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的水果教案 中班美术活动春天的水
果设计方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怎样写
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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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水果教案篇一

1、运用多种感官进一步感知水果的特征

2、了解水果的作用，知道多吃水果对身体好

1、环境准备：创设水果王国环境

3、材料准备：水果：苹果、桔子、香蕉、猕猴桃;水果相关
图片。课件、音乐。

2、看一看，观察水果的特征。教师：请你来跟大家说说水果
是什么样子的?重点引导幼儿观察描述水果的颜色、形状。进
一步感知水果的特征，感知水果的表皮特征。

预想知道策略：对于不能够大胆辨别的幼儿教师用引导性的
语言帮助幼儿进行感知，如这个水果摸起来有什么感觉?是什
么形状的?是硬的还是软的?是光滑的还是粗糙不平的;对于能
够大胆辨别的幼儿，教师及时的给予鼓励并引导其自己描述
水果的特征。

3、摸一摸，"水果箱摸宝"

(1)出示水果百宝箱请幼儿和水果宝宝做游戏，通过教师提供
的'图片来摸相应的水果。



(2)通过猜谜语的形式，请幼儿摸水果，增加难度，进一步感
知水果特征。

(3)请小朋友分组进行摸水果，跟同伴说一说摸到了什么?

教师小结：总结四种水果。我们今天认识的这四种水果都是
什么样子的呢?

在这里我们着重强调让幼儿用触觉进行感知，体验不同水果
表皮的粗糙及平滑。通过活动形式的变化，满足不同幼儿活
动的需求，帮助每一个幼儿都能体验到成功感，激发幼儿的
探索兴趣。

4、认一认，水果变变变，了解水果的作用(教法：图片演示
法)教师：

(1)教师提问：水果生着吃还可以怎么吃?

(2)出示食品帮助幼儿了解水果的作用过渡：水果还可以用来
做罐头、果脯、果干及果汁，扩展幼儿的生活经验。

(3)水果对人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呢?补充维生素、预防感冒5、
最后，我们一起来尝一尝这几种水果吧。尝尝水果的味道。

联合家园活动，提倡家长用水果做成不同种类的食品：水果
饼干、蛋糕、水果酸奶，扩展幼儿的生活经验，激发幼儿喜
爱水果的情感在活动区中投放相应材料：

植物角：通过投放各种水果，引导幼儿观察、对比、感知水
果的特征图书区：投放各种带味道的水果类图书，在幼儿阅
读图书了解各种水果知识的同时，感知水果的味道。

益智区：投放百宝箱操作材料，调用幼儿运用触觉感知仿真
水果的特征，并练习分类活动反思：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充分感受着成功的喜悦，通过看一看、
摸一摸、尝一尝、说一说，幼儿逐步意识到了多吃水果营养
好的道理，从而自觉地做到不挑食，特别是平日不爱吃水果
的幼儿也情不自禁地说"真好吃"。孩子们带着美好的情感体
验结束了本次活动。

但在活动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魔术箱没有起到神
秘的作用，应该加上帘子。让幼儿闭着眼睛，对于小班幼儿
来说有些困难，他们的自觉意识较差。应该对道具的使用上
再斟酌。另外，教师的语言有些拖沓，要更加简练、清楚;幼
儿对于水果游戏很感兴趣，但这次设计的游戏较简单，对于
幼儿没有任何难度，应该根据幼儿的能力水平设计相关的游
戏内容。

春天的水果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春天常见水果的名称和形状。

2、表现前后重叠的关系，学习简单的构图设计。

活动重点：了解常见水果的`名称和形状

难点：表现水果前后重叠的关系

活动准备：幼儿美术用书《春天的水果》、剪刀、胶棒等

活动过程：

1、认识水果，了解它们的名称和形状

教师出示相关水果的图片。



“你们认识这些水果吗？它们叫什么名字？它们是什么形状
的？”

（教师和幼儿共同给这些水果命名，观察它们的外形特征。）

2、理解简单的重叠关系和构图

（1）幼儿来摆放水果

使幼儿理解水果的重叠关系

“当这些水果都要放在一只果盘里时，怎样放才能觉得很舒
服呢？”（幼儿边放边交流）

（2）教师帮助幼儿了解近大远小、前后重叠等空间概念。，
初步了解构图的均衡性。

3、幼儿操作

幼儿将美术用书上的水果图案剪下来，在摆放的过程中，体验
“近大远小、前后重叠”的空间概念。

4、相互欣赏制作好的“春天的水果”。

春天的水果教案篇三

1、知道春天常见水果的名称和形状。

2、表现前后重叠的关系，学习简单的构图设计。

了解常见水果的名称和形状

表现水果前后重叠的`关系

幼儿美术用书《春天的水果》、剪刀、胶棒等



1、认识水果，了解它们的名称和形状

教师出示相关水果的图片。

“你们认识这些水果吗？它们叫什么名字？它们是什么形状
的？”

