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艺术春天的树教案及反思 中
班春天艺术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班艺术春天的树教案及反思篇一

1.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并能胆的印画。

2.培养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能力，激发幼儿热爱自然的情
感。

3.胆尝试绘画，并用对称的方法进行装饰。

4.让幼儿体验自主、立、创造的能力。

5.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1.示范画。

2.水粉纸、油画棒，各色水粉，抹布、脸盆、水。

3.勾线笔。

1.欣赏法

出示示范画，引导幼儿欣赏：

(1)师：今天我带来了几幅图画，请小朋友来看一看，你看到
了些什么?觉得怎么样啊?(幼儿讨论)然后说出你看了图画以



后的感觉。

幼：这幅图画很美。

幼：这幅图画我看了觉得很漂亮。

(2)师：小朋友再看一看图画上画的.是什么季节?你是从哪里
看出来的?

幼：画的是春天。

幼：小草发芽了。

幼：小花开了。

幼：小树发芽了。

(3)师：小朋友们真聪明，那你们再来看一看这幅画是怎么画
出来的?(幼儿讨论)

幼：是用小手印出来的。

老师小结：小朋友说对了，象这种用手印出来的画就叫手指
印画。

2.讨论法

请幼儿说出手指印画。

(1)师：现在，请你们想一想，你们用小手能印哪些图案?

幼：我可以印小鸟。

幼：我可以印出小鱼。



幼：我还能印出小脚丫......

(2)师：孩子们请你们再和好朋友说一说春天的哪些景物能用
小手印出来。

孩子们说出了小花、小鸡、太阳、白云、小兔、小草、白鹅、
树......

3.操作法

幼儿分组印画，教师指导。

师：孩子们请你们用小手沾取喜欢的水粉颜料印画，印出美
丽的春天吧。

教师巡回指导，及时给予幼儿助。并提醒幼儿注意画面整洁，
及时擦干净手，不要弄脏纸和衣服。

4.欣赏评价

老师将幼儿作品一一粘贴到前面的黑板上，请幼儿欣赏评价，
并谈谈自己的感受。引导幼儿用语言、动作表达出所感受到
的春天的美，培养幼儿对自然的热爱之情。

师：你觉得哪幅画最美?为什么?

老师小结：每个小朋友都印的很好，印出了自己心中最美的
春天。

活动结束：

春天还有很多的美丽景物，我们一起去教室外寻找春天吧!

活动延伸：



1.幼儿在印画基础上进行添画。

2.幼儿用折、剪的方式描绘春天美景。

在本节活动中，各环节之间衔接自然，材料准备充足、全面，
教学难度适合中班幼儿的生活经验，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兴
趣积极高涨。本节活动既培养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又锻
炼了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很好的完成了教学目标。

中班艺术春天的树教案及反思篇二

春天来了教学目的：

1.通过聆听《嘀哩嘀哩》、《春晓》，演唱《小树快长高》、
《郊游》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2.能用废旧物品自制沙锤等无固定音高的简易打击乐器。

3.认识0并能准确地拍击带有0的节奏。

4.能在学会歌曲后，跟着老师准确地按音高唱唱名。

指导学生富有表情的演唱歌曲《小树快长高》、《郊游》。

按音高唱唱名。

综合音乐感教学法

聆听《嘀哩嘀哩》、《春晓》。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创设情景、聆听歌曲

1、（多媒体展示）古诗《春晓》在清新的音乐伴奏下徐徐展



开，老师引导学生齐声朗读。

3、教师板书《春》，同时多媒体视频图象：听，春雷响了，
好多躲在洞穴里过冬的小动物也醒来了，纷纷跑出来跟我们
打招呼呢，你希望哪些小动物最先出现在我们面前？学生根
据自己的喜好说几个动物的名字（老师根据学生所说相应点
击画面）

4、你能模仿自己喜欢的小动物的动作或声音吗？（学生模仿
青蛙、蛇、小燕子、兔子）

5、看到这么美的春天，小动物会说什么呢？如果你是小动物，
你会对春天说一句什么呢？（学生回答：a、好美呀b、春天的空
气真新鲜c、我要去找小伙伴一起看看春天）

7、播放cai歌曲《滴哩滴哩》（要求：听一听，歌曲里的春
天在大自然的哪个角落里？听完后用歌词来告诉老师）

8、第二遍播放cai

歌曲《滴哩滴哩》，你能用自己喜欢的动作来表现歌词内容
吗？

学生听歌曲，随着音乐节奏自由表演

9、设计提问：a、春天在哪里呀？

（学生回答：春天在青翠的山林里、春天在湖水的倒影里、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b、你眼睛里的春天是什么样的？（学生回答：桃花开了、柳
树发芽了、小草绿了、燕子飞回来了）

c、歌曲里小朋友眼睛里的春天又是什么样的呢？（这里有红



花，这里有绿草，还有会唱歌的小黄鹂）

d、你能把这几句歌词唱一唱吗？（老师带学生一边拍手一边
演唱）

中班艺术春天的树教案及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感受春天的美，萌发热爱春天的情感。

