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教案 

传统文化教案(精选 1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通过教案准备可以更

好地根据具体情况对教学进程做适当的必要的调整。如何把教案做到

重点突出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传统文化教案，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传统文化教案 1 

一、教学目标： 

了解我国优秀的民间剪纸艺术，体会剪纸的类型和特点以及表现

的内容，掌握剪纸的剪刻方法，会灵活选择方法创作剪纸作品。 

二、重点难点： 

了解我国优秀的民间剪纸艺术，体会剪纸的类型和特点以及表现

的内容，掌握剪纸的剪刻方法，会灵活选择方法创作剪纸作品。 

三、课前准备：课件、剪纸，剪刀，纸 

四、教学过程： 

第 1 课时 

师生互动过程: 

一、聆听美的枕声 

1、检查学具，稳定学生情绪。 

2、播放歌曲《新年好》。加强美术与音乐的联系，创设一种过年

的气氛。 

导入新课 

二、回想美的画面 

1、牵引:优美的歌声，强烈的节奏，我们眼前又浮现了过春节的

情形。 

2、显示:课件显示过春节的一组镜头。(镜头特写:礼花、灯笼、剪

纸、对联、舞狮……) 

3、设问:劳动人民在过春节的时候都有些什么习俗? 

4、评论:过春节时为什么要贴剪纸? 



5、:贴剪纸能把节日装扮得更加喜庆，它是劳动人民对生活的讴

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板书课题:剪纸通过播放录像，渗透民间美术的特点，创设情境，

激发情感。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通过回想熟悉的画面，强化学生艺术体验，

让学生感悟到美术的语言魅力和特点。 

教学新课 

三、感受美的艺术 

1、简介剪纸。 

课件边显示剪纸作品，边解说，并配以古乐曲《流水》，使学生

感受到古代艺术之美。 

剪纸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晋时就己形成。剪纸艺术是

真正的劳动群众的艺术，创作者大都是农民和农村妇女，题材与农村

生活密切相关，如丰硕的果实、田园生活、花鸟虫鱼等。它是对自然

的赞美、对生活的赞美、对人们的祝福、对未来的向往。劳动人民凭

着简单的一把剪刀或一把刻刀一张纸，就能创造出许许多多生动活泼

极富有艺术情趣的艺术形象。正如郭沫若所说:"一剪之巧夺神功，美在

民间永不朽"，这确是对民间剪纸艺术最恰当的。 

2、体会剪纸类型和特点 

1)定向:课件显示导学题。(播放古乐《荫中鸟、姑苏行》。) 

①剪纸艺术有几种类型? 

②剪纸艺术有什么特点? 

③谈谈看完后你的感爱? 

2）自学:学生带着上述问题，在音乐背景下，自学课 

本。 

3)交流:小组自由交换看法。 

4):在教师参与下，共同得出结论。 

①类型;从色彩上分有单色，如第 22 页的 5 幅作品，套色，如第

23 页的左下角的作品。 

板书:色彩一一单色、套色 



从技法上分有阴刻，例如作品《虎》、有阳刻，例如作品《蝶恋

花》《喜鹊登梅》等。 

板书:技法一一阴刻、阳刻 

②艺术特点:单纯、质朴、简练、装饰性强。 

板书:特点一一单纯、质朴、简练、装饰性强 

5)演讲:指定几名同学上台畅谈观后感，教师适时 

点拨。 

3、学习剪纸造型的方法。 

1)创设学习情境。 

①谈话:欣赏完了剪纸作品，同学们感慨万分，这 

些剪纸作品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请观赏《金鱼》的创作过程。 

②演示:课件显示金鱼的照片，然后抽象，概括出金鱼的大体外形，

通过夸张，提炼的手法画出金鱼的主要构造，最后剪刻成剪纸作品

《金鱼》的艺术形式(见图 1－图 3). 

2)诱导学习动机 

①谈话:大家了解了剪纸造型手法，怎么制作呢? 

你们想不想知道?老师今天剪一幅蜻蜓作品。 

②激趣:教师用极快的速度剪出一幅蜻蜓图。(见图 

③设问:老师剪得好不好?快不快?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试一试? 

