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粽子教案大班 小班端午节粽子教
案(大全8篇)

教案中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兴趣和特点，让学习更加愉快有效。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四年级教案实例，希望能够帮
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端午粽子教案大班篇一

1、让幼儿初步了解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并了解端午节
的风俗和来历。

2、通过实践操作活动，感知粽子的形状和品种，鼓励幼儿与
同伴进行交流和合作，培养幼儿创新意识。

3、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4、培养幼儿勇敢、活泼的个性。

5、鼓励幼儿大胆说话和积极应答。

1、故事录音。

2、各种形状的粽子，粽叶若干、米、皮筋、点心盘、毛巾等。

一、引出话题。

t：小朋友你们知道端午节吗？谁能告诉我端午节是什么时候？
在这一天，我们会吃什么？(粽子)今天老师也为小朋友带来
了很多的粽子，请你拿一个看一看，摸一摸、想一想，你手
里拿的粽子像什么？并用一句完整的话来说一说。

小结：粽子的形状真有趣!



二、品尝粽子，并讲述。

1、认识粽叶。

t：粽子的形状真有趣，我们来闻一闻，香吗？你们知道这阵
清香来自哪儿？是从粽子外面的这片叶子上散发出来的，它
叫粽叶。

2、幼儿品尝。

3、幼儿讲述粽子的馅及它的味道。

小结：

原来粽子的品种这么丰富啊!

幼儿的兴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我会多看看多
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端午粽子教案大班篇二

1、会说"端午节"的名称，知道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2、乐于参加包粽子、制香包等活动，体验节日的快乐。

3、知道节日时人们主要的庆祝活动。

4、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节日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节日
的活动。

端午节的故事；做香包的材料：香料、布等；包粽子的糯米、
苇叶；



一、主持人出示图片，讲述端午节和来历的故事，让幼儿初
步了解故事中的人物、事情和相关物品。

1、吃粽子。用黍米（黄米）或糯米加枣用苇叶包成三棱角式
的粽子，煮熟食用。据说屈原投江后，人们为不让鱼类吃掉
其尸体，故向江内投之以粽子。习俗相沿，变成了人吃粽子，
后又带上了时令色彩。

2、做香布袋。用布做成小布袋，向药铺索要或买五味中药药
面，装在小布袋里缝严。戴在小孩或老年妇女身上，驱邪避
瘟。

3、给孩子戴五丝。"五丝"由红、黄、蓝、白、黑五色线配成，
古代没有棉花而用五色丝，所以叫"五丝"。后有了棉花，就
以棉线代丝，而名称未改。早晨，在未出太阳时，给孩子的'
手脖上、脚脖上和脖子上都戴上"五丝"。要一直戴到下大雨。
下大雨时，解下来扔在水流里，使其顺水漂走。传说这"五
丝"能变成蚯蚓。习俗认为戴"五丝"，能去灾、辟邪、保护儿
童。

二、包粽子、吃粽子，共同分享端午节的食品三、亲子共制
香包1、幼儿与家长一起制作香包2、幼儿相互赠送香包，大
胆向同伴说一句祝福的话。

四、活动结束。

在此，仅代表幼儿园的全体教师祝各位家长及小朋友们节日
快乐，合家幸福！

端午节是我国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由于托班幼儿年龄较小，
为了能让幼儿感受传统节日的氛围，让幼儿初步了解故事中
的人物、事情和相关物品，结合我园的传统节日教育的精神，
我幼儿园组织开展了“共度端午，扬民族正气”的主题活动，
在大力宣传端午传统习俗和卫生常识中我们的幼儿过了一



