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桃花教案美术(实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
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桃花教案美术篇一

1．欣赏、感受散文中浓浓的春意，及桃花瓣儿和小动物之间
友好、和谐的氛围。

2．理解散文中桃花瓣儿洒落后的各种不同妙用，并尝试仿编。

3．能简单复述散文内容，并进行角色表演。

4．能安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并积极思考，体验文学活动的
乐趣。

课件一套、背景音乐；幼儿观察过桃花.

一、谈话导入，回忆春天美丽的景色。

1.现在是什么季节？春天美吗？你发现春天里有哪些美丽的
景色？

2.咦，一阵春风吹过，谁飘落下来？桃花瓣儿是怎么飘落下
来的？（请个别幼儿用动作模仿）

二、分段欣赏散文，感受散文的意境及桃花瓣儿洒落后的各
种不同妙用。

1.欣赏散文第一段。（教师边播放课件边朗诵）



桃树妈妈开了花，真美丽。风儿轻轻吹过，桃树妈妈让粉红
色的花瓣儿，飘呀飘呀，飘落下来啦。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桃
花瓣儿飘落的样子吧！（幼儿用动作模仿桃花瓣儿飘落的样
子）

2.欣赏散文第二段。（教师边播放课件边朗诵）

（1）小蚂蚁拣了一片花瓣儿，在洞口搭了一间房子。粉红色
的房子真美丽！

（2）小蚂蚁拣了一片桃花瓣，做了什么？你觉得桃花瓣儿做
的房子怎么样？谁能用好听的话来说一说。

3.欣赏散文第三段。（教师播放课件不朗诵）

（1）小甲虫拣了桃花瓣可能会当什么？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2）我们一起学一学小甲虫把花瓣儿当小船，摇呀摇！

4. 欣赏散文第四段。（教师播放课件不朗诵）

（1）这次谁又拣到了桃花瓣儿，做了什么？做了几个花环？
用来干什么?

（2）先请个别幼儿来讲述，教师再带领幼儿集体朗诵。

5.猜测结果。

(1)桃树妈妈没有了花瓣怎么办？我们一起来问问它。老师扮
演桃树妈妈回答。

(2)桃树妈妈为什么会这么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变化？

(3)教师边播放课件边朗诵，幼儿欣赏散文最后一段。



三、完整欣赏散文，进一步感受散文的优美意境。（幼儿轻
轻跟随着朗诵）

刚刚我们把散文《桃花瓣儿》欣赏了一遍，你们觉得好听吗？
想不想再来听一听？

四、尝试仿编。

2.小朋友们想得真多，我们回到教室，再和你的好朋友说一
说，好吗？

附：散文：桃花瓣儿

桃树妈妈开了花，真美丽。风儿轻轻吹过，桃树妈妈让粉红
色的'花瓣儿，飘呀飘呀，飘落下来啦。

小蚂蚁拣了一片花瓣儿，在洞口搭了一间房子。粉红色的房
子真美丽！

小甲虫拣了一片花瓣儿当小船，摇呀摇，粉红色的小船真美
丽！

小兔拣了许许多多花瓣儿，做了三个花环，粉红色的花环真
美丽！小兔送了一个花环给刺猬，送一个花环给小松鼠。

"桃树妈妈，你没花瓣了怎么办呢？"桃树妈妈说："不要紧，
不要紧。"

咦，桃树妈妈没了花瓣儿，结了许多许多的桃子。红红的桃
子咬一口，真甜呀！

刚开始借助语言和动作带领幼儿感受桃花的优美意境，非常
的合理。我只带领幼儿做了一遍桃花飘落的动作。反思自己
的教学，我觉得在创编动作的时候可以让个别幼儿上前示范，
但一定要注意时间的把握，毕竟还要节约更多的时间用于散



