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中班画西瓜教案(优秀8篇)
教案的编写需要教师具备系统思维、逻辑思维和创新意识等
能力。通过阅读这些安全教案范文，可以加深对安全教育的
理解和认识，提高教学质量。

幼儿园中班画西瓜教案篇一

1．教师和幼儿一起唱《蚂蚁搬豆》的歌，激发幼儿的兴趣。

2．提问：小蚂蚁是怎样把豆子搬回去的?请幼儿简单说一说，
教师及时鼓励。

3．小结：小蚂蚁一起把豆子搬回了家。有一天它们又出去找
食物，它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二、欣赏故事课件，理解画面内容

1．师幼共同欣赏故事课件，初步理解故事内容。

教师操作ppt，逐页为幼儿讲述画面内容。

重点提问：它们发现了什么?它们是怎样做的?你是怎样看出
来的?

鼓励幼儿大胆表达，教师重点引导。

2．集体阅读绘本图书，再次理解画面内容。

教师和幼儿利用大的绘本图书再次阅读，进一步理解故事的
内容。

重点提问：小蚂蚁自己搬不动西瓜的时候是怎样做的?有哪些
好办法?



鼓励幼儿大胆交流自己的想法。

三、结合图片讲述，体验交流乐趣

1．幼儿自选故事图片和同伴进行交流，讲述故事情节。

2．教师及时肯定幼儿的表达和讲述，用动作或语言支持幼儿
的表达。

幼儿园中班画西瓜教案篇二

1．鼓励幼儿跟随教师一起模仿故事中的感叹词。

2．引导幼儿跟随故事发展共同讨论、感受蚂蚁的情绪变化。

二、师生共同讨论，帮助幼儿了解蚂蚁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感受蚂蚁不怕困难的精神

1．请幼儿观察、寻找绘本上蚂蚁不高兴的画面。

2．小结：小蚂蚁遇到困难后，积极动脑筋想办法，解决了问
题，所以很高兴。

3．引导幼儿观察发现图画中一只与众不同的蚂蚁——蚂蚁队
长，感受到蚂蚁队长的领导和其他蚂蚁的听从指挥，体会整
个蚂蚁群体团结向上的精神。

4．小结：戴黑帽子的蚂蚁队长，它不怕苦不怕累，事事冲在
最前面，而其他蚂蚁也能够听从它的指挥，大家很团结，所
以，才能够解决很多的困难。

三、教师完整讲述故事内容，鼓励幼儿跟随教师一起讲述自
己熟悉的内容。



幼儿园中班画西瓜教案篇三

（一）活动目标

1、观察虫子的外型特征，发挥想像力，为虫子起一个险当的
名字。

2、初步学会调查，并能讲述调查结果。

3、激发对虫子的兴趣。

（二）活动过程与实录

1、活动过程：

（1）观察虫子，起名字。

（2）学名、俗名的调查活动。

（3）关于虫子名字的口头报告。

2、活动实录：

（1）教师适时提供放大镜，引导孩子观察、讲述。孩子们把
虫子放在手里，拿着放大镜观察、引逗。激烈地争论其名字：

“一动，就变成小球，像个地球，叫它地球虫吧”；

“不对，像个皮球，叫皮球虫”；

“身上有7条花纹，叫七纹虫”；

“有十四条腿，应该叫多腿虫”；

“特像个小西瓜，叫它西瓜虫吧”……



孩子们经过商讨，达成统一意见，暂且称为“西瓜虫”。

（2）教师引导孩子调查“西瓜虫”的学名、俗名。入园、离
园时，孩子们纷纷将家长请进幼儿园，一同观察西瓜虫，并
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请教西瓜虫的学名和俗名。

