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的教案(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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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
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班的教案篇一

1、引导幼儿能用添画的方法将水果变成其它各种造型。

2、鼓励幼儿大胆想象，选用自己喜欢的颜色作画。

3、鼓励幼儿与同伴合作绘画，体验合作绘画的乐趣。

4、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5、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画有苹果、橘子、香蕉、梨等水果的纸及白纸若干。油画棒
人手一套 水果造型范例若干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苹果造型——瓢虫，引起幼儿兴趣：小朋友看这是
什么，好看吗?是用什么做的?今天请你们也用水果变成有趣
的东西。

二、讲解示范。

教师：先来看看这个瓢虫是什么变的?在苹果的身子上面画上
一条线，把它分成头和身子两个部分，再在头上画上眼睛和
嘴巴、触角，身上画上花纹，边上画上它的脚，瞧，一只可
爱的瓢虫就画好了。出示香蕉造型让幼儿说说是怎么变的?想



想还可以变成什么?出示水果图片鼓励幼儿大胆想象这些水果
能变成什么。

三、布置作业，老师巡回指导

教师：小朋友桌子上都有画有苹果、橘子、香蕉、梨等水果
的纸及白纸，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图片或白纸进行作业，
给水果造型。勾线时用深色油画棒勾，涂色时选用自己喜欢
的颜色按顺序涂。尽量画的跟别人不一样。

四、展示评价幼儿作品

表扬造型独特，颜色均匀、鲜艳的作品。

水果是孩子们喜欢的食物，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对各种水
果的形状、颜色都比较熟悉。为了让孩子了解更多的水果知
识，于是开展了此次活动。参与是一种快乐，创造是一种享
受，合作是一种幸福。活动旨在提高幼儿的动脑、动手操作
能力和想象创造力，增进幼儿与同伴间的感情，使孩子们感
受与同伴共同制作的快乐和幸福。

中班的教案篇二

1、欣赏文学作品，理解故事，感受与体验故事的语言美、意
境美，激发对花、对大自然探究的兴趣。

2、学会安静听故事，不随意插嘴，养成良好的倾听习惯。

3、大胆想象“桃花的样子”发展口语表达能力。

4、喜欢并尝试创编故事结尾，并乐意和同伴一起学编。

5、激发幼儿主动复述故事的欲望，培养幼儿高自控性和高兴
奋性。



故事磁带、纸、笔。

2、幼儿自由交流自己的感受，教师记录幼儿的语言。

3、再次欣赏文学作品，提出问题：你见过桃花吗？桃花是什
么样的？

4、幼儿自由发言，教师不做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并记录幼儿
的讲话内容。

5、幼儿根据自己说的内容进行想象画“桃花”

故事意境优美，生动形象的描述把孩子们带入了如诗如画的
大自然中，赋予了他们丰富的想象，从而引发了孩子们一连
串的问题，如“真正的桃花是什么样的？”“风是什么样
的？”“风有什么用？”“信是什么样的？”“信是怎么传
送的？”…激发了孩子们继续探索的兴趣。

中班的教案篇三

1、使幼儿通过探索发现涂蜡的纸杯不漏水，知道一次性纸杯
是既卫生又方便的饮水用具。

2、激发幼儿对周围事物的探索兴趣。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1、一次性纸杯若干，其余各种纸（新闻纸、马粪纸等）制作
的纸杯若干。记录卡，笔。



2、各桌一壶水，一个小桶，一块抹布。

一、分组探索，了解不同纸杯盛水后的不同反应：

1、请幼儿往纸杯中倒水，观察水在各种纸杯中的变化。发现
有的杯子漏水，有的不漏水。

2、让幼儿往各个杯子里倒入等量的水，观察，记录不同杯子
的漏水现象。

3、提问：所有的纸杯都漏水吗？哪种纸杯漏水快？哪种纸杯
漏水慢？哪种纸杯不漏水？

展示各组的观察记录结果，小结。

二、引导幼儿观察不同的纸杯，探索饮料纸杯不漏水的原因

1、组织幼儿互相观察比较、讨论：为什么有的纸杯不会漏水，
有的纸杯会漏水？

2、启发幼儿通过探索发现不漏水的纸杯内涂了一层蜡。

三、组织幼儿讨论一次性纸杯的用处

1、提问：你们在哪里见过这种纸杯？他们都有什么用处？
（请幼儿互相交流、回答）

2、教师小结，引导幼儿认识这是常见的一次性纸杯，它制造
方便，既卫生又便宜，因而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及。

四、活动延伸

引导幼儿做实验，给一般的纸上涂一层蜡，检验其漏水程度。

新《纲要》指出：幼儿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在激发



幼儿的认识兴趣好和探索欲望以及尽量为幼儿创设条件，运
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体验发现
的乐趣。

