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美术大西瓜教案及反思(汇总8
篇)

高三教案还需要结合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考试要求，提供有效
的复习资料和辅导方式，帮助学生进行系统和高效的复习。
初二政治《国家行政区划》教案：http://www.example.com

中班美术大西瓜教案及反思篇一

1、欣赏绘本中关键的画面，感受画面色彩简约、趣味生动之
美。

2、尝试用撕贴的方式制作西瓜，用单色点画表现蚂蚁的简单
动态。

3、大胆猜想，积极尝试，乐于讲述，体验不同绘画方式作画
的愉悦感。

1、ppt课件《蚂蚁和西瓜》。

2、白色画纸，红色手工纸，记号笔，深浅绿色油画棒，胶水。

（一）大胆猜想，随意撕贴。

1、猜西瓜。

幼儿：西瓜、大西瓜、甜西瓜、切开的西瓜……

师小结：对呀，是一块切开的西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西瓜籽的颜色、排列，红红的西瓜瓤，还有深浅相间的绿
色西瓜皮。）

2、撕西瓜、贴西瓜和添西瓜。



师：你们喜欢吃西瓜吗？（整个西瓜）这么大一个西瓜，你
准备怎么吃？

幼儿：切开来吃……

师：切成什么形状呢？

幼儿：切成三角形、半圆形、月牙形……

师：你能把你喜欢的形状用纸撕出来吗？我们来比一比谁
是“切”西瓜高手。

指导语：拿出大红纸，老师喜欢三角形，跟我一起做，左手
和右手，一起向前走；左手和右手，慢慢拐弯走。撕下来多
余的纸放回盘子。

师：我想把它贴到白色的画纸上，你帮我想一想可以怎么贴
呢？

幼儿：我想斜着一些贴……

幼儿：西瓜子、西瓜皮的……

师：添画上瓜籽、西瓜皮（深浅绿色）。你们想不想切自己
喜欢的形状的西瓜，待会每个人拿一张红色的纸，西瓜好了
之后贴在画纸上，然后进行添西瓜籽、西瓜皮，明白了吗？
那轻轻的去你的位置！

（师进行适当的指导）

（二）深入刻画，表现动态。

1、猜蚂蚁。

师：这么诱人的西瓜把谁吸引来了呢？看是谁呢？（苍蝇、



蚂蚁……）

师：到底是谁呢？

（课件：一颗和前面相同的黑色西瓜籽）这是谁？（两粒相
连的西瓜籽）猜出来了吗？（三粒相连的西瓜籽）原来是蚂
蚁呀！

2、拼动态。

师：（实物投影仪）这儿还有三粒西瓜籽，谁能来变一只小
蚂蚁，谁能摆出不一样的姿态？

幼儿进行演示拼不同的蚂蚁动态并画一画。

师小结：三粒西瓜籽变出小蚂蚁，扭扭身体弯弯腰，伸伸手
臂抬抬腿，摆一摆、画一画，活泼可爱的小蚂蚁出来了。
（通过感知，进一步掌握蚂蚁的身体结构和神态。）

3、想办法。

师：那如果你是一只小蚂蚁，发现了这么一大块诱人的西瓜，
你会怎么办？

幼儿：用直升机、绳子、梯子、人字梯、跳跳床……）

(三）自由想象，个性添画。

师：小小蚂蚁和大大西瓜之间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赶
紧把你的想法画下来吧！

指导语：

1、小蚂蚁是怎么和同伴合作的？



2、怎样排列、组合小蚂蚁身体的各个部位，表现不同的`动
作呢？

3、被分割的小西瓜是怎么运回去得呢？

（四）展示评价，拓展延伸。

1、集体讲评。

师：你的小蚂蚁和西瓜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谁愿意来分享分
享。（个别幼儿讲述）

