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纸浆画目标 幼儿园大班美术活
动教案(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纸浆画目标篇一

1、增进参与环境布置的兴趣和能力，体验成功的快乐。

2、运用粘贴的方法制作灯笼，促进双手的协调配合，养成良
好的操作习惯。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预先拉上绳。

2、 毛钱做的灯笼穗子，固体胶，剪刀。

3、 幼儿操作材料。

1、 出示实物红灯笼，引起幼儿兴趣。

提问：这是什么？你们在哪儿见过灯笼?都见过什么养的灯笼？
设么时候挂灯笼？

2、 出示圆形灯笼范样，幼儿仔细观察，探索灯笼制作方法。

提问：它们是有什么纸做的？是用几片纸做的？是怎么粘在
一起的？



3、 教师边示范边提出制作要求。

（1） 制作灯笼的彩色纸可以是三张，也可以是四张、五张
等。

（2） 对折后在彩纸的反面粘上胶，纸片的边角要对齐、粘
牢。

（3） 粘合最后一篇纸时，先把穗子挂线夹在灯笼中间。

4、 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1） 鼓励能力强的幼儿完成作业后热心帮助别人。

（2） 帮助能力弱对幼儿掌握对折、粘连的方法。

5、 把幼儿制作的灯笼挂起来，共同欣赏。

讨论：说说哪个灯笼做的好，好在那里。

6、出示菱形灯笼范样，引导幼儿探索制作方法，鼓励幼儿回
家尝试制作。

小百科：灯笼，又称灯彩，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工艺品。
起源于20xx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前后，人们都挂起象征团圆意义的红灯笼，来营造一种喜庆
的氛围。

大班纸浆画目标篇二

1．能根据自己手型的变换来进行描画，学习手型画的方法。

2．在活动中大胆发挥想象和创造，体验手型画的乐趣。



3．大胆进行添画和用色。

画纸、油画棒、范画。

活动重点：

能根据自己手型的变换来进行描画，学习手型画的方法。 活
动难点：

根据自己变换后的手型进行添画，大胆用色。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可爱的动物
朋友，它给我们出了一条谜语。(图片)一棵树，五个叉，不
长叶不开花，做事情全靠它。谜底就是手，然后师生同唱
《我有一双勤劳的手》，师生共同玩手指游戏：石头、剪子、
布的活动，做各种手势，如小狗汪汪汪、小鸟飞飞飞、小猫
喵喵喵、小兔子跳跳跳等，为做各种手形打下基础。

怎样变的?

1．提问：小朋友，你能把你变换出的手型画出来吗?谁愿意
上来画一画，请小朋友仔细看他是怎样把变出的手型画出来的
(请幼儿讲)。

2．师小结：先把自己变换的手型放在纸上不动，再用握笔的
手沿手的外型轮廓画，画出的图案叫手型画。然后再根据你
画出的图案进行添画。

3．范画欣赏。

请幼儿欣赏老师的范画，启发幼儿大胆想象。

1．先变换手型，然后再画变换的手型，再根据你画的手型来
添画涂色。



2．鼓励幼儿自己动脑筋，大胆画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图案。

1．教师引导幼儿围绕重点（根据自己手型的变换来进行描画
的程度）来进行评价。

2．教师引导幼儿根据本课时的难点（根据自己变换后的手型
进行添画，大胆用色）进行评价。

3．老师把幼儿的作品展示在画墙上。

大家说美不美啊，我们的双手真像是一位魔法师！那么，老
师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好好运用自己能干的小手，把我们的世
界装扮的更加美丽多彩！

本次教学活动，也作为我们大班行为跟进式的研讨课。在第
一次的教学活动后，我们大班组的全体老师都帮我出谋划策，
和她们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教案，让我深受感动。所
以在第二次的教学活动中，孩子们的思维更活跃了，想象力
更丰富了。整个教学活动也比较流畅。

本次活动也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教师的话太多，一直在
重复某些词语，在最后美术评价的过程中，应该把好的作品
都展示出来进行讲评，并要顾及全体幼儿。

