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教案彩色的世界(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小班教案彩色的世界篇一

教材思路：

本课是属于“造型表现”领域的美术课。

本课是学生喜闻乐见的，大星球和小水珠，都是圆的，滚动
的和转动的，都是圆的。优美、柔和、活泼，是圆的感觉，
圆圆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大胆用彩笔表现这圆圆的可爱
世界。

课时：1~2课时

教学目标：

说说对圆形物体的感觉，培养学生观察力、想象力。

启发学生认识圆形，认识各种圆形物。

用线条或颜色画出生活中的圆形物并添画有趣的细节。

重、难点：

认识圆形，找出生活中的圆形物并能用彩笔表现。

巧妙画出圆形物，并运用恰当的构图和色彩。



教学准备：

教师：一些球、钟、游泳圈、纽扣、葡萄实物及圆形物图片、
范图，吹泡泡物品等。

学生：水彩笔、油画棒、生活用品线描写生稿及圆形物实物
等。

教学过程：

——交流及讨论：

1、谈谈生活中有哪些圆圆的物品，如锅、碗、球、泡泡、游
泳圈、西瓜、水果，地球，时钟等。

2、欣赏实物及图片、感受圆形的美。

大星球、小水珠都是圆的，圆形给人优美、亲和、活泼的感
觉。

3、世界上的许多东西为什么要做成圆形呢？（方便，灵活）

4、说说自己对圆形物的感觉。

——游戏及体会

1、师生玩游戏”吹泡泡”，体会圆圆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2、玩溜溜球或跳跳球亦很有趣。

——欣赏及评述

出示范图，了解作品在造型、构图、色彩几方面的特点。

要求造型生动，构图饱满，色彩丰富。



——展示及介绍

板演示范

徒手画圆，添画，色彩平涂，整理完成。

画圆的几种方法，如上半圆，下半圆；左半圆，右半圆；一
口气画一个滚溜园等。

——讨论与练习

1、画出几种你知道的圆形物，要求用线条色彩来表现。

对部分同学进行面对面的指导。

（提醒注意圆形的画法，添画的构思、操作等。）

2、学生作业，教师巡视指导

可用用勾线平涂方法画生活中的圆形物；也可用运用身边的
线、绳等材料排一排，摆一摆，摆出美丽的图形；亦可用彩
纸撕剪等法表现圆形。圆形的相互重叠亦很有趣！

我们不仅要动脑筋想画什么，还要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表现
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对造型饱满、作业细心，添画有趣的
作品予以肯定。

人们常说：画无定法，就是说，画画没有一定的方法，关键
是看完成后的艺术效果，鼓励学生多去尝试。

——小结与评价

1、作业展评、小结。让部分同学介绍自己的作品，说说自己
如何想的，如何画的。



2、课后作业：多去画画周围的圆形物，让圆圆世界变得更有
趣。

小班教案彩色的世界篇二

设计意图：

小班幼儿的年龄比较小，平均年龄都只有3周岁，每天不同的
游戏是他们在幼儿园里最喜欢做得事情，在很多时候都会发
现一些孩子特别喜欢吹泡泡，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在嘴里玩着
泡泡沫，抓住孩子这一特点，选择了一堂科学游戏活动，在
这个活动中通过看一看、说一说、想一想、玩一玩，让幼儿
用多种感官去感知彩虹的特征，并为后面的活动做了经验的
铺垫。

通过这一活动来发展幼儿的观察能力，让孩子们初步了解泡
泡水的制作方法，同时借助玩泡泡的游戏让孩子在科学活动
中尝试观察泡泡的在阳光下的色彩变化，并能愿意分享自己
的发现。

活动目标：

1．通过教师引导，认识彩虹的各种颜色。

2．简单了解泡泡水的调制方法与过程，激发幼儿玩泡泡的欲
望。

3．观察泡泡泡在阳光下的色彩变化，体验玩泡泡的乐趣。

活动重点难点：

通过教师引导，认识彩虹的各种颜色，简单了解泡泡水的调
制方法与过程，激发幼儿玩泡泡的欲望。



活动准备：

1．大班幼儿关于彩虹的绘画作品。

2．调制好的泡泡水一瓶、用于调制泡泡水的小罐子、配好比
例的洗洁精。

活动过程：

（一）、欣赏彩虹的图片，引导幼儿对彩虹的讨论。

1．小朋友我们来看看画面上有什么？

2．彩虹有哪几种颜色？你喜欢彩虹吗？说说原因。

教师小结：小朋友们真厉害，这个呀是彩虹，它是由红、橙、
黄、绿、青、蓝、紫这七种颜色组合而成的，老师也很喜欢
呢，因为它的颜色特别漂亮。

（二）、出示大班幼儿的想象画，让幼儿展开合理的想象。

1．引导幼儿来说一说画面上的'彩虹像什么？（教师鼓励小
朋友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对于观察仔细的幼儿给予表扬。）

2．大班的哥哥姐姐也很喜欢彩虹呢，他们也画了关于彩虹的
画，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哥哥姐姐的眼里彩虹像什么！（弯弯
的桥、美丽的彩带等）

（三）、通过游戏来发现泡泡身上的彩虹色。

师：小朋友们彩虹有着七彩的颜色，那我们的身边有没有彩
虹呢？让我们来找一找。

1．第一次教师吹泡泡，幼儿自由的追逐泡泡。



提问：刚才你们有没有发现泡泡身上有什么吗？

（泡泡可神奇了，如果我们在太阳底下吹泡泡，泡泡的身体
还会变出很多的漂亮的颜色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2．第二次教师吹泡泡，引导幼儿园观察泡泡在太阳下的样子。