个“文明、和谐、安全、节俭”的端午节。

端午粽子教案大班篇三

1、知道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一种风俗习惯，感受竞赛活动的热
闹气氛。

2、愿意积极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3、知道节日时人们主要的庆祝活动。

了解本地举办“赛龙舟”的活动情况。

1、与组织“赛龙舟”活动的有关单位联系，确定参观地点及
时间。

2、请家长带幼儿前往参观，观察龙舟的外形特征及赛龙舟时
人们的动作表现，感受竞赛的热烈气氛。

3、引导幼儿交流赛龙舟的场面以及自己观看赛龙舟时的心情
和感受。

本次的活动内容"赛龙舟"选材教好。首先考虑到了幼儿的兴
趣特点，有利于调动幼儿的积极性。整个活动是从幼儿的兴
趣出发，注重综合性、趣味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
同时，"赛龙舟"活动具有民族特点，与亚运会也有相关性。

1、引导幼儿知道端午节的日期，通过学习端午节儿歌，知道
什么是端午节。

2、引导幼儿了解端午节的一些风俗和来历，从听故事看视频
中感受端午节的意义。

3、幼儿和老师还只有伙伴一起玩玩端午节相关游戏、尝尝端



午节粽子，共享节日的快乐。

4、体验和大家一起过节的快乐。

5、让幼儿知道节日的时间。

1、粽子

2、艾蒿等实物

3、端午的相关图片和动画

1、教师引导幼儿学习儿歌，《五月五》，让幼儿感受到端午
节是一个喜庆、热闹、愉快的节日。

五月五是端午，小朋友来跳舞，吃粽子，赛龙舟，高高兴兴
过端午。前脚才送走欢乐的六一儿童节，接着父亲节和端午
节就一起到来！幼儿园为了纪念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
节，以上这篇社会领域的教案是小班幼儿认识端午节而开展
的活动。

1、在观察、品尝中发现粽子的口味、形状是多种多样的，并
乐意与同伴交流。

2、初步了解粽子的制作过程。

3、体验人们互相关心的美好情感。

4、知道节日的时间、来历和风俗习惯，感受节日的气氛。

幼儿收集的各种各样的粽子，包粽子的材料（米、粽叶、棉
线等）。

1、展示、介绍“我收集的粽子”，了解粽子种类的多样。



指导语：你带来的是什么粽子？它是什么形状、什么口味的？

2、观看包粽子，了解包粽子所需要的材料。

（1）讨论、认识包粽子的材料。

指导语：你知道包粽子需要哪些材料吗？（根据幼儿所述，
一一出示相应材料并加以认识。）

（2）观看老师（或家长）包粽子、煮粽子的过程。

3、品尝粽子、交流粽子的口味等，体验过端午节的乐趣。

通过这样多种感官的活动，幼儿才得到了收获。同时，也知
道了什么是提供各种材料，让幼儿实践操作。

端午粽子教案大班篇四

1、练习身体侧滚的动作并掌握动作要领，提高身体的灵活、
协调和平衡能力。

3、乐意参与到游戏中，感受合作游戏的快乐。

长短不一的废旧横幅布若干，活动前检查场地上是否安全，
幼儿的衣着、鞋袜是否合适。

1、创设“粽子王国举行粽子展览会”情境，带领幼儿热身，
重点活动上肢、下肢。

小朋友们，今天粽子王国要举行粽子展览会，让我们一起去
参加吧，引导幼儿随语言提示做侧身走独木桥、跑步助跳过
小河，蹲走过山洞等，进行上肢下肢及全身动作练习。

2、创设“变身粽宝宝”游戏情境，引导幼儿用横幅做粽叶、



小朋友做糯米，大胆探索包粽子的方法。

进入粽子王国有一个要求，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变成粽宝宝，
请你选一块横幅，想办法把自己变成粽宝宝吧。

（1）分发废旧横幅，人手一张，引导幼儿探索自己包粽子的
方法。引导幼儿躺在粽叶的一端，用一只手把棕叶固定，然
后侧滚，在滚了半圈以后记得把手伸出来，然后一直侧滚，
直到把粽叶裹完。

