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艺术神奇的线条教案反思(汇总8篇)
高一教案是教师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
制定的一份教学计划。小编为大家收集了一些小学教案的典
型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大班艺术神奇的线条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教小朋友根据自己的回忆和想象，描绘简单物品的方法。

2、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活动重点、难点：

培养小朋友把自己观察和想象的东西表现在纸上。

活动准备：

1、活动前组织小朋友玩弄各种玩具模型。

2、每人一套彩笔，一张白纸。

3、范画：白纸上面一棵树干。

活动过程：

1、启发谈话，引导小朋友兴趣。

教师：小朋友你们见过变魔术吗?魔术师想变什么就能变什么。
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棵神奇的树，小朋友想让它长什么，它就
长什么。



2、引导小朋友积极思考，发挥想象力。

按小朋友的想象，教师教小朋友画物品的主要特征，并有侧
重的示范，将部分物品画到树上。

3、引导幼儿感受神奇的树，激发小朋友创作欲望。

教师：小朋友，这棵神奇的树，把你们喜欢的东西都长出来
了。有……有……还有……，你们高兴吗?它还能长出更多的
东西来吗?现在请每一个小朋友画一棵神奇的树，在树上长出
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4、小朋友绘画，教师巡回指导。

鼓励小朋友胆想象，画出日常生活中见到和想象中各种各样
的东西，并提醒小朋友用恰当的颜色涂染。

5、总结评比，结束活动。

(1)作品讲评以小朋友介绍自己的'画为主。

(2)教师表扬画得线条流畅，内容丰富的小朋友。

活动延伸：

安排布置“神奇的树”，表扬小朋友个个是小设计师。了不
起的画家。通过简单的评价，增强其自信心。

大班艺术神奇的线条教案反思篇二

设计意图：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声音是无处不在的，也是很神
奇的，什么东西只要发生碰撞都会有声音发出。为了培养小
朋友大胆探索，积极尝试的学习态度和思维的灵活性、动手
操作能力，让小朋友在轻轻松松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提高，



所以设计了这个常识性、操作性和探索性比较好的科学学习
活动。

活动目标：

一、通过过探索活动，让幼儿了解声音是怎样产生的，知道
不同材料的物体东西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二、用比较完整的语言来讲述自己发现的。

三、发展幼儿的听觉分辨能力，激发幼儿对周围世界的探索
兴趣。

教学重点

一、通过操作了解不同材料的物体东西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活动准备：

1、每一组的桌子上分别放上小铃铛，小鼓，三角铁，瓶盖。

2、和小朋友一起收集纸盒、纸杯、线、牛皮筋、牛奶瓶小朋
友自己的铅笔盒和铅笔，等物品。

3、录有各种悦耳及刺耳声音的磁带和《大自然的声音》的磁
带各一盘；录音机一台。

活动过程：

一、导入

教师：小朋友们今天金老师带来了一样东西，老师呀，想请
小朋友们来看一下金老师手上拿的是什么？（出示小铃铛）

二、感知声音



{一}通过玩桌面上的乐器让幼儿了解乐器发出声音的方法。
幼儿自由玩乐器知道有敲、摇、碰、拍、弹、晃等方法。

教师：那现在老师就请小朋友们来看一下小朋友自己的桌子
上有些什么东西。

教师：好了，现在老师请小朋友们来试一试怎样才能够让这
些东西发出声音。

（二）通过操作，让幼儿了解声音产生的原因。

1、幼儿实验：

教师：现在老师做一个实验请小朋友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
东西是通过怎样发出声音的。（将瓶盖放在小鼓上面，边做
实验边让幼儿理解物体因振动而发出声音。）

2、幼儿自由地再次玩乐器，让幼儿进一步感受物体因振动而
发出的声音。

教师：现在老师请小朋友们再去玩一下这些东西，来感受一
下，他们是怎样振动的。

三、探索声音

（一）幼儿尝试让活动室里的物品发出声音。

（二）引导幼儿交流自己的操作及发现

（三）教师总结

只要物体通过碰撞或者敲打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四、听辨声音



（一）教师播放两段录音，请幼儿听一听，有什么不同的感
觉？

教师：现在老是有两个不同的声音想请小朋友们来听一听这
两个声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播放有各种悦耳及刺耳声
音的磁带）

