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画大树活动教案(通用9篇)
教案的语言要简明扼要，表达准确，避免使用难懂的教育术
语。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初中教案的范文，希望能够给教
师们提供一些启发和参考。

画大树活动教案篇一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树的外形特征，区分树干、树枝和树
叶。

2、萌发喜爱树木、爱护树木的情感。

【活动准备】

前期经验准备：树有什么用；大树和小熊的教具，小鸟、松
鼠、下雨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春天来了，天气变的怎么样？小动物都出来了（出示小熊
玩具），谁也出来了？

2、小熊来到了哪里？做什么呢？（出现大树的黑板。）

二、理解故事内容。

1、了解大树的外形。

（1）听故事引发对大树的关注。小熊对大树说：大树大树，
你别动，我来给你画张像。



（3）观察大树：哪里是大树的身体？哪里是大树的手臂？大
树的手臂上有什么？

（4）小熊发现：咦，大树没有脚，怎么能站着呢？哪里是大
树的脚呢？（操作教具：地下的根是大树的“脚”。）

（5）引导孩子跟着老师模仿，我们的身体可以做一颗大树：
粗粗的树干是大树的“身体”，长长的树枝是大树的“手
臂”，树上还有好看的叶子，地下的跟就是大树的“脚”。

小结：每棵树都有树干、树枝、树根，还有许多树叶。

2、大树的朋友真多。

（1）过渡：春天里的大树长高了。有哪些小动物很喜欢大树
呢？他们可以在树上干什么？

（2）动作模仿小动物：我们一起做大树的动物朋友吧！学学
小鸟飞来飞去，学学小松鼠窜上、窜下等等。

（3）哗啦啦，下雨了，小动物们怎么办呀？大树就像什么呢？
（大树像一把伞，小动物躲在大树底下。）

小结：有这么多的动物喜欢大树，大树的朋友真多，朋友在
一起真快乐。

3、完整欣赏故事。

过渡：现在我们来听听有关大树的故事吧！

关键提问：宝宝们，你们知道大树有哪些用处啊？

小结：大树的用处真多，可以做桌子椅子、做地板小床、还
可以做书本纸张等等。



三、我们要爱护大树。

关键提问：树有这么多的.用处，我们可以为大树做些什么？

总结：幼儿园里有许多大树，我们一起去看看它们吧。我们
要爱护大树，做大树的好朋友。

画大树活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树的各种特征和用途。

2．愿意保护树木。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能分析故事情节，培养想象力。

5．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活动准备：

前期经验准备：树有什么用；创设交流的情境；课件；插入
教具等。

活动过程：

一、分享交流

春天来到了，你发现了什么？（看照片交流）

小结提升：春天来了，小动物都出来了，植物（小花、小草、
小树）也越长越绿，越长越美。



二、故事：小熊画大树

1．根据故事提问

小熊到大树下面来干什么？

小熊发现：咦，大树没有脚，怎么站呢？

大树的朋友可多了，猜猜看，它有哪些朋友？他们可以在树
上干什么？

哗啦啦，下雨了，小动物们怎么办呀？

2．看课件欣赏故事宝宝们，你们知道大树还有哪些用处啊？

树有这么多的用处，我们要爱护它，我们可以为大树做些什
么？

三、喂大树喝水

活动反思：

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的语
言能力是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应为幼儿创设
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和支持幼儿与成人、同伴
交流，让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回应。幼儿
的语言学习应在生活情境和阅读活动中引导幼儿自然而然地
产生对文字的兴趣。

画大树活动教案篇三

练习手脚协调地钻爬

旧的大纸箱剪去一部分空间



1.师生一起将大纸箱排成不同的造型。

2.告诉幼儿这是一条长长的隧道，我们扮演的小熊要从不同
的山洞里钻爬出来。

3.幼儿分别在有空间的纸箱洞里钻爬。

1.“山洞”可以有不同高低、大小。

2.一种山洞隧道的造型钻爬完以后，师生一起改变山洞隧道
的造型，以提高幼儿的兴趣。

画大树活动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初步学会用手掌印画反应树的特征。

2、培养幼儿对色彩和印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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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幼儿大胆正确的上色。

