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美术鸟窝教案(实用8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教案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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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美术鸟窝教案篇一

这周我们开展了主题活动《我的故事》，重点是引导幼儿对
独一无二的“我”进行感知与体验。对于自己，可以说是幼
儿最熟悉的一个人了，但是对于自己的脸，平时有仔细观察
过吗，那就不一定了。本次美术活动《这是我》通过绘画的
形式，帮助幼儿认识自己，增强幼儿的自信心，培养幼儿积
极、快乐的情绪，发展幼儿初步的感知和观察能力。这次活
动的目标是：

1、学习照着镜子大胆地画出自己脸上细微的部分。

2、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之处。

很多时候，老师是给幼儿提供好脸的轮廓，再让幼儿进行画
眼睛鼻子等五官。但是这次，我决定脸的轮廓也让幼儿自己
画。幼儿的绘画能力还是比较弱的，特别是画轮廓，对于幼
儿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有尝试才会有进步。我们不要求
幼儿画得怎么好，只要能大胆地表现就行了。

活动过程中，有的幼儿还没画就开始说了，“老师，我不
会”，于是我进行鼓励，让幼儿看看坐在旁边的小朋友的脸
是什么形状的，拿着蜡笔大胆地在纸上表现就行了，即使画
错了，也不会批评，幼儿就有信心了。一组上的幼儿，有的
脸是圆圆的，有的脸是长长的，有的还上小下大，各种形状
的都有，今天幼儿画的脸虽然都是歪来歪去的，但是看上去



特别富有童趣，这才是真正的幼儿画。当然，老师也要相对
地教给幼儿一些画画的技巧，如怎么样才能把圆画得更圆一
点。一旦幼儿掌握一些技能以后，就会对画画更感兴趣的。

活动结束后，让幼儿把自己的自画像都展示在展板上，大家
一起找找这是谁，当幼儿们看到这些脸时，别提多开心了，
活动室内一片欢笑声。

大班美术鸟窝教案篇二

今天我给孩子们上了一节美术折纸活动：小房子，这是一节
既需要折纸又需要粘贴的活动课，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有点
难度，特别是对于动手能力差的孩子们来说那更是不可能完
成的事情了，于是为了能保证这节课的成功，保证能吸引孩
子们制作兴趣，于是课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先拿来了各种颜色的蜡光纸，然后把它撕成大正方形和小
正方形，以便孩子们在操作时自由选择房子和小树小花的大
小，再准备好双面胶、白纸等孩子们需要的材料，然后自己
制作一副范例画供孩子们欣赏制作。一切准备充分，接下来
是给孩子们准备上课，看看自己的备课，想一想怎样才能让
孩子们感兴趣，怎样才能让更多的孩子顺利地完成本次活动
目标，做到心中有数。在本节活动课中我首先出示漂亮的范
例画引起孩子们的制作兴趣，然后一步一步教孩子们折叠的
过程，特别是小房子，重点教孩子们房子的折法，(小花和小
树上学期大部分孩子都已经会了)，然后我再教他们怎样粘贴
到白纸上，怎样用双面胶，还要不时的提醒孩子垃圾要及时
的放到垃圾筐里。

本节课孩子们的兴趣很浓，都能积极的去制作粘贴，特别是
宋金秋、景树康、耿金琪、宋坤鑫的几个小朋友粘贴的作品
既干净又漂亮，还有几个动手能力差的孩子如孙逸轩、刘雨
梦、赵延泽等不敢大胆的制作，总在老师的后面说：“老师，
我不会，你帮帮我吧”，像这样的孩子我就鼓励他自己动手



大胆制作，最后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作品，虽然不是很美观，
但是他们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我觉得本节课很成功，
孩子们非常喜欢。

大班美术鸟窝教案篇三

1、在说说、看看的过程中，了解乌龟的外形特征，大胆画出
乌龟。

了解乌龟的外形特征，大胆画出乌龟。

1、ppt;

2、画纸、记号笔、水彩笔、油画棒。

一、猜谜的形式引入

1、师：今天，王老师给小朋友们说一个谜语，请小朋友们仔
细的来听：穿件硬壳袍，缩头又缩脑，水面四脚划，岸上慢
慢跑，这是什么?(幼儿回答)师：塬来是一只乌龟。

师：孩子们，你们看乌龟长的.什么样子?

