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术课教案小班手指画 小班美术
教案及教学反思(优质8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美术课教案小班手指画篇一

活动目标：

2、培养幼儿手的控制能力及对色彩的兴趣、

活动准备：

每人一份绘画材料、蔬菜图片若干

活动过程：

一、以蔬菜妈妈做客的形式导入活动、

1、今天有一些蔬菜妈妈来做客，请你猜猜是谁？（教师逐一
出示图片，让幼儿个别讲述、有大白菜、胡萝卜、茄子、西
红柿）

2、这些蔬菜都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

（1）大白菜穿着绿油油的绿衣服、

（2）紫紫的茄子穿着紫色的衣服、

（3）胡萝卜穿着橘黄色的衣服、



（4）西红柿穿着大红色的衣服

二、提出活动要求

2、给大白菜涂颜色的时候大白菜的梗不能涂绿色，只有叶子
菜是绿色的（老师边说边示范涂色、）

3、胡萝卜的叶子也不能涂橘黄色、（老师示范涂色）

4、西红柿上面的小盖子也不能涂上大红色、（老师示范涂色）

5、茄子的盖子要涂绿色，不是紫色、（老师示范涂色、）

教学反思：

美术课教案小班手指画篇二

元宵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伴随着新学
期的脚步款款而来，为了让孩子们从家庭到幼儿园后，继续
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息。我们开展了元宵节系列主题活动。本
次活动主要是让孩子们了解元宵节这一习俗，知道元宵节是
中国的传统节日，并从活动中感受自己动手制作花灯、赏花
灯、猜灯谜、做元宵、吃元宵的快乐。

活动初我们就向孩子们介绍了元宵节的有关知识，让孩子们
了解我国传统节日元宵节的来历、食俗、民俗等。首先我们
布置了室内外的环境，环境是幼儿教育的优良老师之一。于
是，我们针对孩子们所处的环境——幼儿园和教室，进行了
布置和装饰。我们提供了一些花灯图片和废旧材料供父母们
参考，鼓励父母和幼儿在家利用废旧材料共同制作花灯。我
们班每个孩子都精心制作了花灯，有的孩子还制作了两盏花
灯。以前过节都是买花灯今年是自己亲手制作花灯显得更有
意义，看着这些悬挂着的各式各样、各种材质的花灯，孩子
们很有成就感也很喜欢呢。我们在教室还进行了折纸活动，



根据步骤图用手工纸教授孩子们折灯笼，接着进行装饰，布
置在教室的“赏花灯”主题墙面上。这些漂亮的花灯使幼儿
园和教室呈现出一片节日的气氛。

接着我们给花灯贴上灯谜在幼儿园布置花灯展，事先我们在
教室就请孩子们猜灯谜，孩子们很有兴趣。然后父母们带着
孩子在园内一起赏花灯、猜灯谜更增添了节日的欢快气氛。
我们也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猜灯谜活动，在寻找灯谜中，我
们考虑到选择一些简单易懂的灯谜供孩子们去猜。

最后终于在本周五进行了搓元宵活动，孩子们对这项活动更
是满心期待呢，时不时的问我：“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搓元
宵呀。”孩子们升入到大班，所以加大难度，我们这次要搓
有馅的'元宵。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孩子们迫不及待的开始搓
汤圆。别看这个小汤圆可不好搓哦，元宵粉很容易就裂开，
特别是放入馅后再搓圆更是有些难度。孩子们可不怕困难，
很有耐心的搓，我们指导孩子与同伴分工合作、共同参与完
成搓元宵的活动。请父母帮助孩子观察了煮元宵的过程，感
知滚动、沉浮等生活、科学常识，最后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是满心欢喜。

在元宵节系列活动中，不管是孩子还是父母、老师都感受到
了节日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活动的每个环节都充满了父母们、
孩子们和老师们的智慧和心血，少不了每个人的努力和力量。
我们引导孩子在幸福与欢乐之时，感受到了元宵节喜气洋洋
的气息，体验民俗节日的情趣。并能通过音乐、美术等艺术
手段真切自然的地表现元宵节浓厚的欢乐气氛。通过二周的
元宵节系列活动，孩子们对元宵节的了解增多了，了解汤圆
（元宵）代表着一家人团圆，也知道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
日，并从活动中感受自己动手制作花灯、猜灯谜、做元宵和
自己尝元宵的快乐。这样有意义的活动我相信会成为孩子们
成长道路上一段宝贵的经历，幼儿园也会多多开展这样的活
动，真正做到让孩子们在做中学、游戏中学、生活中学习。
希望父母们主动参与，并提出好的建议，让我们一起为孩子



