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欢欢喜喜过春节 欢欢喜喜过春节教案
(大全10篇)

竞聘材料需要具备简明扼要、逻辑清晰、有说服力的特点。
如何写一篇成功的竞聘材料是每一个求职者都需要思考的问
题。以下是一些成功竞聘者的经验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欢欢喜喜过春节篇一

情感与态度：体会春节期间的热闹氛围，感受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热烈追求。

行为与习惯：从与家人准备年夜饭的活动中，学会分担家务
劳动;从与家人共进年夜饭的活动中，感受亲情的温馨和美好，
学习礼貌待人、文明进餐。

知识与技能：知道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了解一些有关春
节的习俗。懂得文明、安全、快乐过节的技巧。

过程与方法：体验提出问题、探索问题的过程。尝试用不同
的方法进行春节的探究活动。

从学生的心理特点与认知程度来看，孩子们一年中最盼望的
节日莫过于春节了。但他们对于与年相关的社会常识还缺乏
相应的了解。

从学生的社会环境与生活基础来看，由于春节是中国人民的
传统佳节，每到这一盛大节日来临之际，全国各地的人们都
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庆祝春节，迎接新年。孩子们身处其中，
乐在其中，吃年夜饭，守岁，走亲访友，收压岁钱……种种
习俗，使孩子们充分感受到了这一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充分感受春节的喜庆欢乐，了解一
些有关春节的习俗，学习礼貌待人、文明进餐。并注意节日
期间的安全。教学难点是在教学活动中了解春节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节日，感知春节与元旦的不同，并树立安全意识。

针对学生实际，要想突破重难点，让学生有所感悟，教师可
从查日历入手，让学生通过看录像、谈年夜饭等生动形式，
了解与年有关的知识。结合春节燃放鞭炮、参加庙会等活动，
教给学生一些安全小常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要就事论
事，而是应侧重在通过各种活动，引导学生了解家乡和各地
过新年的风俗，激发和培养学生对节日文化的兴趣。增长学
生的社会生活常识，了解民风民俗。使学生乐于参加有意义
的节日活动，并能以自己的方式爱亲敬长，注意节日安全。

感受春节的喜庆欢乐，了解一些有关春节的习俗，学习礼貌
待人、文明进餐。

在教学活动中了解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感知春节和
元旦的不同，并树立安全意识。

教师准备：准备相关年俗饰品，制作教学课件。

学生准备：向家人了解过年常吃的食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课时安排：3课时

第1课时完成话题“迎新春”的教材内容。

第2课时完成话题“年夜饭”的教材内容。

第3课时完成话题“拜年”的教材内容。

备注：“平安过年”穿插于各课时中完成。

第1课时



活动一 日历上找春节

2.提问：那么今年春节是哪一天呢，你们有什么好办法找一
找吗?

(1)查查日历，找找今年的春节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教师出
示当年的挂历或台历。)

(2)找不同：元旦和春节在日历中的位置有什么不同?

(3)小结：元旦是公历新年的第一天，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
新年;春节是我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是中华民族的最隆重、
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3.过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迎接春节的到来!(出示课题：
迎新春)

活动二 喜气洋洋过春节

1.播放动画：年的传说，了解“年”的来历。

(1)提问：同学们，你们知道“年”的来历吗?谁能讲一讲。

(2)[播放动画：年的传说]

(3)小结：过年是中华民族一个传统节日。现代民间习惯上把
过春节又叫做过年。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隆重的节日。

2.提问：你们喜欢过年吗?为什么?

板书：欢欢喜喜过春节

全班交流。( 让学生畅所欲言，与同学一起分享自己最高兴、
最难忘的过年经历。)



3.提问：过年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你们家是
怎样过春节的?周围的邻居们呢?(引导学生在交流中了解本地
的过年风俗。)

(1)追问：春节时，你们家里会预备什么好吃的东西?

(2)问：除了吃一些有特色的食品，你家里还做什么?怎样布
置呢?

(3)[播放视频：春节]

(4)小结：春节是中国独有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全国各地
各族人民都会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旅居海外的华人也用自
己的方式庆祝这个最隆重的节日。

4. 谈话：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各地的人们是怎样庆祝春节
的?