师：小乌龟的身体是什么形状的?

师：小乌龟的龟壳上面有什么?

2、请几名小朋友到前面画一画龟壳上面的图案。

整个活动，这个课件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但解决了幼儿的布
局问题，还拉近了幼儿与乌龟的距离，幼儿在绘画过程中能
考虑乌龟的感受，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大班美术鸟窝教案篇四

1、感知树叶的不同外形，学习用镂空剪、平剪的方法剪出不
同树叶及叶脉。

2、大胆发挥想象，能合理布局。

3、养成良好的剪纸常规，用完剪刀能放回去，并把废纸放到
小筐里。

4、作画时细心地蘸色，保持桌面和画面的干净，体验不同形
式美术活动的乐趣。

5、能展开丰富的想象，大胆自信地向同伴介绍自己的作品。

一、听音乐做动作(ppt出示树叶飘落的情景，用《小树叶》
的背景音乐)师：秋天到了，树叶宝宝有的变红了，有的变黄
了，一片一片从大树妈妈的身上飘落下来。让我们也跟着小
树叶一起来跳舞吧。

(听音乐做树叶飘落的动作)

二、巩固对树叶形状的认识师：在树林里，有很多的树叶宝
宝，你认识哪些树叶呢?

(叶脉)(ppt出示一片树叶，重点突出叶脉的不同)小结：每一
片叶子形状都不同，树叶上的叶脉也不一样，有的粗，有的
细。

三、操作展示

1、教师示范看!我这里也有一片树叶。漂亮吗?猜猜我的树叶
是从哪儿来的呢?



对，是我用纸剪出来的。

这片树叶和我们以前剪过的树叶有什么不同?

(剪出了大小不同的叶脉)猜猜我是怎么做出这片漂亮的树叶
的?

(幼儿自由讲述)

2、出示示意图(ppt出示示意图)教师讲解图意，并示范。

重点看叶脉的`画法以及比例大小。

3、把剪下的树叶贴到光秃秃的树上这片小树叶是哪个大树妈
妈的宝宝?把他送回到妈妈的身边，心里真开心。

四、幼儿操作

1、谈话：

在教室里，还有很多的大树妈妈在找自己的宝宝。你们愿意
帮帮她吗?

看看来了哪些大树妈妈?它们的树叶宝宝长什么样呢?

2、讲述要求：

(1)看清步骤图中的每一个过程进行制作，会正确进行平剪、
镂空剪。

(2)注意安全，用完剪刀放回去，废纸放到小筐里。

(3)注意画面美观，布局合理。

3、幼儿操作个别能力差的幼儿，教师可以帮助其画出叶脉。



每个幼儿至少制作3种不同的树叶，全部剪好后将它们分别贴
到相应的大树上。

五、活动结束

2、教师小结：

我们帮枫树、梧桐树、银杏树找到了它们的树叶宝宝，大树
妈妈真开心呀!还有很多的树叶宝宝也想请我们小朋友帮忙找
找它们的大树妈妈，你们愿意吗?让我们一起去外面再去找一
找吧。

(播放《小树叶》的音乐出教室)

歌曲《小树叶》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拟人化的歌曲，生动地表
现了小树叶积极乐观的形象。歌曲把大树比作妈妈，树叶比
作孩子，充满了童趣，也洋溢着人间的温情。歌曲要求孩子
唱出了树叶宝宝对大树妈妈的不舍和期盼来年春天归来的乐
观。由于歌曲的两段歌词表达两种不同的情绪，因此歌曲的
学习是采用分段教学的方法。第一段表现了小树叶离开妈妈
后的不舍与害怕，第二段表现了小树叶春天归来时的乐观情
绪，为了让孩子们体验这种情感，我采用到方法配合曲调进
行肢体动作表演和歌曲内容展现丰富的表情，在我的带动下，
幼儿表现积极，以热情饱满的情绪表演“小树叶”。本节课
是学唱歌曲，我并没有刻意以教唱为主，而是在幼儿亲身体
验，直观感知、创设情境中去感受小树叶对妈妈的爱，让孩
子们在表演唱中获得了最直观的知识。歌曲中有一个难
点：“春天我会回来打扮树妈妈。”这句话孩子们不好理解，
我没有特意去解释，而是以一种欢快的情绪带动幼儿情绪，
来促使孩子对歌曲的理解。这首歌曲唱起来很美，孩子们很
喜欢，只要一吹风，孩子们听到树叶在响，就会情不自禁的
唱起《小树叶》这首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大班美术鸟窝教案篇五

