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幼儿老师设计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教案
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
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组织幼儿老师设计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在熟悉诗歌的基础上，能用国画的形式表现自己对诗歌的
理解。

2、能大胆地添画与诗歌情节有关的事物。

3、体会古诗中的美景，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活动准备

1、幼儿欣赏过古诗《风》，对古诗内容有初步的'了解。

2、诗配画作品4幅。

3、国画工具材料。

活动过程

1、欣赏诗歌，进一步理解古诗内容，感受古诗意境。

(1)欣赏国画，听配乐朗诵古诗，进一步感受古诗的优美意境。

教师：听着古诗，看着画面，说一说你有什么感觉。



(2)欣赏古诗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再次感受古诗的意境，鼓
励幼儿通过自己的理解大胆表演古诗《风》。

2、师幼共同讨论如何用国画形式表现古诗内容。

(l)引导幼儿逐句讨论作画内容。

(2)讨论作品内容中的不同运笔方式：可用中锋或侧锋表现什
么内容。

3、幼儿创作。

鼓励幼儿大胆表达自己对古诗的理解，并用国画形式充分表
现。

4、作品展示，集体朗诵，感受和体会古诗中诗画一体、诗情
画意的优美意境。

师幼一起将幼儿作品制作成宫灯，装饰活动室（宫灯的四个
面正好可以表现四句诗歌）。

教学材料

[古诗]

风

（唐）李峤

解落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竿斜。

组织幼儿老师设计教案篇二

绘画目的：

1、引导幼儿观察菠萝外形特征。

2、用线条大胆进行装饰，体验绘画的快乐。

绘画步骤：

一、教师教导

1、先画出一个圆。

2、画出三道斜线。

3、画出交叉在画三道斜线。

4、画出花序两边。

5、画出完整花序。

6、画出菠萝身上的斑点。

小朋友是不是非常简单!

你们学会了吗?

我们一起看一看。

二、分组绘画

幼儿绘画，教师巡回指导。



三、幼儿评价展示

幼儿相互欣赏作品，看看谁的菠萝宝宝最漂亮。

四、结束部分：教师小结。

五、活动延伸

根据自己能力及喜好自由绘画。

组织幼儿老师设计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了解马的一些外行特征和生活习性。

2、喜欢马，有兴趣了解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教学准备：

徐悲鸿画的马、马的各种图片

教学过程：

一、幼儿欣赏“马”

1、来了一位朋友是谁?(马)

2、在这些画上，你看见了什么?

3、马儿在干什么?你从哪儿发现的?

小结：徐悲鸿爷爷画的马有各种品种，各种神态，各种动作，
他的本领可真大呀!



二、从图片上进一步观察马的外行特征

1、说说马长什么样子?

2、想象马跑起来会发出什么声音?声音从哪儿来?

3、什么样的马才是好马?

小结：马的特征。

三、马的生活习性与人的关系

1、从这些画上你又知道马的一些什么事情?

2、马有一些什么本领?马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事?

小结：

马用它的本领为我们人类做了许多事，马真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要爱护它。

四、延伸：在区角活动放了许多材料，你可以试着去做一做
马。

组织幼儿老师设计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能画出菠萝椭圆形的外形特征。

2、鼓励幼儿画出大小不同，颜色不同的菠萝。

3、初步学习用渐变的方法涂色。

教学过程：



(一)、导课。

教师：秋天有很多的水果成熟了，我喜欢吃菠萝，你们能说
出菠萝的形态吗?(圆形)

(二)、幼儿学画。

1、教师归纳菠萝的外形特征，让幼儿用铅笔勾轮廓。

2、幼儿画出大小不一的菠萝。

3、用合适的颜色勾上彩线。

4、用黄色系的颜色给菠萝涂色，表面要体现出块状感。(这
叫渐变方法)

(三)、幼儿相互参观作品，并说说自己最喜欢哪个菠萝，为
什么。

组织幼儿老师设计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欣赏徐悲鸿的作品，充分感受画面中欢腾、热闹的气氛。

2、通过多通道的方式感受作品的意境。

3、大胆表达对作品的感受，并能认真地倾听。

活动准备：

1、幼儿课前欣赏过马的不同动态图，对马有初步的认识。

2、课件：徐悲鸿的《八骏图》，徐悲鸿其他关于“马”的作
品多幅。



3、《赛马》等背景音乐。

活动过程：

1、出示徐悲鸿作品《八骏图》，引导幼儿欣赏。(配乐)

(1)整体欣赏作品。

教师：图中画的是什么?有儿匹?这些马看j：去怎么样?有哪些
颜色?这些马可能在干什么呢?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图上有
八匹骏马，很高大，很健壮，在奔跑……)

(2)教师介绍作品的绘画形式。

教师：这是一幅什么画?是用哪些材料画的?你是从哪里看出
来的?(用毛笔俩的，用淡墨画出了马的肌肉，用浓墨画出了
马的鬃毛和尾巴)

2、教师简要介绍砷家徐悲鸿。

(1)教师：你们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吗?

(2)教师小结：徐悲鸿是著名的国画大师，最擅长画马，他画
的每匹马都栩栩如生，像真的一样。

3、欣赏徐悲鸿其他关于“马”的作品，感受造型美和画家作
品中所表现的神韵。

教师：大画家还画了许多的马。我们来看看它们在干什么，
心情怎样。

4、教师播放音乐，引导幼儿用动作来表现马的动态，在自由
玩耍中结束活动。

教师：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学学马儿奔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