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腊八节教案反思中班(汇
总8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幼儿园腊八节教案反思中班篇一

《过了腊八就是年》是我国传统的民间童谣，讲述了北方人
们迎年、忙年的喜悦。童谣内容富有童趣，写出了人们迎年
时粘糖瓜儿、蒸馒头的热闹与喜庆， 表达了人们忙年的喜悦
心情。“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等诗句节奏的律
欢快押的，音节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本活动通过引导幼
儿收集有关人们忙年的图片和故事，在两两结伴的拍手游戏
中朗诵童谣，使幼儿感受传统童谣的语言节奏特点，体验传
统童谣的乐趣，加深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认识。

1.学说童谣，了解民间童谣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

2.能有的律、有节奏地朗通童谣。

3.感受迎年和忙年的热闹与喜庆，体验朗诵传统童谣的乐趣。

4.通过倾听教师对图书书面语言的朗读，提升依据画面展开
想象并用较丰富的语汇进行表述的能力。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幼儿素质发展课程多媒体教学资源包》课件 26，幼儿搜集的
有关忙年的图片、照片、文字等资料，“幼儿学习材料”
《拥抱冬天》。



2.请幼儿欣赏童谣，初步感知童谣的整体内容。

提问：童谣的名字叫什么?人们都做了什么事情来迎接新年?

3.请幼儿再次欣赏童谣，理解童谣内容，结合图片了解一些
北方人民迎接新年的习俗和传说。

提同：腊八是哪一天?为什么这一天要喝腊八粥?(帮助幼儿了
解腊八粥的传说。)农历二十三是什么节日?为什么要粘糖瓜
儿?人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引导幼儿了解在农
历腊月初八以及腊月ニ十三以后的每一天，人们都有一件有
特殊意义的事情要做，以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4.借助课件，师幼共同朗诵童谣。

5.玩“童谣”游戏，感受童谣的节奏和趣味性。

(1)请幼儿拍手念、拍腿念、跺脚念童谣。

(2)引导幼儿同伴间合作边玩拍手游戏边念童谣。

教师可以和一个幼儿示范玩拍手游戏，其他幼儿一起念童谣。
之后，幼儿两两自由结伴边念童谣玩拍手游戏。

过了腊八就是年

ニ十七，杀年鸡;ニ十八，把面发;ニ十九，蒸慢头;：三十ル
晚上玩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幼儿园腊八节教案反思中班篇二

1、了解腊八节的来历，了解民俗腊八节的常识。

2、认识腊八粥的材料，学习制作腊八粥，提高小朋友的生活



能力。

4、愿意与同伴合作，体验劳动的快乐。

5、激发小朋友对生活的热爱，培养小朋友的动手能力和对老
人的尊重的理解。

6、学念儿歌：腊八粥，感受过节的快乐。

引导小朋友认识制作材料，以愉快的心情制作腊八粥

1、课件《腊八粥》

2、腊八粥制作材料(实物)：大米、小米、红枣、红小豆、绿
小豆、莲子、花生米、红糖，成品腊八粥。

3、腊八粥制作工具：电饭煲或者普通锅、火、水等等

4、识字卡片：米、腊八节、枣、红糖、豆、莲子、花生

一、观察图片，激发兴趣

1、观看课件《腊八粥》中的――过腊八节，让小朋友了解腊
八节的由来。

二、认识腊八粥的制作材料

1、观看课件《腊八粥》中的――材料，解说腊八粥是由大米、
小米、红枣、红小豆、绿小豆、莲子、花生米、红糖等很多
种材料熬成的。

2、展示实物材料，让小朋友从视觉、触觉认识这几种材料。

3、分组合成材料。每组一份材料，互相看看是否合适。



三、我做摸腊八粥

1、认识电饭煲，清洗材料，学习使用电饭煲。

2、引导讨论制作腊八粥的方法，熬制腊八粥。

3、观看课件《腊八粥》中的――成品粥。让小朋友了解腊八
粥的多样性。

四、品尝腊八粥

1、观看课件《腊八粥》中的――品尝腊八粥，让孩子们说说
课件里的小朋友们们在做什么?他们高兴吗?为什么?你们做的
腊八粥分给谁一起品尝?(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
小朋友们),培养小朋友对老人的尊敬和关心。

2、学念儿歌：

腊八粥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炸豆腐。

二十六炖羊肉。



二十七杀只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煮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

3、全体小朋友品尝制作的腊八粥，感受劳动的成果，感受腊
八节的快乐

五、认识卡片上的字。

以游戏的形式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识字：米、枣、红糖、豆、
莲子、花生、腊八节

