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筝飞啦教案 幼儿园大班春天美术教案
放风筝(优秀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风筝飞啦教案篇一

微风吹拂，大地回春，小区的草坪，郊外的绿地上，都会有
家长带着孩子放风筝，风筝以它优美的造型，鲜艳的色泽，
在空中盘旋的舞姿，深深吸引孩子们的心。《放风筝》描绘
的是幼儿熟悉和喜欢日常生活中放风筝的游戏，故事中非常
巧妙的将白云想象成风筝，有着无穷无尽变化的.风筝，既符
合幼儿的思维特点，富有童趣，又使故事内容具有了无限想
象的空间。

1.熟悉故事内容，感知故事中的角色形象和画面情景。

2.能通过观察画面以及想象大胆猜想故事情节，理解童话的
内涵。

3.体验大胆表达的乐趣。

1.活动前丰富幼儿对云彩的想象（如：大白鹅、小白马等）

2.教学课件、跟故事相匹配的图谱一套。

一、导入活动，激发幼儿的兴趣

提问：春天来了，你们在春天里会玩哪些游戏？想知道小动
物是怎样放风筝的吗？我们一起来看看。



二、播放课件，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1.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图片内容。

提问：小朋友们看！他们是谁？他们在干什么呢？2.观察图
片，引导幼儿匹配与小动物相应的风筝。

提问：胡萝卜风筝是谁的？为什么？小金鱼风筝是谁的？为
什么呢？

小结：是呀，孩子们，你们说的很对！胡萝卜是小兔的最爱；
小猫咪呀，他最喜欢吃小鱼了。

3.教师提问，激发幼儿听故事的兴趣。

三、教师完整讲述故事，引导幼儿想象故事内容

1.教师以提问以及留空填充的方式，引导幼儿匹配故事图谱。

呼啦，呼啦，小兔握着一个xx风筝，小猫握着一个xx风筝。

2.借助课件分析故事内容，帮助幼儿理解童话的内涵。

3.教师提问，引导幼儿想象白云的形态

提问：小白云一会变成了什么？一会变成了什么？一会又变
成了什么？

小结：会变的小白云真有趣。小朋友们想一想小白云除了会
变成

小绵羊、大白鹅、小白马，还会变成什么呢？会发出什么声
音呢？

四、玩游戏“白云变变变”，引导幼儿想象创编故事内容



1.提问：故事中哪个小动物的风筝很有趣？为什么呢？小猪
的风筝还会变成什么呢？

2.幼儿自由创编，鼓励幼儿用一会变成…怎么叫？这样的句
式进行创编。

风筝飞啦教案篇二

1、通过改变泥片造型、联想与创作活动，引导幼儿体验制陶
的乐趣。

2、学习运用捏压、团圆、盘绕等方法，大胆表现构想。

1、泥若干。

2、工具：竹签刀、葫芦锥、鱼鳞刀、泥工板、湿抹布。

一、操作、探索

1、玩泥片

2、教师：这里有许多泥片，请你看一看，你发现了什么？

玩一玩，泥片可以怎么玩？

(教师引导幼儿观察泥片，或卷或围拢或切，感受泥性，注意
泥片造型的变化。)

