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美术我的好朋友教案(优秀8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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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美术我的好朋友教案篇一

1、引导幼儿画出人物的主要特征，学习用色彩和图案把画面
装饰得更好看。

2、教导幼儿互相帮助和关爱，增强幼儿之间的亲密友谊。

3、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并能根据所观察到得现象大胆
地在同伴之间交流。

4、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5、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小班美术我的好朋友教案篇二

1、学用普通话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同伴的'姓名。

2、喜欢老师和同伴，能和大家一起愉快地演唱歌曲。

1、flash课件《小朋友走来了》2、音乐录音

看flash课件《小朋友走来了》

1、提问：这是谁？谁走来了？

幼儿：山羊老师走来了



（老师把山羊老师、王老师的名字唱到歌曲中，让幼儿感受、
欣赏歌曲）

2、提问：这是哪个小朋友走来了？

幼儿：xxx走来了

（学用普通话说出同伴的姓名，把同伴的名字唱到歌曲中，
鼓励幼儿和大家一起唱一唱）

3、游戏《xxx走来了》，请一个小朋友躲起来，走向小朋友。

（把相关幼儿的名字唱到歌曲中）

4、以多种形式演唱歌曲（弟弟朋友、妹妹朋友），分别请弟
弟朋友、妹妹朋友走走、唱唱，让幼儿知道自己是弟弟朋友
或妹妹朋友。

小朋友一起探讨。

小班美术我的好朋友教案篇三

1、喜欢朗诵儿歌。

2、乐意和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初步朗诵儿歌。

乐意和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手偶。

1、教师出示猴哥和猴弟的手偶，讲故事，帮助幼儿理解“好
朋友”的概念。



师：猴哥哥和猴弟弟是一对好朋友，他们每天一起上学、一
起游戏，有好东西一起吃，猴哥哥搬不动小桌子，猴弟弟就
会一起来抬，猴弟弟不会系鞋带，猴哥哥会帮他系鞋带……
他们真是一对好朋友。

2、教师用这两个布袋木偶表演了儿歌的内容。

3、学习儿歌。

(1)教师朗诵儿歌2遍。

(2)教师带领幼儿学习朗诵儿歌。

(3)边做动作边朗诵儿歌。

4、游戏：你是我的好朋友。

幼儿自由结伴，边念儿歌边做动作，教师引导幼儿改编第四
句内容。

5、小结。

《我的好朋友》是主题活动《上幼儿园》中的一个重要教学
内容。而对于入学不久，才刚刚接触集体生活的小朋友来说，
他们对“好朋友”的理解是浅层次的、模糊的，甚至是可笑
的。我在课前向一些幼儿问起这个话题时，他们的反映各不
相同。有个平时很善于言辞的小朋友他的答案居然是其爸爸
的名字。父与子成为好朋友，它所体现的是现代社会家长与
孩子之间的亲密无间、平等与理解，是如今十分提倡的一种
家庭教育模式，如果话从一个十八岁的青少年口中说出，是
令人称赞，令人羡慕的`，但对于只有五岁的孩子来说，我感
到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好朋友”的概念。在我的提醒下，他
说出了一个小朋友的名字，也是他的邻居。而其他小朋友似
乎更是一头雾水，不知从何说起。因此，我针对现有的情况，



修改了原来的教案。原设计的导入是说说好朋友的名字，但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导入比较呆板，而且小朋友之间的名字也
不熟悉，很有可能说不出来。因此我改为以两个布袋木偶的
形象出现，这样更能吸引孩子的眼球，而且也能帮助孩子理解
“好朋友”的概念。于是我还自编了一个小故事：猴哥哥和
猴弟弟是一对好朋友，他们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游戏，有好
东西一起吃，猴哥哥搬不动小桌子，猴弟弟就会一起来抬，
猴弟弟不会系鞋带，猴哥哥会帮他系鞋带……他们真是一对
好朋友。在第二环节，我就以这两个布袋木偶表演了儿歌的
内容，整个活动以布袋木偶贯穿始终，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预
设的教学目标。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孩子们兴趣浓厚，同时
也对“好朋友”这一概念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

虽然孩子们会用秩嫩的口气较连贯地表演儿歌“你是我的好
朋友”了，但我想，这只是一个表层的反映，“好朋友”的
概念不仅仅是一种关系，更是一种深厚的感情。因此，如何
培养这种社会情感更具有现实意义。《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中指出：“社会领域的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幼儿社会
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尤应渗透在多种活动和一日生活的各
个环节之中，要创设一个能使幼儿感受到接纳、关爱和支持
的良好环境，避免单一呆板的言语说教。”它的意义是显见
的，它所提倡的是赋予幼儿一个良好的“社会的界定”，给
他们一个积极的“他人眼中的自我”。孩子们渴望爱，渴望
对他人的归属感，“好朋友”正是这种渴望的外在体现。因
此我们应该多为他们提供人际间相互交往和共同活动的机会
和条件，并且加以指导。“千里难寻是朋友”，真心希望每
个孩子都有许多真诚的朋友。

小班美术我的好朋友教案篇四

1、培养幼儿爱护图书的良好情感。

2、发展幼儿初步的理解问题的能力和大胆的语言表达能力。



3、通过引导使幼儿掌握看书的正确方法：轻拿轻放，一页一
页轻轻地翻阅。

《我和小图书交朋友》课件、图书若干

一、利用课件导入课题，激发幼儿兴趣

开门见山，看课件直接导入，激发幼儿兴趣，引发相关思考，
"小图书为什么坏了"。

二、围绕主题进行操作、谈话

1、围绕课件进行谈话、"小图书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让
幼儿知道图书损坏的原因。