2、幼儿与幼儿之间进行分享有趣的故事。

3、回归绘本。

中班美术大西瓜教案及反思篇二

1、欣赏绘本中关键的画面，感受画面色彩简约、趣味生动之
美。

2、尝试用撕贴的方式制作西瓜，用单色点画表现蚂蚁的简单
动态。

3、大胆猜想，积极尝试，乐于讲述，体验不同绘画方式作画
的愉悦感。

1、ppt课件《蚂蚁和西瓜》。

2、白色画纸，红色手工纸，记号笔，深浅绿色油画棒，胶水。

（一）大胆猜想，随意撕贴。

1、猜西瓜。



幼儿：西瓜、大西瓜、甜西瓜、切开的西瓜……

师小结：对呀，是一块切开的西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西瓜籽的颜色、排列，红红的西瓜瓤，还有深浅相间的绿
色西瓜皮。）

2、撕西瓜、贴西瓜和添西瓜。

师：你们喜欢吃西瓜吗？（整个西瓜）这么大一个西瓜，你
准备怎么吃？

幼儿：切开来吃……

师：切成什么形状呢？

幼儿：切成三角形、半圆形、月牙形……

师：你能把你喜欢的形状用纸撕出来吗？我们来比一比谁
是“切”西瓜高手。

指导语：拿出大红纸，老师喜欢三角形，跟我一起做，左手
和右手，一起向前走；左手和右手，慢慢拐弯走。撕下来多
余的纸放回盘子。

师：我想把它贴到白色的画纸上，你帮我想一想可以怎么贴
呢？

幼儿：我想斜着一些贴……

幼儿：西瓜子、西瓜皮的……

师：添画上瓜籽、西瓜皮（深浅绿色）。你们想不想切自己
喜欢的形状的西瓜，待会每个人拿一张红色的纸，西瓜好了
之后贴在画纸上，然后进行添西瓜籽、西瓜皮，明白了吗？
那轻轻的去你的位置！



（师进行适当的指导）

（二）深入刻画，表现动态。

1、猜蚂蚁。

师：这么诱人的西瓜把谁吸引来了呢？看是谁呢？（苍蝇、
蚂蚁……）

师：到底是谁呢？

（课件：一颗和前面相同的黑色西瓜籽）这是谁？（两粒相
连的西瓜籽）猜出来了吗？（三粒相连的西瓜籽）原来是蚂
蚁呀！

2、拼动态。

师：（实物投影仪）这儿还有三粒西瓜籽，谁能来变一只小
蚂蚁，谁能摆出不一样的姿态？

幼儿进行演示拼不同的蚂蚁动态并画一画。

师小结：三粒西瓜籽变出小蚂蚁，扭扭身体弯弯腰，伸伸手
臂抬抬腿，摆一摆、画一画，活泼可爱的小蚂蚁出来了。
（通过感知，进一步掌握蚂蚁的身体结构和神态。）

3、想办法。

师：那如果你是一只小蚂蚁，发现了这么一大块诱人的西瓜，
你会怎么办？

幼儿：用直升机、绳子、梯子、人字梯、跳跳床……）

(三）自由想象，个性添画。



师：小小蚂蚁和大大西瓜之间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赶
紧把你的想法画下来吧！

指导语：

1、小蚂蚁是怎么和同伴合作的？

2、怎样排列、组合小蚂蚁身体的各个部位，表现不同的动作
呢？

3、被分割的小西瓜是怎么运回去得呢？

(四)展示评价，拓展延伸。

1、集体讲评。

师：你的小蚂蚁和西瓜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谁愿意来分享分
享。（个别幼儿讲述）

2、幼儿与幼儿之间进行分享有趣的故事。

3、回归绘本。

中班美术大西瓜教案及反思篇三

1、幼儿能说出西瓜皮像什么，并拓展想象西瓜皮的用途。

2、运用多种方法让瓜皮越变越小。

3、培养幼儿观察、想象、创新设计能力，从中体验创新操作
的快乐。

4、主动参与活动，体验活动的快乐及成功的喜悦。

5、尝试通过动作和色彩来感知美、创造美。



1、有关于《小蚂蚁和西瓜皮》的课件。

2、课前组织幼儿吃西瓜或与家长联系把吃剩的西瓜皮让幼儿
带到幼儿园。（最好是半个西瓜皮）。

3、西瓜皮若干，火柴杆若干、木板、米饭、铁丝、木棍、木
浆、脸盆、水、吸管、水龙头、小水桶、花绳、花、牙签、
积木、橡皮泥。

一、组织幼儿认识半个西瓜皮，并说出西瓜皮像什么。

1、结合课件（小蚂蚁在春游的过程中遇到了半个西瓜皮），
让幼儿从准备的西瓜皮中间找出哪些是半个西瓜皮。

2、幼儿发挥想象尽多的说出西瓜皮像什么？

过渡：你们想知道小蚂蚁遇到西瓜皮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课件展示小蚂蚁：小朋友们，我用它制作了很多好玩、好用
的物品，你们也来动手做一做吧！