欢欢喜喜过春节篇二

本课通过引导学生回忆、观察生活，了解春节的有关知识及
各地不同的习俗，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文化的情感。通过
观察。回忆。想象、表现春节中有特色的生活情节，体验生
活的情趣。提高绘画的技能，提高学生设计制作能力。合作
学习的能力和创造的能力。

(1)显性内容与目标：

a.应知：了解有关春节的文化、历史，欣赏不同地区的不同
习俗，培养学生注意观察生活、热爱生活、体会美好生活的
情趣。

b.应会：尝试着采用多种材料和工具来制作春节的小礼物，
表达自己美好的心愿。将记忆里春节的美好场景用绘画的方



法表现出来，画面要体现出春节喜庆的气氛、热闹的场面。

(2)隐性内容与目标：使学生简单了解有关春节的历史、文化、
习俗、了解民族传统文化。启发学生感受并表现周围生活中
的美好事物，从而体验到生活的乐趣。通过生动有趣的教学
活动，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情操。

(1)重点：通过了解春节的历史、文化、习俗，加深对民族传
统文化的了解。尝试用绘画的形式表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喜
爱之情、赞美之情;用不同的材料制作各种小礼物，来表达自
己节日愉快的心情和对他人的美好祝愿。

(2)难点：绘画要表现出欢乐的场面，画出生动有趣的画面。
工艺制作时各种材料的选择、设计、制作。

电子课件、范作、各种绘制材料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在《春节序曲》的乐声中，电子课件(拓展)、(让学生分组交
流后回答感受)学生回答完后教师进行小结。

学生交流自己对我们民族的节日——春节的看法。谈一谈自
己过春节的时候的见闻。

二、欣赏范作，归纳绘画方法和技巧。

教师出示范作，小组讨论范作的艺术特色，让学生学会自主
学习。教师归纳总结：构图——繁密，色彩——鲜艳，笔
触——欢快，造型——生动。

三、探索实践。

在学生感受、欣赏、了解各种节日及作品的基础上，自己创
作一幅作品，表现节日热闹、欢快的气氛，或是自己在节日



里的一件印象最深的事，或是表达一种美好的祝愿，鼓励学
生采用诗配画，书法，手工等形式进行尝试，学生选自己喜
欢的方式合作完成，教师播放背景音乐并巡回指导。

四、作业展评。

让学生自评、互评，教师小结，引导学生从选择的材料、构
思、构图及用色等方面进行评价，讨论改进方法，把所有作
品贴在一起，构成各民族、各地区(学生个性奔放的节日联想
画面)欢庆节日的盛大晚会，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

五、教学拓展。

课后记：

在洋节泛滥的今天，中国传统的节日却日益被学生们所遗忘。
通过本课的学习，我渗透了民族节日的传统文化，促使学生
产生了民族自豪感。

欢欢喜喜过春节篇三

1.知道春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体会春节期间的热闹氛围，
感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

2.了解一些有关春节的习俗，从与家人准备年夜饭的活动中，
学会分担家务劳动；从与家人共进年夜饭的活动中，感受亲
情和美好，学习礼貌待人，文明进餐。

3.懂得文明、安全、快乐过节的技巧。

知道春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体会春节期间的热闹氛围，感
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

了解一些有关春节的习俗，懂得文明，安全，快乐过节。



教学挂图

观察法、谈话法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新年好—课，了解人们迎接新
年的方式，体会过节日活动的热烈和美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
《欢欢喜喜过春节》，进一步了解春节传统和热闹氛围。

1.教师指导学生从日历中分别找出元旦和春节，比较元旦和
春节在日历中的位置有什么不同。

2.教师：元旦是公历的新年第一天。

3.生阅读54页图片。

4.同学之间互相交流最喜欢的春节活动。

6.结合56页图片，生交流，吃年夜饭时，要注意什么？平时
怎样做？

7.生阅读57页图片。

8.生角色表演，待客和做客礼仪。

过本课的学习，你们有什么收获？我们要文明、安全、快乐
过节日。

13、欢欢喜喜过春节

迎新春

午夜饭

拜年



欢欢喜喜过春节篇四

1、了解过春节的多种风俗习惯，运用多种材料进行制作，感
受合作的的快乐。

2、体验过节的喜庆氛围。

活动室布置成喜庆的氛围（鞭炮、灯笼、春联等）

孩子们收集的各种有关春节习俗的资料

寒假刚结束，孩子们还沉浸在过新年的气氛中，有的孩子一
来幼儿园就说，“老师，妈妈带我上超市去，超市里真热闹，
都吊满了鞭炮”