（2)创设情境：粽子展览会就要开始了，可是参加活动有一
个要求，包粽子速度快的选手才能参加，下面让我们比一比
吧，引导幼儿进行个人包粽子比赛。

（3）幼儿自由包粽子，教师指导，鼓励孩子解决游戏存在的
问题。

4、合作包粽子，介绍游戏规则

创设情境：粽子王国展览会开始了，今天要展览的的是夹心
粽子，请粽宝宝想办法变成夹心粽粑。

（1）自由选择好朋友，两个孩子合作包夹心粽子，指导孩子
从粽叶两端向中间侧滚，直到把粽叶滚完。

（2）合作包夹心粽子

（3)听音乐，玩游戏。

5、创设粽子王国游玩的游戏情境，带领幼儿进行放松活动，
请幼儿互相捶打四肢，在愉快的情绪中结束游戏活动。



端午粽子教案大班篇五

1、引导幼儿知道端午节吃粽子的来历，了解端午节包粽子的
几种特有包法、名称。

2、引导幼儿初步学习包粽子的方法，能用缠绕、捆绑的'方
式包粽子。

3、幼儿能互相帮助，体验合作包粽子的乐趣。

了解粽子的来历和特点，学习包粽子。

能将粽子包好并捆紧。

1、有湿度的碎泥

2、粽叶若干、橡皮筋

3、范例、课件

1、教师情境导入，引入今天主题，激发幼儿学习包粽子的兴
趣。

（1）小朋友们，你们吃过粽子吗？吃过哪些形状的粽子?

（2）教师出示课件，帮助幼儿了解不同形状的粽子。

我们吃过的粽子一般就是三角粽、还有四角粽以及团盘粽等。

2、教师出示课件，引导幼儿学习包粽子的方法。

（1）教师出示课件，引导幼儿观察粽子，看看粽子的外形和
特点。

（3）以前，有一种粽叶叫芦苇叶，它也可以用来包粽子。



（4）你们知道粽子叶里面是什么吗？它是什么做成的呢？

（5）平时，我们粽子里面包的是糯米，还可以加各种馅。你
吃过什么馅儿的粽子呢？

3、教师出示课件，演示包粽子的过程，引导幼儿对包粽子的
活动感兴趣。

（1）你们包过粽子吗？今天我们就要用泥巴来学习包粽子。

（2）教师讲解介绍制作方法，教师边示范。重点讲解将粽叶
卷成三角状，以及用橡皮筋将粽子裹紧的方法。

a取一片宽大的粽叶，卷成一个圆锥状。用手在圆锥筒中旋转
一下，让锥筒更加细长。

b在锥筒中填入糯米。将没有米的那端，将粽叶的两侧分别向
内折。

c之后顺势将粽叶向下折，直到完全盖住糯米口为止，多余的
粽叶反复折收在口上。

d用线绳将粽子捆绑结实即可。

4、幼儿分组包粽子，教师巡回指导。鼓励幼儿大胆尝试，互
相帮助，对于能力弱的幼儿及时进行指导。

活动前，根据幼儿的问题设计、制作有关端午节经验的调查
表，鼓励幼儿广泛收集资料、积累经验。活动中，鼓励幼儿
根据自己的调查资料，互相交流、分享有关端午节的经验。
结束后，教师与幼儿共同将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分类展示。



端午粽子教案大班篇六

1、体验民俗文化，了解端午节的由来。

2、喜欢劳动，乐于参加家务。

3、初步了解包粽子的方法。

4、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节日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节
日的活动。

5、通过讨论，激发过节日的情感，知道要愉快、合理地过节。

视频（端午节如何包粽子）粽叶细线已经弄好的粽子馅安全
剪刀盆子。

小朋友：粽子。

小朋友：愿意。

小朋友：可以。

老师：小朋友们真好。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
吗？（小朋友有的回答知道，有的回答不知道。）小朋友知
不知道都没有关系，下面来和老师一起一起看一个动画片，
大家就都知道了。

2、观看视频，了解端午节由来以及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老
师：看了动画片，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端午节会吃粽子了吧？
小朋友们回家后可以讲给爸爸妈妈听听看。下面我们再看一
个视频，看看粽子怎么包，完了小朋友们可要帮助老师喔。
（放视频）老师：小朋友们，看看那你们前面都有那些材料，
现在我们就要用这些材料包出又香又甜的粽子。大家一起来。
老师先给大家示范一下。