好!老师和你们一起研究剪剪纸的方法。 

4、研究剪纸的技法。 

1)介绍用具:剪刀、刻刀、胶水、红纸等。 

2)教师示范(见图 4－图 7) 

①思考要表现什么内容。 

②把要剪刻的内容画在白纸上，对称图形要将纸对 

折，注意图形之间的连结;非对称图形注意图案间的连结。 

③把画稿放在大红纸上，用大头针固定，先用刻刀刻最细小的部

分，然后从中间向四边刻，最后用剪刀剪外边。(说明:方法可创造) 

④剪成后，在背面涂好胶水，轻轻将剪纸压在白纸上，再用一张



白纸盖在上面，用手压严即可。 

3)步骤: 

学生根据教师示范制作步骤，教师随学生回答板书: 

步骤一一构思、起稿、剪刻、装裱。通过品古乐，欣赏剪纸艺术，

听介绍，树立学生民族自豪感，培养他们热爱传统文化的感情，提高

艺术感知能力。 

培养学生自学 

能力，为学生终身学 

习打基础。 

培养团结协作，集思广益，共同进步，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概括时，答案力求个性化;演说时，鼓励发表独特见解，这有利于

培养学生主见和个性化人格。 

通过演示《金鱼》的创作过程，使学生感受到美源自生活，又高

于生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表演绝活引发学习兴趣。 

在学生强烈需求下，与他们探讨剪刻方法，能使他们记忆深刻。

教学中，鼓励学生尝试用其它工具，用其它方法制作剪纸，力求在继

承传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艺术创作 

四、实现美的创造 

1、作业要求:自主构思，题材不限，方法不限。 

2、出示范画:出示几幅剪纸作品(图略)供学生。 

3、自由讨论:打算剪什么，同桌相互讨论。 

4、学生实践：学生作业，教师辅导使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

相互联系，尝试用艺术的方式表现生活。 

全课五、品评美的创想 

1、优秀作品展评 

挑选几副好作品展览，师生一起作品。 

2、学习情况。 

这节课我们了解了剪纸艺术的历史，特点、掌握了剪纸的方法，



希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来弘扬民间艺术，装扮我们的生活。注重个性化，

提高审美情趣 

社会实践六、进行美的探索 

教师就社会实践活动提要求: 

1、实践内容:调查本村有多少人会剪剪纸，会剪什么样的剪纸?查

资料了解我国各地剪纸各有什么特点?收集一些好的剪纸作品。 

2、拟订:学生课余自由纽合成一些小组，确定采访和查阅资料的

时间、对象、方法、活动步骤等，填在《关于剪纸的社会实践活动表》

上(见附表)。 

3、实施活动，在小组长带领下，按实施，遇到难题要协商解决。 

4、交流:一星期后，各小组完成调查，并写好调查报告，在学习

民间艺人剪纸作品的基础上，创作几幅作品与同学交流。培养学生团

结协作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引导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培养他们

热爱民间艺术的情感。 

传统文化教案 2 

活动目标： 

1、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通过中秋节让学生初步理解中国传

统节日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核，真正了解节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帮

助青少年增强科学节日文化理念，弘扬创新节日文化。 

2、介绍中秋节的来历，了解中国各地过中秋的风俗和传奇故事。 

3、画出你心中的中秋节。 

活动时间： 

20xx 年 9 月 25 日 

活动准备： 

师生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中秋节的资料。（中秋节的传说故事、习

俗、诗歌等） 

活动地点： 

x（x）班教室 

活动过程： 

老师导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从去年开始，国家把这



个节日定为法定节日，休息一天。从而可以看出，中国逐渐对传统文

化和民俗越来越重视。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中秋佳节，一起来感受中

秋佳节。 

一、齐读班会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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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秋节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它有许多习俗，我们知道

