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美术倒影的教案和反思(优
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大班美术倒影的教案和反思篇一

1、学习用绕口令的形式，流畅、快速地朗读儿歌《房子》。

2、能认真倾听，读准相似字音方和房。

3、理解儿歌内容，感受语言的趣味性。

1、找一处可以用石头作画的场地。

2、教师示范用的纸、笔，小石头若干。

3、幼儿用书18页。

4、语言磁带。

绕口令的形式，流畅、快速地朗读儿歌《房子》。

读准相似字音方和房。

1、出示石头，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1）小朋友，老师手上拿的是什么？

这是一首带有游戏性质的童谣，我充分利用彩色小石子，引
导引导幼儿边念童谣，边用小石子在地上作画，体验语言的



趣味性，幼儿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在整个活动中的整体环
节我把握的比较好，幼儿被深深地吸引进去了。我发现了孩
子的兴趣对于一节活动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缺少经验，在最
后的活动环节中，没有对孩子活动前提出正确的规定，致使
最后有些混乱。我会吸取这次活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的活
动中有更好的把控性。

大班美术倒影的教案和反思篇二

1、了解冬天的季节特征。

2、做一个勇敢不怕冷的孩子。

3、能积极的表达自己想说的话。

4、通过视听讲结合的互动方式，发展连贯表述的能力。

5、尝试叙述故事，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

6、借助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的形式，培养孩子仔细阅读的习
惯，激发阅读兴趣。

7、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教学重点、难点

使幼儿了解冬季并使幼儿体会冬季游戏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儿歌挂图。

2、小猫头饰一个。

3、小兔头饰六个。



活动过程

和幼儿一起做手指游戏。

1、老师戴上小猫头饰讲故事(要求幼儿记下故事中谁怕冷，
谁不怕冷)：冬天到了，北风呼呼地吹，不一会儿，雪花飘了
下来，没多久房子白了，小树白了，地上白了。小动物们都
说好冷好冷，我们赶快藏起来吧，小动物们都怕冷不愿意出
来了。可是，我们的小朋友，小刚和小明却不怕冷，他们穿
上了小棉袄，戴上了小手套，不怕风也不怕冷，在雪地上玩。
不一会儿，他们在门口堆了一个雪宝宝，他们和雪宝宝一起
开心的玩，玩的可高兴了。

2、老师出示儿歌图(1)

幼儿看图说说：图中有什么，美吗，想象它是怎样飘落下来
的?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季节吗?张燕说:图上有雪花飘下来，它
象蝴蝶一样翩翩起舞，林天羽说：雪花像一朵朵的小花，美
丽极了。幼儿发言积极，有许多幼儿边说边做动作。

老师说出了儿歌的第一句：冬天到，雪花飘。

提问:冬天很冷，小动物们不愿意出来了，那我们要向小动物
们学习吗,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小刚和小明是
怎样做的。

3、出示图(2)、(3)

幼儿看图自己说出了儿歌第二句：穿上小棉袄，戴上小手套。
第三句:门口堆个雪宝宝。

4、提问:图中的小朋友和雪宝宝玩的高兴吗?通过图上那里可
以看出?你们想和雪宝宝一起玩吗?幼儿发言很积极，连平时
班里从不见发言的幼儿蒋浩博都说：老师，我很喜欢雪花，



我想和雪宝宝一起玩。

5、师：小朋友要勇敢，不怕冷才能和雪宝宝一起玩。

6、幼儿跟老师读儿歌三遍，体会儿歌。

7、表演儿歌。分两组比赛读儿歌。(戴上小猫头饰)

师幼一起读儿歌两遍。

教学反思

1、这节课上完，我发现我班的孩子对我编的故事很感兴趣，
孩子们听的特别认真。我想，今后上语言课可以尝试把儿歌
先编成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让孩子们在故事中找出儿歌内容，
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儿歌。这样上儿歌就不用领着孩子死读
了。

