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美工教案搓汤圆(大全8篇)
教案能够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提高教学效果，是教师专业
能力的重要体现。初二教案范文的分享可以促进教师们之间
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提高教学水平。

小班美工教案搓汤圆篇一

1、对朗诵诗歌感兴趣，进一步体会冬至日的节日特点。

2、体会文学作品的情景和意境，并用相应的表情、语气表现
诗歌。

有关于冬至节的认知与理解。

1、教师朗诵儿歌冬至节2—3遍：幼儿欣赏。

2、幼儿朗诵冬至节

3、鼓励幼儿个体朗诵冬至节，根据幼儿情况实施给予鼓励及
表现建议。

活动区时间，美工区的.幼儿可以自主为冬至节儿歌配上自己
想到的、绘画作品。

小班美工教案搓汤圆篇二

1、对朗诵诗歌感兴趣，进一步体会冬至日的节日特点。

2、体会文学作品的情景和意境，并用相应的表情、语气表现
诗歌。

有关于冬至节的认知与理解。



1、教师朗诵儿歌冬至节2—3遍：幼儿欣赏。

2、幼儿朗诵冬至节

3、鼓励幼儿个体朗诵冬至节，根据幼儿情况实施给予鼓励及
表现建议。

活动区时间，美工区的`幼儿可以自主为冬至节儿歌配上自己
想到的绘画作品

小班美工教案搓汤圆篇三

1、引导幼儿在搓、吃汤圆等活动中学习感知1和许多。

2、让幼儿知道冬至节搓汤圆、吃汤圆是我们的一种习俗，并
喜欢参与这一活动。

1、环境的创设：把活动室布置温馨的家庭的客厅、餐厅模样
（幼儿可围坐在客厅、餐厅的大桌旁活动），在桌上铺上漂
亮、整洁的.餐巾，摆上几束花。

2、材料的提供：

搓汤圆用的米团若干，幼儿人手一份垫板、塑料小刀、碟子、
湿手巾、小袖套和围兜。

3、生活经验准备：

活动前引导幼儿观察、了解冬至时节闽南的一些民俗；学习
用橡皮泥搓圆。

一、引入活动

（二）检查幼儿的小手是否洗干净，并帮助幼儿套上袖筒、



系好围兜。

二、搓汤圆

（一）师操作示范

1、出示大米团，告诉幼儿这是一块米团，妈妈要变个魔术，
把它变成许多小米团。

2、示范将米团搓长、切成许多小米团。示范时结合语言提示，
引导幼儿观察米团的变化，并说出来。如：搓呀搓，搓呀搓，
米团变成什么样了？（变瘦了，变长了）切呀切，切呀切，
大米团变成许多小米团。