些什么习俗都可以说出来哦，看谁说的多？ 

（拜月娘、赏月、吃毛豆芋艿、吃月饼等等） 

三、故事引趣： 

1、师引： 

中秋节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可是非常重要的佳节。“月圆人团

圆”，那是一个温馨和谐、及富诗情画意的节日。中秋节最有名的传

说故事就是嫦娥奔月了，现在就让老师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嫦娥奔月 

2、继续介绍关于中秋节的神话故事 

月中玉兔吴刚伐挂树 

四、中秋诗词佳句知多少： 

老师：有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团圆节这份思念当然会更密切，

尤其是一轮明月高高挂的时期，诗人就会用诗词来表达对家乡、亲人

的思念。 

（1）、出示图片 1 

老师问：我们来看这幅画，队员们脑中有没有最佳的诗句来配这

幅画中的情景。 

——（李白的《静夜思》） 

队员齐背《静夜思》。 

（2）、老师：中国画诗书画印融为一体，这幅中国画书画印都有，



惟独缺诗，我们给它题首诗，使它变得更完整。 

（队员发言）（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选自李白《月下独

酌》）（你们知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句话出自谁人之口

吗？ 

（3）对了，几百年前丙辰中秋的一个夜晚，正是大文豪东坡先生

写下了著名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就出自这首词。老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绝妙

好词。 

（4）有感情朗读：苏轼的《水调歌头》，刘禹锡的《八月十五夜

桃源玩月》 

（5）学唱苏轼的《水调歌头》 

我国的诗人大多是忧国忧民的，又大多是命运坎坷的，他们经常

流浪在外，客居他乡，思乡成了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有了

许多以思念故乡为题材的诗作，你还知道哪些呢？ 

（6）指名背诵《泊船瓜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 

五、老师总结： 

同学们了解了那么多关于中秋节的知识，又为过今年的中秋节出

了那么多好主意，虽然大家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庆祝这个传统佳节，

但每个人心中有个共同的最美好、最传统的愿望，那就是：花常开！

月常圆！人常在！老师感到好开心！看来，我们中队是一个完整的大

家庭，就像中秋节的月亮一样圆圆整整！ 

传统文化教案 3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单姓、复姓及百家姓的含义。 

2、能与同伴交流自己对姓氏的认识，认真倾听他人的观点。 

3、感受中国姓氏的丰富，萌发认识百家姓的兴趣。 

活动准备： 

1、幼儿几姓氏卡片、教师姓名卡片，《百家姓》音乐、水彩笔。 

2、伟人、科学家、运动员等名人的图片，《我爱你中国》。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了解自己的姓氏，激发幼儿对姓氏的兴趣。 

（1）出示自己名字的卡片，使幼儿知道名字的第一个字是姓。提

问：老师姓什么？名字中的哪个字是老师的姓？ 

（2）出示幼儿姓氏卡片，让幼儿在其中找出自己的姓，在黑板上

摆成一排引导幼儿读一读自己的姓。 

2．引导幼儿通过比较找出同姓的人，初步了解百家姓的含义。 

（1）点数黑板上的姓氏并与幼儿人数作比较，引导幼儿发现有人

同姓。提问：数一数黑板上有多少个姓？姓 x 的小朋友有几个？ 

小结：一般来说，家中的爷爷、爸爸、哥哥、弟弟、姐姐、妹妺

和自己是同姓的。 

（2）引导幼儿讨论：有相同姓氏的小朋友是不是自己的亲人？小

结：传说很久以前，中国同姓的人都是一家人。 

3．引导幼儿找一找不同的姓，进一步感受百家姓的含义。 

（1）请幼儿说出自己知道的 其̀他的姓氏，感受中国姓氏的丰富。

教师将自己知道的其他姓氏写在白板上，请幼儿点数姓氏数量。 

（2）播放《百家姓》音乐，请幼儿阅读《我爱你中国》第 4 页，

读一读《百家姓》 

中的前 20 个姓。提问：姓氏会传下去吗？传给谁？你还知道其他

哪些姓？ 

小结：《百家姓》里记载了 500 多个姓氏。我们的姓氏会传给子

孙。 

4．了解单姓、复姓。激发幼儿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1）出示中国名人的图片，请幼儿说出他们的姓和名。 

（2）结合司马光的照片，引导幼儿初步了解一个字的是单姓、两

个字的是复姓。 

（3）请幼儿说说这些人做了哪些了不起的事情，能让人们记住他

们的名字。 

传统文化教案 4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从生活中的饮食着手，初步了解传统节日中相关的饮