有的说，“我妈妈给我买了新衣服。”有的说：“有许多客
人到我家做客。”随着他们的话题，另外的孩子参与了话题
讨论，我想，我们刚过完一个春节，春节又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传统节日，在我们周围也到处是喜气洋洋。对孩子来说也
是非常熟悉，来源于他们的生活经验。

于是我就从孩子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切入，和他们一起去探
究身边的事物和现象，同时也让孩子的认知在生活化的情景
中得到发展，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让孩子们体验到春节的
快乐，知道自己又大一岁了，所以预设了“喜气洋洋过春
节”这一主题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我主要从介绍自己收
集有关春节的资料、小制作、分享交流等环节入手，来加深
幼儿对春节的认识与了解，感受过春节的喜悦。

春节是小朋友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刻，也是我国人民最喜庆
的日子。本次活动来自于幼儿的兴趣与需要。通过活动让孩
子们了解了人们怎样欢度新春，充分挖掘了春节欢庆活动的
多样化，让孩子们体验到了新春的快乐，扩展了他们的知识
范畴。



在活动“春节歌谣”中，孩子们带来了春节里各种喜庆用品，
如：春联、中国结、福字等，并且交流了春节里最高兴、最
难忘的事情；元宵节是春节过后的又一个民间节日，又叫灯
节，在元宵节有许多习俗，如：家家要点灯、吃元宵、猜灯
谜以示庆祝，表示大家过好年要同心协力加油工作了。于是
我们利用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制作了各种各样的灯笼，有鱼灯、
兔子灯、狗灯，一时间教室里挂满了灯笼，漂亮极了。

春节里还有形式多样的庆祝表演，舞龙舞狮就是非常典型的
庆祝方式。孩子们用收集的纸盒和彩带等不同材料连接做成
一条龙，然后由幼儿分别扮演龙头、龙身、龙尾，一个接着
一个，在“金蛇狂舞”音乐的伴奏下，不断地改变舞龙的姿
势，亲身感受到春节热闹的气氛。

另外，家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实施高质量幼儿教育的保证，
充分利用和开发家长资源，在课程实施中实现家园互动。本
次活动中我请家长参与我们的活动，和孩子一起收集春节用
品、带来灯谜等，在无形中让家长懂得让孩子参与收集资料、
材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

在主题活动实施过程中，我们始终贯彻课改理念：活动中教
师是体验孩子需要的支持者，在活动中既做到适时提升总结，
又使孩子在创造中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欢欢喜喜过春节篇五

欢欢喜喜过春节 新授课

1、体会我国传统的春节活动的热闹氛围，感受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2、学习在人多拥挤环境中进行自我保护的方法。

1、我知道过春节的时间。



2、我能说出春节活动中的新鲜事。

1、展示春节期间的特色物品，体会春节活动的热闹气氛，感
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表现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环境卫生的行为。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具准备：ppt

电教手段：多媒体

2、（出示图片）教师介绍过节期间人们舞狮、观花灯、贴窗
花等活动。

3、问；活动过程中，大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4、问；同学们每年过春节期间，你会参加什么活动呀？当时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5、小结；过春节时人们的心情都很愉快，所以常说；“我要
欢欢喜喜地过春节，快快乐乐地逛庙会。”