3、示范、讲解搓汤圆的方法，并启发幼儿逐一点数，看看妈
妈搓了几个汤圆，引导幼儿观察一个一个汤圆合起来是许多
汤圆。

（二）幼儿动手操作

1、提出活动要求：

（1）妈妈这里有许多的米团，等会每个小朋友都可以自己来
取一份。

（2）搓汤圆时要注意卫生，不可用小手抓头发、挖鼻孔或抓
其他东西，手脏了可用湿手巾擦一擦。

（3）数一数、比一比，看看谁搓的汤圆多。

2、，观察幼儿的活动情况，并进行适时的指导。

（1）可以先把一块大米团米团分成几块小米团，再把小米团
搓成汤圆。



（2）可以边搓边数，看看自己搓了几个汤圆。引导幼儿看看
一个一个汤圆合起来就是许多汤圆。

（3）鼓励幼儿与同伴交流，看看各自搓的汤圆有什么不一样
（如大小、形状等），比一比谁搓的汤圆多。

3、请幼儿把搓好的汤圆交给阿姨，并协助收拾工具和材料，
洗洗手。

组织幼儿在安全的地方观看阿姨煮汤圆，并进行自由交谈，
体验成功的喜悦。

轻声播放歌曲〈卖汤圆〉，师与幼儿一起围坐在一起吃汤圆，
交流一下各自的感受。并适时向幼儿介绍闽南地区冬至节的
一些习俗。

小班美工教案搓汤圆篇四

活动目标：

通过看看、讲讲了解过新年时的一些风俗习惯，引导幼儿尝
试自己动手搓汤圆，体验过新年的快乐气氛。

活动准备：

1、《新年好》的音乐磁带；

2、《新年好》flash；

3、橡皮泥人手一盒；

4、盘子每组一个；

5、角色游戏房的娃娃家场景。



活动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主题。

教师播放歌曲《新年好》，告诉幼儿新年来到了。

教师提问：宝宝，你们觉得过新年最开心的是什么事呀？

幼儿交流讨论。

教师小结：你们过新年的时候可以穿新衣服、吃糖果、拿红
包……

二、播放flash。（过新年放鞭炮、吃汤圆。）

1.教师播放flash：我们来看看别人的新年是怎么过的？

2.幼儿欣赏、交流。

3.师小结：过新年是最重要的节日，在新年里很多人都会放
鞭炮，一家人还会开开心心在一起吃汤圆，吃汤圆表示团团
圆圆的意思。

三、操作探索。

1.教师：宝宝，那我们也来试试做好吃的汤圆吧。

2.教师示范做汤圆的步骤：先取一小块橡皮泥放在手掌心，
用另一个手掌盖在橡皮泥上，来回团、搓，一个小小的圆圆
的汤圆就做好了。

3.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配背景音乐《卖汤圆》）提
醒幼儿将搓好的汤圆放在桌上的小盘子里。

四、延伸活动。



带幼儿去角色游戏房，把做好的汤圆放进娃娃家的锅子里，
模仿煮汤圆的场景，体验过新年的快乐。

小班美工教案搓汤圆篇五

活动目标：

1、让家长走进幼儿园，了解幼儿生活、活动情况，参与幼儿
教育，更重要的是搭建家园沟通的桥梁，更好地为幼儿服务、
为家长服务，促进了幼儿园教育、保育工作的发展。

2、通过这次活动提高孩子们的生活能力和动手能力，让孩子
们感受劳动的'快乐、收获的喜悦，同时培养孩子们爱劳动的
好习惯。

3、进一步加深了老师、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亲情，进一步促进
亲子同乐、家园共育。

4、鼓励幼儿和家长一起动手包汤圆、吃汤圆，感受浓浓的家
庭亲情。活动时间：12月14日。

活动地点：操场。

活动对象：全体幼儿、家长、教师、保育员。

活动准备：

家长：帮孩子带一件围衣。

幼儿园：包汤圆的材料准备：1、碗、勺子、盘子、桌布、簸
箕、擦手毛巾。2、糯米粉、花生馅儿、糖等、等。

活动流程：



一、8：00到9：00值周教师接待孩子入园，并让家长签好签
到表。各班孩子在教室玩区域。

二、9：00到9：40幼儿早操，家长观摩。

三、9：40到10：00各班班主任带幼儿如厕、洗手，穿戴好围
衣，其他教师及家长把桌椅搬到操场指定位置。

四、场地集中，园长讲话。

五、家园同乐——包汤圆。

1、教师讲解包汤圆的过程。

先拿和好的糯米粉团取一小团（一个汤圆大小），在手上搓
成丸状。再压

成饼状，在其中包上馅搓成丸状，一个个圆溜溜的汤圆就制
作完成了。包好的汤圆放在预先准备洒上糯米粉的盆上，汤
圆之间空开些，以防粘住。

2、教师提醒幼儿在包汤圆的时候手要保持干净，也要注意安
全。

3、煮汤圆（保育员协助煮汤圆）。

六、家园同乐——吃汤圆，共同分享汤圆。

七、活动结束，老师清理活动场地。

八、注意事项：

1、全体保教人员要高度负责，把每个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以防孩子乱跑、烫伤等情况的发生。