（教师和幼儿共同给这些水果命名，观察它们的外形特征。）

2、理解简单的重叠关系和构图

（1）幼儿来摆放水果

使幼儿理解水果的重叠关系

“当这些水果都要放在一只果盘里时，怎样放才能觉得很舒
服呢？”（幼儿边放边交流）

（2）教师帮助幼儿了解近大远小、前后重叠等空间概念。，
初步了解构图的均衡性。

3、幼儿操作

幼儿将美术用书上的水果图案剪下来，在摆放的过程中，体验
“近大远小、前后重叠”的空间概念。

4、相互欣赏制作好的“春天的水果”。

春天的水果教案篇四

1、幼儿能安静地倾听故事内容，理解故事情节。

2、学习用较连贯的语言讲述水果屋的组成。

3、感受秋天水果丰收的喜悦，体验设计水果屋的乐趣。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活动重点：幼儿能注意倾听故事内容，理解故事情节。

活动难点：幼儿会用连贯的语言讲述水果屋的组成。

1、ppt

2、未涂色的房子

3、透明胶

4、各种水果图片5、音乐6、图片

（一）教师带幼儿观看果园，感受秋天水果丰收的景象。

1、出示p1，提问：果园里有哪些水果？它们是什么样子的？

2、教师以这是谁的'果园？（熊妈妈的）引出故事。

（二）边看图片，教师边讲述故事。

1、教师讲故事：从开头讲至怎么办呢？

2、提问：谁来帮熊妈妈和熊宝宝想办法？

（引导幼儿大胆讲出自己的想法。）

3、教师出示水果屋图片。

（引导幼儿观察屋顶（墙上）上有什么？用什么做的门
（窗）？启发幼儿讲述。）



4、教师继续讲故事，熊妈妈和熊宝宝盖了间水果屋，还做了
什么事情？

（三）幼儿完整欣赏故事。

1、教师完整讲述故事。

2、提问：熊妈妈和熊宝宝盖了间什么？他们是怎样盖的水果
屋？引导幼儿完整学说用做屋顶，用做墙，用做门，用做窗，
盖了一间美丽的水果屋。

（四）幼儿分组设计水果屋并大胆讲述。

1、教师出示房子图片，让幼儿自由讨论设计水果屋并粘贴水
果图片。

2、展示作品，请个别幼儿讲述自己和同伴盖的水果屋。

（五）结束

师：熊妈妈和熊宝宝，也邀请我们去它们举办的水果派对哦！
（随着音乐，跳着舞步结束）

《美丽的水果屋》是一篇充满童真的故事，它以欢乐、温馨
的故事情节吸引着孩子们，角色清晰可爱，场景简洁美丽，
使孩子在阅读图书中获得美的享受。教师在带领孩子欣赏故
事，阅读图书的同时，应注意提醒孩子们细心观察角色的表
情变化，引导孩子们大胆猜测角色的心理活动，并尝试用自
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孩子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倾听故事，翻阅
图书，并按照一页一页的顺序来阅读，形成了良好的、井然
有序的阅读习惯。但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在上课时，应更加
放手让孩子们去独立阅读故事，揣摩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不
应限制幼儿，过多的干涉幼儿，让我们的孩子能更自信的把
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春天的水果教案篇五

1、水果物品（苹果1个、桔子2个、梨子3个）。

2、独自的小动物图片（每种小动物数目各自是1、2、3）。

3、1—3的数字点卡，盘子3个，大归类箩筐1个。

1、加强按物品的数目相配对应的.数字点卡。

2、能给3之内数目的物品排列，幼儿初步体会数序。

3、在幼儿教师的启发下，理解教学动手操作过程，能准确地
开展动手操作。

一、母亲买的水果。

2、师幼将水果取出来放于桌上说说：有哪一些水果？

3、引导孩子思索：我们怎么样收拾它们哩？启发孩子把一样
的水果放于一個盘里。

4、请孩子数一下每种水果有几个，启发孩子给水果排队，最
少的水果放于最前方，多的水果放于后方。排好后请孩子说
说：1个苹果、2个桔子、3个梨子。

5、请孩子给水果送数字点卡，勉励孩子边送边讲：一個苹果
送一的数字点卡……

二、孩子动手操作教学。

1、甜甜的水果：观测和察看小卡片，请孩子先将相同的水果
放于归类盒中一個格子中，接着按物件数目的多少调整顺序，
最终再给水果送数字点卡。



2、动物孩子：请孩子先将一种小动物放于一個归类格中，接
着，启发孩子按小动物数目的多少调整顺序，最终再给小动
物送数字点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