星期天，让家长陪同去新华书店、图书馆、上网查询有关西
瓜虫的资料。

（3）教师鼓励孩子积极地口头表述调查情况。

苑金浩说：“奶奶不叫它西瓜虫，而叫它‘衣毛虫，，因为
它生长在烂草里、长毛毛的地方。”老家是东北的刘威全说：
“它叫‘潮虫’，我妈妈叫它‘潮湿虫’。”

关于西瓜虫的学名查了许多资料未查着。

3、延伸内容：

（1）查阅西瓜虫为什么会变成西瓜，让孩子们讨论西瓜虫的
特征——假死性。

（2）采访西瓜虫为什叫潮湿虫，让幼儿探讨西瓜虫的生活习
性——生存环境。

（三）活动反思

在为西瓜虫起名字这一活动中，教师要给予幼儿充分观察、
表达的机会。幼儿对西瓜虫的外型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同时
产生了新的疑问——西瓜虫为什么会变成西瓜、为什么又叫
潮湿虫。教师应及时将问题列出，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将
活动丰富多样化。

小知识



为什么西瓜虫变成西瓜

如果发现了西瓜虫，只要稍稍动它一霞，它就会把身字蜷缩
滚成一团，非常有趣。这种现象称为昆虫的假死。

假死是昆虫躲避敌害的一种方法，这是西瓜虫自我保护
呢！——查阅《十万个为什么》

幼儿园中班画西瓜教案篇四

1．交流有关西瓜的经验和疑惑，对西瓜产生科学探索的欲望。

2．通过实地观察和询问，了解西瓜的一些生长习性，丰富感
性经验。

3．产生科学探索的兴趣，养成积极思考、主动探索的科学态
度

活动准备

记录表人手一张（分为疑问、答案、新发现三部分）、笔、
和常乐西瓜种植地进行参观前的联系。

活动过程

1．互相交流，唤起幼儿的已有经验。

师：西瓜是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的瓜果，那么，关于西瓜，你
们知道一些什么秘密呢？

幼：西瓜有瓜皮、瓜瓤和瓜籽。

西瓜里面有白籽和黑籽，白籽可以吃，黑籽不可以吃。

西瓜有黄西瓜、红西瓜，还有无籽西瓜。



西瓜是长在地上，不是长在树上的。

夏天的西瓜最好吃，有的西瓜有催熟剂，不好吃。……

2．鼓励提问，了解幼儿想知道的。

师：你们说得真好！那么，有关西瓜，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
呢？

幼：西瓜有没有根？

西瓜为什么长在泥土里，不是树上？

为什么西瓜里面有的籽是白的，有的籽是黑的？

为什么西瓜会有那么多的汁？

西瓜的叶子是什么样的？

西瓜是怎么长出来的？……

师出示记录表，请幼儿用简单的图象、符号把自己的问题记
录在“疑问”一栏中。

3．参观西瓜地，观察询问，丰富有关西瓜的经验。

教师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安排专人进行集体介绍，然后请
幼儿自由观察农民伯伯（阿姨）的劳动，边观察边提问。

边观察发现，边完成记录表的另外两栏：答案和新发现。

专门的介绍员对他们的种植地（暖棚种植、西瓜的营养价值、
西瓜的经济效益等）作了完整的介绍，幼儿边听边做适当的
记录。然后请幼儿提问，介绍员做一定的解答。



接下来我们来到大棚里面，自由观察，这是幼儿最投入、最
喜欢的，在这里，他们有了太多的意外发现和惊喜。

他们看到一个奶奶在剪枝，就连忙问：“绿绿的枝条长得这
么好，为什么要剪掉呀？”奶奶告诉我们：“枝条太多了，
会吸收掉很多的营养，所以要剪掉一些，这叫整枝。”这时，
奶奶顺手把一个比拳头小一点的西瓜也摘了下来，正好被乐
乐发现，奇怪地问：“西瓜怎么摘下来了呀，它还要长
呢。”另外的孩子也凑过来说：“真是太可惜了。”奶奶笑
笑说：“一棵西瓜上可以结出许多的西瓜，摘掉一些，另外
一些就能长得又大又甜。”