2、注意食物的卫生和安全。

九、人员安排：

1、大班：李丽、龙壮利中班：张艳芬、陈惠芬

小班：王帅、游晓芬

2、拍摄：廖淑英

3、煮汤圆：曾秀贞、黄小燕

4、做好的汤圆由各班教师送到厨房，煮好的汤圆及碗筷由阿
姨送到操场。

小班美工教案搓汤圆篇六

活动目标：

通过看看、讲讲了解过新年时的一些风俗习惯，引导幼儿尝
试自己动手搓汤圆，体验过新年的快乐气氛。

活动准备：

1、《新年好》的音乐磁带；

2、《新年好》flash；

3、橡皮泥人手一盒；

4、盘子每组一个；

5、角色游戏房的娃娃家场景。

活动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主题。

教师播放歌曲《新年好》，告诉幼儿新年来到了。

教师提问：宝宝，你们觉得过新年最开心的是什么事呀？

幼儿交流讨论。

教师小结：你们过新年的时候可以穿新衣服、吃糖果、拿红
包……

二、播放flash。

1、教师播放flash：我们来看看别人的新年是怎么过的？

2、幼儿欣赏、交流。

3、师小结：过新年是最重要的节日，在新年里很多人都会放
鞭炮，一家人还会开开心心在一起吃汤圆，吃汤圆表示团团
圆圆的意思。

三、操作探索。

1、教师：宝宝，那我们也来试试做好吃的汤圆吧。

2、教师示范做汤圆的步骤：先取一小块橡皮泥放在手掌心，
用另一个手掌盖在橡皮泥上，来回团、搓，一个小小的圆圆
的汤圆就做好了。

3、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配背景音乐《卖汤圆》）提
醒幼儿将搓好的.汤圆放在桌上的小盘子里。

四、延伸活动。

带幼儿去角色游戏房，把做好的汤圆放进娃娃家的锅子里，



模仿煮汤圆的场景，体验过新年的快乐。

活动反思

有句老话“上灯圆子，落灯面”，意思就是在正月十三这一
天家家户户都要亲自做圆子，吃圆子，在正月十八的时候呢
将会吃面，意味着新的一年真正的开始了。而今天正好是正
月十三，所以我将“搓元宵”这节活动安排在了今天，希望
孩子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元宵节”同时学会“搓元宵”

为了更加突出元宵节的这一氛围，我提前一天让小朋友将花
灯带到幼儿园，用花灯来装扮我们的教室及幼儿园，有了孩
子们五彩绚烂的花灯，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郁了。

活动开始我选择让每个孩子参观我们的教室，让他们讨
论“为什么要玩花灯”。孩子们像事先说好似的，一起说着
是因为元宵节快到了，看来孩子们已经在家中从家人的口中
了解到了元宵节要玩花灯的特点。可是当我问到“除了玩花
灯还要干什么”的时候，孩子们歪着小脑袋，你看看我，我
看看你，最后眼睛都盯着我的时候，我便告诉他们元宵节还
要搓元宵。可能是因为方言原因，孩子们对于“元宵”这个
词汇不是很了解，后来向孩子们解释了一下，孩子们终于了
解了“元宵”=“圆子”。（从这里让我知道由于方言的差别，
以后对于孩子的语言还要加强引导，增加一定的词汇量。）

小班美工教案搓汤圆篇七

活动目标：

1、知道元宵节要吃汤圆。

2、了解汤圆的形状，尝试用纸浆制作汤圆。

3、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4、探索、发现生活中汤圆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物质准备kt板各组一块，上面画好“汤圆”的外轮廓，各色
纸浆、棉签、镊子。

活动过程：

1、提问：元宵节的时候，我们吃什么？

2、出示汤圆的.图片，说说汤圆的形状，吃去是什么味道的？
里面有什么？什么颜色的？

3、教师示范用纸浆在kt板上制作汤圆。

4、幼儿入座，选择在就近的“汤圆”外轮廓上进行纸浆汤团
的制作。

5、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同时帮助幼儿用镊子把选用的
纸浆放在指定的汤圆轮廓中。

6、作品展示、讲评。

活动反思：

对此次的活动感触颇多：

1、来自孩子的感触，曾记得班中孩子们第一次接触纸浆，是
在托班，对于他们第一次的操作场面只能用一个
字――“乱”来形容，纸浆在桌子、地面随处可见；而在这
次的活动中，场面确是非常整洁、有序。

2、作品“特效”的感触，此次的“汤圆”是制作在kt板上的，



有一个较长的待干过程，由于在室内一时没找到理想的待干
的场地，我们灵机一动，把它临时布置在了美工区内，美工
区中美术的氛围顿时增添了许多。这可谓是“弄巧成拙、一
举多得”呀！