食，学会观察生活和搜集资料，体会饮食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激发学

生口语交流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引导学生在互动的学习过程中，学会使用正确、得体的语言把

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做到声音响亮，条理清楚;学会合作，促使学生

在语言实践中发展语言。 

3.在交流中学会倾听，鼓励学生能具体、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活

动成果。 

4.引导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善于发现生活中随时随处包蕴的传

统文化，牵引学生爱国情愫，激起学生的自豪感与爱国热情。 

教学重点 

从生活中的饮食着手，引导学生乐于交际，并把要说的内容条理

清楚地叙述明白。 

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口语交流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学会使用正确、得体的语

言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做到声音响亮，条理清楚。 

教学准备 

课件生活照食物头饰调查表相关的儿歌童谣、妙语佳言等桌椅分

成四大组，呈方阵黑板布置 

预设过程 

一、激趣导入，话饮食。 

同学们，咱们浙江可是个“鱼米之乡”，美味佳肴数不胜数。那

么，你平时都喜欢吃些什么呢?请学生各抒己见，并表演一下吃自己最

喜欢的食物时的样子。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物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不仅如此，许多食品都包含着特别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

题(板)：饮食的传统文化。 

从日常生活引入，让孩子们通过已有的经验、感受来说一说自己

喜欢的食物，力求在课一开始就打开学生的话匣子，为学生提供一个

自由想象的空间，激发起学生心底的期待与好奇，引发他们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使他们感到有话可说，有话要说，让他们带着情感，怀着



兴趣，走进交际情境快乐表达。 

二、重现生活，选饮食。 

活动(一)：观看饮食诉衷肠。 

1.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丰富的食品，充满了诱人的香味。请同

学们一边看一边选一选自己最钟爱的食品。(课件播放具有民族、地方

特色的食物及品尝的情景) 

每播放一种食物就让学生抢答诉说，如：这是什么食品，曾在什

么时候吃过，味道怎样等。组织评议，给予及时地鼓励。 

2.自由选择刚才课件中播放的一种食品，说说为什么喜欢它。 

3.展示若干生活照(班中孩子在品尝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食物的

情景)，让学生认一认照片中的主人公、食物，请学生调理好自己要表

达的内容后指名说一说。 

选择播放学生自身品尝过或见到过的感兴趣的饮食，让学生在情

境中互动起来，有利于帮助学生找到交际的金钥匙，感觉有话可说，

为体会饮食文化作铺垫。 

活动(二)：分组互动悟传统。 

1.出示四种传统食品，分别为粽子、汤圆、月饼、清明果，放于

四大组，请学生选其一种并迅速坐到那一组当中。结合发下的讨论提

纲组织各大组讨论， 

参考内容： 

①本组的食品通常在什么节日里出现? 

②能介绍一下它的样子吗?味道怎样? 

③你们组觉得这种食品中蕴含着什么意思? 

④你们组搜集了哪些与这种食品相关的资料(如儿歌童谣、成语、

故事、格言等)? 

⑤你们组还有哪些新的发现? 

2.指名带着本组的食品上台介绍，共同评议，评议参考内容：可

以按提纲把本组食品介绍清楚，说话有条理，能让人听明白，声音响

亮，口齿清楚等。 

3.请学生出示自己的调查表(一)，各组结合刚才的点播再次进行组



内交流，取长补短。表格预设如下(为机动题)： 

4.各组选派 1--2 名组员进行组间调换交流，师巡视加入学生活动，

并将学生的调查表展示于黑板上。 

小组内及组与组之间的口语交际过程，使得每一个学生都有了听

话、说话的机会。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可以无拘无束地进行听与说的

训练，真正实现了“听与说的双向互动过程”。这样，不但能有效地

提高学生合作交际的能力，还能为一些不敢发言的学生消除恐惧心理，

使大家都变得敢说、愿说、乐说。而教师在学生小组合作的过程中，

以“参与者”的身份深入到各小组中指点、协调，起到了“幕后导演”

的导向作用，关注培养了学生合作意识，团队精神，促进学生的感情

升华。 

三、集思广益，赞饮食。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正如同学们搜集的，生活中的饮食文化气

