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的家乡教案艺术领域中班反思
中班艺术领域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
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我的家乡教案艺术领域中班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１、培养幼儿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珍惜每一份资源，
做到不浪费，养成良好的环境意识。

２、培养其口头表述能力，通过听故事，能独立的完整的将
大意概述出来。３、了解纸的由来，学会利用纸，包括废物
利用和循环利用。

活动准备：

各种各样的纸、剪刀等，造纸故事，造纸图、蔡伦图、颜料、
桶。

活动过程：

“有个用具它不简单，可以写字，还可以把数算。

订起来是一本书，拆开来是一张张。

它是谁，我们都来猜猜看。”

老师：“有没有小朋友告诉老师，纸还有什么用途？你是怎



么知道的？那么在平时，我们怎么用纸的呢？”

幼儿：“纸可以写字，画画，折小鸟，还有好多好多。我们
自己就是这么用的`。妈妈每天给我一个本子，我都写字写完
了。”

讨论：原来纸是这么有用的东西，那么，你们知道纸是怎么
来的吗？

幼儿：“应该是工人叔叔制造出来的。”（听故事，出示造
纸图片及蔡伦图片）

小朋友，你们知道纸是怎么来的吗？是由谁造出来的吗？
（小朋友概述，老师点评。）

我的家乡教案艺术领域中班反思篇二

1、体验音乐与诗的意境，学习在音乐的伴奏声中有节奏的吟
诵诗。

2、探索用动作表现音乐内容，愿意与同伴一起参与音乐活动
进行表演。

1、《静夜思》动画视频

2、《静夜思》音频

3、《静夜思》钢琴伴奏带

4、《静夜思》舞蹈动作示意图

5、《静夜思》舞蹈视频

1、《静夜思》视频导入，激发幼儿对古诗的兴趣。



教师播放古诗动画视频，引导幼儿讨论视频内容。

师：说一说动画里你看到了什么？他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

引导幼儿说出视频主要内容：看着明月想念家人。

2、欣赏《静夜思》音频，感受音乐与古诗结合的美。

师：古时候有一位叫李白的诗人，他看着圆圆的明月，也很
想念家人，于是写成这首诗叫《静夜思》，我们一起再来听
一听。

3、播放伴奏带，请幼儿一起唱《静夜思》。

老师做示范演唱。

老师逐句教唱，数遍。

老师教唱，请幼儿轻声跟唱。

老师请幼儿完整并大声演唱一遍。

4、请幼儿一起跳《静夜思》

播放《静夜思》舞蹈视频（教师可根据喜好选择用视频或是
示意图），请幼儿看看视频中在做什么动作。

请幼儿唱《静夜思》，教师配合幼儿的演唱用动作表演《静
夜思》。

边听音乐，请幼儿一起表演《静夜思》。

师：小朋友们都做得很好，大家想想，还可以用什么动作来
表演这首古诗呢？



1、表演区投放相关的音乐，引导幼儿改编各种动作来表演
《静夜思》。

2、家园共育家长可下载《宝宝巴士儿歌》早教app，播放《唐
诗联唱》，引导幼儿给爸爸妈妈演唱和表演《静夜思》，也
可邀请爸爸妈妈一起表演。

1、唐诗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

1、大班是幼儿身心发展的最主要时期，自我评价能力已经的
到了发展。个性特征有了较明显的表现，这些表明大班的幼
儿更需要教师对他们进行引导。

2、对活动过程的反思：

（1）对幼儿发展的反思，在教学活动中，班上的幼儿都能参
与到活动中来，甚至还几个个别的幼儿会对其它幼儿做出评
价，并能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情感外部表现，能大胆的表现
自己，几个小朋友能一起分角色、道具，能以语言、动作等
进行表现，并有一定的合作水平。

（2）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反思，班上好多小朋友是我从小班就
一直带上来的，所以对班上幼儿的情况比较了解，对他们的
经验水平，学习特点和个性特征都比较掌握，之所以才能把
教育内容的核心价值及其发展线索，能给与小小的支持，促
进幼儿最大限度的发展。

（3）师友互动的反思，在教学活动中，如果有个别的幼儿对
教师的教学活动不能很清楚的理解时，我都会亲自到幼儿的
身边去，抚摸着幼儿的小脑袋对幼儿进行解释和示范。如果
有个别不能带到教学要求，就要对他降低对其的要求。班上
大部分幼儿都能根据老师的'指令配合进行教学活动，所以每
次都很顺利的进行。