2、这节课上时天气虽然已经很冷了，但还没下雪，孩子们没
有能在雪地上体验游戏的快乐是很遗憾的。

大班美术倒影的教案和反思篇三

1、欣赏儿歌，理解儿歌内容，学习正确使用量词，并学会用
正确表达实物的数量。

2、借助拍节奏、轮流解说儿歌等形式，进一步感知儿歌重复
对称的句式结构，并尝试仿编儿歌。

3、能认真倾听同伴的讲述，并积极参与组词和仿编活动。

1、各种不同的花灯图片。

2、游戏音乐磁带《火车开了》、《大家来看灯》。



3、火车头的标志。

一、开始部分。

儿歌导入：《数花灯》冬冬锵，锵锵冬，正月十五闹花灯。
鸡娃灯，鸭娃灯，一蹦一跳青蛙灯；荷花灯，莲蓬灯，一盏
一盏牡丹灯；谷穗灯，麦穗灯，一盏一盏丰收灯；狮子灯，
绣球灯，一条一条长龙灯。一二三四五六七，宝宝数灯数不
清。爷爷奶奶帮他数，一数数到大天明。

教师：小朋友，正月十五闹花灯，宝宝数灯数不清，小朋友，
你们能数出一共有多少花灯吗？今天老师就带小朋友坐上花
车去看灯。

二、基本部分。

1、游戏：坐上花车看花灯，激发幼儿学习序数的兴趣。

方法：

（1）教师将小椅子分成7组，纵向椅子排列，每组7把椅子组
成一列火车，贴有火车头的`标志。

（2）幼儿听音乐自由做动作，音乐停，幼儿各自坐下。

教师请35名幼儿说出自己是在第几车厢的第几个座位上。之
后请幼儿相互说出自己是在第几车厢的第几个座位上。游戏
做两遍。

2、看花灯。引导幼儿学习从不同方向辨别7以内的序数。

（1）分别出示7盏花灯图片，请幼儿数一数一共有几盏灯？

（2）然后启发幼儿说出第一盏灯是xx灯，第二盏灯是xx灯，



直到第七盏灯是xx灯。

（3）教师随机提问金鱼等排第几荷花灯排第几等。

（4）幼儿掌握后，教师把灯的图片交换一下，在启发幼儿从
左到右、从右到左说出每盏灯的位置。

3、小动物看灯，进一步提高幼儿准确运用序数词表示物体排
列次序的能力。教师：小朋友，小动物们也赶来看灯了。

三、结束部分。

幼儿随音乐《大家来看灯》做坐上花车去看灯的游戏，根据
幼儿的情绪决定游戏的次数。

引导幼儿续编儿歌《数花灯》。

刚开始我出示了一些花灯的图片，请他们来说说这些花灯是
什么样的。

在中间的环节中我请幼儿找出相似的句型，并根据这些句型
进行创编。

语言活动我最喜欢组织的是故事类的，儿歌我觉得要让幼儿
理解有一定的难度，幼儿对于里面的文学语言比较不能理解，
对于儿歌的意境也比较难体会。所以每次在组织儿歌活动的
时候我都尽量找一些图片或用一些动作等来帮幼儿理解，让
幼儿更好的体会儿歌、理解儿歌。

今天所学的儿歌数花灯，所表现的情景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
是不熟悉的，因此，我借助于视频，让孩子来观看元宵闹灯
会的情景，这样一来，孩子们有了比较多的经验，再帮助他
们分类花灯来巩固记忆，所以，课堂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孩
子们在学习儿歌的同时也巩固了数量的知识。