息还相当丰富。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赞美着我们所不可缺少

的食物，也有许许多多的人通过食物来寄托自己的思念，诉说自己美

好的祝福。 

传统文化教案 5 

教学目标 

1、懂得礼仪是中华传统的一种美德。 

2、在生活中应该注意哪些文明礼仪的行为。 

3、结合自己并能谈发生在身边的事所受到的启示。 

教学重点 

如何按照礼仪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教学时数：1 

教学过程： 

一、 复习回忆，导入新课。 

1.指名学生背诵：弟子规。 

2.板书课题：出示：有关传统礼仪的内容。 

二、初读课文，读通读顺(读) 

1.出示要求： 



(1)读懂意思。 

(2)明白其中的道理。 

2.指名说出自己的理解。 

3.同学交流。 

三、教师讲解句意与故事：(讲) 

1、待客之道 

(1) 有客拜访 应将家收拾整洁 着正装，衣着整洁，(尤其夏天更为

注意)不随意出门，侯客而到. 

(2) 客人来 应主动迎出，与客人在门外拱手，主人伸右手请客人入，

客人微一躬谢礼后方可进入，主人在前引路客人跟其后，客人应将鞋

摆放整齐，客人走时脚步应轻些，以免打扰其他家人，主人请客上座，

自己坐客位，客人谢坐后方可坐，主人侯客人坐后而坐，起席，客人

先站起来，主人方能站起来，送客送出门. 

(3) 如内有客人，应都起立，主人为其一一介绍，相互都要见礼，

方可就坐，按说，晚来的客人应众人都坐后方才就坐. 

(4) 主人送茶送水应主动下地亲自奉与，客人双手接过，点头示意。

先奉老后奉少，先奉生后奉熟. 

(5) 如只有两人面对面谈话时，有客人进来时，应主动站起来，让

出座位默默退侧到一旁客位，来者坐下后自己才坐，自己在一旁不要

插话，等二人相邀时方可加入谈话内容当中. 

(6) 递接物品时应双手拿稳物品奉上(古礼 单手为”递“双手为”

奉“ 长辈上级用”递“晚辈下级用”奉“)长辈老师所送礼物，不应推

辞. 

(7) 如会尊长老师 则入门后须行礼问好 自己主动坐客位. 

(8)遇节日 亲朋好友之间应相互拜访串门，相互馈赠礼物，每家每

户都要走到送到，晚辈学生主动到长辈家里去拜节问安，在路上认识

人之间相遇应行古礼，如作揖等. 

2、故事： 

1 礼节要注意： ○ 

2 女孩的进步： ○ 



每一个人从小都要注重自己的礼仪表现，举止要文雅，风度，大

方。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 

四、总结全文，布置作业 (说与写) 

1。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2.结合自己或者身边这样的故事，写一段自己的认识。 

传统文化教案 6 

设计意图 

新年快到了，老师在教室里挂上了中国结。古朴而又漂亮的中国

结给教室增添了节日喜气的色彩。小朋友们不认识中国结，他们好奇

而又热烈地讨论着“老师，这是什么呀？真漂亮啊。”“老师，我家

里的墙壁上也有这个东西的。”“老师，为什么要挂这个东西呢？” 