二、幼儿分组利用所提供的材料动手操作发现西瓜皮的用途。

1组：利用材料发现西瓜皮能当翘翘板底座、饭碗、滑梯。

2组：利用材料发现西瓜皮能当太阳伞、船、房子。

3组：利用材料发现西瓜皮能当大水缸、花篮、花盆、淋浴器
等。

三、幼儿互相介绍自己用西瓜皮和其它辅助材料制作的物品。

四、课件展示小蚂蚁制作的物品，同时对幼儿作品的肯定。

五、课件展示小蚂蚁：小朋友，你们能帮我想出让西瓜皮变



小的办法吗？

组织幼儿动手操作，发现更多让西瓜皮变小的办法。（切、
掰、摔、压、踢、踩）

六、教导幼儿讲卫生的教育。（垃圾要扔到垃圾桶里）

小班年龄段的幼儿，经常会关注粗浅的东西，更深些的细节
方面的内容并没有意识关注，本次活动内容是让孩子既关注
大的方面（大西瓜的变化），也关注到小的方面（小蚂蚁在
流口水、小蚂蚁的动作等）。为达到目标的有效性，我主要
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小蚂蚁的动作，学一学小蚂蚁的动作，从
学习动作中体验情趣。活动中，我班幼儿表现出了相当不错
的表达能力。最后在整理故事内容讲述的环节，故事的优美
度欠佳，应该再对语言进行斟酌，让幼儿感受到语言的魅力
和故事的优美。

中班美术大西瓜教案及反思篇四

1、理解图片内容，感受故事活泼快乐的情趣。

2、大胆猜想故事情节，积极参与讲述活动，能较连贯的表达
自己的想法。

3、仔细观察，了解绘本图画的内容，知道蚂蚁聪明灵活爱动
脑筋的优点。

2、第二份礼物是一本有趣的书，一起看。出示蚂蚁和大西瓜
画面：看到了什么？一起欣赏绘本《蚂蚁和西瓜》。

二、艰苦的奋斗。

2、蚂蚁们一下子就吃饱了，可还剩那么多西瓜，怎么办呢？
你猜蚂蚁队长在说什么？



3、小蚂蚁是怎么搬西瓜的？他们用力了吗？你是怎么看出来
的？

小结：蚂蚁数量太少，力气又小，即使非常用劲也搬不动大
西瓜。

5、原来是回家搬救兵了，蚂蚁集体出动，这下应该能行了吧。

小结：西瓜实在是太大了，看来光靠人多和工具想把整块西
瓜搬走是行不通的了。

9、它们把所有的西瓜都搬回了家，直到再也放不下。

三、寓意的升华1、为什么一开始小蚂蚁搬不了西瓜，后来却
成功了？

2、小结：小小的蚂蚁通过努力终于搬走了大大的西瓜，我们
小朋友也一样，只要肯努力、肯动脑筋，和朋友们团结合作、
互相帮助，就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困难！

四、有趣的西瓜皮1、肉都搬走了，还剩下西瓜皮有用吗？

2、看看蚂蚁们是否和你们想的一样，它们又把西瓜皮做成了
什么呢？

3、出示滑梯图片：哈哈，这是蚂蚁的西瓜滑梯，真是太好玩
了。

中班美术大西瓜教案及反思篇五

1．初步理解故事内容，体验阅读的乐趣。

2．能够大胆与他人交流故事的内容和情节。



重点：初步理解故事内容。

难点：能够大胆与他人交流故事内容和情节。

1．经验准备：知道蚂蚁的生活习性、会唱《蚂蚁搬豆》的歌。

2．物质准备：蚂蚁图片、多媒体课件、大图书、故事图片人
手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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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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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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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延伸