现在的时代已经是电话手机e—mail的电子通讯时代，很多幼
儿寄信的行为都没有过，更何况对于邮票知识的了解。于是，
我就和孩子们一起收集了各种邮票。在孩子们自由活动时，
我就和孩子们一起观察邮票、欣赏邮票。设计本次活动，是
为了让幼儿了解邮票文化，增加邮票知识，热爱邮票，为一
种文化的传承做点应该的贡献。

1.幼儿初步尝试了解邮票的用途和组成部分。

2.幼儿尝试设计制作邮票，表现自己的特色。

3.幼儿享受艺术活动的乐趣。

4.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5.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活动重点：幼儿了解邮票的用途和组成部分。

活动难点：幼儿设计具有自己特色的邮票。

、剪好花边的画纸

2.人手一份记号笔、12色油性笔。

一、谈话导入

1.“今天李老师遇见一件麻烦事，老师去邮局寄信，可是邮
局的叔叔说这封信少了一样东西不能寄，请你们帮我看看到
底少了什么？”(出示信封)这封信到底少了什么？（邮票）

2.小朋友知道吗，邮票除了寄信以外，因为它图案精美、有



纪念意义，还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呢。

二、欣赏邮票

1.今天老师也带来一些有纪念意义的邮票，我们也来欣赏一
下好吗？

2.你看到的邮票是怎样的？教师引导幼儿边欣赏边说说邮票
上的图案（观察一些特殊的纪念邮票，为设计邮票做铺垫）
（有花边、有币值、有美丽的图案等）

三、设计邮票

1.幼儿讨论设计一张怎样的邮票，然后画在纸上。

2.幼儿作画，教师指导。提醒幼儿要在设计好的图案旁贴上
中国邮政四个文字和币值单位。

四、活动评价

1.谁愿意将你设计的邮票介绍给大家。

2.幼儿介绍自己的作品。

大班美术鸟窝教案篇六

1、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力为蚂蚁画美丽的王国。

2、了解蚂蚁的特点。

3、感受绘画的.趣味性，体会创作的快乐。

4、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5、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纸、油画棒、橡皮泥。

1、请幼儿想一想以前观察过的蚂蚁都有什么特点。

2、教师范画蚂蚁。

3、请幼儿画蚂蚁王国，教师予以适当的提示。

4、教师巡回指导。幼儿互相欣赏各自的作品教师点评。

5、将“蚂蚁王国”图展示在墻面上，请幼儿互相观看、交流。

在活动中充分以幼儿为发展主体，环环相扣，分解难点，帮
助幼儿努力达到目的。在活动中，由于活动素材来自于幼儿
的生活，所以幼儿的兴趣积极、投入，我的问题比较开放，
幼儿的想象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大班美术鸟窝教案篇七

1、感知一片雪花和一层雪花的概念和美感。

2、通过观察，联想平时生活，能自主创想出不同样式的雪花。

感知一片雪花和一层雪花给视觉带来的不同美感。

在描绘雪花的过程中，体会雪花的美丽。

物质准备：

修正液、白色毛线、水粉、棉花、棉签、油漆笔、白粉笔。

经验准备：

幼儿有观察过雪花。



一、导入

观看ppt（黑）

师：小朋友们，你们看了这幅画想到了什么？

生：黑纸，黑夜······

师：对了，这里的黑色啊，其实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你们说，
在这漆黑的夜晚，会发生些什么事呢？让我们看一下吧！

师点击ppt，出现许许多多白点，摇曳而下。

师：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些白点点是什么呢？

生：雨滴，烟花，雪花······

生：好！

二、场景讨论

1、讨论场景一，幼儿自由讲述雪花是什么样的，（引导幼儿
说出雪花的颜色、形状等）

师：小朋友们，你们见过雪花吗？观察过雪花吗？你见到的
雪花是什么样子？

生：一片片的，雪白的，像小花瓣······

2、出示各种雪花图，让幼儿观察发现雪花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但是都是六角形的。

