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教案小小棒棒糖问题困惑 中班美术
活动美味棒棒糖教学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写教
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
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美术教案小小棒棒糖问题困惑篇一

1.活动来源于孩子生活。《纲要》指出教育内容的选择即要
贴近幼儿生活，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又有助于拓
展幼儿的经验和审视野，既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又有利于
其长远发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烟花已成为城市的一道
亮丽风景。关于烟花的内容往往是在元旦、春节前后或者是
国庆节后的美术课上画烟花，将城市与烟花紧相结合。既有
城市的热闹，又有烟花的美丽，通过观看烟花，表现烟花，
绘画烟花让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们用自己的多种方式来表达
对烟花的欣赏、对城市的热爱。

2.教师的教师策略：空手练习、出示（电子）步骤图的方法，
帮助幼儿了解烟花的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鼓励幼儿进行
大胆的想象、组合、创作。

美术教案小小棒棒糖问题困惑篇二

向日葵这一课，是在认识向日葵的形状、色彩、大小等特征
的基础上，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想象，对向日葵进行艺
术创造。

在备课时，我想到学生可能没有亲眼看过向日葵，上课时利
用多媒体的图片让学生近距离观察向日葵，让学生进行大小
的比较，学生能直观得看到向日葵很惊喜：“向日葵好漂亮



啊！”这时候学生的兴趣大增，绘画的积极性也高了。经过
欣赏、分析，学生了解了向日葵的形状、色彩、大小等特征，
为创作奠定了基础。

在欣赏伍必端的《葵花地》中各种向日葵的姿态时，为了能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体会，引导做做自己睡觉的姿势、弯腰
的姿势、站着的姿势等，体会向日葵其实跟我们一样，也有
不一样的姿势。这种身体语言的表达，能在教学过程中能够
实现师生情感的交流、关系更加融洽。

这节课基本是完整的，但在从这节课，我领悟到不是学生缺
乏想象力，是我们老师没有找到诱发学生展开想象的钥匙。
不同的教学内容，需要不同的钥匙去开启，有时可以是一个
虚幻的故事，有时可以是半幅画，有时甚至只需要一个简单
的设问。而这些种种，都在于教师自身的修养，和对教学的
热爱与负责。

美术教案小小棒棒糖问题困惑篇三

在行知幼儿园“生活化美术活动”中，我执教小班美术活动
《棒棒糖》。棒棒糖是孩子喜欢的并品尝过的一样糖果，深
受孩子的喜爱。酸酸甜甜的棒棒糖，是整个美术创作活动的
基础，孩子乐意去表现这种他们喜爱的棒棒糖。但基于小班
幼儿的美术技能较为有限，我将这个活动的目标定位在培养
孩子撕贴能力上，并欲通过活动增强幼儿对颜色的感受力，
能将味道与颜色联系起来。

小班的孩子，有过撕贴美术作品的经验，在手工作品《西瓜》
《秋天的小路》中都尝试过这种方法，因此在美术活动《棒
棒糖》中我对撕贴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尝试撕贴出里
外两种颜色的棒棒糖，旨在培养孩子的结构感知和布局能力。
同时对棒棒糖颜色和味道的联系性产生探索兴趣。因此，在
第一次试教时我制作了一个大大的棒棒糖，以其夸张的造型



引起幼儿的兴趣，给幼儿欣赏、想象的一个平台。引导幼儿
谈谈自己吃过的棒棒糖是什么味道的颜色的，请幼儿与教师
共同撕贴出好吃的棒棒糖（也作为示范环节）。幼儿说得比
较好，也能把味道和颜色也联系起来。但是总的感觉是幼儿
不太兴奋，没有中、大班孩子欣赏食物棒棒糖时的那种欢悦。
于是，听课老师建议我在引导环节也用实物棒棒糖，考虑到
我要求孩子实现的是里外二色撕贴，因此在选取棒棒糖的过
程中，我过多的往颜色对比上去挑选，造型不做太多考虑，
因此引导幼儿观赏棒棒糖时出示的棒棒糖较简单，孩子还是
不够兴奋，这也是我现在还在考虑的问题，怎样将各种形态、
各种颜色的棒棒糖与我的目标作较好的串联，使我的欣赏环
节能引起幼儿更多的兴趣。

幼儿的创作环节是比较顺利的。但在第一次试教时碰到过问
题，原因出在我的示范上。我在撕贴的时候是这样示范
的“选张你喜欢的纸——撕下一点——蘸点浆糊——涂在纸
上——贴在轮廓纸上（有顺序的，你可以先贴外圈也可以先
贴里圈）”，在示范的时候，我察觉贴得很慢。听课老师建
议，先在轮廓上涂好浆糊，这样撕下来就可以直接贴上去，
节省了不少时间。果然，孩子在第二次炒作时，速度比原来
快了许多，而且效果也很好。

