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大班教案七星瓢虫反思 幼儿
园中班教案七星瓢虫(模板8篇)

教案模板是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必备的工具，它有助于确保教
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中班教案范
文，供教师们参考借鉴。

幼儿园大班教案七星瓢虫反思篇一

1、认识七星瓢虫，简单了解它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惯。

2、知道七星瓢虫是益虫，是庄稼的好朋友。

3、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在活动中大胆创造并分享与同伴
合作成功的体验。

4、通过实验培养互相礼让，学习分工合作的能力。

1、各种瓢虫图片。

2、有关瓢虫的动画片。

1、猜谜。

—教师："身体长成半圆形，背缀七颗黑星星，大家叫它花大
姐，棉花地里吃蚜虫。小朋友们猜猜这是什么昆虫？"—幼儿
猜测。

2、认识七星瓢虫。

—出示图片，幼儿仔细观察。说说七星瓢虫的特征。

小结：七星瓢虫的身体为卵圆形，背面呈半球状隆起。头部



黑色。触角短，为褐色。肚子和足黑色。由一对翅膀，翅膀
是红色或橙黄色，上面有七个黑斑，因此叫七星瓢虫。

3、播放准备的动画片，了解七星瓢虫和人们的关系。

—幼儿讨论：七星瓢虫生活在什么地方？有哪些本领？它能
为人们做哪些事情？

—幼儿回忆原有经验加刚观看的动画片，自由交流。

小结：七星瓢虫生活在农田、森林、果园、园林等环境中。
它栖息于植物的枝、茎，叶上，是捕食蚜虫的能手，对保护
庄稼起了很好的作用。它是庄稼的好帮手。

4、扩展经验。

—出示准备的其他瓢虫的图片，说说这些瓢虫和七星瓢虫有
哪些不一样？

—思考：这些瓢虫是庄稼的好朋友吗？

—小结：瓢虫有很多种，它们的名字是由背上的点数而得。
瓢虫里有益虫也有害虫。其中大多数瓢虫是靠捕食蚜虫和介
壳虫为食的。十一瓢虫和二十八瓢虫是靠吃庄稼的叶子为生
的，所以是害虫。

引领幼儿再次深入地进行探索，给幼儿留出探索的余地和延
伸的空间。整个活动，给予幼儿较宽松的氛围，教师只是充
当了活动中的支持者，鼓励者，合作者，引导者，用心倾听
幼儿的表述，并及时的梳理与小结。

幼儿园大班教案七星瓢虫反思篇二

1、在粘贴瓢虫、添画瓢虫的活动中，感受创作的乐趣，体验



成功快乐。

2、能够大胆想象瓢虫的`各种形态，并进行创造表现。活动
准备：

图片、纸盘、剪刀、橡皮泥、颜料、排笔、固体胶、勾线笔、
毛根

一、猜谜引出题目。

教师：身体半球形，背上七颗星，蚜虫最怕它、棉花最欢迎。
小朋友猜猜它是谁？

二、出示图片，观察瓢虫的外形特征。

1、七星瓢虫是什么特征？

2、身体上有怎样的花纹？

3、七星瓢虫的腿是什么样的？它的翅膀是什么样的？

4、教师引导幼儿探索用纸盘、橡皮泥等制作形态不一的七星
瓢虫。

5、幼儿自主探索制作七星瓢虫，体验成功的快乐。

6、展示作品，讲述分享作品，感受共同创作的成就感。

幼儿园大班教案七星瓢虫反思篇三

1、知道七星瓢虫是益虫，借助童谣画出小瓢虫的外形特征。

2、大胆添画背景，使画面更加丰富。

重点：借助童谣画出小瓢虫的`外形特征难点:画出不同形态



的七星瓢虫。

1．图片。

2．作画工具。

教学过程一、欣赏与讨论。

小朋友，我们班上来了位小客人，我们一起看看它是谁。

1、看背景图，（它是谁呀？七星瓢虫是农民伯伯的好朋友，
他特别喜欢吃害虫，帮助农民伯伯保护庄家。请小朋友仔细
看看这个瓢虫身体是什么样子？身上有几个小圆点？几个大？
几个小？长在哪里？）让幼儿数一数这个瓢虫身上有几个小
圆点，几个大的，几个小的，都长在哪里。