小班美工教案搓汤圆篇八

在美术教学中，美术老师要让学生敢画，勇于表现自我个性。
美术教案能够帮助小班美术老师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你是
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好吃的汤圆美术教案小班”，下面小编
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活动目标：

1、 引导幼儿发现学习，体验发现学习的乐趣;

2、 发展幼儿口语表达能力，想象思维能力;

3、 学习按一定顺序观察和讲述图片内容，并能较完整地讲
述故事，丰富词汇——融化。

活动准备：挂图《雪人不见了》

活动过程：

一、 导入：“小朋友们喜欢堆雪人吗?”

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一些图片，图片中的小动物
也喜欢堆雪人，一起看一看。”

二、 展开：

1、 出示3幅图片，让幼儿自由观察，了解图片大意。

2、 引导幼儿逐幅观察



(1) 观察图一、提问：现在是什么季节?天气怎样?

图片上有谁?他们在干什么?

小结：冬季、下雪天。小猴和小熊在一起堆雪人。

(2) 引导幼儿观察图二、提问：

天气有什么变化?小猴小熊感觉怎样?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3) 观察图三、小熊和小猴正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做?

(4) 请幼儿连贯讲述1—3幅图。

3、 引导幼儿想象小雪人进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

幼儿想象后，出示图片。(理解融化的意义)

4、 请幼儿试着完整讲述。

注意：用此要恰当，简练。

5、 互相讲述。

三、 结束：

请幼儿到户外感受冬天的寒冷，教育幼儿冬季不怕冷。

如下雪，可让幼儿堆雪人，把雪握在手里，巩固雪遇热融化
的知识经验。

附：

活动目标：



1、 培养幼儿不畏严寒的精神。

2、 体验并能说出冬季的自然特征和人们生活的变化。

3、 知道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

活动准备：《冬季》挂图

活动过程：

一、 导入： 老师：“冬天在哪呢?让我们到户外去找冬天
吧”

二、 展开：

1、“找冬天”

观察落叶和常绿树的不同、感受冬天的寒冷、观察枯萎的草
和花。

2、回教室，结合图片说说冬天的特征。

引导幼儿从周围的环境、人们的服装、冬季的植物等方面来
说说冬季特征。

3、引导幼儿讨论：冬天里有哪些人在室外不怕寒冷的坚持工
作?

(交警、清洁工、司机、边防战士)

提问：我们小朋友应该怎样做?鼓励幼儿向不怕冷的劳动人民
学习，向警察叔叔、解放军叔叔学习，坚持到幼儿园，做个
勇敢的好孩子。

4、 请幼儿观看部分影片，感受边防战士、交警不畏严寒的



精神。

三、 结束：

请幼儿到户外与老师一起运动，不畏严寒，锻炼身体。

附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体会雪孩子舍己救人的高尚品质;

2、使幼儿知道雪遇热融化、蒸发、形成白云的自然常识;

3、通过反复欣赏，理解故事内容，记住重要情节。

重点是：理解故事内容，体会雪孩子舍己救人的高尚品质;

难点是：知道由雪到云的自然常识，理解词语“舍己救人”

活动准备：雪景图片、贴绒兔子、雪人

活动方式：室内集体进行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展示雪景图片，让幼儿感受雪的美。

二、展开：

1、讲故事《雪孩子》

师：“美丽的雪景，今天老师讲一个关于雪的故事，请小朋



友仔细听。”

2、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1)雪孩子是怎样救小白兔的?

(2)雪孩子不见了，他到哪里去了?(了解自然常识)

(3)你喜欢雪孩子吗?为什么?(通过提问：雪孩子知道不知道
进去屋里的结果?明知道对自己危险，但是却没有顾及这些去
救别人，这样的行为就是“舍己救人”。)

3、激发幼儿情感，结合贴绒教具再次欣赏故事。

让幼儿带着敬重、体会舍己救人的高尚情感去欣赏故事。

4、请幼儿跟教师一起讲故事

三、结束：

教育幼儿向雪孩子学习，学习他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