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美术画端午教案反思(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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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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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美术画端午教案反思篇一

（春天来了，树长出了叶子，小花也开了，真美啊）

（2）有一棵树在叹气（出示空白的树），为什么呀？

（3）有什么办法来帮助它吗？

（幼儿说出办法老师出示相应的范图）

（二）学习新技能

1、师：今天老师也给大树穿衣服了，看看是怎么穿的？（颜
料）

2、示范讲解涂色方法

a:介绍需要的材料（颜料、纸团）

c:幼儿集体模仿动作后个别幼儿上前操作

（三）幼儿操作活动，教师个别指导：

森林李还有许多树没有穿上新衣服呢，赶紧用我们学到的办
法去帮助它们吧！

幼儿操作过程中提醒幼儿注意不把颜色弄混，注意清洁卫生



（四）作品展示，评价需要注意的地方

快来看看我们印的森林吧，你觉得哪棵树最漂亮呢？为什么？

老师组织幼儿围着操作桌边转边看边说。

（五）延伸活动

森林里真漂亮，快来请动物朋友们一起玩吧！！

小班美术画端午教案反思篇二

适用于小班的美术主题教学活动当中，让幼儿提高对色彩的
搭配能力，感受色彩的绚丽多彩，练习用团圆、卷、拧、粘
贴等方法制作长腿糖果人，尝试正确运用剪刀，提高手的协
调能力。

1.练习用团圆、卷、拧、粘贴等方法制作长腿糖果人。

2.提高幼儿对色彩的搭配能力，感受色彩的绚丽多彩。

3.尝试正确运用剪刀，提高手的协调能力。

4.引导孩子们在活动结束后把自己的绘画材料分类摆放，养
成良好习惯。

5.感受作品的美感。

1.剪制好的糖纸，废旧报纸，黄色、绿色、红色、蓝色、黑
色等颜色的彩纸。

2.剪刀、胶带、胶棒、铅笔。

3.腿糖果人范例。



一、导入

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一个“朋友”，请小朋友
看看它是谁，长的什么样?”

出示长腿糖果人，并请幼儿讲述：大大的耳朵、椭圆形的眼
睛、圆形的黑色眼株，圆圆的鼻子，弯弯的嘴巴，长长的腿。

师：“长腿糖果人，你一个朋友也没有，多无聊呀!来，我帮
你找一个朋友吧!”

二、教师示范制作“长腿糖果人”

1.制作糖果：教师把废旧纸张折成或团成糖果的形状，用糖
纸包好卷起来，两端分别拧一下。

2.在彩纸上画出椭圆形的眼睛、圆形的眼珠、圆形的鼻子、
弯弯的嘴巴，一样一样剪下来并贴到糖果上，糖果人的`脑袋
就做好了。

3.在彩纸上画出并剪出两条长长的腿，并粘贴彩条进行装饰。

4.把长腿糖果人的腿和脑袋用双面胶或胶棒粘贴起来。

三、进一步激发幼儿制作的兴趣

师：“吱”“吱”糖果小人说话了，我们听听他说什么。它
说一个朋友太少，想请小朋友帮忙再找许多的朋友。激发幼
儿动手制作的兴趣。

四、教师讲明注意事项

1.在制作过程中，要讲卫生，不要把纸丢到地上去。

2.使用剪刀要注意安全，剪刀不能碰到别的小朋友，也不能



伤着自己。

3.小朋友要友好合作，胶棒、双面胶和其它材料可以一起用。

五、幼儿制作“长腿糖果人”，教师巡回指导。

六、欣赏作品

把孩子的作品放在一起共同欣赏。

请家长和孩子在家一起制作“长腿糖果人”。

幼儿美术活动，是一种需要他们手、眼、脑并用，并需要把
自己的想象和从外界感受到的信息转化成自己的心理意象，
再用一定的美术媒介把它表现出来的操作活动。

小百科：糖果是糖果糕点的一种，指以糖类为主要成份的一
种小吃。若水果或坚果类食物裹上糖衣，则称为甜食(如糖葫
芦)。在亚洲文化广义上，巧克力及口香糖很多时亦会视为糖
果的一种。在欧美国家，糖果是仅指指使用白砂糖或麦芽糖
下去制作的产品。而古时欧美甚至使用蜂蜜为原料制作糖果，
但因为蜂蜜成分过多不容易控制而不适用工业化生产。