活动准备：

1、棕色、绿色、黄色颜料

2、白纸

活动过程：

1、出示树的图片，引导幼儿观察树的特征师：今天老师给大
家带来了一张漂亮的画，你们看这画上画的是什么呀（树）！



那你们再看看这颗树上都有什么颜色？树干是什么颜色的？
（棕色）树叶呢？它是什么颜色？（绿色）还看见了什么颜
色？（黄色）那么你们来猜猜这颗大树是怎么画的？（手）
这颗大树呀是老师用自己的大手画的，你们想不想看老师是
怎么用自己的大手画大树的呀？（想）2、示范印画的方法，
同时通过儿歌导入印树的`过程我的（大手）小手真能干，画
颗大树给你看；手掌立起轻轻沾，切切切；手掌打开轻轻沾，
拍拍拍，上拍拍，下拍拍，左拍拍，右拍拍；我的大树真漂
亮。

2、请一名幼儿到前面操作，通过儿歌再次巩固印树的过程师
问：

（1）大家觉得这个小朋友画的好不好，漂亮不漂亮？

她的小手能干不能干？（其实啊不光是她的小手能干，我们
所有小朋友和家长的手都很能干，对吗？）

（2）师：老师已经为小朋友们准备好了纸和颜料，幼儿完成
印画，教师巡回指导

3、展示作品，活动结束

活动反思：

大家都知道，孩子都喜欢绚丽的色彩，更喜欢用鲜亮的色彩
来表现他所喜欢的物体。而孩子又是天生的观察者，一草一
木都会让他们欣喜和惊讶。当幼儿试图用他们稚嫩的画笔去
表达自己的发现和情感时，往往又缺少必要的方法技能去支
持。所以，我们设计了这一活动，旨在引导幼儿在观察、比
较、思考的基础上了解事物的基本特征，掌握绘画表达的技
巧，以提高幼儿的审美表现能力。



画大树活动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树的外形特征，区分树干、树枝和树
叶。

2、萌发喜爱树木、爱护树木的情感。

3、通过多媒体教学，初步理解故事内容，记住故事的主要情
节。

4、通过视听讲结合的互动方式，发展连贯表述的能力。

【活动准备】

前期经验准备：树有什么用;大树和小熊的教具，小鸟、松鼠、
下雨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春天来了，天气变的怎么样?小动物都出来了(出示小熊玩
具)，谁也出来了?

2、小熊来到了哪里?做什么呢?(出现大树的黑板。)

二、理解故事内容。

1、了解大树的外形。

(1)听故事引发对大树的关注。小熊对大树说：大树大树，你
别动，我来给你画张像。



(3)观察大树：哪里是大树的身体?哪里是大树的手臂?大树的
手臂上有什么?

(4)小熊发现：咦，大树没有脚，怎么能站着呢?哪里是大树
的脚呢?(操作教具：地下的根是大树的“脚”。)

(5)引导孩子跟着老师模仿，我们的身体可以做一颗大树：粗
粗的树干是大树的“身体”，长长的树枝是大树的“手臂”，
树上还有好看的叶子，地下的跟就是大树的“脚”。

小结：每棵树都有树干、树枝、树根，还有许多树叶。

2、大树的朋友真多。

(1)过渡：春天里的大树长高了。有哪些小动物很喜欢大树
呢?他们可以在树上干什么?

(2)动作模仿小动物：我们一起做大树的动物朋友吧!学学小
鸟飞来飞去，学学小松鼠窜上、窜下等等。

(3)哗啦啦，下雨了，小动物们怎么办呀?大树就像什么
呢?(大树像一把伞，小动物躲在大树底下。)

小结：有这么多的动物喜欢大树，大树的朋友真多，朋友在
一起真快乐。

3、完整欣赏故事。

过渡：现在我们来听听有关大树的故事吧!