一位大妈手里拿着花，正在那里摆弄着，洁洁大叫起
来：“哎呀，怎么把花采下来了呀？”大妈一边说一边让孩
子们围拢仔细看她：“这是人工授粉。”我假装惊奇地
说：“原来花也分爸爸和妈妈，让他们相亲相爱手拉手，才
会结出西瓜宝宝来。”

当他们发现西瓜一个个吊挂在那里，又争论起来：“西瓜不
是长在地上吗，怎么长到树上了呢？”我引导孩子仔细看，
到底是不是树，他们发现不是的，只是西瓜藤爬到了支架上，
叔叔介绍说：“这样的西瓜长起来会很好看，而且不会被地
上的虫子伤害。”

在另外一个暖棚里，几个农民正在采摘、装箱，我们赶紧跑
过去，请他们介绍辨别西瓜成熟的方法。一位爷爷倒是很热
心，很仔细地介绍了辨别的方法，最后，我想，反正接下来
还要用西瓜开展活动的，还不如在这里买一些西瓜回家，于
是，孩子们在这些农民的带领下，都去亲自弹瓜听声，采摘
了一个西瓜，高兴、圆满地结束了这次参观活动。

4．互动交流，分享各自探索发现的结果。

利用记录表进行分组讨论交流。



回放参观时拍摄的照片，和幼儿一起回忆经历，帮助幼儿梳
理获得的经验。

教学反思：

让幼儿说说关于西瓜的秘密和问题，幼儿就能更主动、积极
地投入到活动中去，因为经验和问题是孩子对科学的兴趣点，
是科学情感体验的开始，是对科学本身探索的开始。

把幼儿带到现实生活中去参观、观察、询问，有利于拓展幼
儿的学习空间，丰富他们多方面的知识，提高观察的兴趣，
带着问题、带着记录纸去参观，使活动更具有目的性，这是
一种主动的探索性的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将更有利于开发孩
子的潜能。

一次外出参观活动，解决了幼儿心中的许多疑问。幼儿到大
自然中去观察、去思考，在观察中学习，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可见，教师作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
要善于发现幼儿感兴趣的事物中所隐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时
机，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教育资源，开发幼儿的潜能。

幼儿园中班画西瓜教案篇五

1、感知、探索西瓜的特征。

2、通过比较、品尝，体验新品种无籽西瓜的优点。

活动准备

1、普通西瓜、无籽西瓜及其他瓜果若干。

2、餐巾、点心盘人手一份；刀、抹布各一。

活动过程



一、用故事引出“怎样吃西瓜”的问题

1、教师讲述故事《猴王吃西瓜》

2、提问：

（1）猴王是怎样吃西瓜的？

（2）你们是怎样吃西瓜的？

二、请幼儿在许多瓜果中挑选出西瓜进行观察、品尝。

1、这里有许多瓜果，哪些是西瓜呢？

2、西瓜是什么样的？

（1）请各组幼儿观察桌上的西瓜，教师观察幼儿的表现并进
行适当引导。

（2）请幼儿表述各自的探索过程和结果。

（3）小结：有的

西瓜是圆圆的；有的瓜皮是深绿色的，有的是浅绿色的，还
有的是带花纹的；

西瓜是滑滑的、凉凉的、硬硬的；敲一敲会“砰砰”地响，
推一推还会滚动。

3、西瓜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可让幼儿猜测，以引起他们对观察、探索西瓜内部特征的
兴趣。）