1、问；在庙会中你曾收藏了哪些有趣的特色小玩意，将它的
名字、来历或相关的小故事讲给大家听听。（指名两人介绍，
教师介绍一个，然后可以自由结合小组互相介绍）。

2、问；在庙会中你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或难忘的事情，讲给
大家听听。

1、过渡；兔子贝贝在庙会中发现了这样两件事情，请你们帮
忙想办法。

2、以小组为单位讨论；



（1）有人乱扔垃圾，这样好不好？你的垃圾是怎么处理的？

（2）人多拥挤怎样防止与家人走散？如果走散了该怎么办？

3、全班交流。

4、问；还有哪些事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5、设计宣传牌。

1、师；同学们，过节时令人向往的，春节就要来了，预祝大
家欢欢喜喜地过春节。

2、播放课件，感受过春节的喜悦气氛。

逛庙会时收集特色物品，回来再交流。

欢欢喜喜过春节篇六

1、理解儿歌的内容、初步学习用欢快的节奏朗读这首儿歌。

2、感受儿歌热闹喜庆的作品风格。

1、 材料准备：热闹喜庆的音乐和鞭炮声的录音;配乐儿歌朗
诵;各种小动物角色图片。

2、 经验准备：了解我国民间过春节时的`一些传统习俗。

1、活动重点：理解儿歌内容，学习用欢快的节奏有感情的朗
读儿歌。

2、活动难点：感受歌遥热闹喜庆的作品风格。

3、指导要点：引导幼儿通过倾听、观察理解儿歌内容，感受
儿歌热闹喜庆的作品风格。



1、听录音激发幼儿的兴趣(远处传来热闹喜庆的背景音乐和
鞭炮声)让幼儿猜猜：“是什么事那么热闹啊?”

教师小结：春节到，真热闹，家家户户哈哈笑。

2、听听、看看、讲讲中理解儿歌内容

3、欣赏儿歌。

(2)再次欣赏儿歌。

提问：小动物分别是怎样过春节的?(教师逐一出示儿歌中的
动物角色，与幼儿一起说说、学学小动物所做的事，并引导
幼儿用儿歌的话语来小结。)

4、学习朗读儿歌

(1)引导幼儿看着动物角色练习朗读儿歌

(2)边读边模仿角色的动作以增强朗读的趣味性。

(3)模仿用欢快的节奏朗读儿歌。

讨论：我们应该怎样读才能把小动物们过年时开心的感觉读
出来呢? (引导幼儿观察小动物的表情，并请一些幼儿进行朗
读。)教师以两种不同的对比明显的朗读方法让幼儿判断，找
出最适合这首儿歌风格的朗读方法。

(3)在喜庆的音乐背景下带领幼儿练习朗读，充分感受儿歌热
闹喜庆的作品风格。

(4)分组比赛等多种形式朗诵儿歌，并组织幼儿从朗读时的节
奏、感情等方面进行朗读评价。

5、集体完整朗诵儿歌。



1、评价

2、总结

1、可将幼儿的朗读进行录音，既可提高朗读时的趣味性，又
可在倾听自己朗读录音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评价自我提高朗读
的技巧。

2、可引导幼儿将儿歌的内容绘画出来制作成小书：《过新年》

附儿歌：过春节春节到，真热闹，家家户户哈哈笑。

黄狗贴春联，山羊把地扫，猴子买糖果，花猫蒸年糕。

松鼠宝宝剥花生，母鸡大婶搓元宵，三个小猪来拜年，穿着
新衣戴新帽。你来舞龙灯，我来踩高跷。放起爆竹劈啪响，
恭喜恭喜春节好。

欢欢喜喜过春节篇七

1．体会我国传统的春节活动的热闹氛围，感受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热烈向往。

2．发现春节活动的新鲜事，有趣事，了解全国各地欢庆春节
的风俗。

3．懂得收红包的礼仪。

体会我国传统的春节活动的热闹氛围，感受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热烈向往。

1、教师收集、拍摄能反映各地生活实际的类似庙会的视频
（集市、舞龙灯等）。



2、做好微课视频。

春节经历对每一个学生来说并不陌生，但学生往往把注意力
更多地停留在对于春节吃喝玩乐本身的表层体验上。因此，
在设计时，我们除了通过营造、再现春节的节日气氛，还让
学习了解各地的春节习俗，体会我国传统的春节活动的热闹
氛围，感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

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元旦是全世界人民
共同庆祝的节日，我们还有自己传统的，最隆重、最盛大的
一个节日，你们知道是什么节日吗？嗯，那就是春节了。