幼儿园腊八节教案反思中班篇三

主题节日背景

农历十二月初八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腊八节”。俗
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以往，这一天人们都会煮上香
糯甜美的腊八粥，当吃着香粥时也预示着新年的脚步已越来
越进。而如今，随着生活条件改善，工作节奏加快，年轻一
辈的家长们已很少会记得过腊八节，煮腊八粥，感受传统节
日，通过听听、说说、吃吃、看看过一个热热闹闹的腊八节。
腊八节在我国有着很悠久的传统和历史，而我们的孩子对这
些习俗和节日不甚了解。所以我们生成“腊八节”这一节日
主题课程，让孩子从多方面了解腊八节的习俗和饮食习惯，
能积极的参与到活动中，学会关爱需要帮助的人们，在寒冷
的冬天，感受节日带来的温暖和快乐。



活动目标

1、知道农历十二月初八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腊八节，了解
腊八节的来历和习俗。

2、通过故事，培养幼儿要做一个勤劳的人“感知勤劳和懒
惰”。

3、知道制作腊八粥的主要材料，初步尝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
认识与感受。

活动准备

1、各种腊八粥的.相关图片、制作腊八粥的各种材料及腊八
粥故事的视频；

2、课前对于春节的了解以及对于腊八节的了解；

3、教学课件ptt准备。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了解腊八节吃腊八粥

1、我们每天的早餐都会吃些什么呢?(牛奶、鸡蛋、花卷、饼
干、鸡蛋饼、面条、包子、粥)

2、那你们都吃过什么样的粥呢?(肉松粥、八宝粥、皮蛋粥、
肯德基粥)

3、观看图片，说说粥里面有哪些东西?(强调腊八节、腊八
粥)

(小结：这是我们腊八节时吃的腊八粥，粥里面有红枣、桂圆、
红豆、绿豆、花生、葡萄干、栗子、莲子)



二、欣赏故事

1、哪一天是腊八节?

2、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3、腊八粥里面都有什么呢?

(重点突出：勤劳的人)

三、介绍腊八粥的各种佐料、谷物

老师向幼儿逐一介绍腊八粥的各种佐料、谷物。简单了解这
些谷物的形状、颜色以及对人体的帮助。

活动延伸：腊八节除了有好听的故事，还有一个好玩的儿歌，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过了腊八就是年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炸羊肉；二十七，宰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幼儿园腊八节教案反思中班篇四

活动来源：



活动目标：

1、知道农历十二月初八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腊八节，了解
腊八节的来历和习俗。

2、通过故事，培养幼儿要做一个勤劳的人“感知勤劳和懒
惰”。

3、知道制作腊八粥的主要材料，初步尝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
认识与感受。

活动准备：各种腊八粥的相关图片、制作腊八粥的各种材料
及腊八粥故事的视频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了解腊八节吃腊八粥

1、我们每天的早餐都会吃些什么呢？（牛奶、鸡蛋、花卷、
饼干、鸡蛋饼、面条、包子、粥）

2、那你们都吃过什么样的粥呢？（肉松粥、八宝粥、皮蛋粥、
肯德基粥）

3、观看图片，说说粥里面有哪些东西？（强调腊八节、腊八
粥）

（小结：这是我们腊八节时吃的腊八粥，粥里面有红枣、桂
圆、红豆、绿豆、花生、葡萄干、栗子、莲子）

二、欣赏故事

1、哪一天是腊八节？

2、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3、腊八粥里面都有什么呢？

（重点突出：勤劳的人）

三、介绍腊八粥的各种佐料、谷物

老师向幼儿逐一介绍腊八粥的各种佐料、谷物。简单了解这
些谷物的形状、颜色以及对人体的帮助。

活动延伸：腊八节除了有好听的故事，还有一个好玩的儿歌，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过了腊八就是年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冻豆腐；

二十六，炸羊肉；

二十七，宰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

活动反思：

节日活动是很好的教育资源，我们国家的节日丰富多彩，但
有些节日，我们的孩子了解的并不多，甚至根本不知道。通
过本次活动，让幼儿初步了解腊八节的由来及习俗，认识了
一些有关制作腊八粥的材料，并帮助幼儿从小树立要做一个
勤劳人的意识。如果可以让幼儿参与制作及品尝那就更好了！

附故事：腊八粥的故事

从前，有一家人，爸爸妈妈和一个小儿子，爸爸妈妈都很勤
劳。所以他们家每年都能收获很多的粮食，日子过得很好。
可是小儿子却和爸爸妈妈不一样，每天早上很晚才起床，起
床后就出去玩，从来不干活。爸爸妈妈想：他还小呢！也许
长大了就会干活了。