中国结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间工艺。别小看这小小的中国结，它

身上所反映的情致与智慧正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中的一个侧面。我想，

既然孩子们对中国结有这么浓的兴趣，何不组织一次这样的主题活动，

以让幼儿从小了解我国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我国民间工艺的多

姿多彩，从而萌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关于中国结的初浅知识，喜爱中国结。 

2、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及民间工艺的独特魅力，

萌发民族自豪感。 

活动准备： 

准备“年年有余”等有特殊意义的中国结 

活动过程 

一、交流讨论： 

1、这几天，小朋友们都拿来了中国结，那请你把自己带来的中国

结是什么样的介绍给你的好朋友，好吗？ 

2、幼儿相互介绍自己带来的中国结 

3、说说你喜欢中国结吗？为什么？ 

4、小朋友拿来的中国结有哪些地方是一模一样的呢？ 

为什么中国结是红色的呢？ 



引导幼儿讨论 

二、欣赏感受 

1、老师也带来了中国结，看看和你们带来的一样吗？哪里不一样？ 

2、着重欣赏中国结中的鱼（年年有余）、如意结（吉祥如意）等

作品，说说这些中国结的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幼儿自由讨论） 

三、引导想像 

1、除了我们带来的中国结，想想我们还在哪些地方看到过中国结

呢？ 

2、教师小结：我们中国人真聪明，会编出这么多美丽漂亮的中国

结，而且连外国人都非常喜欢我们的中国结呢。 

传统文化教案 7 

教学内容： 

（一）成语探源（二）成语诗画 

教学目标： 

流利地朗读背诵成语。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搜集、处理资

料的能力。 

教才学情分析： 

成语及成语故事对学生有一定的吸引力，有利于学生吸取传统文

化。 

教学难点重点： 

使学生体会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学懂成语的来源。 

教具：光盘、资料卡、投影仪 

教学过程： 

1、教学“艺海拾贝”部分，师生共同学习“指鹿为马”及其意思，

领略对联语言的魅力。重点讲解“赵高、阿、阴中、诸、法、杞人忧

天、高山流水”等词语。 

2、学生自学“温馨点击”部分，。 

（1）学生自读，借助工具书学习。 

（2）教师帮助学生对景色特点产生一些理性的认识。 

3、学习“活动广角”部分 



（1）教流学生对对联的认识，激发他们热爱祖国文化的情感。 

（2）搜集有关成语及故事取处的资料，比一比，谁搜集的最多最

丰富。 

4、总结评价阶段 

（1）生自我总结，谈自己的真实感受。 

（2）师表扬积极发言的优秀学生。 

板书设计： 

成语探源四面楚歌洛阳纸贵夜郎自大 

杞人忧天闻鸡起舞凿壁偷光杯弓蛇影 

传统文化教案 8 

活动设计 

具体活动方案及流程 

一、背景音乐：(用轻快古风的音乐，营造古代场景氛围，可参考

附件音乐)教师提前将幼儿分好组，提前 10 分钟引导孩子入场，安排

好座位并协助主持人组织好现场秩序。分组以方便之后分批次到指定

场景参与体验活动。) 

二、教师引导全体幼儿用轻快的律动热场。 

1.古诗新唱(幼儿古诗诵读)地点：操场 

2.墨舞丹青(幼儿画国画、写书法)地点：国艺室 

3.韩信点兵(幼儿围棋)中庭 

4.清耳悦心(古筝)地点：中庭 

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潜在资源，配以适当的有效

的活动形式，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让幼儿在活动中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感受传统文化的底蕴与魅力，从而激发爱国情感。 

传统文化是中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国源远流长的象征，它更是与

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他们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并不了解其中所蕴

含的深厚的传统文化，我们开展此活动旨在引导幼儿通过大胆交流中

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发展语言表达能力，培养民俗自豪感。 

活动目标 

1、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乐于交流自己的发现。 



2、大胆探索并发现传统文化琴棋书画的特征和种类，体验张贴活

动的乐趣。 

3、初步了解汉字的演变。 

活动准备 

物质准备： 

1、各种传统文化活动的照片。 

2、宣纸、毛笔、砚台等。 

经验准备： 

1、幼儿有写毛笔字的经验 

2、了解汉字的由来和传说。 

3、联系会写会书法和国画的家长助教活动过程、 

活动过程： 

一、出示琴棋书画的照片，激发幼儿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引导语：看看这些照片都有什么?汉字书是怎么演变来的?国画要

怎么画呀? 

围棋要怎么下 

二、多媒体展示这些活动的照片：引导幼儿一起了解。讨论：他

们在做什么?汉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请个别幼儿起来讲述汉字的由来，教师小结。 

三、出示各种各样的汉字照片，探究汉字的种类。 

1、请小朋友观察这些汉字的形状一样吗?它们区别在什么地方? 

师小结：汉字有好几种，就好像小朋友，他们都有自己的座位，

每个座位上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名字。 

2、介绍春联的种类和名称。 

汉字的种类很多，每个朝代不同的演变形成的字体不一样。四、

畅所欲言——我看到的字体。 

展示小朋友写汉字的照片，请小朋友向其他幼儿介绍照片里的他

正在写的人字。 

五、体验画国画。 

1、教师现场表演画国画，并请小朋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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