中班的教案篇四

1、培养幼儿的美术兴趣。

2、培养幼儿的绘画表现力和想像力。

3、引导幼儿在认识熊猫特征的基础上，画出可爱的熊猫。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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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创作时体验色彩和图案对称带来的均衡美感。

活动重点：引导幼儿在认识熊猫特征的基础上，画出可爱的
熊猫。

活动难点：培养幼儿的绘画表现力和想像力。

1、画纸、蜡笔。

2、教师范例。

3、熊猫图片。

一、出示熊猫图片，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

1、教师：小朋友们好，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小客人，你们想
知道吗?你们看它是谁啊?(教师出示熊猫图片)我们的熊猫客
人长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教师：我们的熊猫客人身上都长了什么呢?(教师请幼儿说



说熊猫的特点)

3、教师小结：教师根据幼儿所说内容进行小结。

二、引导幼儿观察熊猫的外形特征。

1、教师：熊猫的头长的什么样呢?(圆圆的)熊猫长了一个圆
圆的头。熊猫圆圆的头上有什么呢?(两只眼睛、两只圆圆的
耳朵还有鼻子)

教师小结：熊猫长了一个圆圆的头，圆圆的头上有两只眼睛、
两只耳朵还有一个小小的鼻子)

教师：我们一起来说说：熊猫长了一个圆圆的头，圆圆的头
上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还有一个小小的鼻子。

2、教师：熊猫的身子是怎么样的?(胖胖的，圆圆的)身子两
边有什么(手)企鹅的身体下面有什么?(一双脚)。

教师小结：熊猫的身子长的胖胖的，圆圆的，身子两边有手，
身子下面有一双脚。

3、教师：熊猫全身都长满了什么呢?(毛)熊猫身上的毛长的
一样吗?(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有的白色，有的黑色)哪里是
白色的?哪里是黑色的?(引导幼儿说说)

教师小结：熊猫全身长满了毛，它的耳朵、眼圈、四肢都是
黑色的，而头、胸、背都是白色的。

4、教师：你们知道熊猫喜欢吃什么吗?(竹子)今天呢?老师就
请小朋友来画可爱的熊猫。

三、交代作业要求。

1、老师示范熊猫的画法。



小结：先画熊猫的圆圆的头、在画上比头大的身体，注意身
体画的长一点，最后在画熊猫的耳朵，眼睛、鼻子、手和脚。

2、重点引导幼儿画熊猫的眼圈。

四、引导幼儿添画。

小朋友可以画出不同动作的熊猫宝宝，画好了可以添画太阳，
小草、小花。小熊猫喜欢吃的竹子。

五、幼儿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引导幼儿用正确的姿势作画。指导幼儿添画，掌握涂色方法
和技巧，做到画面整洁。同时知道能力弱的小朋友大胆用笔
作画。

六、总结评价，结束活动。

展示幼儿作品，教师引导幼儿从色彩运用、添画、涂色方面
评价，表扬画得好的、有进步的幼儿。

在执教的过程中，也奠基了我不少的信心。在后来的课堂反
思交流上，采用了自我讲述与他人评价相结合的交流方式，
我也从其他听教者的口中，得到了不少的建议以及对我此次
课提出的相应不足。最大的不足点，在教师范画时，关于熊
猫的耳朵形状，并没有强调是半圆形。幼儿的作品呈现中就
直接反应了这个情况，幼儿开始操作就发现了很多孩子画的
熊猫耳朵是三角形、尖形，类似猫耳朵的形状。熊猫的动态
形象，幼儿画中体现的效果都还可以。对于熊猫的习性、生
长地，幼儿也足够掌握了知识点。

中班的教案篇五

1、理解故事内容,把握作品中角色的特点与对话。



2、感受故事中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的道理。

图片“小猫钓鱼”

一起做手指游戏，然后问幼儿“三根手指变成了什么？”
（小花猫）

（1）故事《小猫钓鱼》主要讲的是谁?

（2)小猫和妈妈都钓到了吗?

（3)前面小猫为什么钓不到鱼?

（4)最后小猫钓鱼时又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1、思考我们做什么事情要一心一意。

2、采访家人，收集整理有助于一心一意的方法。

中班是幼儿的注意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过渡的重要时期，
以故事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一心一意与三心二意对生活的影
响，避免了空洞的说教，符合幼儿的学习特点，取得良好的
教育效果。

中班是幼儿的注意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过渡的重要时期，
以故事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一心一意与三心二意对生活的影
响，避免了空洞的说教，符合幼儿的学习特点，取得良好的
教育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