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绘画小书包教学反思 大班美
术教案反思(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
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绘画小书包教学反思篇一

?向日葵》是法国伟大的画家——梵高的作品。在《向日葵》
这幅作品中，值得幼儿欣赏和学习的是：画面中鲜明亮丽的
色彩和极富特色的线条，以及画面传达出来的强烈、炙热的
感情。通过让幼儿欣赏梵高的名画“向日葵”，使得幼儿对
向日葵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梵高的油画的画法，离大班幼
儿绘画水平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想通过让幼儿尝试运
用线描的方式进行绘画，并且大班幼儿对线描画中的线条、
花纹已有了初步的印象。

线描画的装饰性极强，在充分表达了儿童的童趣、灵性和丰
富的想象力之外，还体现了线描画的黑白分布的巧妙配置及
线条变化所形成粗细曲直的节奏与韵律之美。线描画是一种
利用最少的作画工具就能随时随地进行的绘画活动，在这堂
课里两支粗细不同的勾线笔和一张四开的白纸就是幼儿绘画
的全部工具。线描画对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观察力、
表现力很有帮助，还可以更好地掌握造型能力，熟悉线条的
表现力。因此在此基础上，我设计了本次活动，让幼儿用线
描画的方法表现自己喜欢的向日葵的造型，可以进一步感受
线描画中线条和花纹的美。

大班绘画小书包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欣赏塞尚的作品《静物苹果篮子》，感受画面中色彩的鲜
艳，体验画家用水果的暖色和瓶子、果篮黑色搭配产生的平
衡感。

2.大胆讲述自己的对画的感觉

3.喜欢参与欣赏活动

活动准备：

塞尚《静物苹果篮子》活动课件

活动过程：

1.猜苹果的谜语，引起幼儿的兴趣。

2.教师演示课件(塞尚《静物苹果篮子》原图)

(1)“在画面上你看到了什么?它们是什么颜色的?有什么感
觉?”

(2)“你喜欢画面上的哪样东西的颜色?为什么?”

3.教师演示课件(塞尚《静物苹果篮子》颜色替换图)

(2)“看了这幅图你们有什么感觉?”

4.幼儿同时欣赏塞尚《静物苹果篮子》颜色替换图和原图

(1)“你喜欢哪幅图?为什么?”

(2)引导幼儿体验黑色的酒瓶和篮子与暖色的水果搭配而给画
面产生的平衡感。

5.请幼儿给画取名字。



6.教师介绍画家塞尚和作品的名称。

活动建议：塞尚的静物作品很多，可以在日常活动中继续引
导幼儿欣赏。

教学反思：

幼儿美术活动，是一种需要他们手、眼、脑并用，并需要把
自己的想象和从外界感受到的信息转化成自己的心理意象，
再用一定的美术媒介把它表现出来的操作活动。

大班绘画小书包教学反思篇三

?上海市学前教育课程指南》中提出以活动为特征的课程组织，
强调活动的价值，注重活动的过程体验，以改变幼儿学习方
式为突破口，优化教与学的方式。活动取材源于幼儿的生活
经验，临近毕业，孩子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小书包、在书
包的选择上他们往往关注的是款式、名牌、色彩、功用等，
而忽视书包肩带的宽窄，忽略小书包对自己身体的保护作用。
因此，教学活动--背背小书包，从幼儿身体的自我保护入手，
与科学小知识：压力不变，受力面积越大，压强越小相结合，
重在幼儿的体验探究过程，将科学知识浅显、易懂的传递给
幼儿，并能在生活中去有效运用，进一步激发幼儿观察和探
究的兴趣。

大班绘画小书包教学反思篇四

材料：不同肩带的书包若干、图书若干、小实验：两块海绵
和小椅子活动过程：

一、不一样的小书包--发现不同，引出话题1、这些都是小学
生的书包，它们一样吗？

2、说说它们哪里不一样？



3、小结：小小书包，有这么多的变化，你一定能找到一个你
喜欢的小书包。

二、背背小书包--体验感受，发现秘密

2、请你们2人合作，一起完成一个任务。

小提示：2人合作--在书包中分别放入5本图书--两人轮流背
背小书包，慢慢绕走一大圈。

3、幼儿合作探索，相互交流。

4、交流分享?说说感受，哪个书包背起来更舒服？

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

5、小结：细肩带书包压在我们的肩上，会刻出深深的痕印，
我们背起来会觉得痛，很不舒服，而宽肩带的书包不会把我
们的肩膀勒疼，背起来舒服和轻松。通过小实验，我们知道
了宽宽肩带的书包能保护我们的肩膀，让我们背起来更舒服，
所以，我们以后选择小书包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宽宽肩带的
书包。

2、出示加肩带的书包，加上一个小小的'宽肩条，就能让我
们背得更舒服。

大班绘画小书包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活动在张弛有序的过程下逐一展开，幼儿学得很快乐、
很轻松，教学环节的设计为教学活动目标而服务，活动的有
效性得到体现。活动注重幼儿的体验和探索；注重科学小实
验的论证，让幼儿在即时有效的观察中，得到论证，达成共
识；注重科学道理与生活的结合，将科学知识浅显化、生活
化的传递给幼儿，活动中的延伸环节，让幼儿更多地关注自



己生活周围的事物，去发现更多这样的好方法，科学和生活
的结合更具有教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