二、示范讲解七星瓢虫的作画步骤。

（1）老师带来了一首好听的童谣，你们想听吗？

画个大圆盘，一分分两半再画个半圆，顶在盘上边七个小圆
圈，画在盘里面两根须，画两边，六条腿，分两边，这只瓢
虫真好看.

好听吗？你们想试一试吗？

（2）那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3）我们把这只七星瓢虫变出来好不好？（教师边念童谣边
画七星瓢虫）

（4）我们小朋友也来变一变（幼儿齐说）。

画个大圆盘，一分分两半



2.再画个半圆，顶在盘上边

3.七个小圆圈，画在盘里面4.两根须，画两边，六条腿，分
两边，这只瓢虫真好看.

三、引导幼儿观察不同形态的七星瓢虫。

一只瓢虫有些孤单，我们再给它请些朋友来吧。（教师和幼
儿一起边念童谣边画出不同形态的七星瓢虫）四、幼儿绘画，
老师指导幼儿画出背景。

七星瓢虫生活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给这幅画添上些什么？

五、展示幼儿作品。

幼儿园大班教案七星瓢虫反思篇四

1、学会画面的布局和均匀地涂色。

2、了解红色和绿色的互补关系，初步学习留漏洞和缺口的.
画法。

记号笔，画纸，蜡笔

1、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画面，说说是什么？

2、介绍瓢虫：瓢虫外面有硬壳，翅膀藏在硬壳里面，瓢虫会
飞，瓢虫身上有黑点，称为“星”，有几个小黑点就叫做几
星瓢虫。它们有好的，有坏的之分，七星瓢虫和十三星瓢虫
是益虫，吃危害农作物的蚜虫。

3、引导幼儿观察瓢虫的形状，颜色，和身体的各个部分。

4、引导幼儿观察叶子的特征：有漏洞，有咬碎的缺口部分。



5、勾画出一只小瓢虫。

6、瓢虫的颜色主要是大红和黑色，叶子用绿色系的颜色。

7、用平涂法薄薄地涂一层颜色，大体色调定下来。

8、开始深入刻画，叶子要有深浅变化。瓢虫要有体积感。

9、加上重一点的黑色做花纹，增加画面的力度。

幼儿园大班教案七星瓢虫反思篇五

1、仔细观察七星瓢虫的主要特点，大胆设计美丽的外衣和舞
台。

2、尝试运用深浅颜色表现空间的同时能用黑线流畅勾线。

3、学习用欣赏的眼光评价同伴的作品

4、培养幼儿健康活泼的性格。

5、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尝试运用深浅颜色表现空间的同时能用黑线流畅
勾线

教学难点：学习用欣赏的眼光评价同伴的作品

活动准备

七星瓢虫图片、教师范画、蜡笔、画纸、知识准备熟悉儿歌
《大老虎照相》



活动过程

谜语：身体半球形，背上七颗星。蚜虫怕见它，棉花最欢迎。

师：孩子们：七星瓢虫也来到我们教室做客，我们一起来和
它打打招呼吧！（你好，七星瓢虫）我们一起仔细观察，七
星瓢虫是什么样子？（教师引导幼儿有序观察，并用语言描
述）