3、对活动效果的评析，整个活动语言凝练，感情真挚，意境
深远，这个活动我主要还是让幼儿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氛围中读书古诗、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明显增强。
这个活动不仅增强了幼儿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幼儿的
交际能力和创新能力，思念家乡的情感态度得到了升华。

4、如果让我重新上这节课，我会更加细致的考虑到各个环节，
在古诗意境中和卡农表演上多下功夫，认真钻研，让幼儿更
多的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并能灵活的运用。

我的家乡教案艺术领域中班反思篇三

内蒙古草原，鲜碧如画，一望无际。蓝天白云、弯弯河水、
茵茵绿草、群群牛羊、点点毡房是蒙古族皮画彩绘映的内容，
皮画是我国蒙古族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设计此次活动旨
在让幼儿萌发对蒙古族皮画的兴趣，体验自制皮画彩绘的乐
趣，萌发民族自豪感。

1、通过活动欣赏蒙古族皮画，感受皮画彩绘色彩的鲜艳，画
面的生动。

2、鼓励幼儿尝试皮画彩绘，在欣赏与制作中体验皮画的艺术
美。

3、引导幼儿积极参与活动，胆作画，体验绘画创作的乐趣。

4、体验运用不同方式与同伴合作作画的乐趣。

5、增进参与环境布置的兴趣和能力，体验成功的快乐。

尝试皮画彩绘，在欣赏与制作中体验皮画的艺术美。

积极参与活动，胆作画，体验创作活动的乐趣。



1、皮画彩绘的相关知识。

2、海绵纸、彩笔。

3、多媒体课件、音乐。

4、皮画作品。

1、引入活动：教师与幼儿一同随音乐入场。

2、观看课件，激发幼儿兴趣。

出示多媒体课件，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让幼儿进一步了解草
原上的风情，草原人家的故事。丰富幼儿知识，为创作绘画
打下良好的基础。

3、引导幼儿欣赏皮画作品。

(1)讲解、介绍蒙古族皮画知识：

教师："勤劳的蒙古族人民特别聪明，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习
惯利用牛皮绘制作出美丽的皮画，它也是我们内蒙地区有的
工艺品，今天老师也带来了好多的皮画作品，请小朋友说说
这幅皮画作品中画了什么?"(2)教师："在我们的周围还有好
多的皮画作品，请小朋友就近欣赏一下皮画作品。"幼儿欣赏
作品，感受皮画彩绘色彩的'鲜艳，图案的生动。

教师引导幼儿讲述画面内容。

4、幼儿尝试皮画彩绘制作。

(1)教师："今天我们用海绵纸、彩笔、油画棒进行"皮画彩
绘"，因为海绵纸比较软而且容易上色，颜色也很漂亮，和牛
皮有很多相象的地方。



5、作品展示与评价:

请幼儿相互欣赏作品，并向小朋友进行描述自己绘画的内容。

活动思：本节课自己讲解的比较多，幼儿的主体地位体现的
不突出，幼儿参与的比较少，在今后活动设计中以《纲要》
为依据，转变观念，以幼儿为主体。

我的家乡教案艺术领域中班反思篇四

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尝试将生活中常见的饭勺变成幼儿创作
的材料，让幼儿运用羽毛、纽扣、豆子、发夹等常见材料装
饰勺子，表现自己想象中的有趣的人物形象，目的是让幼儿
创造性地使用各种工具、材料或不同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
想法，提高幼儿的艺术表现和创造能力。

活动中，我们针对目标设计了以下教学策略：(1)直观的图片
欣赏，激发幼儿对饭勺创意作品的兴趣。(2)层层推进的问题
引导，帮助幼儿了解材料的特点(点状、线状、面状)，在已
有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经验，在材料、工具和创作之间建立
必要的联系。(3)同伴的操作演示，既为幼儿提供了一定的思
路，又鼓励幼儿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表现。(4)开放式的讨论
交流，促进幼儿关注同伴作品和进行自我反思。

1．欣赏饭勺创意作品，萌生对艺术表现的兴趣。

2．尝试在饭勺上组合黏贴各种材料，表现娃娃的五官、发型、
服饰等。

3．进一步学习正确使用乳胶、胶带等。

1．收集饭勺创意作品和各种材料图片制作ppt(演示文稿)。

2．师幼一起收集的材料：木质饭勺人手1把，羽毛、绉纸、



夹子、纽扣、豆子、回形针、吸管、棉花、毛根每组若干。

3．工具：乳胶、棉签、胶带、剪刀、抹布。

一、观察饭勺及欣赏饭勺创意作品，明确创意制作的内容

1．说说木质饭勺的样子及其用途。

2．欣赏饭勺创意作品ppt(演示文稿)。

师：这些是什么?用什么做的?做出了哪些部分?