生：形状不一样，有的上面有尖尖角，有的上面的小圆点
点······都是六瓣的。



3、幼儿操作一：用现有材料表现雪花。

生：能！（开始操作）

（操作中，是否还要孩子们观察准备的材料呢？）

4、观看场景二。打开ppt。

雪越下越大，沙沙沙沙，把什么变白了呢？

生：屋顶变白了。

师：除了把房子变白了，还会把什么变白呢？

生：小树，小花，河水，各种小动物······

5、幼儿操作二：添加背景，用现有材料表现出一层一层白雪。

6、欣赏幼儿作品，请幼儿评价

（具体的话你自己想吧）你喜欢雪花吗？为什么？

本次活动，幼儿兴趣浓厚，选材适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幼儿
在活动中体验冬天的快乐，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神奇，让
幼儿在不知不觉中知道冬天的特征以及雪花有六个花瓣，整
合语言讲述、环境创设、交流互动、动作展现、识字活动、
认识了有关雪的文字，并能用语言来表达，使整个活动形象
生动、活泼有趣。在活动中，幼儿对油水分离的美术效果十
分感兴趣，她们对颜料刷子刷刷刷后的美丽的冬天景色回味
无穷。结合儿歌，运用多种方法撕撕、贴贴、涂涂的方法制
作美丽的雪花。采取了分组的形式，每一组都提供了不同的
材料，制作的方法也不同，充分体现了幼儿的主体地位和能
力的差异，调动了幼儿学习的主动性的积极性。不足的是一
组涂色幼儿动作较快，好象完成了没事了，幼儿有些闲着，



这时可以引导幼儿，幼儿与幼儿之间可以相互欣赏自己的作
品有些什么不同，让他们有一个交流的过程，通过这个活动，
我会在以后的活动中会更加注意。

大班美术鸟窝教案篇八

1、《星月夜》图片，梵高自画像， 儿童画《星月》一幅

2、 绘画工具：油画棒，水彩笔，水粉工具， 图画纸，

3、经验准备：色彩、线条等美术方面的经验

出示梵高《自画像》(附图一)，并引导幼儿初步观察自画像
的笔触和色彩。

教师小结：梵高生活很苦，但是热爱生活，热爱画画，画了
很多作品，他的作品笔触线条和颜色都很有特点 。

今天老师带来一幅梵高的风景作品，请你们仔细看看，看看
画面中表现了什么?

教师小结：小朋友说得真好，画家用各种深浅不同的蓝色画
出了夜晚的天空，用明亮的黄色画出了星星和月亮，蓝色和
黄色对比很强烈，画出的夜空很美。所以，我们一下子就被
吸引了。画家用蓝色、紫色和黄色，色彩很鲜明，对比非常
强烈，给人一种激动不安的感觉。

2、引导幼你有什么样的感觉?请幼儿学一学这棵树是怎样长
的?用肢体语言表现出来，再用小手来试一试梵高那短促而快
速的用笔，感受笔触和线条的运动。

教师小结：这幅画中充满了波浪形和螺旋形的长线、短而有
力短线，明亮的星星和月亮好像被漩涡一样的云朵包围着，
大树像火苗一样扭曲旋转往上长，而房子是用整齐的儿从形



象、笔触上欣赏、讨论：画家把星星、月亮、树木画成什么
样子?画家是怎样用笔的?像什么?短线排列的。

1、这是一个小朋友画的夜空，看看跟梵高画的有什么不
同?(引导幼儿从色彩、线条形式发现不同之处)

2、这样的星空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

3、梵高这样画，想要我们感受什么呢?

教师小结：梵高作品中强烈的色彩和动感的笔触这都让我们
感到很紧张、心情很忧郁难过。而小朋友画的夜空用浅蓝色
的月亮，嫩绿的星星，并用彩色装饰天空，让我们感到平静，
星星和月亮都很开心。

1、尝试不同方法学习表达自己的情感

现在，我们也来试试用像画家一样的方法画一幅有星星、有
月亮的夜景，好吗?你抬头看过星星月亮么?你当时的心情怎
样?可以用什么颜色来表达你的感受?仔细想想，想好了再画。

2、幼儿作画，引导幼儿大胆运用不同材料、不同颜色和线条
进行表现。

3、幼儿互相讲述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