1、头是什么形状？头上有什么？

2、身体是什么形状？身体上有些什么？

3、仔细观察，七星瓢虫的翅膀有几个花纹？是什么形状？

教师小结：七星瓢虫由头、胸、腹三部分组成，头上有一对
触角；胸部有六只脚和两对翅膀；翅膀覆盖下的腹部成节状，
这样的小虫子就是一只小昆虫。

1、教师示范画七星瓢虫的样子；（先画椭圆形的身体、再画
半圆形的头，头两侧有一对半圆形的眼睛，头顶有一对触角。
身体用一根横线分成胸部和腹部，两侧共六只脚）

2、教师请幼儿大胆想象设计七星瓢虫的外衣并用语言描述；

提问：你想给它设计什么图案的外衣？

3、教师请幼儿大胆想象七星瓢虫照相的舞台并用语言描述；

提问；你想给它设计什么样的舞台？

4、教师出示范画，幼儿仔细观察教师作品：（鲜艳的外衣、
彩色的舞台、浅色的背景、黑色勾线）。

师：孩子们，我们开始给七星瓢虫设计吧！记住我们设计的



步骤：

1、先画出它的样子，然后添画出外衣的图案、再设计不一样
的舞台；

3、给七星瓢虫和舞台用黑色勾线（注意勾线要流畅）；

4、绘画的时候注意物体的位置大小是否合适、添画的图案是
否有创意、画面是否干净、自己的坐姿是否端正。孩子们，
赶快设计吧！

1、幼儿用欣赏的眼光互评，用合适的语言描述自己的看法；

2、请有个性的幼儿自评或介绍自己的作品；

3、教师评价。

教学反思

艺术活动的评价意义是不言而寓的。通过评价，孩子们在发
展语言表达能力的同时，也能知道自己和同伴在本次艺术活
动中的表现，更能从欣赏同伴作品中扩展思维。本次活动进
行评价的时候，我比较注重了幼儿的全体表现，既有画面布
局好的（杨新鸿），有色彩好的（钟俊宇），也有画面干净的
（陈灿），特别是进行了大胆设计的，有独特想象的（娄炜
臻）等，我还注重了让幼儿用欣赏的眼光相互评价，幼儿对
自己作品的独特介绍，更有教师精彩点评。不过美中不足的
是由于时间关系，我的评价活动显得比较仓促，孩子的注意
力不是很集中。我应该在评价前让孩子做做手指游戏，既放
松了孩子的手指，也让孩子们集中注意进行评价。

小百科：七星瓢虫一生要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4个不同发
育阶段。人工饲养七星瓢虫的成虫，室内的温度要控制在20
－25℃之间，相对湿度在70%－80%，成虫产卵时要求温度较



高，可在25℃饲养。但饲养幼虫以平均温度20℃左右为好。

幼儿园大班教案七星瓢虫反思篇六

1、了解秋天的小瓢虫的基本特征，体验秋天的`美。

2、区别同种色种颜色深浅，初步尝试对比配色。

随着“秋天来了”主题的展开，孩子们对秋天的虫子产生了
兴趣，特别是瓢虫，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瓢虫身上
的小圆点都是一样多的吗？瓢虫都是红颜色的吗？瓢虫生活
在哪儿？等等。本次活动，我试图借助于孩子这样的一个生
活经验，将美术的活动要素融入，以求达到让孩子各方面能
力的发展。

