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秋天的树叶美术教案大班 小班美术
教案秋天的树叶(优秀8篇)

初三教案不仅要注重知识点的讲解，更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请大家阅读一下以下的五年级教案案
例，了解一下教学设计的方法和技巧。

秋天的树叶美术教案大班篇一

秋天（歌曲）

1、学习用自然的声音唱歌。

2、在老师的引导下，愿意尝试用不同的动作表现树叶落下时
飞舞的姿态。

课前带幼儿观察过周围的树叶

一、通过谈话，引出主题，激发幼儿对树叶的兴趣。

（1）秋天到了，你们知道树叶宝宝会怎样？（离开大树妈妈）

（2）树叶宝宝是怎样离开大树妈妈的`？（请幼儿想象一下
树叶是怎么落下的）

（3）出示一片树叶，请幼儿观察一下树叶掉下来的姿势（请
幼儿观察后用肢体展现树叶飞舞的姿势）

二、欣赏歌曲，初步理解其音乐的节奏美。

（1）听音乐，引导幼儿感受小树叶落下来轻、慢的节奏。

（2）帮助幼儿理解歌词，重点在于理解“树叶到处飞呀飞”



（引导幼儿想象“树叶飞到哪？”，然后引导幼儿学树叶飞，
随意在教室飞，理解“到处飞”的含义）

三、学唱歌曲，并会用动作表现歌词。

（1）引导幼儿用好听的声音唱歌。

（2）鼓励幼儿用各种动作来表现歌词。

（3）请个别幼儿上来表演（重点在于指导他们用自然的声音
唱歌）

四、在初步学会歌曲的情况下，与幼儿一起边唱歌曲边做游
戏。

鼓励幼儿边唱边表演小树叶飞舞的动作。唱到最后一
句：“秋天多可爱”时，要停一下摆个造型。（引导幼儿发
挥自己的想象表现小树叶停下来的姿势）

秋天的树叶美术教案大班篇二

1、学习将彩色纸条撕成小纸片，发展手指灵活性。

2、在示范讲解的引导下，掌握拼贴技能。

3、对撕纸活动感兴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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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想象创作过程中能用简单的材料装饰，体验成功的乐趣。



秋天的树叶美术教案大班篇三

1、引导幼儿观察、欣赏秋天树叶的美。

2、指导幼儿学习用手掌印画，表现秋天美丽的树叶。

1、秋天树叶的视频

2、红、黄、橘黄、绿颜料

3、秋天树叶的图片(、橘黄色、黄色、绿色)

4、抹布

5、美术练习册

一、开始部分

组织幼儿谈话，说说秋天是什么样子的，树叶是什么样子的?

二、基础部分

1.播放视频让幼儿欣赏秋天的树叶美

2.提问：在视频里看到的小树是什么样子?都有什么颜色?

5.讲解手指印画的方法，重点讲解两手都要沾上颜色，才能使
“树叶”丰满。

6.老师示范一遍，强调绘画时注意事项。

7.让幼儿练习。

8.幼儿开始绘画，教师巡回指导。



部

作品进行欣赏、评价。

本活动为“秋天的树叶”老师注重创设学习情景，让幼儿开
心、有趣地学幼儿肢体动作，参与学习特别适合幼儿的动作
思维特点。如让幼儿学习上下、左右、摇摆。利用肢体动作
助孩子加深理解。孩子们边玩边学掌握所画的内容，表现出
来的画面更活泼胆，线条丰富流畅。收到较好的效果，幼儿
积极情绪得以体验。