2、学习用各种感官观察迎春花，知道它是春天里开得最早的
花，又叫“报春花”。

活动准备：

选择迎春花开放的一户外场地或在园内寻找迎春花。

活动过程：

一、示迎春花引入课题

二、认识迎春花

1、带领幼儿在户外寻找春天开放的花。

教师：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

教师：你知道现在有哪些花开了吗？

教师：春天到了，请小朋友找找有什么花开放了？

2、引导幼儿观察迎春花。

教师：这是什么花？开在什么季节？



教师：因为这种花儿向我们报告春天来了，所以叫迎春花，
也叫报春花。

教师：迎春花市什么样子的？

引导幼儿从颜色、形状、花瓣的层数、香味等方面来观察认
识。

教师：迎春花是什么颜色的？它有几瓣花瓣？我们来数一数、

教师：花瓣是什么样子的？像什么？迎春花有香味吗？

教师引导幼儿一起用比较完整的语言来描述所看到的迎春花。

3、引导幼儿爱护花儿。

教师：你们喜欢迎春花吗？迎春花开后，还会有什么花开呢？

教师：春天美吗？为什么呢？

教师：我们应该怎样爱护春天里的花呢？

三、小结

迎春花是春天里开得最早的花，又叫“报春花”。

中班艺术春天的树教案及反思篇四

1、学会抓住事物特征描写景物的方法；

2、学会遣词造句。

训练朗读及鉴赏写景抒情散文的能力。

感受春景的美好，培养学生审美的能力。



品读意境美、语言美。用“数学化”的原则指导思考，
即“公示——领悟——运用”，以动脑为核心，把学生的眼、
耳、口等感官调动起来，把思维与课文归于一体。

第1课时

一、引入：（儿歌《春天在哪里》、ppt画面）

【师】春天里有什么？（荡漾的东风、明媚的阳光、娟娟的
细流、嫩绿的草儿、万紫的花儿、细密的春雨、欢悦的人们
等）

二、赏古诗、得方法：（ppt画面、附诗、配乐解说）

【师】古人描写春景，由于观察入微，写出了许多广为流传
的名句，有的一字传神，生动地表达了某种感受。如“春风
又绿江南岸”通过视觉效应，写出了颜色；那么“两个黄鹂
鸣翠柳”从听觉上，再现了声音；“踏花归去马蹄香”，通
过嗅觉，表现了气味；“吹面不寒杨柳风”通过触觉感受春
风的柔和。因此，写景散文重在观察，而观察就是要五官一
起开动，使大脑同时通过五条渠道去认识事物、感受生活，
再经过加工，就能构成一幅美好的画面，就能写成一篇很好
的散文。

赏析写景散文的方法：

听、视、嗅、触全身心感受；

声、光、色、态形象主体化；

文中滋味先品读；

替换对比之精妙。



三、听读课文，理清层次：（音乐ppt画面：春草图、春花图、
春风图、春雨图、迎春图）

【问】

1、作者细致观察了哪些春天的景物？

2、作者抓住了这些景物的哪些特征？

3、作者如何观察再传情传神地表达出来的？

四、朗读课文，体会感情：

2、精读语段

（1）春雨的特征一多二细；

（2）写了雨中的景物有“绿得发亮的”树叶；“青得逼你的
眼”的小草；“撑着伞慢慢走着的、在地里工作”的人
们；“稀稀疏疏的、静默的”房屋。雨中景物的特点概括
为“安静而和平”（用原文词语作答）

（3）文段中含蓄地写了春风，依据是“密密地斜织着”中
的“斜”

（4）“笼”字用得好，好在准确地写出了薄烟的高度。

（5）本段描写雨中景物的顺序是从静景到动态，从物到人，
从近到远。

3、口头作文（看景物图——秋实累累）

请同学们用一段话描绘图片的内容。（即兴点评）

五、朗读训练（春风图）



六、结束语

今天这堂课，我们徜徉在美丽的春天里，你们给了我一片阳
光，已经让我的整个春天都灿烂了。谢谢！

中班艺术春天的树教案及反思篇五

《春天来了》就是国标本苏教版一年级下册练习2中的一项口
语交际内容。它以介绍春天景物为主，题中还附有插
图，“讲给大家听”则提示了交际的对象，即让学生当众练
说。

