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美术画小猪教案 大班美术风筝教学
反思(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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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美术画小猪教案篇一

他们的会从中感觉到时自己知识储备和不足，从而会主动地
吸取和补充营养，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和阅历。而对于那些学
习不主动、能力差的学生通过我们的风筝课放起了自己新手
制作的风筝，从而看到了自己的长处和价值。感觉到了文化
学习与工作实践是紧密相联的，认识到了掌握科学知识的重
要性，重新树立起了学习文化课的信心。

制作风筝有成功有失败，成功了会有成就感，而失败就要去
换问题的所在，来解决问题，一次不成功，两次、甚至于数
次，直到成功为止。这样一个过程无形中培养了学生遇到困
难不退缩、知难而进和坚韧不拨的意志品质。心理的承受能
力也得到了考验。

活动的实施过程是一个与其它学科相联的、综合的过程。

一、风筝与语文相结合。在学生了解风筝的过程中，引导他
们去搜集有关风筝的诗词，来增加学生对作者的了解，对诗
人所处时代背景的了解。即丰富了学习内容又感受到了传统
文化的魅力。学生每参加一次放飞或一次风筝比赛之后，有
了丰富的素材，就可以由此写出一篇很生动的记叙文。

二、做风筝首先要设计、制图，这与数学学科紧密相连。在
制作风筝过程中，“轴对称”对风筝的物体的平衡性很重要。



学生比较容易制作出静态下制作出对称的风筝，通过放飞遭
到风以后风筝变形了，由对称变为不对称了，这时我们再引
导学生利用风筝的制作技术来解决动态下对称问题。有些风
筝在设计上就不对称，我们可以利用提线的安装和调整来解
决对称问题。学生在实践中很快领悟到其中的奥妙和问题所
在。

三、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风筝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汉朝
发明了风筝，战乱的年代风筝被战争所利用。唐代的繁荣兴
盛，风筝也作为娱乐工具进入了平常百姓家。通过风筝的变
化，让学生来了解到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文化及生活
习俗也在发生着变化，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底蕴。风
筝课上让学生搜集与相关历史知识、典故来拓展学生的视野。
感受到风筝的发明对于社会的贡献是伟大的。

四、风筝与美术有着直接的关系。风筝的题材丰富多彩、造
型各异，它更以唤起同学们的想象力，在绘制风筝时有充分
的空间留给学生发挥。通过完成一只风筝的美化，感受到风
筝绘画近效果的细腻及远效果的生动活泼，体验了成就感。
使风筝课与美术课相整合，起到时相互促进的作用。

五、风与风筝放飞的关系，在学生的放飞过程中得到了亲身
体验。通过观察风筝在空中的飞行状态来感知风筝遇到了哪
各气流。如：风筝直线向上飘动不受人的控制了，这就是遇
到了上升气流。风筝把学生带到了大自然，让他们感受到了
自然界的万千变化，感悟到很多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

总之，将更多的学科知识融入到风筝的研究中，既增加学生
的知识储备又拓展了知识面。

大班美术画小猪教案篇二

这是一节欣赏、绘画活动，此次教案的目标是让幼儿在对比
欣赏中感受水墨画的美；知道水墨画的特点及不同笔法所画



出的丝瓜是不一样的；初步尝试运用毛笔的中锋、侧锋作画，
并能正确抓握毛笔。

因为我班幼儿是初次接触水墨画，所以我把活动的目标调整
了一下，重点放在欣赏上，让幼儿在对比中感受水墨画的美。
首先引导幼儿逐个欣赏齐白石画得丝瓜图，请幼儿猜想、说
说这些画是用什么画的，接着出示宣纸、毛毡、毛笔、国画
颜料、调色盒、墨水、墨盒、印章、红色印泥图片，引导幼
儿认识及其使用方法，让幼儿了解水墨画的特点及相关知识。
因为这些水墨画用具小朋友很少接触，并不是很了解，所以
老师要一一介绍，为以后自己作画奠定基础。

活动难点我放在学习、尝试使用毛笔的中锋、侧锋，感受不
同的笔法画出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水墨画的笔法很重要，所
以在欣赏的基础上让幼儿亲身感受笔法带来的不同效果。在
欣赏之后，教师示范握笔姿势，介绍用中锋、侧锋作画。在
幼儿亲身感受的环节，班里小朋友都愿意大胆尝试用毛笔作
画，这次我不要求画出形象的丝瓜，主要是让幼儿感受水墨
画中笔法的重要性，大胆的、正确的用使毛笔。

这次活动幼儿积极性较高，兴趣较浓厚，对水墨画很感兴趣，
活动效果较好，为以后作水墨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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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美术画小猪教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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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美术画小猪教案篇四

1、认识枫叶、梧桐、银杏等各种常见的树叶。

2、能够根据收集到叶子的不同外形进行想象创作。

3、体验创作树叶贴画的乐趣。

4、培养幼儿的观察、操作、表达能力，提高幼儿的审美情趣
及创新意识。

5、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1、各种各样的树叶若干、胶水、剪刀、白纸。

2、树叶贴画作品。

1、通过观察，了解树叶的形状及颜色。

——组织幼儿讨论，观察叶子的形状及颜色。

——引导幼儿根据叶子的外形、颜色等特征进行想象。

2、引导幼儿欣赏树叶画并激发幼儿创作树叶粘贴画的愿望。

师：我们有这麽多好看的树叶，可以用它们来干什麽呢?

师：这边有几个小朋友他们把树叶拼贴在一起，我们来看一
看这些树叶变成了什么?)(出示几幅树叶粘贴画，引起幼儿兴
趣)

师：金鱼的尾巴是什么叶子?(枫叶)

师：这个小朋友把枫叶当作金鱼的尾巴。



师：这幅画把什么叶子当作了蝴蝶的身体?(竹叶)

师：现在我们的桌上也有这么多叶子，你们想不想也来动手
作一幅美丽的树叶贴画呢?

师：请你看一看你桌上的叶子像什么?你可以把它当作什么?

3、教师指导幼儿进行树叶粘贴(引导幼儿展开想象，尽情创
意)。

4、展示幼儿作品。

师：谁愿意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

师：说一说你把什么叶子当作了什么?

通过观察各种形态与颜色的叶子，结合对树叶贴画的欣赏，
激发幼儿对树叶贴画的兴趣，当孩子们看到一张张树叶贴出
的美丽图片时，都很兴奋，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趁此机会，
引导幼儿选择合适的树叶通过整张覆盖或是剪切的方式来制
作树叶贴画，由于幼儿想象力还不够丰富，大部分作品都是
小鱼和蝴蝶，只有个别幼儿创作出了新的作品，如小女孩儿
和乌龟等。

大班美术画小猪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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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