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泥巴绘本教案(汇总8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泥巴绘本教案篇一

1、使幼儿掌握泥工最基本的技能，团圆、搓条、压扁等方法。

2、通过幼儿探索与尝试，改变泥块原有的特性，捏出自己喜
欢的物品形象，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

3、引导幼儿能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大胆创新能力。

4、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5、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泥巴绘本教案篇二

一、师生共同玩泥，体验玩泥的乐趣。

1、教师随意取泥放于手中，通过看、揉、捏，说出自己的感
觉。

泥巴捏在手中是什么感觉？捏一捏，有什么变化？

2、幼儿自由玩泥，鼓励幼儿边玩边交流自己的感受。

二、民间游戏：摔泥巴

1、教师边念儿歌边摔泥巴，引起幼儿的兴趣："东洼里，西



洼里，都来看我放啪哩！"教师将涅好的泥巴甩下，发出"啪！
"的响声。

2、师生共同游戏，启发幼儿掌握摔泥方法：捏好小碗状，用
力快出手。

（教师巡回指导，活动中注意良好卫生习惯的教育渗透。）

3、与幼儿一起讨论：怎样才能让泥巴发出响声？发出响声的
泥巴，会在顶部出现一个大洞。打响的幼儿要再次说儿歌："
东胡同，西胡同，都来给我补补丁。"其他幼儿要从自己的泥
巴上掰下一块，捏扁把洞补上。如果泥巴未发出响声，对方
幼儿要从其泥巴上挖三下："泥花花，挖三挖。"

4、幼儿两人一组玩游戏，教师巡回指导，提醒幼儿注意：

(1)在未摔之前，检查泥巴窝窝底部是否完整。（摔泥的幼儿
应尽量将泥碗破口摔大。）

(2)一定要补住泥巴窝窝的破口。（补泥的幼儿，将泥压扁、
压薄，能补起破口即可。）

三.游戏结束：整理场地。

泥巴绘本教案篇三

在一次户外游戏时，我发现孩子们对泥非常感兴趣。针对农
村孩子的特点，我选择了这次玩泥巴活动。

活动目标

1、使幼儿掌握泥工最基本的技能，团圆、搓条、压扁等方法。

2、通过幼儿探索与尝试，改变泥块原有的特性，捏出自己喜



欢的物品形象，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

3、引导幼儿能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大胆创新能力。

重点难点

1、使幼儿掌握泥工最基本的技能，团圆、搓条、压扁等方法。

2、通过幼儿探索与尝试，改变泥块原有的特性，捏出自己喜
欢的物品形象，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

3、引导幼儿能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大胆创新能力。

活动准备

生泥、竹签、泥塑盘等、火柴棒若干、叶子等装饰材料。

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师生共唱《饼干歌》。

2、出示泥工作品，激发幼儿的创作兴趣。

3、提醒幼儿在玩时应注意什么？

二、动手操作

（幼儿自由选择泥块玩泥。）

1、鼓励幼儿尝试泥的玩法，引导他们团圆、搓条、压扁。

2、引导幼儿捏出自己喜欢的造型。（根据老师提供的模型试
着去捏。）



三、成果展示，分享快乐

1、请幼儿展示自己的作品，说说自己捏的是什么？怎样捏的？
向全班小朋友介绍自己的经验。

2、幼儿相互欣赏作品，体验成功的快乐。

四、活动延伸

是幼布置小小的泥塑展，组织幼儿欣赏。

泥巴绘本教案篇四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得正确流利，遇到
不认识的字词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解决。

2、同桌或前后桌互读互听，指出对方的不足，并根据对方的
评价再读课文。

3、再读课文，理清条理。

（1）课文讲了什么内容？

（2）用“‖”标出段落。

（3）汇报。

泥巴绘本教案篇五

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玩泥巴了，因为泥巴可以捏成任何物品，
比如说小狗，小猫。泥巴捏成形状非常的难，就让我给你们
讲讲上面的东西吧。

捏成小狗有许多的方法，比如先捏一个扁扁的身体，再捏一



个圆圆的小脑袋，和四条灵活的小腿，和一条小尾巴就完成
了。再连接起来就成了一只小狗了。

捏成小猫跟上面一样，但是要捏六跟胡须就完成了。

我最喜欢玩泥巴了！

泥巴绘本教案篇六

在《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指
出：“从学生的兴趣、能力和需要出发，培养学生积极主动
的学习精神。同时应充分展示美术学习的有关过程与方法，
以利于增强学生的感受和体验。”本课的教学方式及教学内
容都体现了这一点。