大班美术倒影的教案和反思篇四

1、欣赏理解儿歌内容，感受儿歌富有的童趣意境。

2、在熟悉儿歌的基础上，能有表情地朗诵。

3、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体验渴望长大的迫切愿望。

1、幼儿在活动前试穿过大人的鞋，体验穿不同鞋子的感受。

2、一双大靴子，白雪、木头地板、草原的图片及字卡。

3、语言磁带。

在熟悉儿歌的基础上，能有表情地朗诵。

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

1、出示大靴子，幼儿结合自己的经验讲述。

（1）这里有一双大靴子，请你们猜猜这是谁穿的大靴子？为
什么？

（2）要是穿上这双大靴子会有什么感觉？引导幼儿讲讲穿大
靴子的感受。

2、欣赏诗歌，在问题中理解诗歌内容。

（1）播放故事录音，幼儿仔细倾听。

（2）为什么我会埋怨我的小皮鞋？引导幼儿用儿歌中的语言
回答。

（3）我什么时候能穿上一双真正的大皮鞋？穿上大皮靴可以
到哪些地方去？



（4）我穿上爸爸的长筒雨靴有什么感觉？

（5）出示字卡和图卡，配对后幼儿再次欣赏诗歌，进一步理
解诗歌内容。

3、幼儿以各种方式学习朗诵诗歌。

（1）教师放慢速度朗诵儿歌一遍，并逐句分析，引导幼儿选
择适合的语气语调来表现。

（2）幼儿边看图片和字卡，边念儿歌。

（3）教师组织幼儿分成两组，轮流念儿歌。

4、幼儿分小组朗诵儿歌。

每组选出一个代表，参加评选每日之星的活动。

5、引导想象。

如果你有一双这样的大皮靴，你会穿着它去哪里？鼓励幼儿
大胆地想象，自由阐述。

本活动一开始我出手大靴子，让幼儿结合自己的知识经验讲
述；然后在提出问题让幼儿倾听儿歌，在欣赏理解儿歌内容
的基础上，感受儿歌富有童趣的意境；最后，提问：如果你
也有这样的大皮靴，你会穿着它去哪里？大部分幼儿都大胆
想象，并表现出渴望长大的迫切愿望。

大班美术倒影的教案和反思篇五

1.在游戏中体验按指令活动的愉快。

2.培养注意倾听的态度和习惯。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5.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1.场景布置：草地、路、蚂蚁洞。

2.录音小鸟的叫声，树叶、沙袋等。

1.引发倾听兴趣。

放录音小鸟的叫声，设问：听听是什么声音，你是用什么来
听的？

（说明：这一环节主要是突出耳朵能听的主题，并提出以听
为要求的游戏规则。强调听得清楚，听完整个游戏会玩得开
心。）

2.听指令动作。

(1)脸部动作：a翘起嘴巴，做只小猪；b捏下鼻子，做只狐狸；c
一眼睁，一眼闭，做只调皮的小猴子。

（说明，开始语速可慢些，接下来可快一些并变换指令，例
如：拉拉小耳朵，捏捏小鼻子，梳梳黑头发，拍拍小嘴巴。）

小结：玩得开心吗？为什么开心？因为你们听得仔细做得对。
老师念儿歌：小耳朵，真正灵，听得清，做得对，我们玩得
真开心。

(2)手指动作：a变把手枪嗒嗒嗒嗒；b变架相机喀嚓，喀嚓；c变



把小锤丁冬，丁冬。

小结：小耳朵，真正灵，听得清，做得对，我们玩得真开心。

(3)身体动作：a站起来，转个圈；b做只母鸡，拍拍翅膀，下个
蛋；c做只青蛙，呱呱跳，去抓花蝴蝶；d打鼓、敲锣、吹喇叭、
放鞭炮。

（说明：要求听完指令后，再用动作表现每一个指令，教师
可以示范。视实际情况，指令可以反复。可用儿歌小结，并
引导幼儿跟着念。）

1.小兔子捡落叶。

教师可先念儿歌：小兔子，蹦蹦跳，跳到树下捡落叶，一只
小兔捡一片，许多小兔捡许多。

（说明：捡完以后可检查一下是否按指令捡了一片树叶，渗
透1和许多数概念。

2.小蚂蚁搬豆。

在预先布置的场景中听指令动作：(1)小蚂蚁，快快爬；(2)
小蚂蚁，慢慢爬；(3)小蚂蚁，去搬豆。一只蚂蚁搬一粒，搬
进洞里放放好。

（说明：游戏可变换指令重复进行。）

蚂蚁搬豆这个环节不到位。这个环节原来是可以让孩子有多
次活动机会的，但在具体操作时，感觉成了蜻蜓点水，一略
而过，没有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教育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幼儿
理解1和许多的概念，又是动作技能练习的很好环境，老师可
以让孩子们搬着豆豆走过对应的各种不同的路后，从各个洞
口钻进蚂蚁的家，直观地观察一粒一粒小豆是怎么形成许多，



再以蚂蚁搬家的形式让孩子观察到许多又是怎样变成一粒一
粒的过程，同时还可让孩子走另外一条路回家等方法，让孩
子的各种动作技能得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