，问：你好象看到了什么？听
到了什么？

幼：好象看到贴对联、扭秧歌……，听到了锣鼓声，鞭炮
声……

4、老师帮助把思路理顺一下（老师边说边和小朋友一起模仿
动作）

5、放音乐

让幼儿边听音乐边把上面这段话表演一遍。

6、舞蹈《新年乐》

为幼儿发放彩条、手绢，分配角色，安排对形，和幼儿一起
编排《新年乐》舞蹈。

可以把这个节目做为保留节目，元旦联欢时表演。

以春节为的手抄报篇六

1、让大班幼儿在熟悉歌曲《新年好》和掌握了三拍子的基础
上，学习自编简单的身体动作。

2、学会唱《新年好》这首歌。

电子琴



一、导入活动

1、教师让大班幼儿观察活动室，

教师提问：小朋友们你们看看我们的教室有什么变化呀？

大班幼儿：有灯笼和对联

师：为什么？我们怎样来庆祝新年的到来？

大班幼儿：我们可以唱歌跳舞做游戏。

2、引出本次活动内容：为歌曲《新年好》。

二、学唱新歌《新年好》。

1、教师先一边弹琴一边范唱一遍，小朋友你们听听老师是怎
么样来庆祝新年的。

2、教师要求大班幼儿有表情地演唱。

3、请大班幼儿分男、女演唱，要求大班幼儿在唱强拍时拍一
下。

4、全体大班幼儿跟着琴声合唱歌曲。

三、启发大班幼儿自编节奏动作。

1、教师提问：小朋友，你们想用什么动作来表示三拍子的节
奏？（如拍一次手，拍两次头：拍一次手，拍两次腿：跺依
次脚，拍两次肩等等）

2、大班幼儿听教师弹琴《新年好》合着拍子的节奏，自由用
动作表现强弱弱。



3、请个别乐感强的大班幼儿听琴声《新年好》，大家做示范
表演。

四、进行结束。

教师带领大班幼儿一起完整的唱完《新年好》这首乐曲。

以春节为的手抄报篇七

过新年

1、通过对如何过新年的讨论，让幼儿了解中国传统节日——
春节以及习俗。

2、锻炼幼儿的语言组织能力，要求幼儿能够用较为流利的语
言描述过年的情景。

3、培养幼儿能够使用丰富的词汇来形容新年的快乐和自己愉
悦的心情。

：ppt课件，泡泡泥。

1、老师讲故事，引起幼儿兴趣。

老师讲年的传说故事，让幼儿了解年的来历。

2、谈话导题

师："新年就要来到了，大家都很高兴，让我们来想一想，怎
样过新年才快乐呢？"

（引导幼儿回忆过年的习俗，大胆发言）

2、幼儿自由讨论



师：请想好了的小朋友来讲一讲，去年的时候是什么过的？
心情怎么样？

（要求小朋友用流畅的语言详细描述当时的情景，且描述当
时的心情是词语要丰富）

3、出示ppt：包括年画、对联、团圆饭、守岁、爆竹等图片），
请小朋友看一看，这些都是什么？并说一说。

（对年画的图案和色彩进行描述，并说出年画的含义，对春
联的对称性突出讨论，讨论年夜饭不可缺少的菜是什么，讨
论守岁的意义，对于爆竹的色彩、声音、安全性进行讨论等
等）

6、学习用泡泡你包饺子：

（1）泡泡泥揉成球体；

（2）把球体压扁，做成饼状；

（3）把球形的的馅放在饼上；

（4）把饼对折，把馅包在其中，饺子就做好了。

（引导幼儿表达积极的新年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