（1）你们喜欢吃西瓜吗？为什么？



（2）根据幼儿的表述教师小结：西瓜水分很多，甜甜的，很
好吃，能解渴、祛暑。

三、引导幼儿感受无籽西瓜的优点

1、请幼儿品尝无籽西瓜，说说它和刚才的西瓜有什么不一样。

（特别甜，吃起来特别方便。）

2、根据幼儿的讨论作一小结，让幼儿感受科技新产品的优点。

附猴王吃西瓜（故事梗概）

很久以前，山上住着一群猴子。有一天，一只猴子捡到一个
大西瓜，就把它送给了猴王。

可猴王不会吃西瓜，于是它就招来许多猴子问：“谁知道怎
么吃西瓜呀？”其中一只小猴就叫道：“我知道，我知道，
西瓜是吃瓤的！”可另一只老猴子却说：“不对，不对好像
是吃皮的！”“是吃皮的！”“不对，是吃瓤的！”于是猴
子们就争吵起来。

最后，猴王听信了老猴子的话，啃起了西瓜皮，而那些小猴
子则吃到了甜甜的瓤。

幼儿园中班画西瓜教案篇六

活动目标：

1、学习倾听并理解故事内容。

2、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想出帮助蛤蟆的新办法。

活动准备：



1、图片7幅。

2、课件《蛤蟆吃西瓜》

活动过程：

一、出示图片

师：小朋友们看看，这是什么呀？（一片西瓜地）

二、理解故事内容

（幼儿自由想象、讲述）

2、出示图片二、三师：蛤蟆的好朋友青蛙来了，青蛙帮它想
了什么办法？（幼儿观察图片）师：青蛙的这两个办法好不
好？为什么？（请幼儿说说理由。）师：那我们来看看蛤蟆
是怎么说的？（教师讲述第二、三段故事）

3、出示图片四师：蛤蟆和青蛙没办法了，就到瓜地旁边去玩。
在路上，它们捡到了一根什么？（竹管）蛤蟆看见竹管，一
下想出了好办法。小朋友猜猜看，它们想出了什么好办法？
（幼儿讲述）

4、出示图片五、六师：蛤蟆和青蛙到底想到了什么办法？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教师讲述第三、4段故事。再请幼儿讲述。
）

师：蛤蟆和青蛙吸呀吸，肚子吃得圆滚滚的，再也和喝不下
了，可西瓜汁还在不停地往外流，都浪费了，这时蛤蟆是怎
么做的？幼儿回答。

师小结：蛤蟆在竹管上装了一个水龙头，这样就可以随时开
关了，而且他们还在水龙头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免
费供应西瓜汁”。



师小结：看看，这下小动物们可开心了，他们排着队轮流喝
起了西瓜汁。喝过西瓜汁的动物都说：“蛤蟆种的西瓜真
甜！”

5、幼儿完整地欣赏故事（观看课件）师：这真是个有趣的故
事，接下来我们完整地来把这个故事欣赏一遍。

师：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什么？（蛤蟆吃西瓜）观看图片完整
讲述故事。

6、师：你们喜不喜欢蛤蟆，为什么？

蛤蟆种西瓜-----是爱劳动的蛤蟆蛤蟆想办法-----是爱动脑
筋的蛤蟆蛤蟆免费供应西瓜汁------是关心别人的蛤蟆师：
我们小朋友要像这只蛤蟆一样爱劳动、爱动脑筋、关心别人。

幼儿园中班画西瓜教案篇七

1、了解蚂蚁的基本结构头、胸、腹，知道变化头和腹的方位
会表现出蚂蚁的不同动态。

2、尝试用粘贴和添画的方式，表现蚂蚁搬西瓜的场景。

3、体验不同作画方式的愉悦感。活动准备：蚂蚁卡片若干份；
西瓜图片、西瓜背景图；记号笔、固体胶；背景音乐。

幼儿园中班画西瓜教案篇八

本次的美术活动来源于大班的绘本故事《蚂蚁和西瓜》。根据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出的教育建议，要求创造
机会和条件，支持幼儿自发的艺术表现和创造。因此，我尝
试让幼儿了解蚂蚁身体结构的基础上，用粘贴和添画的方式，
表现蚂蚁搬西瓜的各种动态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