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美术七星瓢虫教案 七星瓢虫中
班美术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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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美术七星瓢虫教案篇一

1、知道七星瓢虫是益虫，借助童谣画出小瓢虫的外形特征。

2、大胆添画背景，使画面更加丰富。

重点：借助童谣画出小瓢虫的外形特征

难点:画出不同形态的七星瓢虫。

1．图片。

2．作画工具。

小朋友，我们班上来了位小客人，我们一起看看它是谁。

1、看背景图，

（它是谁呀？七星瓢虫是农民伯伯的好朋友，他特别喜欢吃
害虫，帮助农民伯伯保护庄家。请小朋友仔细看看这个瓢虫
身体是什么样子？身上有几个小圆点？几个大？几个小？长
在哪里？）

让幼儿数一数这个瓢虫身上有几个小圆点，几个大的，几个
小的，都长在哪里。



（1）老师带来了一首好听的童谣，你们想听吗？

画个大圆盘，一分分两半

再画个半圆，顶在盘上边

七个小圆圈，画在盘里面

两根须，画两边，

六条腿，分两边，

这只瓢虫真好看.

好听吗？你们想试一试吗？

（2）那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3）我们把这只七星瓢虫变出来好不好？（教师边念童谣边
画七星瓢虫）

（4）我们小朋友也来变一变（幼儿齐说）。

1.画个大圆盘，一分分两半

2.再画个半圆，顶在盘上边

3.七个小圆圈，画在盘里面

4.两根须，画两边，六条腿，分两边，这只瓢虫真好看.

一只瓢虫有些孤单，我们再给它请些朋友来吧。（教师和幼
儿一起边念童谣边画出不同形态的七星瓢虫）

七星瓢虫生活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给这幅画添上些什么？



略

中班美术七星瓢虫教案篇二

随着主题“在秋天里”的逐渐深入，孩子们逐渐了解了秋天
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外出活动时会有意识的'关注在草地上的
小虫子。孩子对瓢虫简单的外形、不同的花纹产生了明显的
兴趣,他们总会为这是害虫还是益虫争论。

在这个活动中，将重点落在涂色环节中，请幼儿给蜡笔排队
让幼儿辨析同种色中不同的彩度变化，进一步关注颜色的深
浅，逐步培养幼儿有目的地选色与配色，感受色彩的美感。

1、区别同种颜色的深与浅，尝试用相近色进行配色。

2、知道瓢虫是秋天的昆虫，并区分益虫和害虫。

活动准备教师范画、瓢虫图片、铅画纸、勾线笔、蜡笔。

1、这是什么？数一数它有几只脚？还有什么也是六条腿？

2、：长着六条腿的都是昆虫。

3、这个瓢虫身上有几个小黑点？几个大？几个小？长在哪里？
（有7个圆点，左右翅膀上各有三个圆点，中间一个大圆点，
左右翅膀各一半。）

4、七星瓢虫身上有几种颜色？什么地方是黑色？什么地方是
红色？（头部、触角、圆点和六条腿是黑色，翅膀是红色。）

5、：瓢虫一家有许多不同的种类，要从那些圆点上去分辨，
有一个圆点的是一星瓢虫，有七个圆点的是七星瓢虫，有六
条花纹的是条纹瓢虫，象龟壳的是龟纹瓢虫，还有没有圆点
的大红瓢虫，这些都是益虫，其他瓢虫都是害虫。今天我们



一起来画保护树叶的益虫。

1、出示：大红、粉红、桔红、桔黄、柠檬黄，都能给瓢虫涂
色，请幼儿找出这些颜色，比较哪些比较深，哪些比较浅？
从深到浅排排队。

2、找出绿色，也从深到浅排排队。

3、指导幼儿画出瓢虫的主要特征，强调瓢虫的腿要向后画，
身体两边（左右）各有三条腿，腿长在身体两侧，头、尾部
没有腿；要画的饱满。

4、鼓励幼儿选用各种红色，注意画面上的深浅搭配。

5、提醒幼儿注意黑点的数量，画出益虫。

6、：师生一起念瓢虫的儿歌。

中班美术七星瓢虫教案篇三

1.能按点子的数量匹配相应数量的实物，初步感知物体的对
应关系。

2.能按要求乐于参加操作活动，能边操作边讲述。

1.画有1个斑点、2个斑点、3个斑点的纸制瓢虫若干。

2.树叶3片，小虫若干。

3.儿歌《小瓢虫》

一、游戏导入，师幼共同玩手指游戏“小瓢虫”。

小瓢虫，小瓢虫（上下弯曲手指）爬来爬去的小瓢虫（四指
作爬行状）紧紧追上害虫（加快爬行速度）一口把它吃干净



（停下做吃状）

二、利用图片练习手口一致的`数3以内的数。

1.通过数瓢虫身上的斑点，学习数数1、2、3。

（1）出示1只瓢虫。提问：瓢虫宝宝长什么样？（圆圆的身
体。

背上有什么？（斑点）有几个斑点？（2个）师幼一起手口一
致的点数2。

（2）再同时出示2只瓢虫。（身上的斑点分别为1个和3个）
让幼儿说说它们身上分别有几个斑点，集体手口一致的数1个
斑点的瓢虫，请个别幼儿上来手口一致的数3个斑点的瓢虫。