（二）教师小结：有好听的声音，有不好听的声音，多听了
不好的声音，有害人的健康。

（三）利用教室周围可以条件的声音来让幼儿分辨教室周围
的声音是好听的声音还是不好听的声音。

教师：现在老师想请小朋友安静一下，仔细地听听看我们教
师周围的声音是好听的声音还是不好听的声音。

五、自制声音的玩具

（一）指导幼儿利用收集回来的物品来自自制玩具，如纸盒
琴、纸电话，八音瓶子等。

大班艺术神奇的线条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蚕一生的主要成长阶段及其外形特征，知道蚕的
食物是桑叶。

2、了解蚕的多种用途，知道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3、激发幼儿对探索大自然的.兴趣。

活动准备：课件、蚕宝宝生长过程图片



活动过程：

一、提问导入，引出主题。

观看图片，提问：

1、小蝌蚪长大后，变成了什么？

2、你们觉得它们长的像吗？

3、有没有其他小动物也是这样，小时候一个样，长大后又是
一个样？

二、幼儿欣赏图片、观察回答问题：

1、你们看到了什么？它是什么样的？

2、小时候像什么？长大后又变成了什么？

3、幼儿再次欣赏图片，教师讲解蚕宝宝的生长过程

三、蚕宝宝的食物——桑叶

教师：你们知道蚕宝宝吃什么吗？是不是每种树叶都吃呢？
蚕宝宝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它到底要吃什么呢？（蚕宝宝
是吃桑叶长大的）

四、蚕的作用大

1、蚕对我们的生活有用处吗？我们养它是做什么的呢？

2、幼儿欣赏图片——蚕丝织物

3、小朋友们真能干，知道那么多。那蚕除了蚕丝有用，还有
其他什么作用吗？（蚕的作用可大了，除了蚕丝可以做成舒



适的衣服、被子之外，蚕蛹还是一种营养很丰富的食物呢）

五、幼儿操作，给蚕宝宝生长过程排序，教师巡回指导。

六、教师布置任务，活动结束。

大班艺术神奇的线条教案反思篇四

1、喜欢并能积极投入艺术活动中，乐于在欣赏活动中调动自
己的身体进行体验。

2、感受美术作品与舞蹈等艺术活动中线条的存在，初步感知
线条的情感渲染力与节奏感。

3、在活动过程中激起自由想象的热情。

4、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5、逐步养成垃圾分类处理和珍惜、节约资源的好习惯。

幻灯课件、黑板、粉笔、录音机、音乐磁带

感受线条的存在及其魅力(情感渲染与节奏感)

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审美感受

一、生活中的线条

你在哪儿找到过线条?

幼儿自由讲述

肢体模仿线条

小结：线条非常神奇，它是无处不在的。



二、美术作品中的线

1、欣赏《梦》

你看到了什么?

学画上的阿姨，你有什么感觉?你觉得她梦见了什么?

2、欣赏《哭泣的女人》

你看到了什么?你觉得她在干什么?看了这幅画，你有什么感
受?

猜猜她为什么哭啊?

3、对比：这两幅画的区别

4、小结：这两幅画给我们的感觉不同，很大的原因是画上的
线条的不同。

(三)舞蹈中的线

1、感受音乐中的线(节奏)

2、舞蹈跟学

3、小结：舞蹈和音乐中的线可以把欢快的舒缓的节奏告诉我
们。

三、户外找线

本次活动为幼儿创设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心理环境，允许幼
儿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自由的画，激发幼儿创作愿望，体
验到了绘画的乐趣，较好地完成了本次活动的教学目标，并
尝试了绘画教学的新思路——教师乐教，幼儿乐学。本活动



受到听课老师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大班艺术神奇的线条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的：