2、进行操作总结、幼儿在看书的过程中自己寻找问题答案，
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见解，应该怎样看书，教师小结，让
幼儿掌握正确的方法。

3、实践练习，再次提供看书情境，让幼儿运用正确方法进行
实践，并在少书的情境中初步培养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活动结束

总结知识要点，小结活动情况，提出以后的希望要求。

一起到图书角修补图书。

小班美术我的好朋友教案篇五

1、学用普通话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同伴的`姓名。

2、喜欢老师和同伴，能和大家一起愉快地演唱歌曲。

1、flash课件《小朋友走来了》2、音乐录音



看flash课件《小朋友走来了》

1、提问：这是谁？谁走来了？

幼儿：山羊老师走来了

（老师把山羊老师、王老师的名字唱到歌曲中，让幼儿感受、
欣赏歌曲）

2、提问：这是哪个小朋友走来了？

幼儿：xxx走来了

（学用普通话说出同伴的姓名，把同伴的名字唱到歌曲中，
鼓励幼儿和大家一起唱一唱）

3、游戏《xxx走来了》，请一个小朋友躲起来，走向小朋友。

（把相关幼儿的名字唱到歌曲中）

4、以多种形式演唱歌曲（弟弟朋友、妹妹朋友），分别请弟
弟朋友、妹妹朋友走走、唱唱，让幼儿知道自己是弟弟朋友
或妹妹朋友。

小朋友一起探讨。

小班美术我的好朋友教案篇六

1.喜欢朗诵儿歌。

2.乐意和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3.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4.引导幼儿在儿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1.手偶。

2.动画片

1.观看动画片

2.教师出示猴哥哥和猴弟弟的手偶，讲故事，帮助幼儿理
解“好朋友”的概念。

师：小哥哥和小弟弟是一对好朋友，他们每天一起上学、一
起游戏，有好东西一起吃，猴哥哥搬不动小桌子，猴弟弟就
会一起来抬，猴弟弟不会系鞋带，猴哥哥会帮他系鞋带他们
真是一对好朋友。

3.教师用这两个布袋木偶表演了儿歌的内容。

4．学习儿歌。

（1）教师朗诵儿歌2遍。

（2）教师带领幼儿学习朗诵儿歌。

（3）边做动作边朗诵儿歌。

5.游戏：你是我的好朋友。

幼儿自由结伴，边念儿歌边做动作，教师引导幼儿改编第四
句内容。

6.教师小结。



小班美术我的好朋友教案篇七

1、师：你的好朋友是谁？长得怎么样？有什么本领？

2、说说我和好朋友在一起快乐的事情。

3、师小结：我们的好朋友有很多，和好朋友在一起我们能体
验到快乐。

二、画画我的好朋友

1、出示范画。

2、师：你从图片上看到了什么？

3、幼儿交流讨论。

4、讲述示范画重点：人物的正面，不同的表情，不同的服装。

5、幼儿画画，幼儿在色纸上绘画，可以画一个或多个朋友。

指导要点：提醒幼儿把人物画的大些，涂色要涂均匀，注意
正确运用涂色方法。

三、交流我的好朋友

说说自己画了哪些好朋友。

四、作品展示

幼儿展示作品，相互交流。

小班美术我的好朋友教案篇八

1、认识书包的结构和作用。



2、学习整理摆放文具用品的方法。

3、耐心倾听同伴的讲述，爱惜学习用品。

4、积极参与活动，能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

5、体验同伴间友好的情感。

重点：学习整理书包的方法和文具的摆放

难点：学会倾听同伴的讲述

多媒体课件

书包、书、本、笔、文具盒、玩具等（若干）

一、猜谜导入

一张嘴巴大又大，两只耳朵长又长，书本文具都放里，上学
带上可别忘。

(打一物)书包

二、认识书包

利用多媒体课件播放各种款式的书包

1、让幼儿看一看、说一说、议一议，书包哪些地方是不同的？
（形状、颜色、图案、结构、作用等方面）

2、有没有相同的地方？（从结构、作用方面引导共同特点）

三、整理书包

多媒体课件出示东东又脏又乱的书包，让幼儿感受书包的脏



乱引导幼儿将物品分成几类

提问：

1、散乱的铅笔、橡皮、放入那里？

2、怎样摆放书本、文具盒等学习用品？怎样装入书包里？

3、食品玩具应放在那里？

4、书包里应该放什么？

5、说说你今后将怎样爱惜学习用品？

四、动手实践操作

比赛整理自己的小书包，看谁整理的最整齐摆放的最合适？

五、展示成果分享快乐

本活动设计贴近幼儿生活符合幼儿年龄和认知特点，通过猜
谜导入引起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欲望。通过教学，采
用多媒体课件利用生动形象的.动画教学刺激了幼儿的视觉和
听觉器官，使他们积极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激发了幼儿的
学习兴趣从而使幼儿对书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拓展
了幼儿的视野。比赛整理书包，锻炼了幼儿动脑动手的能力
并懂得珍惜爱护学习用品不浪费损坏物品，让他们在玩中学，
在学中玩，即愉悦了心情又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为培养幼儿良
好行为习惯和今后生活奠定基础教学效果很好，只是在回答
问题时，仍有表述不完整的幼儿，需加强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