文的欣赏。

幼儿园桃花教案美术篇二

1.根据桃花瓣特征，想象它可以用做什么，为谁用。

2.根据想象出的内容，速构连环画，并创编故事。

3.理解并感受和朋友相互关爱的情感。

4.让幼儿大胆表达自己对故事内容的猜测与想象。

5.能仔细倾听故事《桃花瓣》，理解主要的故事情节。

1.五幅背景图。

2.用卡纸、皱纹纸做成的桃花瓣、动物卡片若干。

3.幼儿已观赏过桃花，观察过桃花瓣。

一、提问引出主题。

1.教师：小朋友，你们认识桃花吗？

2.出示桃花瓣问：桃花瓣是什么样子的？

3.我们一起来创编一个《桃花瓣》的故事，好吗？

二、师幼共同构建故事内容

1.师：桃花瓣的故事怎么编呢？故事里除了桃花瓣，还要有
些什么呢？（时间、地点、人或动物，事情等）

2.师边出示背景图边说：今天，老师为桃花瓣的故事准备了
几幅漂亮的背景图，大家来看看，是哪些地方。幼儿边看图



边说一遍。

3.这个故事的地点明确了。桃花瓣与小动物所发生的事，请
大家来想想，创编出来好吗？

4.桃花瓣可以用来做什么？给谁用最合适？幼儿自由想象，
并提醒幼儿根据事物间的大小关系创编故事里的'事。

5.师：边出示桃花瓣、动物图片边说：老师这儿有许多图片，
等会儿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选择你喜欢的动物及桃花
瓣贴到相应的背景图中，看看谁贴的最合适。

6.师：这幅图中的桃花瓣、小动物是谁贴的？为什么？以此
类推，让幼儿明白事情与时间、地点分不开的道理。

三、完整的创编故事

1.师：现在我们一边看图，一边想，心里说一遍，看谁最认
真。

2.师：我知道大家编的故事很好听，下面，我来讲故事的第
一幅图，你们听听，我用了什么好听的词或句子。

3.师：有谁和我讲得不同？

4.第二幅谁来讲？谁跟他讲得不一样吗？以此类推，鼓励幼
儿说得跟别人不同，每幅图中所用的词、句都要不一样。

6.师幼共同讲故事一遍。

7.根据幼儿自己的想法，把故事讲给别人听一听。

四、小结

1.大家可以画一画你心中的故事，取一个好听的名字，讲给



别人听一听。

2.将幼儿画出的故事布置到春天的主题活动中去。

本次活动中，首先我根据季节特征，选择了春天《桃花瓣》
的主题，并以此为内容，让幼儿展开想象创编故事。其次，
我抓住幼儿的心理特点，采用具体、形象的故事，吸引幼儿
的注意力。教学中运用看一看、想一想、说一说、比一比等
方法，引起幼儿学习的兴趣，并注重活动的重点、难点，由
易到难，层次深入。孩子们在活动中自由想象，创编故事，
说得跟别人不同，用的词、句也不一样，效果很好。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悟到：语言活动中，绝不能以老师说、
幼儿听、教师示图、幼儿看那种灌输式、填空式、一问一答
式进行教学。这样，会束缚幼儿的思维，限制幼儿的语言发
展，扼杀智力的开发。而应该注重让孩子自由想、大胆讲述，
鼓励他们说得跟别人不一样，只有这样，孩子们的思维才活
跃，想象力丰富，语言发展更快。

小百科；桃花可制成桃花丸、桃花茶等食品。其具有很高的
观赏价值，是文学创作的常用素材。此外，桃花中元素有疏
通经络、滋润皮肤的药用价值。其花语及代表意义为：爱情
的俘虏。每年3~6月份，各地会以桃花为媒，举办不同的桃花
节盛会。

幼儿园桃花教案美术篇三

1、 学习捻纸团，粘贴桃花的方法和过程，再次感受皱纹纸
的神奇。

2、 培养幼儿对美工的乐趣。

1、 桃花。



2、红白颜色的皱纹纸。

3、浆糊、棉签棒、抹布。

4、已经制作好的桃花范例。

5、幼儿用书。

1、 通过谈话，引起幼儿的兴趣，并展现桃花。

2、 教师小结：桃花是粉红色的，而且它的每朵花都开在小
树枝上，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的花香很浓，禁不住我想
吃桃子了，呵呵，好了，老师今天教小朋友制作桃花，你们
愿意学吗？（幼儿回答：愿意）

3、 出示已经制作好的桃花范例，引导幼儿观察。

如：老师这里有一张已经制作好的'桃花图，来，请小朋友睁
大自己漂亮的眼睛，来看一看它上面有什么？（幼儿回答：
桃花）那桃花是用什么做的呢？看看我的桌子上都有什么？
哦，是不是这一条一条的？它是什么来？（幼儿讨论）是皱
纹纸，那这是一条一条的，而桃花是球状的，怎么把它变成
球状呢？（幼儿作答：团起来）那怎么团起来呢？（幼儿说：
用手搓）团好之后呢？怎么固定上去呢？（幼儿回答：用浆
糊）固定在哪里呢？（幼儿回答：树枝上）