1。大胆探索扑克牌站立和建构的各种方法。

2。了解可以通过改变扑克牌的形状、增大支撑面来建造稳固
的高楼。

3。积极参与探索活动，能在集体面前大胆表述操作过程和结
果。

活动准备：

物质材料准备：扑克牌若干、塑料筐、操作台、大记录纸一
张、磁性黑板、课件。

活动过程：

一、出示扑克牌，引出课题。

引导语：瞧！颜老师带来了什么？（扑克牌）

二、第一次尝试：让一张扑克牌站立。

引导语：这张扑克牌想自己站起来，你有什么办法？请你拿
一张扑克牌在桌子上试一试吧！

1。幼儿自由探索，教师巡回观察。

2。讨论交流：

（3）根据幼儿的示范在统计表中画出相应的图示。



3。总结经验：想让纸牌自己站住，可以通过改变纸牌的形状，
用折或卷的方法，让它的身体保持平衡，纸牌就能自己站住
了。

三、第二次尝试：用多张纸牌搭高楼。

引导语：小朋友真聪明！你们想出了这么多办法让纸牌站起
来，纸牌想站得更高，你们想不想挑战用20张纸牌搭高楼？
请你们用这几种方法再去试一试，比比看哪一种方法搭的房
子又高又稳。

幼儿动手搭建，教师巡回指导。

2。幼儿操作完，交流讨论：你用了什么方法搭高楼？哪一种
方法搭高楼又高又稳？

3。结合照片，提问：这两幢房子那一幢更稳固？为什么？

4。小结：房子的支撑面越大，房子越稳固。

四、欣赏著名扑克建筑师布莱恩搭建的扑克建筑。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扑克建筑师布莱恩，他也喜欢用扑克牌搭
建高楼，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作品吧！（幻灯片呈现纸牌搭
建照片）

提问：

看完图片，你觉得这些纸牌建筑有什么特点？（高、稳、形
式多样。）

为什么他能搭得那么好呢？（看视频）

3。小结：这些纸牌建筑底部用了大量的牌，使房子的支撑面
大些，以加强它的坚固性和承受能力。



五、延伸活动：

引导语：相信你看到了别人的好方法，一定会帮助你把高楼
造得更高更漂亮！你们可以在区角活动继续挑战搭建更高的
楼，把你们的方法记录下来与好朋友交流分享。

大班艺术神奇的线条教案反思篇六

1、充分感知，观察不同材料摩擦所产生的静电现象。

2、通过合作探索，记录下不同材料摩擦产生的静电现象。

3、愿意参与探索活动，培养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4、培养幼儿观察能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记录表，碎纸屑，塑料小勺，塑料梳子，塑料尺子，塑料剪
刀，铅笔，排笔，水彩笔，吸管，玻璃瓶，幼儿事先分为4
组(红、黄、蓝、绿)

一、导入活动，变魔术，激发幼儿兴趣。

1、教师出示塑料小勺。

2、教师变魔术，让塑料小勺吸起纸屑。

师：想让它发挥魔力，还得请坐的最好的朋友配合配合。

二、幼儿用小勺自由探索，将小纸屑吸起来。

1、教师提问，引发幼儿思考。

2、请幼儿尝试操作。



3、请个别幼儿说说自己的方法。

4、教师小结。

师：其实我们这个神奇的魔术是因为摩擦产生了静电，所以
能把小纸屑吸起来。摩擦的力量大，静电产生的多，塑料小
勺吸附的纸屑就越多。

三、幼儿尝试用多种材料进行实验。

1、教师出示记录表。

2、教师交代注意事项。

师：小魔术师们，我们研究魔术的`时候，桌上的材料不要争
抢，自己先拿一种材料，研究完了，放回盘子里，再换另外
一种材料。

3、幼儿自由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4、师幼交流实验结果。

5、教师再次实验。

小结：生活中有很多物品摩擦后都能产生静电现象。

四、提问：生活中你们见过哪些静电现象。

1、请个别幼儿说说自己遇到的静电现象。

2、教师小结：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很多物品因摩擦而相互吸
引，如我们梳头的时候，梳子和头发也会互相吸引产生静电
现象。脱衣服时，我们身上的毛衣和衬衣和头发都会产生静
电现象。