小儿子一天天的长大，但还是非常懒惰。“你应该干活
了”“哼！我不干活也可以，我爸爸妈妈会照顾我的！”

他们只好四处找东西吃，屋子角落里还有点米，袋子里还有
点红豆、花生……终于找出一点点能吃的东西。两人马上做
了一锅粥。可是粥太少了，他们喝不饱。这时候他们才想起
爸爸妈妈的话，哭了起来。

后来他们再也不懒惰了。每天早早起床干活，日子一天天好
起来。但是每年到了腊月的时候，他们还会找来各种粮食，
做了一锅粥，告诉自己不能懒惰。

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以后，人们每到了腊八这天，就
用各种粮食做一锅粥，在吃腊八粥的时候，爸爸妈妈总爱给



小孩子们讲这个故事，告诉孩子，永远不要做懒惰的人。

不过，现在我们喝的腊八粥和以前不一样了，人们把各种好
吃有营养的东西都加入腊八粥，比如燕麦、杏仁、葡萄干、
桂圆、栗子等等，再加上冰糖或白糖，一锅香甜甜的腊八粥
就做好了。

幼儿园腊八节教案反思中班篇五

1、了解腊八节的来历和习俗。

2、知道腊八粥的主要材料，幼儿尝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认识
和感受。

3、通过学会看日历，知道腊八节是哪一天。

4、集体活动体验腊八节的快乐。

1、腊八粥。

2、腊八粥图片、材料。

3、日历。

1、介绍腊八代表的日期：

教师引导：宝贝们，你们知道今天是农历哪一天吗？

（幼儿自由交流，教师出示绘制好的腊八节日历并介绍）。

教师引导：今天是十二月初八，你们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幼儿自由交流，教师告诉幼儿：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是传
统节日腊八节）。



2、介绍腊八风俗：

腊八是十二月初八，古代称为“腊日”，俗称“腊八
节”。“腊八”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以祭祀祖先，祈求
丰收为主要活动。到了宋代，逐渐形成在“腊八”当天熬粥
和喝粥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腊八粥也成为百姓日常享用的
传统美食。

3、介绍腊八粥：

教师引导：你们吃过腊八粥吗？吃过的腊八粥里面有哪些食
材？（幼儿自由交流）。

教师以图片方式介绍腊八粥的食材（红枣、红豆、绿豆、桂
圆等八种食材）。

4、教师展示腊八粥实物材料，让幼儿从视觉、触觉上认识这
些材料：

教师具体展示腊八粥材料。

请幼儿形容见到的食材，进一步了解腊八粥食材的'名称，例
如圆圆的桂圆，胖胖的花生等。

5、品尝腊八粥：

幼儿集体品尝腊八粥。

幼儿园腊八节教案反思中班篇六

1、知道农历十二月初八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腊八节，了解
腊八节的来历和习俗。

2、通过故事，培养幼儿要做一个勤劳的人“感知勤劳和懒



惰”。

3、知道制作腊八粥的主要材料，初步尝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
认识与感受。

一、活动导入，了解腊八节吃腊八粥

1、我们每天的早餐都会吃些什么呢？（牛奶、鸡蛋、花卷、
饼干、鸡蛋饼、面条、包子、粥）

2、那你们都吃过什么样的粥呢？（肉松粥、八宝粥、皮蛋粥、
肯德基粥）

3、观看图片，说说粥里面有哪些东西？（强调腊八节、腊八
粥）

（小结：这是我们腊八节时吃的腊八粥，粥里面有红枣、桂
圆、红豆、绿豆、花生、葡萄干、栗子、莲子）

二、欣赏故事

1、哪一天是腊八节？

2、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3、腊八粥里面都有什么呢？

（重点突出：勤劳的人）

三、介绍腊八粥的各种佐料、谷物

老师向幼儿逐一介绍腊八粥的各种佐料、谷物。简单了解这
些谷物的形状、颜色以及对人体的帮助。

活动延伸：腊八节除了有好听的故事，还有一个好玩的儿歌，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过了腊八就是年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冻豆腐；