大班纸浆画目标篇三

1、能利用种子进行粘贴作画，根据种子不同的外形特征表现
一定的物体形象。

2、发现自然材料的美，体验成功的乐趣。

3、能在活动中耐心、细心完成作品。

1、收集不同种类的种子如“瓜子、芝麻、绿豆、黑米、大红



豆等，每组提供一份。

2、不同颜色卡纸画、胶水、棉签、卫生纸若干。

3、课件《种子粘贴画》。

1、出示“种子盒”，导入活动，激发幼儿兴趣。

（1）师：小朋友，我这里有个宝盒，里面装来哦很多宝贝，
我要请小朋友摸出来，看看是什么。

（2）教师摇动盒子，请个别幼儿摸盒子里的东西（种子）。

2、种子黏贴画

（1）师：种子说它已经和你们很熟悉了，这次它们想和小朋
友做一个游戏，游戏的名称叫“种子黏贴画”。

（2）教师展示各种种子黏贴画让幼儿观赏。

（3）示范讲解操作过程和注意事项。

（1）师：首先，用棉签沾上胶水涂在图画里，然后选择你喜
欢的种子粘在胶水上面，粘上后用嘴巴吹一吹。如果是小米
可以直接撒在上面。

（2）幼儿黏贴种子画。

3、作品欣赏、评价。

美工区投放各种便于做黏贴画的种子，让幼儿继续制作黏贴
画。



大班纸浆画目标篇四

1、在认识和了解海洋动物的基础上，用简笔画表现它们的形
态。

2、养成大胆用色、均匀涂色的良好习惯。

3、喜欢参加美术活动，感受绘画的乐趣。

4、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5、鼓励幼儿乐于参与绘画活动，体验绘画活动的乐趣。

视频、勾线笔、蜡笔、教师范画一张。

一、观看视频，引起主题。

二、教师示范。

（教师边说边示范画）小丑鱼：它的身体是什么形状的？它
的身体是圆形的，用弧线来画出它的嘴巴、鱼鳍还有尾巴。
别忘了给鱼鳍还有尾巴画上直直的鱼刺。然后画上眼睛，在
画眼珠的时候要记得留白，最后用波浪线来装饰它的身体。

鲨鱼：我们先画一条直线，接着用弧线来画嘴巴，鲨鱼有锋
利的牙齿，我们要用折线。用其他的弧线把身体画完整，鱼
鳍和尾巴是三角形的。

石头：海底有什么呢？石头大大的，我们可以用光滑的弧线
画。

水草：水草怎么样的？大家都还记得扭扭草吗？水草也是用
弧线扭啊扭啊，一根太孤单了，我们再画几根。



珊瑚：珊瑚就像一根根的小树枝，我们用弧线来绘画。

热带鱼：这种鱼身体扁扁的，我们先画两条弧线，再用一条
弧线连起来，尾巴也是弧线哦。添上眼睛和身体这条鱼就完
成了。

剑鱼：老师还认识一种剑鱼呢，它身体瘦瘦的，背上有刺一
样的东西，我们用直线来画。

水母：老师还要给你们介绍一个新奇的朋友呢，叫水母，它
的身体呀是一个扁扁的圆形，这是眼睛和嘴巴，它的脚呀和
我们的水草一样，用光滑的弧线扭啊扭啊，真好玩。

海星：它和什么长得很像呢？原来是我们的五角星，不过海
星的身体可比五角星圆润呢，每个角都是弧线。

螃蟹：我还想在这里画一只螃蟹，螃蟹是什么样子的？身体
圆圆的，眼睛凸出来，还有两个厉害的大脚，其他的小脚画
上直线，然后一折就可以了。

贝壳：海底还有贝壳呢，我们画一个大半圆，再画个小半圆，
装饰上线条，贝壳就完成了。

师：咦，海底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东西呢，一会小朋友可以
发挥想象，把你想到的东西画出来。

三、幼儿创作，教师巡回指导。

师：海底世界这么美丽，你们想不想画一画自己的海底世界？
好，现在大家行动起来吧。

四、总结评价，结束活动。

师：小小画家们，你们都完成了吗？谁愿意来给大家讲讲你
的海底世界里都画了些什么。



师：小朋友画得真不错，我们拿着自己的作品去给隔壁的小
朋友欣赏一下吧。

《海底世界》教学反思 《海底世界》是一篇科普文，以生动、
活泼、有趣的语言介绍了海底奇异的景色和丰富的物产。因
此我从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入手，前后照应让学生抓住文章是
围绕“景色奇异”“物产丰富”来写的，接着让学生去找哪
些段落写了景色奇异，哪些段落又写的是物产丰富，先理清
课文的主要脉络，发现课文描写了海底动物、植物、矿产，
既是物产丰富又构成了海底奇异的景色。