作品展示环节和作品评价环节，我考虑了好几种形式：其一，
准备好插棒棒糖的底板，幼儿制作完成之后插在上面，有些
像店里卖的棒棒糖，效果肯定不错。其二，因为我为幼儿提
供的棒棒糖轮廓有多种形状，为幼儿准备大的棒棒糖造型，
幼儿制作完成之后小棒棒糖找妈妈，巩固幼儿对图形的认识
等。其三，直接拿在手上，大家围乘一圈互相欣赏棒棒糖、
介绍自己的棒棒糖。试教之后，方法三比较适合小班的'孩子，
让他们把自己的棒棒糖拿在手上，更易于我“增强幼儿对颜
色的感受力，能将味道与颜色联系起来”的达成，因为孩子
乐于去向同伴向听课老师去介绍自己的棒棒糖，说说味道说
说颜色。在结束的时候，我们齐唱《棒棒糖》之歌（根据
《棉花糖》改编），在快乐的气氛中结束活动。



整个活动下来，我感觉过程比较流畅，目标达成较好。但孩
子对棒棒糖的喜爱，没有在课堂上达到高潮，因为在于我给
孩子呈现的棒棒糖太过单调。另外朱老师也指出，固定的用
里外两种颜色撕贴，约束了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也是
我这堂课最欠缺的。在设计活动的时候，我也想过用更开放
性的形式去尝试表现棒棒糖，用毛线绕、用棉花扯，但是由
于教师水平有限，很难在这基础上设计出适合小班孩子的活
动，这是今后要努力加强的。提升自己的水平，才能为幼儿
创造幼稚的课堂，我实在还差得太远。

美术教案小小棒棒糖问题困惑篇四

在美术活动《棒棒糖》中，活动的目标分设了两个：

1.学习用封闭圆形表现棒棒糖，并尝试用多种色彩进行涂色。

2.感受用多种色彩作画的乐趣。

我将活动分为三步进行：观察棒棒糖――说说棒棒糖――画
画棒棒糖。

我一直认为“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活动的第一部
分，用一个“猜”字，来引起幼儿的注意。事实证明，我成
功了。幼儿们对着我的口袋，兴致勃勃的猜测着各种答案。
猜过之后，我们一起进入第二部分，我们说一说吃过的棒棒
糖，看一看老师的棒棒糖，他们都是长什么样子的。在你一
言我一语之后，我们都出结论：棒棒糖有一个圆圆的大脑袋，
再加一个长长、硬硬的尾巴。这样的一个结论引来了幼儿的
哄堂大笑。最后笑声一直伴随着整个绘画过程。

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我并不刻意去要求幼儿，棒棒糖要画
的有板有眼。因为，小班幼儿年龄小，他们的作画动机和信
心都身份的脆弱，一不小心就会浇灭他们的信心，所以培养



他们的兴趣与信心是关键。只要他们愿意动手，愿意画，我
都会给于肯定，“你画的真棒，你的棒棒糖是什么味的？你
的棒棒糖要送给谁吃呢……”这时幼儿的情绪高昂，这是好
事，可这也导致场面有点小小的失控。比如在提问“你吃过
什么味的棒棒糖？”时，教室就像炸开了的锅，到最后我都
不知道要怎么安抚他们激动的情绪。对于这样的问题，在以
后的教学中还应多向他人学，在不断的学习与探索中，使自
己的教学越来越扎实。

美术教案小小棒棒糖问题困惑篇五

对于参加工作只有两个月的我，第一次上公开课，心里难免
有些担心，有些紧张。但是，更多的是高兴，那会使我更快
的成长，积累更多宝贵的经验。

对于这次公开课上什么，我思来想去，教案设计了一个又一
个，最后根据我班小朋友的情况，最终设计了这个教案。但
由于修改后，事先没有试教，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有许多的
不足之处，好多细节方面没有想好。我的教学目标是能两手
较协调地搓泥团，尝试用橡皮泥制作不同形状的棒棒糖。培
养幼儿对泥工活动的兴趣。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发现如果能
展示更多的棒棒糖（实物），小朋友们的兴奋状态会更加热
烈。在示范制作棒棒糖的过程中，我想达到幼儿对做棒棒糖
的兴趣，从而喜欢泥工。在幼儿操作部分，我想达到让幼儿
基本上都会制作棒棒糖，让他们慢慢制作，而不是比谁做的
多，随便搓一搓就插上小棒完工。但想不到孩子们的兴趣非
常高，非要把我所准备的小棒都做完为止，差点让我不可收
拾。在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中，我也把事情想简单化了，在
发幼儿棒棒糖时，我随便拿小朋友们制作棒棒糖分给他们，
让他们去送给客人老师，可小朋友们太看重自己做的棒棒糖，
有的非要从一堆的棒棒糖中找出自己做的，场面有点小乱。
我想如果请他们做好棒棒糖后直接送给客人老师，不要放小
兔店里来了，送好后直接排队回教室完成教学活动，那效果
一定会好一些。



其实，我认为这堂课大体上，初步的完成了教学活动的目标，
孩子们还是很喜欢制作棒棒糖的。整堂课的活动流程还是比
较清晰的，教学目标还是很明确的。总体上，小朋友们还是
跟上了我的教学思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