从孩子平时的绘画中发现，幼儿涂色不均匀，力度不够，而
且同种色深浅对比涂色的经验缺乏，因此，在本次活动中，
力图提高与丰富这方面的技能与经验。

环境与材料：

范例，绘画纸

重点提问：

这是什么虫？数数它身上有几个小圆点？几个大，几个小？
长在哪儿？

小瓢虫身上有几种颜色？什么地方是黑色，什么地方是红色？

1、重点提问：瓢虫生活在哪儿？那怎样让叶子和瓢虫的颜色
丰富点呢？

2、引导幼儿找出颜色深浅的蜡笔（红色和绿色蜡笔）。



观察要点：

1、瓢虫的造型幼儿能否表现出黑点数量、腿的方向以及对称。

2、能否注意画面的深浅配合。

重点提问：哪些地方深浅配合比较好？

重点提问：小瓢虫是不是都是益虫？

自我反思：

突出重难点：无论是欣赏讨论或者是示范讲解，都凸现了小
瓢虫特征，什么地方是红色的，什么地方是黑色的，以及有
几个大小的圆点等。因此从作品中看，效果是不错的。

建议：

能够启发幼儿想象创作：在背景添画上，不要注重强调深浅
配合，而更应该引发幼儿想象瓢虫生活的环境，添画些叶子
和草地等等，这样作品更丰富，更美观。

幼儿园大班教案七星瓢虫反思篇七

1.在认识瓢虫以后学会儿歌，巩固所学知识。

2.进一步知道瓢虫的特征，知道七星瓢虫是益虫，了解瓢虫
与农作物的关系。

3.发展幼儿的分析、概括能力，培养幼儿爱科学的情感。

4.喜欢欣赏儿歌，会大胆地朗诵。

5.使幼儿懂得儿歌的诙谐幽默之处。



七星瓢虫图片，玩具两个

1.咱们小朋友上次认识了瓢虫，哪个小朋友能讲一讲七星瓢
虫长什么样子？（找幼儿讲述）现在我们一起看看七星瓢虫
是不是和咱们小朋友说一样？（看图片，幼儿观察，导入活
动）

2.在观察图片的基础上，引导幼儿与教师一起概括七星瓢虫
的特征：“有两对翅膀，三对足，身体是半球形，穿了一身
花衣服，花衣服就是它的第一对翅，第二对翅膀是透明的，
在第一对翅膀的下面，只有飞的时候才能看见。头很小，有
一对大眼睛，一对触角，六条腿（三对足），背上有7个美丽
的大黑点，它飞到菜园里，棉田里去抓害虫，爱吃蚜虫，是
益虫。”（巩固复习）

3.听教师读儿歌，引导幼儿学习儿歌《七星瓢虫》，教师领
读，幼儿结合图片记忆。

附：儿歌：七星瓢虫

小瓢虫，真美丽，身上穿件花花衣。

数数它有几颗星？一二三四五六七。

小瓢虫，真卖力，一飞飞到棉田里，

专抓蚜虫当点心，乐得棉桃笑眯眯。

4.各种形式引导幼儿记忆，如齐背，分组背，小组比赛等等，
激发幼儿背诵兴趣。（可找幼儿扮演瓢虫）

5.游戏，边背儿歌，边与玩具七星瓢虫做游戏。

6.背着儿歌去户外寻找七星瓢虫。（结束活动）



幼儿园大班教案七星瓢虫反思篇八

一、活动目标

1、在观察图片、与老师的交流中用绘画的形式表现七星瓢虫
的外形特征，

2、用红色来涂七星瓢虫的的身体，用树叶添加背景，初步让
感受画面的完整性。

3、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4、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二、活动材料：

黑色蜡笔，红色、绿色蜡笔用黑色蜡笔画七星瓢虫的外形与
黑点，用红色蜡笔色涂瓢虫，

三、活动过程

1、欣赏与讨论

(2)七星瓢虫身上有几种颜色?什么地方是黑色?什么地方是红
色?(头部、触角、圆点和六条腿是黑色，翅膀是红色。)

2、教师介绍瓢虫一家有许多的种类，要从那些圆点上去分辨，
有一个圆点的是一星瓢虫，有七个圆点的'是七星瓢虫，没有
圆点的是大红瓢虫，他们都是益虫，今天，我们来画益虫，
不要画害虫，要把圆点画准确。

3、表现七星瓢虫的外形特征。

5、幼儿作画



(2)引导幼儿能画出向不同方向爬的瓢虫，同时注意到大小的
来排列在画面上。

(3)用黑色蜡笔画好轮廓、涂好黑色后再去用红色或橘红色涂
在瓢虫身上。

(4)最后树叶作为背景。

教学反思：

基本完成了本节课预设的教育教学目标，幼儿对老师的提问
积极响应，与老师的互动很好。老师的有些引导还不够到位，
要多让幼儿表达，以后上课要多注意对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
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