海底世界非常奇异美丽，但学生真正见过的不多，因此我运
用现代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从互联网上找到、截取并制成了
具有生动、直观的视频录象，播放海底里奇形怪状、色彩鲜
艳、瑰丽无比的珊瑚和那些见也没见过甚至是听也没听说过
的形态各异的鱼儿，学生一定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利用
视频的播放创设情境，再通过形象的画面理解自然过渡到对
课文内容的理解，这样学生的积极性会更容易被调动起来。

课文二、三自然段描写课海底的动物，海底的“各种声音”
是一个谜团，学生难以想象、猜解和区分。课文用“有
的……有的……有的”句式列举出来，每句又用比喻的修辞
方法对声音进行了描摹。这样，海底各种动物发出的不同声
音就介绍得一清二楚。我在教学时，抓住这四个句子，结合
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情感体验，让学生模拟一下蜜蜂“嗡嗡”、
小鸟“啾啾”、小狗“汪汪”和打鼾的声音，比较他们的不
同，从而想象出海底动物发出的各种奇异的声音。这样的教
学方法，不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使学生深刻地
了解了文章所描写的内容。课文第三自然段写了动物的活动，
课上我通过分析语句的说明方面，让学生通过列数字的方面
了解海参速度的慢和梭子鱼速度的快，了解作者用打比方的
说明方法进一步体会梭子鱼的快等。



大班纸浆画目标篇五

1、学会运用泥工的多种技能，表现海洋中的动物与植物，并
学会用小棒雕刻的方法来表现细小的部分。

2、发展观察力，初步的表现力和创造力。

3、鼓励儿童发现生活中的美，培养幼儿对美术的热爱之情。

4、根据色彩进行大胆合理的想象。

每人一个透明的金鱼缸或造型各异的瓶子，泥块，小棒，海
底世界的录像。

1、组织幼儿观看海底世界的录像，导入主题。

教师：小朋友，我们在电视中看到海底世界有哪些动物和植
物？

教师再放录像一次，观察海底的动物是什么样子的：重点观
察各种画类、乌龟、虾的外形特征。

2、教师讲解制作要求，重点讲解雕刻方法。

教师：今天老师请小朋友来塑造出海底世界的景象，请小朋
友将你想做的动物及植物用泥雕在鱼缸表面，做完后为了让
小动物做的更加形象。小朋友还可以利用这些小棒在动物或
植物的表面雕刻出相应的花纹。

3、幼儿动手操作，教师指导。

指导能力较差的幼儿首先确定主要内容。制作出简单的动物
形象，利用小棒，简单雕刻。



指导能力强的幼儿表现出有情节的性的画面。通过制作，水
纹波及草等画面更加完整。

4、评价。

《海底世界》是一篇科普文，以生动、活泼、有趣的语言介
绍了海底奇异的景色和丰富的物产。因此我从文章的开头和
结尾入手，前后照应让学生抓住文章是围绕“景色奇
异”“物产丰富”来写的，接着让学生去找哪些段落写了景
色奇异，哪些段落又写的是物产丰富，先理清课文的主要脉
络，发现课文描写了海底动物、植物、矿产，既是物产丰富
又构成了海底奇异的景色。

海底世界非常奇异美丽，但学生真正见过的不多，因此我运
用现代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从互联网上找到、截取并制成了
具有生动、直观的视频录象，播放海底里奇形怪状、色彩鲜
艳、瑰丽无比的珊瑚和那些见也没见过甚至是听也没听说过
的形态各异的鱼儿，学生一定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利用
视频的播放创设情境，再通过形象的画面理解自然过渡到对
课文内容的理解，这样学生的积极性会更容易被调动起来。

课文二、三自然段描写课海底的动物，海底的“各种声音”
是一个谜团，学生难以想象、猜解和区分。课文用“有
的……有的……有的”句式列举出来，每句又用比喻的修辞
方法对声音进行了描摹。这样，海底各种动物发出的不同声
音就介绍得一清二楚。我在教学时，抓住这四个句子，结合
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情感体验，让学生模拟一下蜜蜂“嗡嗡”、
小鸟“啾啾”、小狗“汪汪”和打鼾的声音，比较他们的不
同，从而想象出海底动物发出的各种奇异的声音。这样的教
学方法，不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使学生深刻地
了解了文章所描写的内容。课文第三自然段写了动物的活动，
课上我通过分析语句的说明方面，让学生通过列数字的方面
了解海参速度的慢和梭子鱼速度的快，了解作者用打比方的
说明方法进一步体会梭子鱼的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