2.观察瓢虫的外型特征，巩固对小、颜色的认识。

师：“这3只瓢虫宝宝一样吗？什么地方不一样？（颜色、小、
斑点）。

三、利用游戏，培养幼儿按数量分类的能力。

1.游戏“小瓢虫抓害虫”

（1）通过照顾小瓢虫，巩固手口一致数3以内的数师：“瓢
虫宝宝的妈妈生病了，想请小朋友忙照顾瓢虫宝宝，请你选
一个瓢虫宝宝来照顾，拿到后看一看你的瓢虫宝宝身上有几
个斑点？伸出手指数一数。”

（2）游戏“小瓢虫抓害虫”。

师：“瓢虫宝宝们肚子饿了，它们最喜欢吃虫子，我们带着
瓢虫宝宝去抓害虫吧。”（听着音乐边念儿歌边做动作抓害
虫）。



2.送瓢虫宝宝回家

（1）让幼儿把不同斑点的瓢虫宝宝放到有相应圆点的树叶上。

师：“瓢虫宝宝们累了，想休息了，它们喜欢在什么地方休
息？（树叶）请你们送它们去树叶上休息。（送的时候要求
幼儿1个斑点的瓢虫宝宝送到有一个圆点的树叶上，2个送到2
个圆点的树叶上，3个……）。

（2）集体验证。

四、结束活动幼儿学小花猫走路轻轻的离开活动室。

中班美术七星瓢虫教案篇四

1、学习使用拓印作画的方法，画出七星瓢虫的外形特征。

2、感受拓印作品的不同视觉效果，体验拓印活动所带来的快
乐。

重点：画出七星瓢虫的外形特征。

难点：学习拓印的方法。

各种作画工具。范画一张。

1、欣赏与讨论

（1）你们看，谁来啦？（七星瓢虫）

（2）为什么叫它七星瓢虫？

（3）这些点有什么不一样？

教师小结：七星瓢虫身上有七个圆点，左右翅膀上各有对称



的三个圆点，中间一个大圆点，左右翅膀各一半。瓢虫一家
有许多的种类，要从那些圆点上去分辨，有一个圆点的'是一
星瓢虫，没有圆点的是大红瓢虫，有七个圆点的是七星瓢虫，
他们都是益虫，今天，我们来画七星瓢虫。

2、教师结合儿歌示范画，并介绍拓印的作画方法。

（1）你们看汪老师带来了什么？（介绍材料）

（2）老师边念儿歌边用笔（笔要斜一点来画）把七星瓢虫的
轮廓画在吹塑纸上。

（3）七星瓢虫画好了，你想它会飞到什么地方呢？（幼儿回
答，添画背景）

（4）接下来我们用水粉颜料给七星瓢虫穿上漂亮的衣服。

老师用画笔先蘸一蘸自己喜欢的水粉颜色，再在杯沿舔一舔，
不要让颜料滴下来。再来涂色，颜色涂均匀，要涂一块马上
印一块，压一压。

（5）这种跟我们平时不一样的画法叫拓印法。

4、幼儿作画

（1）画轮廓线时，笔要斜一点来画，尽量把身体和圆圈都画
大，而且要注意圆圈的数量和两边对称。

（2）进行拓印时，画笔先蘸一蘸，再在杯沿舔一舔，不要让
颜料滴下来。要求颜色涂一块马上印一块，压一压。

（3）拓印好七星瓢虫后再添画上背景。要求背景的颜色和七
星瓢虫的颜色要不一样。

展示孩子们的作品。



中班美术七星瓢虫教案篇五

1、有初步的节奏意识，能随音乐一拍一拍地拍手、点头。

2、能根据教师的语言提示，伴随音乐节奏初步合拍做小鸭叫、
小鸡叫等动作。

事先学过小鸭叫、小鸡叫等动作，布置场地。

1、随音乐示范表演，幼儿观察。

（1）引导幼儿坐成半圆形，教师示范表演第一段音乐。

教师提问：老师做了哪几个动作？拍了几次手？点了几次头？

2、引导幼儿练习。

（1）引导幼儿随音乐做动作，教师用有节奏的语言就行提示。

（2）放慢琴速，引导幼儿立随音乐动作。

（3）按照正常速度弹琴，鼓励幼儿随音乐有节奏地做动作。

3、引导幼儿学习有节奏地拍肩、叉腰等动作。

（1）引导幼儿学习有节奏地拍肩，并随音乐律动。

教师：小肩膀听到好听的.音乐，也要和音乐一起玩了。家用
两只小手拍拍肩、拍拍肩。

（2）引导幼儿学习叉腰动作，并随音乐律动。

4、引导幼儿初步学习有节奏地做小鸭叫、小鸡叫等动作。

5、组织幼儿交流、评价，结束活动。



利用自由活动，组织幼儿继续进行,《拍手点头》的律动。

三、户外活动：

1、体育游戏:小猫轻轻走见领域p6。

2、分组活动：（见周计划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