们的健康成长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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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幼儿手的控制能力及对色彩的兴趣、

每人一份绘画材料、蔬菜图片若干

一、以蔬菜妈妈做客的形式导入活动、

1、今天有一些蔬菜妈妈来做客，请你猜猜是谁？（教师逐一
出示图片，让幼儿个别讲述、有大白菜、胡萝卜、茄子、西
红柿）

2、这些蔬菜都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

（1）大白菜穿着绿油油的绿衣服、

（2）紫紫的茄子穿着紫色的衣服、

（3）胡萝卜穿着橘黄色的衣服、

（4）西红柿穿着大红色的衣服

二、提出活动要求

2、给大白菜涂颜色的时候大白菜的梗不能涂绿色，只有叶子
菜是绿色的（老师边说边示范涂色、）

3、胡萝卜的叶子也不能涂橘黄色、（老师示范涂色）

4、西红柿上面的小盖子也不能涂上大红色、（老师示范涂色）

5、茄子的盖子要涂绿色，不是紫色、（老师示范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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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美丽的小花园》美术活动中，能够剪出各种不同花边
的花朵。

2、愿意创造出不同花边的花朵，能摸索出大小花的剪法。

3、培养幼儿与他人分享合作的社会品质及关心他人的情感。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剪刀、彩纸若干

一、花朵

1、你见过的花朵——“你见过的花朵，它们的花瓣都是什么
形状的呢?都有几片花瓣呢?”(幼儿泛谈)

2、出示作品——“你们都用蜡笔画过美丽的花朵了，今天我
们要换一个方式画画，我们要用手工纸和剪刀来剪出美丽的
花瓣来。”(教师出示作品)

二、制作

1、看看、说说“这是我的美丽的小花园，好看吗?你们喜欢
吗?”

“我花园里的花朵，它们的花瓣都是什么形状的呢?都有几片
花瓣呢?”(幼儿观察，泛讲)“这些花瓣，都是一刀剪下来的，
今天我们就来学学用小剪刀剪出美丽的花朵来。”

1)一张正方形的纸，折成三角形的形状，然后在对折成三角
形的形状。



2)在三角形二条直角边相交的这个角处，离角一段距离的地
方用剪刀剪出花瓣的造型。

“你们仔细看看，我的有些花朵它很大，有的很小，有的花
瓣很多、有的花瓣却很少。我是怎么剪出来的呢?谁来猜猜
看?”(幼儿猜想)

重点难点：

1)怎么让花瓣多一点?

在折叠三角形的时候，次数要多。次数越多花瓣就越多。但
是在三折后，三角形的折法不能对折，而是要将一条闭合的
短短的边折向斜边。

2)怎么让花朵大一点?

在剪花瓣的时候，离尖角越远花瓣则越大，离尖角越近在花
瓣越小。

“这样的花朵是怎么剪出来的呢?”(空心的花朵)“我们在剪
完纸头后，剩下来的这片纸头也可以剪出花朵来。”(教师演
示，将剩下的纸头剪出花朵来。)

2、试试、做做“我们现在就动手来试一试，要记住重要的地
方。你折的三角形次数越多花瓣就越多，剪的长短不一样，
花瓣大小就不一样。”

教师带幼儿一起剪花瓣。

“我们都剪出了第一朵小花了对吗?那现在就请你们自己尝试
着动手试试，你想剪出什么样的花瓣，在用小剪刀剪之前，
请你先画一画，等一下就沿着你画的直线剪。”

活动延伸：



“你们都剪了很多花朵出来了，今天啊请你们先把这些花儿
放在抽屉里，因为下节课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花朵黏贴的
画纸上，然后在用蜡笔来装饰我们的花园。”

在今天的活动中孩子们很是感兴趣，他们能积极地投入到活
动中。在剪贴小花的过程中有些孩子们很会动脑筋，他们先
将一张纸画好圆形，再将几张纸叠在一起剪出好几个圆形，
可是有些孩子们在剪出细细的花瓣时出现困难，不能剪得细
细的，而且出现粗细不一样，容易剪断。在制作大树的时候
大多数孩子能折出扇子形状贴在树上当树叶，但也有个别孩
子折得太大了，显得不怎么协调。另外有的`孩子在布局方面
还不怎样合理，还需进一步的引导。

