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活动艺术领域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活动艺术领域教案篇一

1、感受铅笔花纹的多样性，初步学习用各种线条、图案装饰
铅笔外壳，提高自我表现的愿望。

2、能与同伴协调合作，友好交流，体验分工合作的乐趣。

3、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并能根据所观察到得现象大胆
地在同伴之间交流。

4、引导幼儿能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大胆创新能力。

5、激发幼儿感受不同的艺术美，体验作画的乐趣。

老师自制铅笔图示5幅，大张卡纸5张，剪刀、双面胶若干，
装饰材料若干，毛笔、水粉颜料、调色盘等。

一、欣赏铅笔，感受铅笔花纹的多样性。

1、打招呼入座，3个幼儿一组出示铅笔：老师手上有什
么?(铅笔)平时用铅笔干什么?(写字、画画等)

2、仔细观察铅笔的花纹

(2)每人一支铅笔，说说你的铅笔上有什么图案?幼儿说，教
师出示图片。



(3)出示老师制作的铅笔图示、

二、小小设计师这些铅笔都是别人设计的，今天我们也来做
一回小小设计师，来设计铅笔。

1、观察提供的材料，该如何制作?(按图示剪下圆锥形粘成帽
子，然后进行装饰;卡纸两边剪下两个圆，模特手臂从里面伸
出来;设计师开始在模特身上画画)

2、讨论：谁愿意做设计师?谁来做模特?提醒幼儿：一个好的
设计师如果没有一个模特来穿，再好的设计也没用。

3、幼儿三人一组，分工合作。

三、铅笔秀(音乐：快乐崇拜)

一组一组出场展示走秀，让幼儿说说设计的图案。

一起感谢给你们掌声的观众，铅笔展示会到此结束，谢谢大
家的光临!

幼儿活动艺术领域教案篇二

设计意图：

为了让幼儿认识自己的家乡，这个主题从认识家乡的风光、
家乡的物产和家乡的文化三个方面展开教学，我们以山东快
书的形式，让幼儿了解《水浒》名著中武松这一人物形象。
但中班的孩子对山东快书见得不多，所以应给孩子提供合适
的音像资料，通过欣赏并尝试模仿其中的语言，让幼儿感受
快板说唱艺术的特点。

活动开始，把孩子带入一个说快板、有节奏的氛围;通过欣赏
山东快书并尝试模仿其中的语言，让幼儿感受山东快板的说



唱艺术特点;在学习快板的使用方法时鼓励幼儿大胆尝试、互
相模仿，在不断的探索中总结经验。作为一节艺术活动，我
把活动的终点落到艺术表演上，鼓励幼儿把学过的儿歌用说
快板的形式表现出来。

活动目标：

1、了解山东快板说唱艺术的特点，对民间曲艺产生兴趣。

2、感受快板独特的节奏韵律，初步学习竹板简单的使用方法。

活动准备：

1、快板用具若干，鼓一面。

2、山东快板《武松打虎》的录象资料，活动前熟悉《武松打
虎》的故事。

活动流程：

一、教师打快板，说节奏儿歌组织幼儿进入场地。

儿歌：小朋友，走走走，挺起胸，抬起头;小朋友，来来来，
大大的眼睛看过来;轻轻坐到椅子上，我来和你一起玩。

二、认识快板，知道快板的作用。

1、老师手里拿的是什么?用什么做的?有几片竹板?什么样子?

2、你在什么地方见过快板?用快板来做什么?(打节奏、表演
节目)

三、欣赏山东快书录象资料，感知山东快书的说唱特点。

1、欣赏完录象后提问：里面的叔叔是怎么表演的?(打快板，



说山东话)

2、知识渗透：这种打着快板、用山东话说唱表演的节目，叫
山东快板，也叫山东快书。

3、模仿感受

“我们也来学着说两句刚才看到的山东快板。”教师带领孩
子学说“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并拍手掌
握节奏。

四、初步学习快板的使用方法。

1、幼儿自由尝试：“老师给小朋友准备了快板，试一试怎样
让快板发出清脆好听的声音?”

2、个别幼儿示范表演，教师及时指出孩子打板的不足。

3、教师讲解打快板的要领，集体模仿。

练习儿歌：大拇指，钻中间，小小手，夹住板，往上抬，打
起来。

4、教师敲鼓，幼儿打快板，感受快板的基本韵律。

“打竹板真好玩，我想和小朋友一起合作，不过老师表演的
不是快板，(出示鼓)是敲鼓。”提要求：小朋友在打竹板时
和老师敲鼓的速度、节奏是一样的。

教师以不同的速度和节奏敲鼓，幼儿练习有节奏地打竹板。

五、尝试快板表演

1、放下竹板，幼儿说《武松打虎》。



2、教师打竹板幼儿有节奏地说《武松打虎》。

3、鼓励幼儿打着快板有节奏地说《武松打虎》。

4、教师示范表演快板《武松打虎》，要求幼儿观察老师表演
时的动作、手势和表情等。

5、幼儿尝试带动作和表情表演快板儿歌。

六、结束活动：

鼓励幼儿像小小艺术家一样，加入表情和动作集体表演快板
《武松打虎》。

幼儿活动艺术领域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观察生活的习惯，以及记忆形象的能力。

2、引导幼儿了解不同汽车的不同功能和它们基本构造。

3、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鼓励幼儿设计各种造型及功
用的汽车。

4、鼓励幼儿大胆正确的上色。

5、愿意参加美术活动，感受绘画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音乐、课件

活动过程：



1、创设活动场景，引起幼儿活动兴趣。

教师与幼儿一起玩车：开车玩游戏，(配音乐)游戏场地的不
布局也让我费尽心思，就是能起到让孩子真正玩起来的作用。

(1)并请个别幼儿说说：你们玩的是什么车?有什么用?由那些
部分组成?