二、引导、联想

1、泥片畅想

2、教师小结：你们真棒！把泥片一会儿变成卷，一会儿切成
条；一会儿竖起来；



3、幼儿讨论：你想把泥片变成什么？

4、边看泥片造型，边引导幼儿联想

（1）整片泥平着放，可以做成什么？

（2）泥片竖起来，像什么？可以变成什么？怎么变？

（3）卷卷的泥片像什么？添上些什么更像呢？

三、创作、表现

1、泥片造型

介绍工具，引导幼儿说出工具用途。

竹签刀切泥、鳞刀刻花，葫芦锥按孔。

2、提出要求：大胆做、试着做与别人不同的小东西。

3、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使用不同的制陶方法。

四、展示、体验

1、泥片展览

展览幼儿的作品。

2、不同形式的评价与展示

（1）幼儿分散相互交流。

（2）取一两件作品，让幼儿猜猜制作的是什么。

（3）在集体中，请幼儿介绍自己的作品。



风筝飞啦教案篇三

1．学习用对称的方法装饰风筝，体验作画的快乐。

2．激发幼儿欣赏美、创造美的兴趣与能力。

ppt美丽的风筝、风筝半成品、记号笔、油画棒。

以猜谜语的方式导入活动主题“小朋友，老师这里有个谜语
请你们猜一猜：天上一只鸟，用线拴得牢，不怕大风吹，就
怕细雨飘。”（风筝）

1.图一：提问：你们都看到了什么风筝？（蝴蝶，金鱼）觉
得好看吗？你觉得哪里好看？

幼儿：漂亮。

教师：颜色真美啊，那你们谁能说出他有哪些颜色？

幼儿：（点数颜色），翅膀上有……色。下面翅膀上有……
背部有……眼睛上有……

图三：这只蝴蝶上面还有很多图案？你们发现了吗？谁来说
说？

这些图案有什么特点？（左右都一样）告诉你们这叫对称。

什么是对称？（左右大小要是一摸一样的）为什么要做成对
称的？（为了保持平衡和美观）

3.按照同样方法讲述图四（金鱼）和图五（蜻蜓），侧重对
称。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些美丽的风筝都是由点和线条组合而成的。



1.请小朋友回忆点，并在黑板上画出。

2.请小朋友回忆线，也画出。

3.动脑筋将点和线结合，画出自己设计的图案。

4.欣赏ppt，感知点线结合的美。

1.进一步让幼儿表现美，激发创作的欲望。

2.教师提出绘画要求：

（1）画之前要学会用左右对称的方式来画，要先用线条分割，
然后用图案装饰。线条和图案要密一点，丰富一点，这样的
风筝才漂亮。

（2）要注意绘画时的坐姿。

幼儿作画，教师巡回个别指导，鼓励幼儿大胆设计出各种不
同的风筝。

风筝飞啦教案篇四

1、学习歌曲，尝试用优美轻巧的声音唱歌。

2、通过表演唱，增强自信心，喜欢参加音乐活动。

1、对风筝的形状、特征、玩法有一定的了解。

2、两种不同符号的条形卡纸。

3、打击乐器若干。

1、律动导入



幼儿在音乐伴奏下做律动。

2、学习歌曲

（1）春天里有一种最有趣的活动，知道是什么活动吗？（放
风筝）

（2）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放风筝”的'歌曲。

（3）教师范唱。

（4）提问歌词内容。

（5）幼儿跟唱。

（6）幼儿演唱歌曲。

（7）提醒幼儿有表情的演唱歌曲。

在美工区投向相关材料，让幼儿制作风筝，并尝试在幼儿园
放风筝。

风筝飞啦教案篇五

1.熟悉故事内容，感知故事中的角色形象和画面情景。

2.通过观察画面以及想象创编活动，理解童话的内涵，并创
编故事中的部分情节。

3.积极参加创编活动，学会大胆表达。

1.幼儿用书：《放风筝》。

2.课件



3.跟故事相匹配的图谱一套。

（一）导入活动，激发幼儿的兴趣。

1.教师：春天来了，你们在春天里会玩哪些游戏？

2.教师：想知道小动物是怎样放风筝的吗？我们一起来看看。

（二）播放课件，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1.逐句播放课件引导幼儿观察画面讲述故事内容。

2.讲到"小白云一会儿变成小绵羊……"时幼儿边学做小绵羊
的动作边学绵羊的叫声（教师依此类推，教师小朋友一起边
学边做动作）

（三）教师边演示边带领幼儿讲故事。

1.教师以提问以及留空填充的方式，指导幼儿完整地讲述故
事。

2.借助图谱分析故事内容，帮助幼儿理解童话的内涵。

师：小兔放的什么风筝？小猫放的什么风筝。

师：小兔、小猫都有风筝，小猪没有风筝是谁帮助了他？

师：小白云一会变成了什么？一会变成了什么？一会又变成
了什么？

（四）教师带领幼儿一起想象创编故事中的部分情节。

2.教师带领幼儿完整地讲述新编的故事。

作品的语言简洁明快，多重复，富有韵律感，其中运用了大



量的象声词，更增加了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因此，非常
适合小班幼儿学习和理解。

童话《放风筝》描绘的是幼儿熟悉和喜爱的日常生活中放风
筝的游戏，非常巧妙的将小白云想象成风筝，又有着无穷无
尽变化的风筝，既符合幼儿的思维的.特点，富有童趣，又使
故事内容具有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小兔在放一只胡萝卜风筝，
小猫在放一只金鱼放在风筝，小猪空着手跑来，如果没有风
筝他会多么不开心呀！小白云的帮助，让他获得了最有意思
的、最会变化的风筝，极大的满足了小猪放风筝的心愿，也
留给小读者无限的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