小班美术画端午教案反思篇三

1、喜欢小鸭，知道小鸭喜欢游水。

2、愿意参加绘画活动，尝试涂色。

3、培养幼儿初步的创造能力。

4、引导孩子们在活动结束后把自己的绘画材料分类摆放，养
成良好习惯。



1、小鸭子玩具一只。

2、水池形白纸若干。

3、白色或黄色纸制小鸭若干。

1、和小鸭子一起玩。

教师：小朋友你们看，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个新客人，它是谁
呢？孩子在猜谜中，熟悉小鸭子的特征。教师：小鸭子说，
你们和我一起玩吧。教师指导幼儿学小鸭子走路，学小鸭叫。
在玩耍中，让幼儿了解小鸭子的特征，激起对小鸭子的喜爱
之情。

2、为水池灌水。

引发情景，教师：小鸭子在我们这里玩累了，它想游泳了，
它来到我们的水池边一看，里面没有水了，怎么办呢？幼儿：
我们帮它放点水。教师：我来放点水吧。教师用蓝色的蜡笔
从水池的底部涂起，并形象地发出咕噜噜的流水声，引起幼
儿的兴趣。教师：小朋友们，桌上也有小水池，你也让你的
小水池装满水吧，那么小鸭子就会到你的水池里来游泳了。

3、幼儿涂色。

教师指导幼儿用蜡笔在水池形纸上涂色，指导重点：将颜色
涂满，教师：小朋友，水池里的水越满，小鸭子越喜欢来玩
哦。

4、带小鸭子一起玩。

教师：小朋友你们真棒，没个小朋友的水池里都游来了一只
小鸭子，你们能告诉我你的.小鸭子都在干什么吗？幼儿自由
回答。教师：你们猜猜我们把这只小鸭子放到水里，会怎么



样？一起将玩具鸭子放到户外的水池里，结束活动。

由于小班幼儿的涂色学习比较枯燥，为了避免孩子的厌烦心
理，因此，我在设计这次活动时，注重了学习情境的创设，
让孩子在此情境中开心的玩，有趣的学。

活动一开始，活泼可爱的小鸭子一下子就吸引了幼儿。随着
我的语言引导，孩子犹如身临其境，玩得十分投入，课程进
行的也很顺利。到了孩子自己涂色时，少数幼儿的兴趣就开
始渐退了，但我都及时的鼓励了他们，帮助他们继续进入游
戏情境；而多数的幼儿一直陶醉在小鸭的游戏中，整个活动
能较成功地实现我的教学目的。

小百科：水池是用自然形成的装有水的小型坑洼或者人工材
料修建、具有防渗作用的蓄水设施。

小班美术画端午教案反思篇四

本次活动主要是通过欣赏泥工作品，让小班幼儿初步了解泥
工艺术，并练习泥工的基本技能：团和捏，发展幼儿的动手
能力，想象能力及创造力。在活动开始时，先让幼儿掌握了
怎样去和泥，由于小班孩子初次接触泥工活动，我又以游戏
的方式引导孩子们积极参与，以引起他们的强烈兴趣，并在
团团捏捏的过程中体验到玩泥的快乐。虽然孩子们的作品还
较粗糙，但很可爱，有的还较有创意，虽然他们玩的手指黑
黑的，但都很开心，而我陪着孩子们玩泥巴，也像回到了儿
时快乐的感觉。

小班美术画端午教案反思篇五

1.知道端午节的日期，了解端午节的'风俗和来历。

2.喜欢和老师，小朋友一起玩玩，尝尝，共享节日的快乐。



粽子，鸭蛋，香包，图片

一、端午节的由来

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源于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
原，每年的农历五月五，就有了赛龙舟、吃粽子的风俗，以
此来纪念他。

