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艺术领域的活动教案 大班艺术领
域活动方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
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艺术领域的活动教案篇一

1、鼓励幼儿运用多种图形和线条装饰向日葵，体会不同线条
带来的不同视觉感。

2、通过对线条装饰画观察、体验、感受，从而进一步认识线
描装饰画。

油画向日葵、向日葵盆栽、线描装饰画、白纸、黑色笔若干

幼：向日葵师：仔细的看看，谁来说说向日葵都有哪几部分
组成?

幼：不一样，有的是圆形的，有的是椭圆形的。

(让幼儿直观的观赏向日葵的植物，从不同角度观察，真实的
去发现向日葵的组成部分。引起幼儿对向日葵的兴趣。)

2、出示油画《向日葵》

师：有位美术大师画了这幅《向日葵》，谁知道他用了哪种
绘画手法?

幼：这是油画。



(观赏油画，是让幼儿的意识从真实的实物转换为抽象的画面。
选择幼儿所知的油画绘画手法的向日葵作品为后面的线描装
饰画的向日葵做铺垫。)

1、教师出示线描装饰画师：今天老师带来另外一种画，线描
装饰画，我们来看看。

(提出线描装饰画，幼儿很好奇什么是线描装饰画，在这种好
奇心之下，促使幼儿认真的去欣赏教师带来的线描装饰画。)

2、对比油画与线描装饰画，感知线描装饰画师：这两张画之
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幼："它们的图形不一样。""它们的颜色不一样，油画有颜色，
线描装饰画只有黑色和白色。"(同时出示油画与线描装饰画，
让幼儿的视觉直接感受到两种不同绘画手法下，画给我们视
觉带来的不同的视觉震撼。首先从色彩上去感知线描装饰画。
孩子们在两幅图的对比下，发现线描装饰画只有黑白两种色
彩，而油画则是色彩丰富。)

3、赏析线描装饰画

师：看看这张线描装饰画，你能找到哪些线条和图形?

幼：有直线、波浪线、锯齿线、花、圆形。

幼：有的线条越来越细;有的花涂成了黑色，有的没有涂成黑
色;。

师：这些变化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幼：一边感觉颜色深点，一边浅一些。

(在感知线描装饰画的色彩之后，具体到画的细节上去分析线
描装饰画。让幼儿自己去发现线描装饰画中丰富的线条和图



形，感知为什么有的地方给人的感觉颜色较深，有的地方颜
色较浅。幼儿单独面对线描装饰画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各
抒己见。脑海中加深对线描装饰画的感知和认识。)

4、幼儿尝试变换线条和图形感知颜色深浅在线描装饰画中的
变现方式。

师：小朋友自己试一试，看看线条和图形用不同的组合方式
在一起有什么新的效果?

幼：这是我画的'小格子;我画了我喜欢的爱心幼儿我还涂了
颜色。

师：大家用不同的组合方式，来表现了深色区和浅色区。那
我们把这些方法运用到我们的向日葵中去。

(孩子们在分析完线描装饰画后，都跃跃欲试有想去创作的激
情，让孩子们尝试用自己的线条和图形组合，从实际的操作
上去感知线条图形组合下产生的奇妙变化。再一次的激发幼
儿的创作激情，抓住这个契机鼓励幼儿发挥想想，用自己的
画笔去感受深浅变化。)

1、构图时要大胆、流畅，向日葵的花盘画得圆又大。(教师
示范，引导幼儿画出不同的花瓣)

2、进行装饰时注意运用多种图形和线条进行装饰，注意观察
装饰后画面的变化。

3、绘画时注意画面的布局和整洁。

(提出作画的要求，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作画习惯，指出绘画
的要点。)

(若有画面线条单一，线条图形组合经验较少的幼儿给予一定



引导。

师：试一试不同方向和不同粗细的线条装饰出来的效果。)

1、作品展示，互相评价作品。

师：我们选出了几幅画的较好的作品，谁来说说看你觉得它
好在哪里?幼：我觉得这幅画画的好!它用了很多图形来装饰;
它的花有大有小;它的线条慢慢变细。。

总结：是的，这些画里有横着的，有竖着的线条，同样是线
条但不同的方向给人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些画不仅运
用了我们经常看见的圆形、正方形、三角形，还运用了花的
形状，糖果的形状等等。有的地方线条很密，让我们感觉这
块的颜色比较深;有的地方线条稀疏，给人颜色较浅的感觉。
在线描装饰画中我们常常疏密来表现颜色的深浅。

(通过作品的欣赏，幼儿有了自己成熟的欣赏能力，他们能对
比作品，并说出他们喜欢的理由，我们根据孩子所说的对知
识点进行提炼，孩子们此时的感受更深。)

2、再次认识线描装饰画。

师：小朋友在刚才的绘画过程中觉得和大家以往画的色彩画
有什么区别?