关键提问：宝宝们，你们知道大树有哪些用处啊?

小结：大树的用处真多，可以做桌子椅子、做地板小床、还
可以做书本纸张等等。



三、我们要爱护大树。

关键提问：树有这么多的用处，我们可以为大树做些什么?

总结：幼儿园里有许多大树，我们一起去看看它们吧。我们
要爱护大树，做大树的好朋友。

在活动中大部分幼儿表现积极，但忽视了能力弱的幼儿的表
现，在下次活动中需要个别指导。

画大树活动教案篇六

1．学习诗歌，初步认识诗歌中的叠词，认读汉字“大”
和“小”。

2．进一步理解诗歌内容，采用部分替换的方式仿编诗歌。

3．体验大树与小鸟之间互相友爱、相互依存的情感。

1．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已玩过“大树和小鸟”的音乐游戏。

2．图片一套（即一幅幅画有单独图案的卡片），字卡“大”和
“小”。

3．笔、纸。

（一）集体玩音乐游戏“大树和小鸟”。

1．教师扮演大树，幼儿扮演一群小鸟，在音乐声中，幼儿围
着大树做各种动作，如亲亲大树，摸摸大树，在大树旁跳舞，
为大树捉虫等。

教师：大树和小鸟在一起做游戏开心吗？有一首诗歌讲的也是
“大树和小鸟”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二）教师朗诵诗歌，幼儿初步欣赏诗歌。

1．教师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2．教师：这首诗歌里，大树和小鸟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3．教师：为什么大树和小鸟快乐陶陶呢？快乐陶陶是什么意
思呢？用动作怎么表示呢？

（三）教师再次配乐朗诵诗歌，幼儿进一步理解诗歌内容。

1．教师：大树和小鸟在一起是怎么快乐地生活的？（引导幼
儿根据诗歌里的词句回答）

2．教师出示图片，与幼儿以互动的形式学习诗歌。

教师以留白的方式，引导幼儿一起学念诗歌。如教师边指图
片边念：大树——幼儿接念：高高。教师再念：住着——幼
儿接念：小鸟。

（四）学习认读汉字“大”和“小”。

1．教师：这首诗歌里有些字是重复出现的，你发现了吗？

2．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字卡“大”和“小”。

3．引导幼儿边认读边用身体动作来模仿。

（五）师幼合作仿编诗歌。

1．教师：高高的大树上还会住着谁呢？（如幼儿说到松鼠，
则将诗歌中所有的小鸟替换为松鼠进行仿编。）

2．教师将幼儿所说的内容，以简笔画的方式记录在记录纸上，
替换掉原来诗歌里的小鸟图片，引导幼儿根据新图片的内容



念一念仿编的新诗歌。

3．师幼共同朗诵新诗歌，感受诗歌的魅力。

在日常生活中利用散步、餐前准备等环节，引导幼儿利用幼
儿用书复习诗歌，并继续仿编诗歌，同时将幼儿独自仿编的
诗歌在集体中朗诵。

优点：略建议：

教师在引导幼儿理解“快乐陶陶”的意思时，动作可以夸张
一些，让幼儿与好朋友相互抱一抱，体会一下快乐的情绪。

画大树活动教案篇七

设计意图:

春天到了,植物、动物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与季节相结
合，最近我班正在开展“小花园”的主题。“小熊画大树”
是二级主题中的一个点，正是展示了春天特征的一个故
事——有趣味性也不乏知识点。围绕故事我通过想象模仿、
课件等从树的构造、树与动物的关系、树的用途几方面入手，
从而激发孩子护树的情感。活动前我先让孩子认识了树的各
部分名称，进行了画柳树的活动，还让家长搜集了有关树的
用途方面的知识，并告诉孩子，带孩子去古华公园找春天。
活动主要有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为分享交流，第二环节为故
事，喂大树喝水为延伸活动。活动目标有两点，第一点为认
知方面的要求，第二点为情感方面的要求。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树的各种特征和用途。