秋天的树叶美术教案大班篇四

一、通过谈话，引出主题，激发幼儿对树叶的兴趣。

（1）秋天到了，你们知道树叶宝宝会怎样？（离开大树妈妈）

（2）树叶宝宝是怎样离开大树妈妈的？（请幼儿想象一下树
叶是怎么落下的）

（3）出示一片树叶，请幼儿观察一下树叶掉下来的姿势（请
幼儿观察后用肢体展现树叶飞舞的姿势）

二、欣赏歌曲，初步理解其音乐的节奏美。

（1）听音乐，引导幼儿感受小树叶落下来轻、慢的节奏。

（2）帮助幼儿理解歌词，重点在于理解“树叶到处飞呀飞”
（引导幼儿想象“树叶飞到哪？”，然后引导幼儿学树叶飞，
随意在教室飞，理解“到处飞”的含义）

三、学唱歌曲，并会用动作表现歌词。

（1）引导幼儿用好听的声音唱歌。



（2）鼓励幼儿用各种动作来表现歌词。

（3）请个别幼儿上来表演（重点在于指导他们用自然的声音
唱歌）

四、在初步学会歌曲的情况下，与幼儿一起边唱歌曲边做游
戏。

鼓励幼儿边唱边表演小树叶飞舞的动作。唱到最后一
句：“秋天多可爱”时，要停一下摆个造型。（引导幼儿发
挥自己的想象表现小树叶停下来的姿势）

秋天的树叶美术教案大班篇五

秋风吹，落叶飘的自然景象是非常吸引孩子的。为了认知秋
天的树叶，我们开展了“秋天的树叶”的主题活动,通过各种
形式让幼儿与树叶有更直接、更亲密的接触，只有这样才能
更直观、更生动地认知树叶。

1、学习用自然的声音唱歌。

2、在老师的引导下，愿意尝试用不同的动作表现树叶落下时
飞舞的姿态。

课前带幼儿观察过周围的树叶

一、通过谈话，引出主题，激发幼儿对树叶的兴趣。

（1）秋天到了，你们知道树叶宝宝会怎样？（离开大树妈妈）

（2）树叶宝宝是怎样离开大树妈妈的？（请幼儿想象一下树
叶是怎么落下的）

（3）出示一片树叶，请幼儿观察一下树叶掉下来的姿势（请



幼儿观察后用肢体展现树叶飞舞的姿势）

二、欣赏歌曲，初步理解其音乐的节奏美。

（1）听音乐，引导幼儿感受小树叶落下来轻、慢的节奏。

（2）帮助幼儿理解歌词，重点在于理解“树叶到处飞呀飞”
（引导幼儿想象“树叶飞到哪？”，然后引导幼儿学树叶飞，
随意在教室飞，理解“到处飞”的含义）

三、学唱歌曲，并会用动作表现歌词。

（1）引导幼儿用好听的声音唱歌。

（2）鼓励幼儿用各种动作来表现歌词。

（3）请个别幼儿上来表演（重点在于指导他们用自然的声音
唱歌）

四、在初步学会歌曲的情况下，与幼儿一起边唱歌曲边做游
戏。

鼓励幼儿边唱边表演小树叶飞舞的动作。唱到最后一
句：“秋天多可爱”时，要停一下摆个造型。（引导幼儿发
挥自己的想象表现小树叶停下来的姿势）

秋天的树叶美术教案大班篇六

活动准备：

１、经验准备：幼儿收集了各种树叶

２、材料准备：各种形状的树叶、白纸、油画棒

指导要点：



1、展示收集来的树叶，激发幼儿的兴趣。

2、讲解示范拓印的方法。

（1）、选择喜欢的树叶拼，平放在桌面上。

（2）、将白纸压在树叶上面

（3）、用油画棒躺着来回压着涂树叶的部分，进行拓印，重
点强调在拓印时要轻轻的'

3、幼儿拓印

（1）、重点提醒幼儿拓印时两只手要协调，一只手拿油画棒，
一只手压着纸。

（2）、启发幼儿可以试着将叶子的两面都拓印一下，看看哪
一面拓印得比较清楚。

3、鼓励幼儿尝试不同形状树叶的拓印。

秋天的树叶美术教案大班篇七

组织幼儿谈话，说说秋天是什么样子的，树叶是什么样子的？

二、基础部分

1.播放视频让幼儿欣赏秋天的树叶美

2.提问：在视频里看到的小树是什么样子？都有什么颜色？

3.认识红色、橘黄色、黄色、绿色

5.讲解手指印画的方法，重点讲解两手都要沾上颜色，才能使
“树叶”丰满。



6.老师示范一遍，强调绘画时注意事项。

7.让幼儿练习。

8.幼儿开始绘画，教师巡回指导。

三、结束部分

作品进行欣赏、评价。

秋天的树叶美术教案大班篇八

俗话说：一叶知秋。“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
黄。”秋天，许多树的叶子换上了新的色彩。组织一次秋游，
到野外、山上、公园或植物园里去，观察一些植物的叶子，
看看它们的颜色有什么变化，注意搜集各种植物的落叶，仔
细观察它们的形状、色彩，还可将它们搜集起来，制成“树
叶册”或“树叶书签”。在作文课上，先给同学们介绍自己
搜集到的树叶，然后围绕“秋天的树叶”，自拟题目，写一
篇习作。