幼：这次没使用油画棒。只用了黑笔;我们是用线条和图形装
饰的。

总结：小朋友发现了很多线描装饰画的特点，其实线描装饰
画是以单线条来装饰所描写的物体。

(幼儿通过自己的亲身创作，直接的感受到了线描装饰画带来
的视觉震撼。通过尝试后，再具体线描装饰画的含义。幼儿



自己在无意中找出的定义，教师简单的一总结，比直接给出
的定义，孩子们这样更能让真正的认识什么是线描装饰画。)

艺术领域的活动教案篇二

1、能用绘画的方式表现自己对大街的认识。（重点）

2、引发对大街整体布局的好奇，萌发建构大街的兴趣。

难点：学习初步的构图意识，合理分配大街及建筑物的布局。

1、《小朋友的书我们去游玩》；

2、《小朋友的书美工》；油画棒；图画纸、剪刀，记号笔。

提问：你逛街时，看到了什么？（出示现场拍摄的.大街照片，
引发幼儿发表和交流参观大街的认识和感受。）

你喜欢大街的什么地方？

你还看到过什么样的大街？人们在大街上干什么？

二、使用《小朋友的书我们去游玩》第1~4页“我看到的大
街”，与幼儿一起欣赏和讨论图书上的街景。

1、观察《小朋友的书美工》第20页，启发幼儿联系实际生活，
构思画面内容。

2、大街上有什么？有哪些商店？人们在干什么？你想画大街
上的什么车？它是什么样子的？车里坐着哪些人？还装着哪
些东西？（画车时，引导幼儿观察车辆的形状画出车辆，例
如：卡车的车头是一个正方形，后面连着一个横躺着的长方
形的车身，轮子是圆形的。绘画前可请幼儿观察左边范例）



3、幼儿作画。

重点关注幼儿对画面的分割。

教师鼓励幼儿画出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并努力表现人物和
物体的细节。

五、教师指导幼儿将绘画作品中的内容剪贴下来，粘贴在墙
面上，形成一幅大街的全景。

活动反思：

孩子们每天都会经过大街，对大街积累了很丰富的感性认识，
但孩子对大街的观察属于无目的地观察，本次活动重在引导
孩子仔细地去观察大街上的一草一木，一店一车，并鼓励幼
儿把自己看到的大街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孩子对独
立作画的自信不足，表现出不敢大胆地作画。对这类孩子需
要引起教师的重点关注，先给他一些教师亲手示范，帮助他
逐渐树立信心。

本次活动的又一重点是让孩子开始注重画面的构图，尝试去
合理地分割画面。中班幼儿作画的水平有了一定的差距，这
个目标对中班普遍孩子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教师对其
进行长期的引导。

艺术领域的活动教案篇三

1、提高幼儿的交往能力，让幼儿在集体舞中感受交往的快乐。

2、熟悉音乐的旋律，并通过舞步走、跳表现出来4拍的节奏。

3、初步学习听辨4拍延长音，学会曲线走交换舞伴。

重点：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空间，进行集体舞的



表演。通过教师的参与，语言提示，幼儿练习解决。

难点：运用分配公主与王子的角色，分组练习曲线走，让幼
儿在4拍延长音中掌握曲线交换舞伴的方法。

1、音乐《宾果》、《钟声》、《邮递马车》。

2、头饰：王子的桂冠，公主的头纱。

3、提前了解《灰姑娘》的故事内容。

4、事先排好的集体舞。

（一）故事导入：

师：“小朋友，你们都听过灰姑娘的故事吗？在故事中，王
子为了找到一位美丽的公主，举办了舞会，在舞会上王子拉
着灰姑娘的手不停的跳舞。他们跳的什么舞呢？听，舞会的
音乐响起来了。”