二十六，炸羊肉；

二十七，宰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

活动反思：

节日活动是很好的教育资源，我们国家的节日丰富多彩，但
有些节日，我们的孩子了解的并不多，甚至根本不知道。通
过本次活动，让幼儿初步了解腊八节的由来及习俗，认识了



一些有关制作腊八粥的材料，并帮助幼儿从小树立要做一个
勤劳人的'意识。如果可以让幼儿参与制作及品尝那就更好了！

附故事：腊八粥的故事

从前，有一家人，爸爸妈妈和一个小儿子，爸爸妈妈都很勤
劳。所以他们家每年都能收获很多的粮食，日子过得很好。
可是小儿子却和爸爸妈妈不一样，每天早上很晚才起床，起
床后就出去玩，从来不干活。爸爸妈妈想：他还小呢！也许
长大了就会干活了。

小儿子一天天的长大，但还是非常懒惰。“你应该干活
了”“哼！我不干活也可以，我爸爸妈妈会照顾我的！”

他们只好四处找东西吃，屋子角落里还有点米，袋子里还有
点红豆、花生……终于找出一点点能吃的东西。两人马上做
了一锅粥。可是粥太少了，他们喝不饱。这时候他们才想起
爸爸妈妈的话，哭了起来。

后来他们再也不懒惰了。每天早早起床干活，日子一天天好
起来。但是每年到了腊月的时候，他们还会找来各种粮食，
做了一锅粥，告诉自己不能懒惰。

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以后，人们每到了腊八这天，就
用各种粮食做一锅粥，在吃腊八粥的时候，爸爸妈妈总爱给
小孩子们讲这个故事，告诉孩子，永远不要做懒惰的人。

不过，现在我们喝的腊八粥和以前不一样了，人们把各种好
吃有营养的东西都加入腊八粥，比如燕麦、杏仁、葡萄干、
桂圆、栗子等等，再加上冰糖或白糖，一锅香甜甜的腊八粥
就做好了。



幼儿园腊八节教案反思中班篇七

1.了解腊八节的来历和习俗。

2.初步尝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认识与感受。

3.学会在自己探索、与同伴交流中主动求知。

一、开始部分

初步了解每年农历的十二月是腊八节

师：宝贝们，你们知道十二月八日是什么节日吗？（腊八节）

二、基本部分

1.腊八节的来历。

腊月最重大的节日，是十二月初八，古代称为"腊日"，俗称"
腊八节"。从古时候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
求丰收和吉祥。

腊八节，民间大都流行喝腊八粥。关于喝腊八粥的由来，民
间还流传着许多故事。一说，腊八粥传自印度。腊八粥称为"
福寿粥"。""福寿粥"意思是说吃了以后可以增福增寿。

一说，秦始皇修建长城时，为了悼念饿死在长城工地的民工，
人们每年腊月初八吃"腊八粥"，以资纪念。

一说，腊八节出于人们对忠臣岳飞的怀念。每到腊月初八，
便以杂粮豆果煮粥，来纪念他。

2.介绍腊八粥

你们吃过腊八粥吗?你吃过的腊八粥里都有哪些食材呢?



请幼儿简单介绍腊八粥的食料。

(红豆、胡萝卜、白萝卜、玉米豆（腊八豆）......

腊八粥里面会有多样不同的`食材。

三、结束部分

教师展示实物材料，让幼儿从视觉、触觉上来认识这些材料。

请幼儿用一个词语形容你们所见到的食材，了解腊八粥食料
的名称

圆圆的黄豆，

红红的胡萝卜，

胖胖的玉米豆......

投放不同材料到美工活动区域，制作腊八粥或以腊八粥为主
题，在表演区开腊八粥店。

幼儿园腊八节教案反思中班篇八

1.会写13个生字，积累本课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习文中的人物对话，
以及有详有略的叙事方法。

3.通过人物动作、语言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感受人物心理活
动的变化，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感受八儿与家人间的亲情。

4.通过对传统习俗的了解，感受我国民风民俗的无比美好。

1.学习文中有详有略的叙事方法。



2.通过人物动作、语言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感受人物心理活
动的变化，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导入课文

1.请同学们分成男生组和女生组比赛，每人10秒内说出中国
传统节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风俗习惯，说得多的获胜。

2.一个一个的传统节日，犹如中国民俗文化里的璀璨珍珠，
而那些随着节日应运而生的主题活动，那么是那一根坚韧的
丝线，串起亲情，串起友爱，串起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无限
憧憬。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现代作家沈从文的小说
《腊八粥》，感受又一个节日带给我们的香甜味道。

