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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对象：年龄在 12-13 岁的七、八年级学生。 

    二、教学目标：介绍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

节。  了解中国春节的传统习俗，比较中、西传统节日的

异同。学习并运用相关的字音、字词、谐音字和句子。学

说春节吉祥话。 

    1.会读会写以下 11 个生字：福、恭、喜、财、饺、糕、

余、高、升、吉、利 

    2.知道谐音字：余-鱼，饺-交，高-糕， 到-倒 

    3.重点掌握的句子： 

    a .春节和圣诞节都是在冬天，都有红色装饰。 



    b.春节年夜饭吃饺子，圣诞大餐吃火鸡。 

    4.学说春节吉祥话： 

万事如意  新年快乐  大吉大利  岁岁平安                     

恭喜发财  四季平安  年年有余  步步高升 

学习进步  心想事成 

    三、教学重点：了解中国春节的传统习俗。学习并运

用相关的字音、字词和句子。学说春节吉祥话， 

    四、教学难点：谐音字和句子。春节吉祥话。           

    五、教学方法：导入点拨法、媒体直觉法、活动教学 

法、比较教学法 

    六、教学用具：电脑、毛笔、墨汁、彩色纸、图表 

    七、课时分配：（共 150 分钟） 

 导入及观看动画片（10 分钟）      小组活动（15 分

钟）     小组展示（20 分钟）     手工活动：写“福”

字，剪“春”字（10 分钟） 学习吉祥话（25 分钟）

比较春节与圣诞节（40 分钟） 抢答题（15 分钟）

布置作业和结束语（10 分钟） 

    八、教学过程与步骤： 

   （一）导入（10 分钟）： 



教师朗读课文“过春节”， 然后提出问题导入： 

同学们，你们知道中国人过春节为什么又叫”过年”