（提醒幼儿注意安全使用剪刀。通过视频学习及老师的示范，
部分幼儿能自己摸索着包出一个大概，对于还不会或者无从
下手的幼儿采用同伴帮助及老师指导，确保每个幼儿都参与
到活动中）老师：哇，**包的粽子真好看，大家快向他学习，
看看他是怎么包的，怎么才能包的又好又快。

3、结束部分，老师总结：哇，小朋友们真是能干，包的粽子
让老师忍不住要流口水啦。这下老师不用担心没法招呼客人
了。谢谢小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节。五
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
水喜洋洋、粽子香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
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

告诉小朋友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包粽子吃，并给爸爸妈妈讲
述端午节的由来，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端午节。

端午粽子教案大班篇七

目标：

1、知道端午节的日期，了解端午节的一些风俗和来历。

2、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初步的兴趣，对屈原产生崇敬之情。

幼儿表现：

当我在给孩子讲《屈原》的故事时，他们都听得非常的认真，
睁着大眼睛满脸一副敬佩的样子。当听到屈原投江的情景时，
都不约而同地发出“啊”的惊叹声和遗憾声。有的孩子还争
着要把自己从家长处听到的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和风俗说出来。

活动二：粽子香袋

目标：



1、感受粽子香袋的美。

2、在探索中学习叠制锥体技能。

3、养成做事细心的习惯。

幼儿表现：

幼：“瞧！我包的粽子大吧。”

幼：“我包的粽子可结实了。”

幼：“我们的粽子五颜六色的真漂亮，啊呜！咬一口。”

……

幼：“哇！老师把我们纸做的粽子串起来了，好漂亮啊！”

幼：“这个是我做的。”

幼：“我的也有的，好几个呢！”

幼：“我们的.教室真漂亮啊！别的班级肯定没这么漂亮。”

家长反映：

当家长来接孩子时，他们走进教室就发现了悬挂在梁上的一
串串粽子香袋，都说很漂亮，的家长饶有兴趣地凑近摸摸。
孩子们也非常积极地拉着大人参观自己的作品，一脸的自豪
感。家长们都说班级的环境非常漂亮，非常美。

端午粽子教案大班篇八

1、认识15个生字，会写8个字。



2、自主积累词语。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了解课文内容，了解人们在端午节吃粽子的来历，培养学
生对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敬佩之情以及了解我国传统节日
来历的兴趣，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渗透对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热爱。

认识15个生字，会写8个字。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情境法、游戏法、小组合作法

生字卡片、挂图。

教学过程：

1、师动情讲述屈原的故事。

2、板题揭题。

3、说说你对粽子有多少了解？

1、学生自由读课文，把不认识的字标出来。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会生字。（问老师、问同学、联系上
下文）

3、再读课文，巩固刚刚学会的生字。

4、标出课文自然段，指名分段读课文。

5、指名评价，纠正读音。



1、小老师带读生字。

2、齐读带拼音的生字。

3、开火车认读不带拼音的生字。

4、猜字游戏。

1、开火车读生字。

2、找朋友游戏巩固识字。

3、学生互相介绍几个难字的记忆方法。

1、学生自由读课文。

2、指名分段读课文，正音。

3、小组比赛读课文。

4、选择自己喜欢的自然段背诵。

1、学了这篇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2、我国还有哪些传统节日？

1、开火车读生字卡。

2、踩地雷游戏。

1、出示“方、工、快”。

（1）、认读。开火车读。齐读。

（2）、扩词。



（3）、记字形。指导书写。

2、出示“信、作、伟、住、伴”。

（1）读一读，找规律。

（2）扩词。

（3）指导书写。

3、学生练写。

1、在这课你学到了哪些词语？

2、把这些词

语抄在你的采蜜本上。

1、词语游戏。送鲜花入瓶。

2、跟同学讲一讲吃粽子的来历。互相评一评。

3、选择自己喜欢的自然段背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