2、愿意保护树木。



活动准备：

前期经验准备：树有什么用;创设交流的情境;课件;插入教具
等。

活动过程：

一、分享交流

春天来到了，你发现了什么?(看照片交流)

画大树活动教案篇八

（一）、创设情境，通过谈话，激发幼儿产生帮助小鸟的愿
望。

听音乐教师带领幼儿做小鸟飞的动作进活动室，停在大树图
边：“小朋友看这是什么？你们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这里原来是小鸟的家，可是为什么大树上面一只小鸟也没
有？”

“大树妈妈一片树叶都没有了，小鸟们都不愿意回来了，大
树妈妈真伤心呀！小朋友你们能想办法让小鸟快点回家
吗？”

（二）、教师示范方法步骤。

教师出示绿色彩纸，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轻轻撕成块状做“树
叶”。然后用胶棒涂在“树叶”的一面，轻轻的贴到大树上。
”教师再次示范一遍。

教师可增加点难度，让幼儿学习撕各种各样的树叶。



（三）、幼儿进行操作，教师个别指导。

将红、黄、绿色彩纸、胶棒放到小筐里，引导幼儿自由的选
择彩纸进行撕树叶、粘贴大树的活动。教师提醒每个小朋友
撕完树叶后要把废纸、还有胶棒都要放到小筐里面，不能乱
扔垃圾。

（四）、出示小鸟，送小鸟回家。

教师：“小朋友，小鸟听说大树妈妈又长出了许多树叶，都
高兴的飞来了。让我们一起送小鸟回家好不好？”教师和个
别幼儿一起将小鸟图片粘贴到大树上。

画大树活动教案篇九

通过活动让幼儿进一步了解树木是我们的好朋友，激发幼儿
喜爱树木的情感。

活动准备：

树干、带有一小段树干树枝和树叶的上半棵大树;故事、绘画
的纸、笔;撕贴的纸、糨糊若干。

(出示小熊)小熊想做什么呢?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猜猜看
小熊想画什么

小熊为什么要画一棵大树呢?老师来讲一个故事。

1、教师边讲故事，边相应地出示大树的各个组成结构：

粗粗的树干是大树的身体，(什么是大树的身体?)长长的树枝
是大树的手臂，(什么是大叔的手臂?)树上还有许多好看的树
叶。



2、小熊发现：咦，大树没有脚，怎么能站着呢?(个别幼儿想
象回答)大树说：“哈哈，我的脚长在地底下，树根就是我的
脚。”(大树的脚是什么?平时我们看得见吗?)

3、提问：

大树的身体是什么?

大树的手臂是什么?

大树的脚又是什么?

你们喜欢大树吗?为什么?

3、小结：有了大树，小鸟就有地方筑窝，松鼠才可以在大树
上窜上窜下忙个不停，夏天还可以在树下乘凉。大树可真好，
我们都喜欢它。

1、老师画大树：引导幼儿用动作辅助表达有关语句)

小朋友，老师做小熊，你们做大树，画出一棵棵的大树。

什么是大树的身体?

什么是大树的手臂?

什么是大树的脚?

2、肢体语言

(1)你们的身体做什么?

你们的手臂做什么?

你们的脚做什么?



你们的手又可以做什么?

(2)边蹲下从根开始边做动作，边用“我们”来进行语言表达。

大树是我们的好朋友，它是那么神气!你们想不想画一棵大
树?

3、幼儿画大树：

幼儿尝试用绘画、撕贴等方法画一棵大树。

这么多的大树在一起会变成什么?(森林)你们喜欢吗?

小朋友们可以在树下做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