吗？过年的习俗有哪些呢？一会儿我们来要看一段动画片-

------“新春介绍”（Youtube），看过之后我要让你们分

成小组把动画片里讲的内容画出来并写出相应的中文。

（由此引出“过年”的习俗。） 

    （二）小组活动（15 分钟）： 

把学生分成 4 个人一组，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讨论

并画出动画片中的“年”以及过年的一些习俗等等。 

    （三）小组展示（20 分钟）： 

每组学生分别到前面展示他们的讨论结果：说一说他

们画的什么，读一读他们写的什么。 

教师：在小组展示的基础上，教师讲解归纳有关谐音

字的知识： 

饺（子）----交 jiāo        （年）糕----高 gāo 

小结：通过各个小组的展示，我们知道了过春节的习

俗。 身在海外的我们虽然不能亲耳听到放鞭炮的声音，但

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贴春联，剪窗花，挂灯笼，看舞狮等

来庆祝我们最重要的节日。 



   （四）学生分成两组，写“福”字、剪“春”字（10 分

钟） 

（a）组：用毛笔写“福”字。教师示范怎样握毛笔书

写基本笔画。学生学习“福”字的笔顺和笔画，体验中国

的传统书法艺术，同时也感受了春节的文化韵味。  

（b）用剪刀剪出“春”字。教师示范“春”字笔画，

学生模仿教师的笔画，先写出“春”字，然后用剪刀剪下。

学生既学(复) 习了“春”字的笔画（“春”字是在第一册

学的），也领略了汉字的美。 

然后两组互换一下，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动手认知

“福”字和“春”字。 

写好了“福”字之后，教师告诉学生可以把它带回家

贴起来，可以正着贴，但是我们喜欢倒过来贴，为什么？

再引出一个“谐音字”知识：到----倒（dào）教师介绍倒

贴“福”字的习俗。 

    （五）学说春节吉祥话：（25 分钟） 

过春节除了这些习俗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

大家互相拜年，那么拜年的时候要说什么呢？我们要说一

些吉祥话。如：恭喜发财。 



下面我们玩儿一个吉祥话的游戏：找朋友。 

教师发给学生事先写好的四字吉祥话，但是被剪成两

半（如：恭喜   -----  发财），每个学生只拿到写有两

个字的纸，然后学生要读出自己纸上的字，另一个学生读

出和第一个学生接着的吉祥话。反复训练听、读和认字的

能力。教师发的纸是： 

如意  新年  大吉  步步  岁岁 

发财  平安   有余  快乐  进步 

事成  高升  平安   学习  年年 

大利  恭喜  四季  心想  万事 

游戏结束后，教师把吉祥话放在黑板上，带领学生齐

读，集中训练阅读能力。 

   （六）再一次引出谐音字： 

年年有余----鱼 yú 

齐读谐音字：余-鱼，饺-交，高-糕， 到-倒 

小结：通过以上的学习，我们了解了中国过春节的习

俗。那么，在加拿大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呢？圣诞节。它

和中国的春节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 

   （七）比较春节与圣诞节：（40 分钟） 



教师给学生每人一张印有维恩图表（Venn Diagram）

的纸，让学生自己先完成图表，不会写的字可以写拼音。

（15 分钟）图表如下： 

 

 

 

教师提示：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时间、装饰、家人、

颜色、   吉祥话、活动、 

教师与学生一起板书：学生读出他们的图表或写在黑

板上：（训练读、写的能力） 

 

 



 

 

 

 

 

 

 

通过填写这个表格，学生认识了春节和圣诞节的异同，

了解了中、西方的文化传统。加深了对中国春节传统习俗

的认知。并且学习掌握以下两个句子，达到能读、能写和

能用。 

1.春节和圣诞节都是在冬天，都有红色装饰。 

2.春节年夜饭吃饺子，圣诞大餐吃火鸡。 

   （八）抢答游戏：（15 大分钟） 

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中国春节的传统习俗，下面

我们就来玩抢答游戏。一个题一分。教师读题，学生开始

抢答。（听、说、想的能力） 

1.中国人庆祝春节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圣诞节 

十二月 

圣诞树 

圣诞老人   

宗教 

绿色 

吃火鸡 

 

 

 

吃火鸡 

 

                                            春节 

 冬天                                   放鞭炮 

红色装饰                            包饺子 

年夜饭                                 吃年糕 

送礼物                                 贴对联 

家人团圆                            贴窗花     

吉祥话                                 压岁钱 

 



2.春节为什么喜欢用红色？ 

3.除夕之夜（12 点）人们做什么？为什么？ 

4.为什么过年有吃年糕、吃饺子的习俗？ 

5.是从谁开始庆祝春节的？ 

6.过年为什么要挂灯笼？ 

7.春节游行中最重要的活动是什么？为什么？ 

8.中国春节有多少天？最后一天叫什么节？ 

 

通过抢答游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强化对春节的了

解，训练学生的听、说和想的能力。 

 

   （九）作业与结束语：（10 分钟） 

今天我们学习了有关中国春节的传统习俗，中国地域

广阔，东西南北各地的风俗并不完全一样，你们来自不同

的地方，今天的作业是把你家乡过春节的习俗写出来，下

次上课时，读给大家听。（学生拿到一张印有灯笼的作业

纸，题目是“过春节”）见附件 

 

 



教学心得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炎黄子孙历代

相传。 但是海外的孩子缺乏实际的氛围体验，如何给他们

介绍中国春节的传统习俗，就成为海外中文教学的难点。

本人根据多年海外中文教学经验，特此设计了这一教案。 

经过实际教学，效果显著。由此感受如下： 

教学目标明确、难点突出： 

本人根据《中文》教材的教学体系和《中国文化常识》

的简介，确定了明确、实际可行的教学目标，学生学习了

相关的生字，谐音字、词语，句子和吉祥话，训练了听、

说、读、写和想的能力，达到了较好的效果。教学中运用

不同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掌握难点，也符合海外学习中文

的特点。  

注重学生个人与小组学习活动相结合： 

教学中贯穿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教学过程中自

始至终安排了不同的学生个人、小组和整个班级的不同活

动。从而激发学生的不同兴趣，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人

人有机会参与，个个有潜力发挥。 

教学形式灵活多样： 



本人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采用了合理、科学

和多样的教学方法。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从开

始播放的动画片，让学生感受春节的氛围，然后是实际动

手写“福”字，剪“春”字，亲自体验中国文字的美，从

“找朋友”说吉祥话游戏到写出圣诞节与春节比较图表，

再到抢答题游戏。这一系列的教学安排均符合海外学生的

心理和年龄特点。 

当然，本课也有不足之处。第一，句子的难度有待加

深，句子的数量可以多到 5 句。第二，可以运用情景教学

法，加入中国传统音乐，用以渲染春节的气氛，更能让学

生体验春节的传统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