口语交际就是听话、说话的发展，就是一种双向甚至多向互
动的言语活动。一年级口语交际的关键就是创设情境，激发
学生想说的兴趣和欲望。

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就是活泼好动。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大
自然希望儿童在成长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春天来
了》教材只配有一幅插图，要求学生观察图中的景物，并能
按照一定顺序向大家介绍春天。对小学生来说，有一定难度。
而此时，我们的校园已就是鲜花盛开，春意盎然，这不就就
是一个活的课堂吗？因此，教师可以把课堂搬到校园里，学
生在校园里找春天，让学生亲自感受一下绿草如茵、鲜花盛
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春天。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寻找，
就会说出他们眼中真正的春天。这时的学生已将感知转化为
思维，通过积极动脑，积极动口，来再现绚丽无比的春天。
正如李吉林老师所说：“言语的发源地就是具体情境，在一
定的情境下产生语言的材料，从而促进语言的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给儿童以劳动的快乐，取得学习的快
乐，唤醒隐藏在他们心中的自豪感、自尊感，这就就是教育
工作的一条金科玉律。”学习成功就是最足以使学生后续学
习的一种动力。在教学中，教师可设计“春姑娘的礼物”为
评价手段，既能给学生一种美的享受，又能激发学生表达与



交流的愿望。只要学生说得有特点，背得流利，想得独特，
就可以获得一件春姑娘的礼物。使每个学生都能品尝到成功
的喜悦，获得成功的满足感，增强了口语交际的自信心和勇
气。从而使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评价浑然一体。

心理学研究表明：整个小学时期，儿童的注意力就是带有情
绪色彩的。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就是学生的朋
友，就就是学生的同学。可设计与学生一同手拉手找春天；
师生同坐在草坪上说春天。而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的听课姿势；
还可以选择自己的小伙伴去找春天、说春天。在悦耳动听的
歌声中，在优美的古诗中，在多姿多彩的图画中，在这种无
拘无束的氛围中，极大地调动了学生愉悦感受，激发了学生
的说话兴趣，提高了学生口语交际的能力。

小学生智能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他们观察事物往往比较粗
略，正像克鲁普斯卡娅曾经说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
完全不会观察，可以这样认为，他们的眼睛不用来看，耳朵
不用来听。教师的任务就就是教他们学会看、听、感觉。”
《语文课程标准》也指出：“在交谈中能认真倾听，就不同
的意见与人商讨。”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厌其
烦鼓励学生大胆、响亮地说；其他学生逐步做到有始有终地
听别人说话，听话时要注意力集中，听完后可以向学生提问，
也可以进行评价。使学生的思维有了方向，口语交际也有了
目标。

清代学者唐彪所说：“文章读得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就
是人之文，我之文也。所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我所欲，
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绝。”语文教学的实践告诉我
们：语文学习的重要途径就是靠积累。因此，在教学《找春
天》一课前，教师可让学生在课外读物中寻找有关描写春天
的词句、古诗，并把它背下来。这样学生在课堂上就可以调
动语言信息网络，积极思考。

1、播放《春天在哪里》的录音磁带，教师走到学生中间翩翩



起舞。

瞧！春姑娘还给小朋友准备了许多神秘的礼物呢！

走！我们一起去找春天啦！

学生在欢快的音乐声中走出教室，手拉手与小伙伴一起到校
园里找春天。

过渡：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你们找到春天了吗？

师口述：别忙，你们先把自己的发现说给你的小伙伴听一听！

1、小伙伴之间自由说。

2、学生向大家介绍你眼中的春天，随机给说得有特点的学生
送一件“春姑娘的礼物”。

总结：校园里，阳光灿烂，真就是春光明媚！春风轻轻地吹
着，真舒服呀！我们的校园真就是春色满园，春意盎然。

3、学生介绍大自然里的春天。

1、背诵描写春天的诗句。

2、在这春意盎然的春光中，你最想干什么？

3、唱一唱赞美春天的歌。（《小燕子》《春雨沙沙》）

【春天的歌，春天的诗，春天的舞，让学生在春天的气氛中
进一步感受春天，体验春天。】

五、介绍作品（学生把自己准备好的作品向小伙伴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