(2)你还见过大马路上还有哪些汽车?它们有什么用?(请小朋
友相互讲讲，教师逐一出示相应的图片)

2、看课件，拓展孩子的思维。

(1)请幼儿说说跟我们平时的汽车有什么不一样?

(2)它们有些什么功用呢?

3、谈话活动——想象中的汽车

(1)小羊遇到难题了，你们愿意帮助它吗?小羊种了一片桃园，
秋天到了，桃子熟了，小羊想把这些桃子卖掉，可是自己又
不会爬树，桃子没法摘下来，怎么办呢?我们给小羊造辆汽车
来帮助它，但是造辆什么样的汽车来帮助它呢?(幼儿相互讨
论后回答)

(2)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哪些不方便呢?我们需要造一辆什么
样的车，才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4、幼儿作画：

(1)你准备设计一辆什么样的车?(点指导幼儿围绕“想象中的
汽车”这一主题进行交谈。)

(2)我们设计的汽车造型要特别，还要给人们带来方便。(教
师引导幼儿大胆想象)



(3)幼儿设计新型汽车。(教师引导幼儿画出造型新颖，功能
独特的汽车)

5、作品评析：

(1)请幼儿一起动手布置一个汽车博览会，幼儿做讲解员，讲
解自己的作品。

(2)请已经设计好汽车的小朋友拿着自己的汽车相互介绍一下，
也可以介绍给旁边的老师听。

6、放音乐《开车歌》，幼儿做开车动作出活动室。

幼儿活动艺术领域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欣赏毕加索的绘画作品《梦》，引导幼儿发现美并体验这
种感受。

2、增加幼儿对色调的认识和理解，培养孩子运用色调进行表
现的兴趣和能力。

活动准备：

1、多媒体课件，梦。

2、幼儿作画工具若干。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出示毕加索的作品《梦》，师生共同欣赏。
师：有一个国家叫西班牙，那儿有一个大画家名字叫毕加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一幅画。



二、通过赏析：引发感受和体验

1、师：画家画了一位什么人?她在做什么?(点击鼠标，出现
作品《梦》)生：画家画了一位阿姨靠在沙发上睡得好香，她
在做梦呢?师：我们来学学她的样子。

2、师：红红的，软软的沙发，衬托出阿姨粉红色的手臂，画
家把它画得大大的，用了暖色的调子，小朋友，你们能感觉
到红色和黄色给人一种什么感觉?生：暖洋洋的。

3、师：阿姨正在做梦，我们看看好梦见了什么?(点击鼠标，
背景出现蓝色夜空)生：梦见了蓝色的夜晚，现在阿姨睡在冷
色的调子里，不但睡得温暖、香甜，而且还很安静。

4、师：她还在做梦呢?梦见了她睡在沙漠里,红色为主的沙漠
给人什么感觉?(点击鼠标,切换背景)生：炎热的感觉。

5、师：她还梦见了什么?(点击鼠标，切换背景)生：绿色的
草地，以绿色为主的草地，让我们感觉空气很好，阿姨睡得
很舒服。

6、师：她还梦见了什么?(点击鼠标，出现背景)生：她梦见
自己睡在海边，蓝色的海水，让我们感觉海边好像有风要吹
过来，很凉爽。

四、过程指导

1、对没构思好的幼儿，帮助其建立构思。

2、对不太敢表现的幼儿，鼓励其大胆表现。

3、通过表扬提示幼儿大胆使用色彩，涂画背景。

五、评价在实物展示台上展示幼儿作品，请全班幼儿一起体
验背景变化后的感受。



幼儿活动艺术领域教案篇五

《小人书不要哭》

1、激发幼儿爱书的情感。

2、培养幼儿对歌曲的感受能力和表演能力。

3、引导幼儿根据歌词内容做相应的表情、动作，唱准附点音
符和切分音。

1、 《小人书不要哭》歌曲录音带。

2、情景表演“小人书哭了”。

开始部分：

观看情景表演“小人书哭了”，引导幼儿讨论：小人书为什
么哭了？

基本部分：

教师领幼儿朗诵歌词。

学唱歌曲。教师完整演唱歌曲，鼓励幼儿小声跟唱。

师幼共同演唱，提醒幼儿唱好附点音符和切分音。

在幼儿熟悉歌曲的基础上，引导幼儿自编动作、表情表现歌
曲内容。

结束部分：教师总结，讲评幼儿表现。

区域活动中，图书角中，教育幼儿要爱护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