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乐陶吧美术教案(实用6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
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欢乐陶吧美术教案篇一

本课描写傣族传统节日泼水节，感受人们欢乐的气氛和心情。
在教学过程中我将重点放在人们是如何泼水的，也就是课文
的第二自然段。

在教学时，我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描写泼水节的准备，
从“早早地”“早已”看出人们期待已久的心情，又从“撒，
滴”看出人们的精心准备。在学习时，让学生找一找这些动
词，说说人们的心情。

第二层次是泼水时的情景，这里有两个长句，比较难读。因
此在教学时，我先让学生找出这两句长句中的关键动词“拿，
灌，端，泼”，先读好这些动词。其次做做这个动作，边做
边读，学生们不仅乐读，而且能读好。最后设计了一个比赛
读的环节，更激起了学生的兴趣。

第三层次是描写清水的寓意，我以泼水节由来导入，让学生
明白谁身上泼的水多就意味着幸福多。让学生说一说“你要
把祝福送给谁？”，进行说话训练。

从整体看，教学步骤清晰，条理明确，效果较好。学生也能
专心听讲，积极回答。就是在最后的写字教学时，时间较少，
没有讲具体，也没能给学生更多的练习时间。



欢乐陶吧美术教案篇二

《欢乐的泼水节》一文紧扣“欢乐”记叙了居住在西双版纳
的傣族人民欢度泼水节的情景，对学生初步进行尊重各民族
风俗习惯的教育。

第二自然段是课文的重点部分，具体生动地写了泼水的欢乐
场面。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抓住文章的`重点段落、重点句子、
重点词语进行教学，贯彻了以读为本的教学原则，通过学生
的自读、感悟，来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由于泼水节离我们小朋友的生活比较遥远，比较陌生，因此，
如果仅靠朗读来进行教学的话，学生就没有深刻的感性认识。
基于这点，在教学过程中最好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播放
傣族人民泼水的录像片段给小朋友看，使学生如临其境，这
样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就更加深刻了，这一点是最遗憾的。

欢乐陶吧美术教案篇三

这篇课文描写了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欢度泼水节的热
闹情景。从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出浓浓的欢庆节日的热闹气
氛。引导学生如何从文本中感受傣族人民盼望过节的急切，
欢度节日的喜悦是本课的重点。

根据教材的特点我的教学设计是以读为主，渲染情境，让学
生在情境中感受节日的欢乐。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采用了
以下的方式：

（一）引导学生进行角色参与，如：说说你是怎么准备的，
为什么活动还没开始你就早早地来了，引导学生体会傣族人
民盼望过泼水节的那份急切的心情。在处理泼水的那部分时，
让学生自己动手参与，尽情地泼一泼，并设计了几个谈话环
节，调动学生的情绪，丰富学生的语言。你想把水泼向谁，
为他送上怎样的祝福。我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入情入



境，让学生借助表演，借助谈话读好文字，读出文字中蕴含
的那份喜悦，感受人们的那份热情。但目的明确，实际效果
总与我理想中的境界相差一截。尤其是最后一句“怎么能不
高兴呢！”我提醒学生这是一句感叹句，可学生始终没有读
出感叹的语气，指名读，示范读后，还是没有到位。我想学
生并没有像我理想中的那样，情绪并没有调动起来，我想与
我的情绪也有关系，我并没有热情饱涨地参与进去，言语还
不够有煽动性。

（二）在教学中我以视频出示的方式，让学生感受一下泼水
的热闹场面，同时也指导学生仔细观察，但这里指导不够细
致。在这里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一段资料，引导学生用上课文
中的表达方式，指导学生观察，帮助学生规范积累语言。如：
“大家互相追赶，你用水枪向我身子上射，我拎桶往你头上
浇……”指导学生把话说具体，说形象，借助课文的表达指
导学生观察，学会表达。

上完课感受最深的是我的教学想了很多，但具体实施起来还
不够细致，上得不够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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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陶吧美术教案篇四

《欢乐的泼水节》叙述了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欢度泼
水节的情景。全文紧扣欢乐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在刚开始教学时，先让学生看着课题说说你想知道些什么？
选择自己喜欢的自然段读一读，充分调动了孩子的主观能动
性，声情并茂地朗读，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进入课文美好的意
境。

读读、想想、演演、练练时学习的一种好方法。我播放美妙
动听的葫芦丝《金孔雀与凤尾竹》，将学生引入情境之中，



再现泼水节的情景。学生在角色体验中感悟傣族人民的快乐。
为了让学生了解泼水节的意义，我出示以下的填空题：

我把清水泼在老人身上，祝老人。

我把清水泼在孩子身上，祝孩子。

我把清水泼在姑娘身上，祝姑娘。

我把清水泼在小伙身上，祝小伙。

我把清水泼在身上，祝。

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还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欢乐陶吧美术教案篇五

《欢乐的泼水节》一课，生动描写了傣族泼水节的盛大场面，
表现了欢乐、祥和的气氛。可是，它与学生的生活、感知是
有一定距离的。我尝试着让学生走入情境，让学生活动起来，
让学生与泼水节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在学生熟读课文，找到了表示人们泼水的动作的词语（端、
泼、拿、灌），并利用插图知道了还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
泼水的基础上，我让学生在音乐声中互相泼水，学生们玩得
快乐极了，有泼的，有灌的，有撒的，还有倒的……音乐结
束了，学生们都舍不得回座位。于是，我拉着学生的手，有
意地问一个小男孩：“你全身都湿透了，可为什么还笑得那
么开心？”小男孩腼腆地笑了笑，说出了“幸福”一词。转
过头，我故意严肃地对平时大大咧咧的宇说：“老师可要批
评你，怎么那么没有礼貌，把那位老爷爷泼得全身都是水，
感冒了怎么办？”同学们一下子愣住了，一会儿，大家就笑
开了，七嘴八舌地纠正老师的错误，“吉祥如意”一词就被
学生内化吸收了。最后，我又随机抽了几位学生问：“你的



水去哪儿了？”学生们不断说出“我泼在小姑娘的身上了，
我祝愿她……”“我泼在小伙儿身上了，我想让
他……”“我撒在老师身上了，我祝愿您……”学生们纯真
的心灵得到了一次爱的洗礼。

课尾，我又问学生：“你们度过了一个怎样的泼水节？”学
生们都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是那么自然，那么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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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陶吧美术教案篇六

《欢乐的泼水节》一文紧扣“欢乐”记叙了居住在西双版纳
的傣族人民欢度泼水节的情景，对学生初步进行尊重各民族
风俗习惯的教育。

第二自然段是课文的重点部分，具体生动地写了泼水的欢乐
场面。在教学过程中，我能够突出文章的重点，抓住文章的
重点段落、重点句子、重点词语进行教学，贯彻了以读为本
的教学原则，通过学生的自读、感悟，来加深学生对课文内
容的理解。



由于泼水节离我们小朋友的生活比较遥远，比较陌生，因此，
如果仅靠朗读来进行教学的话，学生就没有深刻的感性认识。
基于这点，我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了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反复
将傣族人民泼水的录像片段放给小朋友看，使学生如临其境，
这样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就更加深刻了。在学生看完第二
遍录像的时候，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录像很精彩，不
过，老师觉得美中不足的是，这录像中没有人们讲的话。你
们猜猜看，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巧妙的提问，引起了学生
的积极思维，也激起了学生说话的欲望。这一环节的设计，
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说话能力，更能加深学生对傣族人民过
泼水节时泼水的意义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