习作指导以观察和体验为突破口，让学生走进秋天，走近树
叶，引导学生仔细观察，积累素材。在交流观察发现、引导
言语表达等习作指导过程中，启发学生做有心人，写出自己
的发现，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想象，自己心目中“秋天的树
叶”，那些“我”独有的东西。作文教学应为人而文，张扬
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悟性，焕发学生的灵性，让作文成
为学生生命的一部分。

1.引领学生走进如诗如画的大自然，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无
限热爱之情。

2.组织学生到公园、野外、山区等处去秋游，着重观察秋天
的树叶，搞清它们的形状、色彩。



3.着力提高学生参加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能力,指导学生制
作“树叶书签”、“树叶册”等。

4.引导学生互相介绍自己搜集到的各种树叶，培养它们的口
头表达能力。

5.以说促写，努力提高学生书面表达的水平。

1.组织学生秋游，观察树叶，搜集自己喜爱的各种植物的落
叶。

2.请学生查找相关资料，如树叶颜色变化的原因及与秋天树
叶有关的古诗词等。

3.教师拍摄一段录像，包括秋天的景色全景，秋天树叶的特
写镜头，同学们观察、搜集树叶的活动。

一、在回味中亲近。

1.唤醒回忆。(播放音乐《秋日的私语》)

(1)师描述：前天，我们去秋游，感受到了浓浓的秋天的气息，
特别是与秋天的树叶进行了亲密的.接触。那么，你眼中秋天
的树叶是什么样的呢?(请学生用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简要谈
一谈真实的感受)

(2)老师眼中秋天的树叶是什么样的呢?(教师也谈一谈，与学
生真诚交流。)

(3)古代诗人眼中秋天的树叶又是什么样的呢?

(4)学生汇报搜集的资料。用实物投影展出：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唐·李白



雨径绿芜合，霜园红叶多。——唐·白居易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唐·杜牧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唐·王昌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唐·刘禹锡

(通过师生交流，谈对秋天树叶的印象，虽寥寥数语，却勾起
了学生的回忆，和着那一曲《秋日的私语》，使学生不知不
觉又一次走进秋的天地，走近秋天的叶子，流连其间。学生
把搜集的与秋天树叶有关的古诗词展示出来，营造出浓浓的
诗的意境，与秋天的树叶的神韵相契合。)

(5)师：是呀，古人对秋天的树叶既有“一叶知秋”“榈庭多
落叶”的感慨，又有“红于二月花”“霜干片片轻”的喜爱。
看来，秋叶真是秋日一道靓丽的风景。边出示边朗诵：

写秋雨——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

写秋夜——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日明中。

写秋色——雨侵坏瓮新苔绿，秋入横林数叶红。

写秋声——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2.精彩回放。

播放录像，体会秋雨秋夜秋色秋声中的叶，录像中可以加话
外音，然后播放同学们观察、搜集树叶的活动情景。在展示
秋色红遍山野的时候，加入秋天树叶的特写镜头，从整体到
局部，由漫山遍野到一棵树，再从一簇树叶到一片树叶。

(播放录像与展示学生搜集的叶子，进一步使学生亲近树叶。
学生只有“情意”萌动时才有用语言表达的愿望，在作文指



导时努力通过创设情境撩拨学生情感，激发学生习作激情，
产生“我要写”的愿望。)

3.展示分享。

秋游的时候，同学们都做有心人，不仅搜集了许多树叶，而
且不少同学回去还进行了加工，制成了书签，绘成了“树叶
画”，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学生争先恐后，展示自己的“杰
作”。)

4.小结。

“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正是这些多姿多彩的树
叶把秋天装扮得如诗如画，今天我们再一次走进秋叶的世界，
去感受它的美。