将绘本放在图书区，幼儿可以自己阅读，逐步理解故事内容。

中班美术大西瓜教案及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欣赏虎头鞋质朴可爱、夸张的造型美。

2、感受虎头鞋的色彩美，了解中国民间美术的用色特点。

3、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4、促进幼儿的创新思维与动作协调发展。

活动准备：

1、多种虎头鞋，布老虎一只、虎头帽。

2、投影仪，课件《虎头鞋》。

3、折好的帽子、鞋子若干，剪好的眼睛、鼻子、等多种材料
粘贴虎头。

4、幼儿已经会折虎头鞋。

活动过程：

1、导入活动，引起兴趣：



师：今天老师带来了一双特别的鞋子，是什么鞋呢?(出示虎
头鞋)

师：你怎么知道这是虎头鞋的`呢?

2、引导幼儿欣赏虎头鞋夸张的造型与色彩美：

师：虎头鞋有哪几部分组成?(有鞋头、鞋面、鞋底、鞋跟。)

师：你觉得虎头鞋什么地方最漂亮呢?(老虎浓眉大眼，眼睛
瞪得像铜铃，胡须翘翘，花纹是对称的。)

师：你喜欢虎头鞋吗?

师：老师这里还有很多虎头鞋呢?

现在请你走上来，摸一摸，看一看，和你身边的小朋友说一
说，你最喜欢哪一双虎头鞋?

师：你最喜欢哪一双虎头鞋?为什么?

师：虎头鞋上有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用得最多呢?师：看了红
色、黄色你心里觉得怎样?

小结：我们中国人在做虎头鞋时最爱用红色、黄色，画年画、
做玩具时也喜欢用这些鲜艳的颜色，这些鲜艳的颜色让人看
了很吉祥、很快乐。

师：小朋友见过真的老虎吗?你觉得老虎是个怎样的动物?

师：你觉得这些虎头鞋上哪只老虎看上去最凶猛?

师：虎头鞋是妈妈送给宝宝的礼物，为什么要让宝宝穿上有
凶猛老虎的虎头鞋呢?



总结：穿上了虎头鞋，宝宝就像小老虎一样，坏人就不敢来
欺负宝宝了。

师：这么漂亮的虎头鞋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老师还请来了
一为奶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起看虎头鞋制作过程的录
像，奶奶一针一线地为宝宝做虎头鞋。)

小结：妈妈一针一线地做虎头鞋送给宝宝，代表了妈妈的美
好祝愿，她希望宝宝不受到坏人的欺负和伤害，也希望宝宝
长得像小老虎一样活泼可爱、虎头虎脑、勇猛健壮。

师：看看这些虎头鞋分别是什么季节穿的呢?

幼：说

小结：妈妈非常爱自己的宝宝，帮宝宝做了每个季节穿的虎
头鞋呀。

3、课件欣赏各种虎头鞋、虎头帽、布老虎：

师：妈妈不仅为宝宝做了虎头鞋，还为宝宝做了什么呢?是给
宝宝干什么用的呢?(欣赏虎头帽、布老虎。)

小结：虎头鞋、虎头帽、布老虎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传统
民间手工艺，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中国人就会做这些虎头鞋、
虎头帽了，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中国人做的这些虎头鞋、布
老虎，因为它造型可爱，颜色鲜艳美丽，还可以给宝宝辟邪
呢。

4、幼儿操作活动：

幼儿自己折一只虎头鞋，并用线、彩色纸把它打扮漂亮。

活动反思：



开放式教学，可以让让幼儿放开手脚地活动，第一他们很高
兴，第二他们很认真，第三他不会时就想去求教老师，这样
做效果是明显的。大家可以看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课堂
实录，他们就是这样要求幼儿的。他们以幼儿敢于提问题为
起点，以幼儿能自己解决问题为终点，而方法的核心就是放
手让幼儿活动。

中班美术大西瓜教案及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引导幼儿根据鞋的.造型特点展开联想，设计出形态各异的鞋
型画。激发幼儿的创造美的情趣，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创造
力和表现力。

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大胆参与讨论。

活动准备：

幼儿有关于鞋的认知基础，各种各样的鞋。音带《大鞋和小
鞋》，轻音乐。

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小朋友，上节课，我们认识了“各种各样的鞋”，老师这里
有两只鞋，请小朋友来猜一猜，它们分别是谁的鞋。（出示
大鞋和小鞋的图片）