师：原来饭勺还可以做有趣好玩的东西。你们想不想做?

(析：教师不提供自己的范例，而提供各种饭勺创意作品，是
为了避免幼儿单一地模仿，限制幼儿的思维。欣赏多样的创
意作品，不仅给了幼儿感受美的机会，而且激发了他们表达、
表现的愿望。)

二、观察了解材料的特点，根据娃娃的特点选取合适的材料

1．观察材料图片ppt(演示文稿)。

师：大家收集了各种有趣的材料，有哪些呢?

(析：让幼儿了解材料的特点，不应只停留在让幼儿说出每样
材料的名称和形状，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幼儿在观察中发现这
些材料之间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慢慢形成从点、线、面等角
度去观察材料的`意识，为有意识地选取材料铺路。)

2．迁移已有经验，选取合适的材料。

师：我们曾用纸盘做过有趣的娃娃，今天用饭勺做娃娃有什
么不同?



师：娃娃的头发、鼻子、嘴巴可以用哪些不同的材料做?怎么
做?

师：饭勺娃娃有身体，你想给它穿上什么样的衣服?可以用什
么做?如果用绉纸怎么做?(重点引导幼儿运用撕、折、拧等方
法改变绉纸的形态。)

师：原来这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做饭勺娃娃的眼睛、鼻子、
嘴巴、耳朵、头发、衣服，下面我们就来做，看谁能用不同
的材料做出既特别又有趣的饭勺娃娃。

(析：教师通过引导幼儿回忆制作纸盘娃娃的经验，帮助幼儿
建立1日经验与新活动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教师增加绉
纸这一新材料，鼓励幼儿大胆说出并演示各自不同的使用方
法。在这里，教师要引导幼儿使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即一种
材料可以多样方式呈现，一个部位可用多种材料来表现，帮
助幼儿在材料和方法之间“架桥”。)

3．通过讨论明确使用工具和材料的注意事项。

师：用什么把这些材料黏在饭勺上?(乳胶或胶带。)用乳胶时
怎么黏才牢固?

师：用剩的材料放在哪里?

(析：教师引导幼儿讨论了工具和材料的使用规则，同时注重
培养幼儿对待工具、材料的积极态度和良好习惯。)

三、幼儿尝试进行创意制作，教师进行个别指导

1．教师鼓励幼儿根据需要选择与同伴不同的材料进行制作。

2．教师提醒幼儿将用剩的材料放在筐中，供同伴再利用。

3．教师引导幼儿寻找合适的黏贴工具将材料牢固黏贴。



四、幼儿将作品展示在展台上，教师引导幼儿欣赏和交流

师：你觉得哪个饭勺娃娃制作得很特别?哪里特别?

师：你在使用材料和黏贴的时候遇到困难了吗?怎么解决的?

(析：教师引导幼儿进行了开放式的交流，鼓励幼儿大胆表达
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回忆自己的创作过程，在交流和反思中
产生进一步创作的愿望。)

我的家乡教案艺术领域中班反思篇五

1、尝试通过纸杯变形制作出纸杯花。

2、在剪剪、画画、贴贴中体验手工活动所带来的乐趣。

已听过故事《三只蝴蝶》、初步会使用剪刀。

一、欣赏与讨论

二、幼儿操作

1、出示纸杯花范例，师：“看，这是什么？这朵花有什么特
别的地方呢？”

2、鼓励幼儿探索纸杯花的制作方法。

（1）师：一次性纸杯怎样才能变成一朵美丽的花呢？（幼儿
猜测制作方法）

（2）师：让我们看一段录像，从录像里找一找纸杯花的秘密。
（播放录像，边看边讲解）

（3）师：纸杯花的秘密你们找到了吗？（幼儿讲述）



根据幼儿讲述的内容依次出示步骤图，并补充操作难点：从
杯口沿直线剪到杯底，相隔一段再从杯口沿直线剪到杯底，
直到将杯身全部剪开，用手将剪开的长条状花瓣向外打开即
变成花。

3、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操作要求：沿直线剪出花瓣、不能剪断，剪好后利用提供的
材料进行装饰，把纸杯花打扮的漂漂亮亮。

三、作品展示

幼儿介绍自己的作品，并把自己做的花布置在主题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