二、初读课文，扫清字词障碍

1.出示学习要求

〔1〕自由朗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字音，扫清生字障碍，把
课文读通顺。

〔2〕根据自学生字的方法，掌握字形字音，标准书写，注重
积累。

〔4〕标出自然段序号，把不理解的语句标出来，与大家讨论。

2.学生按要求自主学习。

3.汇报、交流学习成果。

〔1〕出示本课的生字、新词，读准字音，认清字形，掌握书



写要点。

〔2〕通过指认、开火车读等形式加深学生对生字的认识。

〔3〕以小组练读的形式，让学生通过朗读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听录音，整体感知。

三、再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1.课文围绕着“腊八粥〞这一主题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明确：本文围绕八儿等着吃母亲熬煮的腊八粥的神态，展现
了一幅淳朴、和睦、温馨的图景，表现了八儿一家其乐融融
的生活情景。

2.课文重点讲了什么？哪局部写得详细？哪局部写得简略？

明确：重点讲了八儿迫不及待等着吃腊八粥的情形，这也是
文章写得最细致的局部，而后面吃腊八粥的情景那么写得非
常简略。

3.文章可以分为几个局部？

第一局部〔第1自然段〕：概写人们对腊八粥的喜爱。

第二局部〔第2―17自然段〕：详写了八儿急迫等待着吃腊八
粥的情形。

第三局部〔第18―19自然段〕：八儿一家美美地吃上了腊八
粥。

四、精读赏析第一局部

五、课堂作业



1.抄写课后生字。

2.思考课后练习题。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精读感悟

1.默读第2―8自然段，要求：

〔1〕画出描写八儿的句子，想想这些句子分别属于对人物的
什么描写，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2〕画出粥发生变化的句子，想想这样写的好处。

2.学生汇报。

〔3〕省略号有什么作用？指导朗读第4―5自然段的人物对话，
分角色朗读人物对话。

〔5〕等待的过程，总体上是期待和焦急的。在八儿等粥的过
程中，粥也在发生着变化，这锅腊八粥仿佛也像人一样在表
达着情感。文中哪一句话有这样的表达效果？〔粥的叹气〕
这样的表达在文中出现了几次？请分别找出来。

3.分角色朗读第9―11自然段，思考：

〔1〕这一小节可以用什么词来概括它的主要意思？〔分粥〕

〔3〕“孥孥〞是什么意思？〔妈妈对八儿的昵称〕从妈妈的
话中你能看出什么？



〔4〕再分角色读，要读出八儿的天真可爱和妈妈对他的宠爱。

过渡：这让小小的八儿想吃三碗半的粥，在他的猜测中粥又
是什么样的呢？

4.默读第12―13自然段，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一小节的内容。
〔猜粥〕

思考：

〔1〕男生齐读第13自然段，描述八儿想象中的粥是什么样子
的。

〔2〕粥里的栗子、饭豆、花生仁儿、枣都是什么样的？找出
文中的关键词画下来。

〔3〕文章用了一个什么词来形容八儿的猜测？〔妙极了〕

〔2〕妈妈煮的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请女生齐读第15自然
段，画出相关词语。

〔3〕找出关键词和第13自然段比拟，你有什么发现?

〔4〕看了腊八粥之后的八儿，心里又会想些什么呢？

6.八儿和妈妈的对话结束了，腊八粥也熬好了，这碗粥的味
道如何呢？文中哪里可以看出来？〔第18―19自然段〕学生
齐读。

三、主题探究，拓展阅读

2.写法梳理：课文主要写了等粥和吃粥两件事情，说说哪局
部写得详细，哪局部写得简略。想想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3.阅读沈从文的《腊八粥》全文，感受其极富乡土气息的语



言魅力。

四、布置作业

过了腊八就是年，请同学们上网查一查腊八粥的来历或者查
一查关于腊八节有哪些有趣的传说和故事，查到之后和同学
们分享一下。

2.腊八粥

腊八粥等粥盼粥迫不及待

分粥苦苦等待猜粥美妙猜测

看粥亲见惊异八儿天真活泼

聪明可爱体贴善良

八儿心理活动的变化以及精彩的对话构成了本文的行文主线，
抓住这两点来进行阅读和赏析便能把握文章的主题。因此，
我在教学时采取了分角色读、默读、自由读等多种形式，让
学生进行读和悟。通过“那我饿了〞“妈，妈，你吃三碗我
也吃三碗……〞“是啊！孥孥说得对〞等对话来感知八儿的
稚拙纯真与可爱、妈妈的慈祥逗趣；通过对煮腊八粥以及八
儿猜腊八粥、看腊八粥的精彩描写，来感知沈从文的语言魅
力……整篇文章的架构，小说所传导出的淳朴、和睦、温馨
的图景便逐渐在学生心中清晰起来，比拟到位地进行了传统
文化、风俗习惯的浸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