（二）过程：

1、幼儿带着问题欣赏音乐（一段），教师随音乐向幼儿介绍
舞蹈内容。

师：“王子拉着公主的手；大家一起围成大圆圈；互相交换
舞伴握手。”

2、听音乐，欣赏集体舞。（四段）

师：“小朋友，你们从音乐中听出来他们是怎样跳舞的吗？
今天，我把舞会中的王子与公主们都请到了我们家，他们要
为小朋友表演，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看看他们是怎样跳的。
”（幼儿示范集体舞）



3、分段学习动作，重点学习曲线走交换舞伴。

师：“王子和公主跳的是宫廷舞，你们觉得有意思吗？想学
吗？现在，就请帅气的王子找到自己美丽的公主并为她带上
桂冠，一起到前面来随着音乐，跳舞吧。”

（1）在教师语言的引导下，幼儿站双圈。

（2）在教师的提醒下，幼儿听着第一段音乐手拉手面向圈上
双圈行进走。

（3）第二段由双圈变成一个圈，手拉手在圈上侧身跳，侧身
跳时注意保持圆圈的大小。

（4）第三段看教师示范、讲解顺时针曲线走交换舞伴，了解
交换舞伴的方法。先在圆圈上分组联系（王子不动，公主练
习曲线走；公主不动，王子练习曲线走），然后再集体练习
（不听音乐，教师语言提示），最后跟音乐练习。

（5）边听音乐边做交换舞伴的动作。

4、听音乐完整的`表演集体舞。

师：“王子和公主真聪明，这么快就学会了，那我们连起来
完整的表演一遍好吗？”

（1）（两段）在教师语言的提示下，幼儿边听音乐边完整的
表演集体舞，逐步熟悉动作的顺序及交替规律。

（2）（四段）幼儿倾听音乐，独立完成集体舞的表演。

5、释放活动：（音乐《邮递马车》）

（音乐：敲钟的声音）师：“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王子和
公主要驾着自己的小马车回城堡去了。”



艺术领域的活动教案篇四

1、初步欣赏音乐，感受歌曲激昂奔放的民族风格。

2、鼓励幼儿和着音乐大胆尝试创作性的'击鼓，体验击鼓的
欢快情感。

激发幼儿大胆尝试创作性的击鼓。

一只大鼓、四只腰鼓、若干鼓棒等。

一）、复习

1、舞蹈《欢迎舞》（创作性的进行舞蹈）。

2、歌曲《来了一群小鸭子》（能唱出鸭子的神气样）。

3、歌曲《小鸭呷呷》

1）、语言启发，引导幼儿集体演唱歌曲“小鸭呷呷”。

2）、语言启发，引导幼儿轮唱歌曲“小鸭呷呷”。（边听边
唱）。

3）、引导幼儿进行轮唱。（边听边奏）。

二）、新授活动《小小男子汉》

1、初步欣赏乐曲《小小男子汉》

1）、幼儿初步欣赏音乐。（要求：和以前听的音乐有什么不
一样？）

2）、幼儿畅谈感受。



3）、教师小结：（有力、神气）。

4）、幼儿用动作体验乐曲节奏。

2、教师示范击鼓

1）、教师示范击鼓。（要求：引导幼儿感受鼓声的浑厚、有
力，发现击鼓时的节奏和力度。）

3、引导幼儿大胆击鼓

1）、个别幼儿尝试。（引导幼儿大胆击鼓）。

2）、幼儿轮流击鼓。（引发幼儿进行创造性地表现）。

3）、教师观察并给予激励。

4）、师生共舞。（体验欢快情感）。

艺术领域的活动教案篇五

1.能画出自己的主要特征。

2.通过画自己提高自信心。

幼儿自带的近期照片一张，图画纸、水彩笔、蜡笔。

(一)幼儿自我介绍

1.师：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有一张可爱的脸蛋，脸蛋上有什
么?(眼睛、眉毛、鼻子、嘴巴、耳朵)，除了脸蛋还有什
么?(躯干、四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长得一样
吗?请小朋友拿出自己的照片看看，自己长得什么样，你喜欢
做什么?和旁边的小朋友说一说。