二、在发现中体验。

1.教师引导：所谓观察，就是仔细察看。我们该从哪些方面
来观察一片秋叶呢?(随着学生的发言板书：颜色、形状、姿
态……)

2.指导观察。

(1)观叶色。秋天的树叶是什么颜色?(红的、黄的、绿的……
五彩缤纷。)如果是黄色的，是金黄、橘黄，还是绿中泛黄?
即便松柏等四季常青的树叶，只要细心地去观察，也会发现
它们有细微的变化。

(2)辨叶形。秋天的树叶是什么形状?是圆形的、扇形的，还
是爪形的、针形的……再瞧瞧它们叶柄的形状、叶脉的纹路
是什么样的?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虽然树叶形状不一，但
都精致奇丽。



(3)摸叶片。在看的过程中，提醒学生伸出小手摸摸叶片，是
光滑的，还是粗糙的，进一步感知秋天树叶的特点。

(4)嗅叶味。观察过程中还可以让学生用鼻子凑近叶片嗅一嗅，
感受叶子透出的秋的味道。

(观察力最可贵的品质是从平常的现象中，发现不平常的东西。
从指导学生观察开始，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观叶色、辨叶
形、摸叶片、嗅叶味，从观察一枚树叶，一簇树叶，一株树
叶，及至漫山遍野的树叶。指导学生观察有层次，有方法，
循序渐进，全方位多角度地去感知秋叶，为习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语句是可以模仿的，但活生生的体验是无法用文字
来克隆的。教师循循善诱，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启发学生看、
闻、摸，静静地想，细细地品，分享发现，分享体验，分享
快乐。)

3.启发回忆。

(1)我们刚刚观察的是一片树叶。一簇树叶，一株树叶，满山
树叶，又是怎样的情景?(指导学生习作时可以由点到面，或
由面到点，既写单片的树叶，又写整体的树叶。)

(2)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中的树叶是怎样的姿态
呢?(引导学生回忆想象在枝头颤抖的树叶、在空中飘舞的树
叶的姿态，以及它们发出的声音，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独特
感受。)

(3)提示学生还可以写写雨中的秋叶等等。

4.小结。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学们只要仔细观察，
就一定会发现秋叶的不同特点，发现秋叶的细微差别，就会
有一份收获，有一份惊喜，笔下的秋叶一定会栩栩如生。

三、在想象中张扬。



1.播放录像。看到这些色彩缤纷、千姿百态的树叶，你联想
到什么呢?请把你联想到的写在你搜集的树叶上，或写在准备
好的各种树叶形状的纸片上。

2.集体交流。请学生读写在叶子上或叶形纸上的句子，教师
及时点拨，对写出自己真实感受和富有个性的想象给予赞扬，
鼓励学生有创意的表达。

3.出示课件。课件上出现形状不一、颜色各异的树叶，上面
写着一些句子，请学生欣赏，并谈谈自己受到的启发。进一
步启发学生大胆想象。

(孩子们的思维是最活跃的，想象力是最丰富的。一旦他们的
思维打开，插上想象的翅膀，就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我们鼓励学生率性而为，张扬个性，用自己的心灵去
体验，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用童心为秋天涂抹色彩。)

写在树叶上的句子有：

(1)一片秋叶就是一首诗，几声虫鸣就是一曲歌。

(2)秋天停在一片树叶上面……

(3)飘飞的树叶是风的语言。

(4)一阵秋风使树叶变成黄金一般的玫瑰。

(5)风走后不久，那片树叶的脸红了。

(6)大树，是撑开的伞，现在，叶子落了，是伞漏了吗?

(7)秋意踮起脚尖掠过树顶，染红几片叶子，然后乘着一簇风
掠过山谷离开。

4.小结。生动的想象有一种魅力，就像是童话中的魔棒，碰



到哪儿，哪儿就产生奇特的变化，读后常常令人长久难忘。
只要插上想象的翅膀，哪怕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事物也能产
生无穷的美感与诗意。

四、在表达中成长。

1.自主拟题。我们围绕“秋天的树叶”写一篇习作。题目是
文章的眼睛。你打算拟一个什么题目呢?(请部分学生把拟定
的题目写在黑板上，供大家欣赏。)

2.下笔成文。下面就让我们用手中的笔来描绘眼中的秋天的
树叶吧。学生习作。(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