了解春节的时间

快到马年了，今年的马年春节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呢，你们可
以从日历找找吗？今年的马年春节是从1月31日正月初一到2
月9日元宵结束。

元旦和春节在日历中的位置是不同的，元旦是公历新年的第
一天，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新年；春节是我国农历新年的
第一天，现代民间习惯上把过春节又叫做过年。春节是中华
民族最古老、最隆重的节日。

过渡：过年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派热闹的
景象。刚好这里正在举办春节展览会，我们可以一边参观，
一边了解春节时，各个地方的不同习俗。

了解大扫除、贴春联、放鞭炮、拜年、包饺子、做年糕、舞
狮子、耍龙灯，逛花市，吃年夜饭等习俗。

重点介绍春联和吃年夜饭，懂得收红包的礼仪。

观看全国各地全国各地、各族人民，以及海外华人欢庆春节
的热闹场面。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顺利！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家庭
幸福！

欢欢喜喜过春节篇八

幼儿春节活动的照片。

1教师与幼儿互相问春节好。

师：你是在哪里过春节的？

春节你去了哪里玩？和谁去的

看到了什么？

春节你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

2有的小朋友春节好拍了照片，你们想看吗？大家把春节照的
照片拿出来，然后找朋友，一起看。（小朋友三五成群地一
起看）

3幼儿讲述自己在春节时的有趣的事情。

4现在有小朋友想看看其他小朋友的照片，那就把你的照片贴
到语言区的墙上，给其他小朋友看看你在过春节的有趣的事。

延伸活动：幼儿边看边讲述边用纸笔画出自己过春节的事。

四、效果分析：

通过宝宝过春节的活动，仿佛又让小朋友们回到了春节时的'
开心氛围中去了，一时间难以收复小朋友们兴奋的心情。通
过活动的目标要求的学习，我们间接地指引幼儿培养倾听的
好习惯。



1通过谈话使幼儿回忆过春节的快乐，共同分享快乐。

2引导幼儿认真听其他小朋友的讲话，培养幼儿倾听习惯。

欢欢喜喜过春节篇九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也是孩子们最期待和最喜欢过
的节日。正值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为了让幼儿了解春节的一
些传统习俗，加深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识，能向同伴或长辈
表达新年的祝福。结合《指南》社会领域，我设计了本节教
学活动《欢欢喜喜过春节》，鼓励幼儿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
对春节传统习俗的了解和认识，激发幼儿乐于对同伴、对长
辈表达新年的美好祝福，感受春节带来的欢乐。

1、了解春节的一些风俗习惯，加深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识和
了解。

2、学会向同伴或长辈表达新年的祝福，体验春节给人带来的
快乐。

儒灵童教学软件；

音乐：《春节序曲》、《辞旧迎新拜大年》、《琵琶语》；

灯笼、春联、压岁包、鞭炮、窗花、喜庆的服饰、糖果等物
品；

面巾纸、颜料、湿巾。

导入活动：谈话，感受春节的浓郁氛围。

1我们的好朋友儒灵童也来跟大家一起过年了，让我们一起动、
跳起来吧。向孔夫子问好！



环节一：听故事《河马先生过春节》了解春节的习俗。

河马先生和小朋友们是怎样过春节的？

小结：过春节有不同的习俗，全家人一起贴春联、吃饺子、
放烟花、看春节联欢晚会，有的地方吃汤圆、吃年糕，感受
春节的快乐。

环节二：看动画，学会说春节祝福

师：宝宝是怎样给爷爷奶奶拜年的？

原来拜年是有讲究的，要说吉祥话，你们会拜年了吗？让我
们一起去拜年吧！（伴随音乐对现场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老师拜年，说吉祥话）。

小结：过春节代表小朋友又长大了一岁，我们要更加讲文明
懂礼貌，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棒！

环节三：有节奏地朗读儿歌，感受儿歌中表现出过新年的欢
快气氛。

鞭炮响锣鼓喧，贴福字挂春联。

访亲友去拜年，敬长辈，过大年。

师：古代的时候，人们把过年写成一首诗了，杨老师给你们
说出来听哦：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元
日）