4、 教师小结：原来我们把这一条一条的皱纹纸先捏紧，然
后在手心里团，团好之后，又抹上浆糊，记住浆糊不要抹的
太多，要均匀，如果浆糊粘手，小朋友可用抹布擦干净，抹
好之后，就贴在树枝上，这样一朵漂亮的桃花就盛开了，我
为小朋友们还准备了白色的桃花，小朋友们可以自行搭配颜
色。

5、 教师做示范，请个别幼儿示范。并加以指导。



6、 分发皱纹纸，浆糊，棉签棒，抹布，幼儿用书，鼓励幼
儿大胆动手，并巡回指导。

7、 欣赏幼儿作品，并对出色作品的幼儿表扬。

8、教师总结：今天我们制作了漂亮的桃花，小朋友们都很认
真，所以我要送小朋友们每人一朵桃花，希望你们像桃花一
样青春有活力！

幼儿园桃花教案美术篇四

组织形式 : 集体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艺术活动要引导幼儿接触
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
和审美情趣，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在桃花盛
开的春天，很多优美的景色对于中班的孩子恐怕很难能够用
语言表达出来，如果用传统的绘画方式，有些孩子可能又不
太感兴趣。

在《桃花瓣儿》这节活动中，我尝试运用借形想象的方法让
孩子将拓印的桃花瓣儿进行添加想象的，这一崭新的.艺术表
现形式能够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发展幼儿的创造力，是本节
活动的特色。幼儿只有对感兴趣的活动才会注意力集中，主
动参与，本节活动旨在让幼儿充分体验绘画乐趣的基础上，
掌握新的技能，例如：我会用“调皮的”、“捉迷藏的”等
语言引导幼儿初步的感知 “出穴”和“遮挡”的表现方法，
提高幼儿审美水平和艺术表现力。

幼儿园桃花教案美术篇五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艺术活动要引导幼儿接触
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
和审美情趣，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在桃花盛



开的春天，很多优美的景色对于中班的孩子恐怕很难能够用
语言表达出来，如果用传统的绘画方式，有些孩子可能又不
太感兴趣。在《桃花瓣儿》这节活动中，我尝试运用借形想
象的方法让孩子将拓印的桃花瓣儿进行添加想象的，这一崭
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发展幼儿的创造
力，是本节活动的特色。幼儿只有对感兴趣的活动才会注意
力集中，主动参与，本节活动旨在让幼儿充分体验绘画乐趣
的基础上，掌握新的技能，例如：我会用“调皮的”、“捉
迷藏的”等语言引导幼儿初步的感知“出穴”和“遮挡”的
表现方法，提高幼儿审美水平和艺术表现力。

1、尝试用借形想象的方法将拓印的桃花瓣儿添画成各种形象。

2、能用语言大胆地讲述自己的作品，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

3、对方形、圆形，线条等涂鸦感兴趣，并尝试大胆添画，能
大胆表述自己的想法。

4、鼓励幼儿与同伴合作绘画，体验合作绘画的乐趣。

1、课件、背景音乐。

2、纸、水粉等

一、谈话引出课题。

1、现在是什么季节?

2、今天我给小朋友带来了粉色的水粉，春天什么是粉红色
的?

3、我们用这些粉色的水粉在纸上印出美丽的桃花瓣儿吧!

二、自由拓印



1、教师边说儿歌边示范。

(通过儿歌将拓印的规则潜移默化的传授给幼儿)

技法学习：拓印出“出穴”和“遮挡”的桃花瓣儿。

2、幼儿尝试拓印

(用生动的语言引导幼儿合理的安排画面的布局)

三、经验积累

(启发引导幼儿大胆的想象讲述)

3、一起看看刚才我们拓印的桃花瓣儿都能变成什么?

四、借形想象

1、出示部分拓印作品，提问：你觉得这片桃花瓣儿的形状像
什么?

2、我们换个角度看看，说不定有其它的发现?

3、教师示范“借形想象”。

(要求幼儿按色快的形状勾出轮廓并加以添加想象)

重点指导：(1)色块的勾边(2)眼睛的画法

4、请你把你的发现也画出来。(幼儿创作，教师巡回指导)

5、让我们给桃花瓣儿送去春雨吧!

技法学习：用两支笔沾上颜色，贴近画面轻轻敲打，让颜
色“洒”在纸上



五、讲述作品

我们来欣赏一下自己的作品，请你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它在
做什么?

刚开始借助语言和动作带领幼儿感受桃花的优美意境，非常
的合理。我只带领幼儿做了一遍桃花飘落的动作。反思自己
的教学，我觉得在创编动作的时候可以让个别幼儿上前示范，
但一定要注意时间的把握，毕竟还要节约更多的时间用于散
文的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