泥巴是孩子喜欢用来玩耍的自然材料，它可塑性很强，充满
着大自然的气息。因此，以泥塑作为学习的内容，不但可以
引发学生的兴趣，满足孩子天生好玩的需要，还可以通过游
戏活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愿望，培养多方面的能力，并在
游戏活动中使学生认识泥性，体验泥塑立体造型的乐趣，培
养动手能力。农村的孩子从小和父母在田间与泥土打交道，
挖泥土、捏泥巴、玩过家家，对泥土的可塑性及其用途有一
些实际生活的知识；工厂职工的孩子住在楼房中，很少接触
泥巴，对泥土只有间接了解的一些知识。不论是农村还是工
厂职工的孩子，说起玩泥巴，都有特殊的情感，但对泥巴细
微的体验认识很少。所以，在课堂上，首先让学生了解泥巴
的特性，从视觉、触觉、嗅觉等感官来体验、感受泥性，通
过挤、捏、拉伸、穿透等方法，一面亲近泥巴，接触泥巴，
一面思考形状，并充分活用双手，运用全身进行造型游戏，
使造型更为丰富。其次，作品欣赏与学习制作方法相结合，
学生开拓创新思维，发现创作的方法，同时获得审美愉悦。
学生乐在其中，一面游戏，一面创作，一面涌现新的构想。
在评论阶段，找出自己与他人的精彩之处有无特别的感受。
最后欣赏传统陶艺，了解历史，进行课后延伸。



泥巴绘本教案篇七

从事幼教工作后，我在工作中不断发现，亲近自然的确是孩
子的一种本性。孩子对于沙子、泥土之类的东西更是情有独
衷，作为幼教工作者，真的应该像《幼儿园指导纲要》中所
说：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的特点、变化规律产生
兴趣和探究的欲望，从而使孩子更亲近大自然，珍惜自然资
源，做一个生活的热爱者。作为幼儿教师的我更应该注重激
励、呼唤、鼓舞幼儿去动手、去操作、去探索、去发现。

本节活动，根据农村孩子的特点，我选择农村自然材料――
泥巴，通过孩子动手操作，自我展示，进一步培养了他们动
手操作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及幼儿的创作思维能力。让
孩子们在活动过程中尽情的玩，尽情的做，体会成功的乐趣。

泥巴绘本教案篇八

1、在自由玩耍中感知胶泥的特性。

2、通过游戏掌握摔泥、团泥、捏泥、压扁等基本技能。

3、在玩泥活动中，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红色胶泥若干，一处供幼儿玩耍的场地。

一、师生共同玩泥，体验玩泥的乐趣。

1、教师随意取泥放于手中，通过看、揉、捏，说出自己的感
觉。

泥巴捏在手中是什么感觉？捏一捏，有什么变化？

2、幼儿自由玩泥，鼓励幼儿边玩边交流自己的感受。



二、民间游戏：摔泥巴

1、教师边念儿歌边摔泥巴，引起幼儿的.兴趣："东洼里，西
洼里，都来看我放啪哩！"教师将涅好的泥巴甩下，发出"啪！
"的响声。

2、师生共同游戏，启发幼儿掌握摔泥方法：捏好小碗状，用
力快出手。

（教师巡回指导，活动中注意良好卫生习惯的教育渗透。）

3、与幼儿一起讨论：怎样才能让泥巴发出响声？发出响声的
泥巴，会在顶部出现一个大洞。打响的幼儿要再次说儿歌："
东胡同，西胡同，都来给我补补丁。"其他幼儿要从自己的泥
巴上掰下一块，捏扁把洞补上。如果泥巴未发出响声，对方
幼儿要从其泥巴上挖三下："泥花花，挖三挖。"

4、幼儿两人一组玩游戏，教师巡回指导，提醒幼儿注意：

(1)在未摔之前，检查泥巴窝窝底部是否完整。（摔泥的幼儿
应尽量将泥碗破口摔大。）

(2)一定要补住泥巴窝窝的破口。（补泥的幼儿，将泥压扁、
压薄，能补起破口即可。）

三、游戏结束：整理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