3．教师带领幼儿回忆刚才看到的泡泡都有什么颜色，请幼儿
来说一说，教师用白纸记录。

（四）、教师动手调制泡泡水，制造彩虹。

1．观察教师调制泡泡水的过程，尝试调制泡泡水。

步骤：教师先在洗洁精中加入水，再用吸管搅一搅就调成了
泡泡水。

2．在阳光下玩吹泡泡的游戏，体验彩虹的美丽。

教师分发每人一瓶调制好的泡泡水，幼儿自由结伴，在阳光
下玩吹泡泡的游戏，观察泡泡上的色彩，教师也可引导幼儿
到暗处和亮处来看看有什么不同。

《小班科学教案：彩色泡泡》摘要：面的活动做了经验的铺
垫。通过这一活动来发展幼儿的观察能力，让孩子们初步了
解泡泡水的制作方法，同时借助玩泡泡的游戏让孩子在科学
活动中尝试观察泡泡的在阳光下的色彩变化，并能愿意分享
自己的发现。活动目标。

小班教案彩色的世界篇三

活动目标

1、认识各种颜色并能通过给小动物送礼物体验游戏的乐趣。



2、通过各种游戏增进动作的灵活性。

活动准备

1、趣味练习色彩魔法师

2、各种颜色的水粉色及宣纸、各种颜色的玩具。

活动过程

一、游戏引入课题

1、教师：小朋友们今天咱们玩一个好玩的游戏--颜色大风吹

帮助小朋友们分成六组，每组戴不同颜色的头饰。

先请幼儿看看自己的头饰是什么颜色的

然后老师说：大风吹红色头饰的'小朋友

红色头饰的小朋友就站在圈内，其它颜色头饰的小朋友则站
在圈外用力吹，老师检查有没有错。

以同样的形式替换不同的颜色。

2、教师：你们喜欢这个好玩的游戏吗？现在请你们帮个忙行
吗？

你们看小猪它们家住的是什么颜色的房子（红颜色的）

那它们家放什么颜色的玩具？（红颜色的）

小猫的家是什么………，

看！这么多颜色的玩具放在一起都混了，那请小朋友们帮帮



忙给分一

分，把各种颜色的玩具放在小动物的家里。

3、小动物们热情地邀请咱们去做客，那咱们带什么礼物叱？

现在老师教你们染色，每位小朋友染一幅漂亮的染画送给小
动物们好吗？

二、幼儿动手染色

1、趣味练习色彩魔法师

激发幼儿对色彩的感受。

2、幼儿用毛笔在宣纸上进行染色

提醒幼儿颜料不要沾的太多。

3、展示-彩色世界真奇妙

幼儿介绍自己染好的“小手绢”。

小班教案彩色的世界篇四

1、认识各种颜色并能通过给小动物送礼物体验游戏的乐趣。

2、通过各种游戏增进动作的灵活性。

1、《颜色大风吹》的游戏引入课题。小朋友们今天咱们玩一
个好玩的游戏——颜色大风吹，把小朋友们分成六组，每组
戴不同颜色的头饰，我们先请幼儿看看自己的头饰是什么颜
色的，然后老师说：“大风吹红色头饰的小朋友”红色头饰
的小朋友就站在圈内，其它颜色头饰的小朋友则站在圈外用
力吹，老师检查有没有错，再替换不同的颜色。



瞧！这么多颜色的玩具放在一起都混了，那请小朋友们帮帮
忙给分一分，把各种颜色的玩具放在小动物的家里。

3、小动物们热情地邀请咱们去做客，那咱们带什么礼物叱？
噢，有了，老师教你们染色，每位小朋友染一幅漂亮的染画
送给小动物们，这是一个好办法：进行染色游戏。

4、利用染好的“小手绢”进行舞蹈表演，《彩色世界真奇妙》

5、小朋友们戴着自己的礼物到小动物家做客——进行区域游
戏。

科学区进行调色游戏，观察颜色的变化。

美工区进行涂色各种颜色的水果，各种颜色的碎纸来添色

语言区进行表演，想一想，红色的物体并说出它的作用。

6、进行户外锻炼，各种颜色的队伍进行比赛

幼儿在游戏中巩固了对色彩的认识，并能采用各种色彩的搭
配进行染色活动，孩子们深深地融入了这，并能采用各种色
彩的搭配进行染色活动，孩子们深深地融入了这彩色的世界。

xx

小班教案彩色的世界篇五

秋天到了，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幼儿园里散步，有的说”小草
变成黄色了“，”秋天到了，树叶也变黄了。“”老师，老
师。我还看到过红色的树叶“。孩子们高兴地在幼儿园里找
着还有什么颜色的树，回去后，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制作了手
掌树，有的绿，有的黄，有的'红……一棵五颜六色的树生长
在我们班活动室里。我们继续和孩子们在生活中发现哪里有



颜色，找一找，说一说，画一画，由此生成了”彩色世
界“的主题。

二.课程目标与网络图

目标：

1.探索周围事物的颜色。

2.学习观察生活中物品的颜色，形成相应的颜色概念。

3.尝试运用多种形式感受颜色。

4.体验色彩表化的奇妙。

5.参与色彩游戏，并体验游戏的乐趣。

网络图：

三.课程资源

1.自然环境和社区环境：如园内、园外的学院、小公园、池
塘、花、草、树、房子……

2.活动室，各区域物品：如桌子、椅子、柜子、墙面、图
书……

3.家长资源：和孩子、家长一起收集主题活动资料，丰富孩
子的相关主题经验。

四.焦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