2.引导幼儿进行小组交流、讨论，介绍照片中的自己，说说
自己的形象特征。

3.请个别幼儿自我介绍。

(二)引题与示范

1.引导语：我们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喜
欢做的事情，今天老师请小朋友给自己画一张自画像，把自
己最喜欢的样子画出来，在画之前小朋友看看老师是怎样画
的。

2.教师边说边示范画一张自画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可爱的
脸蛋，脸蛋上有圆圆的头......)。

(三)幼儿创作，教师指导

1.提醒幼儿先构思，再动笔作画，突出自己的主要外形特征
和特长爱好。

(师：老师给你们准备不同的画画材料请小朋友自己画，在画
之前要先想好怎样画，画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再动笔。)

2.幼儿分组作画，教师巡视指导。

(四)展示与分享

1.组织幼儿展示作品，相互欣赏与交流。

2.小结：每个小朋友都画的不错，都把自己的形象展现出来
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棒的一面，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二、活动评析

这个活动从教材的分析，目标的定位，教学环节的设置都有



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具体体现在以下
几点：

1.准备充分

无论是从教学活动的设计还是从教学具的准备上都看得出教
师很用心，有自

己的想法和思路，为这个活动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2.能认真分析教材，制定了适宜的情感目标“通过画自己提
高自信心”

中班孩子个性开始凸显，有了一定的独立性。本次活动通过
画自己了解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对培养幼儿的自信心能起
到很好的作用。

3.教学环节清晰

活动有四个环节：一是导入活动“幼儿自我介绍”引导幼儿
观察交流，二是引题与示范，三是幼儿创作，教师指导，四
是展示与分享，整个活动环节清楚。

针对活动情况，有几点建议进行探讨分析：

1.导入要切入重点，直接明了。

引入部分教师要重点引导幼儿认真观察获得较为丰富的感性
经验，这对

幼儿在绘画中能大胆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很重要。中班幼儿特
别是上学期的幼儿观察能力比较弱，作为教师应采取有效的
观察方法，帮助幼儿学会细致地观察发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
这就需要在教师一步步的引导下，通过对比了解每个人眼睛、
脸型、嘴巴、发型等都不同，让幼儿得到直接的感性经验。



建议老师就可以出示班上两个脸部特征比较明显的孩子的照
片(ppt)作为对比的对象。孩子们比较熟悉，让他们观察并说
说他们长得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教师进行小结。这样孩子就知
道了每个人不同的特征会表现在什么地方，再去观察自己的
特征就更直接明了了。

2.教师的示范要突显特征。

教师的示范对幼儿在范画中的影响力很大，对幼儿在绘画中
的启发很有帮助。邱老师的范画是以自己为范本，特征不够
突显，最明显的就是邱老师是长脸不是圆脸。范画时教师以
自己为范本对教师的技能要求较高，建议可以有目的地选择1、
2个脸部特征具有鲜明特点的幼儿进行范画。在画的时候一边
说出这个幼儿的脸部特征一边进行范画，如他的脸是圆圆的，
眼睛大大的，嘴巴小小的`等，及脸部具有代表性的特征(酒
窝、痣)。一边说一边画的作用在于强调如何表现其特征。

3.教师的指导要体现针对性。

邱老师在指导中比较侧重于帮助孩子学习人物画，对表现脸
部特征还缺乏有效地引导。例如：一女孩自己是短发但是画
出了长辫子老师没有及时给予指导。因为教师在引入观察和
范画部分没有很好地突显特征，所以绘画作品中有8名幼儿画
出了人物画，剩下的大多是蝌蚪人，没有较好的表现出自己
的特征。对于能力强的幼儿，教师可以提出画出自己的爱好、
特征的要求，这样可以让他们有更大的表现空间，能力得到
进一步提升。对于能力特别弱的幼儿，教师可以适当动笔帮
助他们添画降低难度。同时教师在指导时要有意识的挑选几
幅比较成功的作品作为评价对象。

4.教师的评价语言要具体明确。

邱老师的评价语是“画的是谁?”“你是怎样画自己?”“在
干什么?”“谁画的还很漂亮?”这样较笼统，建议教师应该



针对本次活动技能对如何表现特征方面提出更具体明确的要
求，如：

(1)你觉得自己和别人哪些地方长得不一样?最特别的地方是
什么?

(2)如果孩子的作品把特征画得很明显，可以请幼儿猜猜是
谁?为什么你能一眼认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