环节四：扎染窗花，巩固对春节的认识。

1、示范制作方法

师：看看老师是怎样变魔术的？折纸、扎染。



2、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小朋友，你们的小手真能干，制作的窗花可真美呀！快来让
客人老师也看看好不好看。我们带着美丽的窗花赶紧去装扮
我们教室吧！

欢欢喜喜过春节篇十

情感与态度：体会春节期间的热闹氛围，感受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热烈追求。

行为与习惯：从与家人准备年夜饭的活动中，学会分担家务
劳动;从与家人共进年夜饭的活动中，感受亲情的温馨和美好，
学习礼貌待人、文明进餐。

知识与技能：知道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了解一些有关春
节的习俗。懂得文明、安全、快乐过节的技巧。

过程与方法：体验提出问题、探索问题的过程。尝试用不同
的方法进行春节的探究活动。

从学生的心理特点与认知程度来看，孩子们一年中最盼望的
节日莫过于春节了。但他们对于与年相关的社会常识还缺乏
相应的了解。

从学生的社会环境与生活基础来看，由于春节是中国人民的
传统佳节，每到这一盛大节日来临之际，全国各地的人们都
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庆祝春节，迎接新年。孩子们身处其中，
乐在其中，吃年夜饭，守岁，走亲访友，收压岁钱……种种
习俗，使孩子们充分感受到了这一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充分感受春节的喜庆欢乐，了解一
些有关春节的习俗，学习礼貌待人、文明进餐。并注意节日
期间的安全。教学难点是在教学活动中了解春节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节日，感知春节与元旦的不同，并树立安全意识。

针对学生实际，要想突破重难点，让学生有所感悟，教师可
从查日历入手，让学生通过看录像、谈年夜饭等生动形式，
了解与年有关的知识。结合春节燃放鞭炮、参加庙会等活动，
教给学生一些安全小常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要就事论
事，而是应侧重在通过各种活动，引导学生了解家乡和各地
过新年的风俗，激发和培养学生对节日文化的兴趣。增长学
生的社会生活常识，了解民风民俗。使学生乐于参加有意义
的节日活动，并能以自己的方式爱亲敬长，注意节日安全。

感受春节的喜庆欢乐，了解一些有关春节的习俗，学习礼貌
待人、文明进餐。

在教学活动中了解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感知春节和
元旦的不同，并树立安全意识。

教师准备：准备相关年俗饰品，制作教学课件。

学生准备：向家人了解过年常吃的食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课时安排：3课时

第1课时完成话题“迎新春”的教材内容。

第2课时完成话题“年夜饭”的教材内容。

第3课时完成话题“拜年”的教材内容。

备注：“平安过年”穿插于各课时中完成。

第1课时

活动一日历上找春节



2.提问：那么今年春节是哪一天呢，你们有什么好办法找一
找吗?

(1)查查日历，找找今年的春节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教师出
示当年的挂历或台历。)

(2)找不同：元旦和春节在日历中的位置有什么不同?

(3)小结：元旦是公历新年的第一天，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
新年;春节是我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是中华民族的最隆重、
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3.过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迎接春节的到来!(出示课题：
迎新春)

活动二喜气洋洋过春节

1.播放动画：年的`传说，了解“年”的来历。

(1)提问：同学们，你们知道“年”的来历吗?谁能讲一讲。

(2)[播放动画：年的传说]

(3)小结：过年是中华民族一个传统节日。现代民间习惯上把
过春节又叫做过年。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隆重的节日。

2.提问：你们喜欢过年吗?为什么?

板书：欢欢喜喜过春节

全班交流。(让学生畅所欲言，与同学一起分享自己最高兴、
最难忘的过年经历。)

3.提问：过年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你们家是
怎样过春节的?周围的邻居们呢?(引导学生在交流中了解本地



的过年风俗。)

(1)追问：春节时，你们家里会预备什么好吃的东西?

(2)问：除了吃一些有特色的食品，你家里还做什么?怎样布
置呢?

(3)[播放视频：春节]

(4)小结：春节是中国独有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全国各地
各族人民都会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旅居海外的华人也用自
己的方式庆祝这个最隆重的节日。

4.谈话：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各地的人们是怎样庆祝春节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