美术课教案小班手指画篇五

1.尝试用涂抹的`方法,表现水母不同动态下的半圆形身体。

2.探索运用不同的曲线(螺旋线、波浪线等)表现水母舞动的
触手。

（一）经验准备:幼儿认识水母,欣赏过各种线条,表达过每种
线条带来的不同感觉。

（二）材料投放:各种各样的水母图片,蓝色的卡纸人手一张,
白色、粉色,黄色、黑色水粉颜料,水粉笔、线描笔若干,背景
音乐《水族馆》。

一、出示水母图片,引导幼儿观察水母的特征。

（一）了解水母的基本外形。

提问:哪里是水母的身体?它的身体像什么?哪里是水母的触
手?它的触手是什么样。



（二）感受水母的动态。

（三）表现水母的造型。

引导幼儿尝试用身体动作表现水母舞动的触手。

二、启发幼儿思考并尝试表达自己的创作设想。

讨论:水母的身体可以怎么表现?水母跳舞的时候,它的身体与
触角是什么样子的?

三、幼儿创作作品《水母娃娃的舞会》,教师观察指导。

美术课教案小班手指画篇六

材料：为了能够引发孩子的搓元宵经验，使活动的过程更加
富有生活性、情景性。我和幼儿共同收集了许多的搓元宵活
动的图片等，引导幼儿说出搓元宵的相关内容。一方面可以
增强情境性，另一方面达到调控的作用。

方法：在这个主题背景下的.音乐活动中，我努力将孩子们推
向前台，采用让孩子教孩子的方法来丰富自己的舞蹈语汇。
我自始自终在观察孩子动作的基础上对孩子的动作用语言、
节奏、肢体来扩大与提升。同时，为了防止动作的枯燥，我
抓住孩子的瞬间引领他们两两搓，不同方位的搓。并在语言
节奏的支配下尽可能地使孩子的动作与音乐相稳合。在以往
的舞蹈教学中，印入我脑海的目标是通过多种方法让孩子学
会舞蹈。而如今通过对二期课改精神的学习与实践，我懂得
了会学远比学会来得重要。因此，在活动中不注重技能的掌
握，而是让幼儿自由探索习得的经验。

我能扑捉孩子的瞬间，引领孩子进行两两合作、互相搓。满
足了他们的愿望。音乐结束时小朋友集体做汤圆的造型，把
活动推向了高潮，整个活动氛围很好，孩子们情绪高涨。



整个活动中我有些着急，体现在当幼儿还沉浸在自主搓元宵
的快乐时我应该顺应孩子的需要，再让他们体验一次。

美术课教案小班手指画篇七

学生似乎品赏到这香甜的汤圆，齿颊留香，产生对汤圆的喜
爱之情。此刻，学生也能够体会到课题中的一个“啊”字传
达了作者对汤圆的喜爱。这时候，我再让学生带着对汤圆的
喜爱之情朗读课题，自然是水到渠成。课文第7小节是文章的
重点，揭示了主题。学完这一段，学生对中心句有了体悟之
后。我抓住这一时机，让学生再一次体会课题中“啊”字的
含义。问：课题中这个“啊”字仅仅是表达作者对汤圆的喜
爱之情吗？学生能够感受到小小的一个“啊”字还流露出作
者内心的幸福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此时再读课题使感
情体验得到升华。

美术课教案小班手指画篇八

1、尝试大胆涂鸦，愿意看看、想想、说说。

2、体验与同伴、老师共同游戏的乐趣。

一、大胆涂鸦

1、引导幼儿自主选择蜡笔（激发幼儿大胆表述蜡笔的颜色，
帮助幼儿对颜色的感知）

2、幼儿大胆涂鸦（教师关注幼儿，鼓励幼儿大胆地涂鸦）

二、根据涂鸦大胆的想象表达

结合形状、线条、颜色、空间等线索积极大胆想象愉快表达。

（教师借助有节律的儿歌等，梳理幼儿的零星的经验，同时



关注幼儿的口语表达，鼓励幼儿积极想象。）

明明涂的是一辆车，恺恺涂了一架飞机，洋洋涂的是一朵花，
梅梅涂的是一只蝴蝶......

小朋友们把自己涂的画用一个小故事讲给大家听。

挖掘艺术活动的无限创意，激发幼儿创造力和培养幼儿良好
个性。在此过程中，重点研究创意艺术活动在幼儿园主题教
学中设计与实施问题。同时，作为延伸性工作，尝试初步总
结创意艺术活动与幼儿园主题教学的相互关系。培养幼儿创
新能力和个性方面的作用，并且创造有特色、园本化的主题
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