二、端午的习俗

1.小朋友，今天，我们的、教室的门上挂的是什么？为什么
要挂呢？

2.端午节还有哪些习俗

（1）挂艾叶：净化环境，驱虫驱蚊。

（2）赛龙舟：划船救屈原。

（3）吃粽子：屈原死了，投河喂鱼救屈原。

（4）配香包:驱邪的意思。

三、学习儿歌《赛龙舟》

四、吃粽子

1.观察粽子的外形

2.认识粽叶

粽子上的阵阵清香是从这叶子上散发出来的，它叫粽叶。

3.幼儿品尝并讲诉粽子的馅以及它的味道。



4.小结：粽子的品种这么丰富啊！

在活动前，我担心这样的社会活动幼儿大概不会有多大兴趣，
但活动的过程和效果却令我兴奋：当我介绍端午节的来历时，
幼儿听得非常认真，他们的小脸上出现的是敬佩的神情。在
听到屈原投江自尽的时候，他们的神情暗淡下来，一副副伤
心的表情。有的幼儿还把从爸爸妈妈那儿听来的别的来历和
习俗讲给大家听。有的幼儿还说出了门上插艾草、小孩
戴“长命缕”等习俗，看来幼儿的知识经验储备得还是不少
的。

活动中，幼儿又进一步的知道了端午节的各种习俗和缘由，
使幼儿对端午节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学习儿歌赛龙舟的环节中，强烈的激发了小朋友的爱国主
义情感，他们很认真地学习，非常的好。

最后的吃粽子环节，小朋友又特别的开心，使活动达到高潮。

通过本次活动，使幼儿对端午节这个中国传统节日有了一定
的了解和认识。

小班美术画端午教案反思篇六

兴趣是幼儿园一切教学活动开展的动力源泉，是引发幼儿探
索欲望的最佳途径。幼儿只有投入到“我喜欢”的美术活动
中去，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促进他们更健康的成长。

柳树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它的到来说明我们的春天已经悄
悄来临。蜡笔画是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常见的，孩子们是喜欢
的，但是棉签作画的方式也引起了孩子的兴趣。绘画之前先
让孩子们观察柳树，说说柳树的特征，说说柳树的颜色、说
说柳树的.形状等等，为下面的棉签画操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本次活动中，选择了用棉签和颜料作画的方式让幼儿学习
用棉签为柳树添画柳叶，让幼儿在创作中感受不同美术工具
带来的乐趣。接着是我的示范画，告诉幼儿可以怎样画：从
左边画到右边，从上画到下，并且示范给小朋友看具体从什
么地方画。也告诉孩子棉签的使用：蘸点颜料，旁边擦擦。
柳条画好后，还有树桩的颜色是需要蜡笔画的，由于要等柳
条的颜色干，所以把这个涂色活动放入了区角活动中。为了
不影响孩子的操作，我在桌上垫了报纸，这样也不会让桌子
脏影响了小朋友的作画心情。接着就是幼儿自己添画柳条，
在这个过程中我观察着每位孩子的操作，并且给予适当的意
见。

在活动中，幼儿的兴趣较高，整个活动中幼儿非常投入，大
部分幼儿能够独立完成作品，作品的效果也非常好。我能关
注幼儿的主体性，并及时指导，教学目标顺利达到。在教学
活动中，还关注幼儿的自主性。在活动中，幼儿应是活动的
主体，要关注幼儿的自主性。

但还存在不足，虽然之前带孩子徒手练习了柳条的生长在，
但是在示范好一枝柳条后，没有让个别孩子来尝试棉签画柳
条，以至于没有更好的掌握孩子的操作能力。在帮助幼儿学
习使用棉签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富有童趣的引导语，如让棉签
喝喝水、站站好、弯弯腰等。在引导幼儿添画柳叶的过程中
也可以用语言进行指导，如：小棉签要跳舞了，它是怎样跳
的呢?左边跳、右边跳、上边跳、下边跳。或者还可以使用
《柳树歌》小柳树，没有芽;小棉签，手中拿;蘸颜料，刮一
刮;小棉签，跳跳舞;跳到这，画一点;跳到那;画一点;红的芽，
绿的芽;大的芽，小的芽;小柳树，真好看!这样富有童趣的语
言，对孩子的学习会更有帮助。类似这种棉签画活动还可以
放入我们的区角中，让幼儿幼儿尝试用棉签作画以后，我们
可以在美工区或者绘画区提供颜料或红、黄、蓝、绿的果汁、
添画图片，及用棉签绘制的成品画贴在美工区的墙面上，使
课堂教学活动延伸到幼儿园的区角活动，激发幼儿再次尝试
用棉签作画的兴趣，体验用棉签添画、绘画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