五、教师小结，结束活动。

师：小魔术师们都学会了我的魔术，现在我们就一起到外面
去表演给小班的弟弟妹妹看看吧。

活动中以游戏的形式贯穿始终，适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的特点，
以幼儿兴趣为切入点，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和材料，为幼儿创
设一个轻松愉快的活动学习的环境，让幼儿与各种材料进行
互动，从而感知滚动的科学现象，整个活动孩子们充满了浓
厚的兴趣，观察力、动手能力、口语表达能力、想象力都得
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目标达成度极高。

大班艺术神奇的线条教案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1、教小朋友根据自己的回忆和想象，描绘简单物品的方法。

2、培养小朋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活动准备：

1、每人一套彩笔，一张白纸。

2、范画：白纸上画一棵树干。

活动过程：

1、启发谈话，引起小朋友兴趣。

教师：“小朋友你们见过变魔术吗?魔术师想变什么，就能变
出什么!今天老师带来了一颗神奇的树，想请小朋友也来当一
回魔术师，你想让它长什么，它就长什么。”



2、引导小朋友积极思考，发挥想象力。

根据小朋友的想象，教师教小朋友画物品的主要特征，并有
侧重地示范，将部分物品画在树上。

3、引导小朋友感受神奇树，激发小朋友的创作欲望。

教师：“小朋友，这颗神奇的树，把你们喜欢的东西都长出
来了，有……有……还有……，你们高兴吗?它还能长出更多
的东西吗?现在请每个小朋友画一颗神奇的树，在树上长出你
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4、小朋友绘画，教师巡回指导。

鼓励小朋友胆想象，画出日常生活中见到和想象中各种各样
的东西，并提醒小朋友用恰当的'颜色涂染。

5、总结评价，结束活动。

作品讲评以小朋友介绍自己的画为主。教师表扬画得线条流
畅、内容丰富的小朋友。

大班艺术神奇的线条教案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体验水墨混合后的神奇变化，并大胆尝试吸附画。

2、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和创造力，体验创作成功的乐趣。

活动准备：

盘子、水、桶、墨汁、宣纸、两种有区别的牙签、肥皂、抹
布、展示板等。



活动过程：

一、诗歌引题，激发兴趣

1、欣赏发现

师问：在森林里住着一个可爱的小精灵，他有一根神奇的魔
杖，你们想看他表演魔术吗？

教师边念诗歌边操作，激发幼儿兴趣。（可爱的小精灵，有
一根神奇的魔杖，魔杖在水面上轻轻一点，水面上出现了美
丽的花纹，就像黑丝绒般的花朵。哇，可真神奇，你们想试
试吗？）

2、操作探索

用诗歌来引导幼儿操作。（魔杖在水面上轻轻一点，水面上
出现了美丽的花纹，小精灵想让这些美丽的花纹都跳起舞来，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幼儿尝试操作，教师引导语：你想了个什么好办法，都跳起
舞来了，像什么？

二、再次操作，启迪灵感

1、操作反馈（师生反馈操作结果）

师：好，请小朋友轻轻地回到位置上。

师：你是用什么方法让美丽的花纹跳舞的？（幼儿讲述）

2、表面展开（教师操作表面展开）

师：小精灵也想了一个好办法，你们想知道吗？（想）



3、激励创新（幼儿操作表面展开）

a、在幼儿活动过程中引导幼儿用正确的方法操作。

b、鼓励幼儿发挥自己的.想象，根据自己的构思，在水面上画
出美丽的画。

你可以在四周多点几下，在颜色浓的中心点再点一下，嘿，
你水中的图案可真漂亮！

4、吸附成画

师：水里的图案可真美啊，有什么办法把这美丽的图案保存
下来？

师：快看看，我是用什么方法把这美丽的图案保存下来的。
我把宣纸平平地放在水面上，等它把水中的图案吸到纸上后，
再轻轻地拿好两边揭起，一张不用笔画的画就做成了。你们
也试试吧。（幼儿操作）

三、作品展示，艺术想象

师：这是谁的画，你的画像什么？你觉得这副画像什么？
（幼儿想象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