爸爸的鞋和娃娃的鞋有什么不一样？（爸爸的鞋大，娃娃的
鞋小。）

爸爸的鞋那么大，娃娃的鞋那么小，如果让我们小朋友穿在



脚上走一走，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吧。（唱《大
鞋和小鞋》）

（二）、比较想象：

歌曲里说了爸爸的鞋象什么？（两只船，开在大大的海洋里。
）娃娃的鞋象什么？（两顶帽，套在小小的脚趾上。）

呀，真有趣！那鞋子除了会象船、帽子，还会象什么呢？我
们一起先来看一看鞋子有哪些形状吧。（教师引导幼儿观察
鞋子的特点。）

请小朋友选一只你最喜欢的鞋回到座位，再仔细看一看，想
一想，你的鞋子象什么？

幼儿交流，（请三到五名幼儿，再同伴间交流。）

（三）、示范创作：

刚才，老师也选中了一只鞋，（出示）你们觉得它象什么呢？
（花瓶、数字七、长颈鹿的身体……）

那老师就来把它变成一只长颈鹿。教师边念儿歌边示范。
（长长的鞋帮，扁身子，鞋子鞋子，变变变，加头、加尾，
加上脚，再穿一件新衣服，伸伸脖子，把叶咬。）

看，一只长颈鹿变出来了，你们想不想也来变一变？

那好，我们也来做一位魔术师，看谁能把鞋子变得最有趣，
最漂亮。

（四）、幼儿创作，教师巡视指导。

（五）、欣赏评价：



魔术师们，变好了吗？谁先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你把鞋子变
成了什么？（引导幼儿用完整的话介绍。）

活动延伸：

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各种各样的鞋子，我们还可以到美术区里
去变一变。

活动反思：

联想教学只是我们美术教学活动的一个场景，一个片段，它
就像一盏小桔灯，给我们视觉艺术（美术）教学活动照亮了
新的道路，给我们找到一条适合国际上视觉艺术（美术）教
育目标的研究方向，也给孩子们带去创意的心灵，深邃的智
慧。

中班美术大西瓜教案及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发展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

2、培养合作意识，提高控制动作的能力。

3、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4、学习游戏的玩法及规则。

活动设计背景

在操场上放一堆大鞋子，引起幼儿的注意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锻炼孩子的协调合作能力



难点：孩子穿大鞋走路时脚贴地平移，保持平衡。

活动准备

1、提前请家长拿来自己穿过的不同的鞋（干净、无跟）

2、用纸盒制作的`大鞋若干

3、鞋盒若干

活动过程：

1.我穿大鞋走一走。

（1）教师带幼儿来到活动场地，以游戏的口吻引导幼儿；

今天我们要去“大人国”做客，需要换上“大人国”的鞋子，
这里的人们穿的鞋子都特别大，穿这种鞋子会不会摔跤呢？
小朋友先来试一试吧。

（2）鼓励幼儿尝试独自穿着爸爸或妈妈的大鞋走，逐渐适应。

教师示范讲解穿大鞋走路的方法：脚贴地平移，保持平衡，
一左一右依次移动，步幅不要太大，防止摔倒。

2．玩游戏“大鞋走走走”

玩法：幼儿分成人数相等的两个组，每组幼儿穿着纸制作的
大鞋，听到口令后，每组第一名幼儿穿着大鞋走到规定目标，
折返走回并把鞋给第二名幼儿，第二名幼儿继续。

活动中教师可提示幼儿：中途如果鞋脱落，要穿好鞋继续走，
游戏可进行2―3次。

3.活动结束



（1）教师鼓励幼儿在场地上，将鞋盒摆成障碍进行跨跳、八
字跑、单脚跳、双脚跳等练习。

（2）师生整理鞋盒，与“大人国”告别活动自然结束。

教学反思

1、小朋友在合作意识方面，合作的非常融洽，都非常有团队
合作精神。

2、幼儿在身体灵活性和协调性方面表现的不是很好，还需要
多加锻炼。

3、幼儿很喜欢游戏活动，教师多带幼儿到室外去组织户外游
戏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