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美术教案黏土(通用7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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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美术教案黏土篇一

1、能用夸张的绘画方式表现绘本《大风》中某一事物动态的
一致性。

2、大胆想象，体验大风带来的画面的夸张和有趣。

（一）谜语导入，激发兴趣。

1、今天老师带来一个谜语：抓不住它的身子，看不见它的影
子，小时摇动树叶，大时推到房子。猜一自然现象。（风）

3、播放《大风》ppt，幼儿观看画面。

5、怎么样才能画出被风吹倒的东西呢？

（二）幼儿作画，教师指导。

1、还有许多许多的东西都可以被风吹倒呢，请你去画一画吧！

2、要求：请你画一样被风吹倒的东西，可以画很多个。

要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的.风从哪里吹来的。

请你学学画家叔叔夸张的方法吧。

3、幼儿自由作画，教师小组指导。



重点：画面中事物的动态要一致。

（三）集中讲评，制作成书。

1、请你来介绍一下，你的大风吹起了什么？教师在空白处记
录幼儿的语言。（大风来了，吹起了……）

2、我们来给它取个名字吧！教师添画封面书名。

3、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书，我们回去给它添上美丽的小背景，
再来读读自己制作的书吧！

大班美术教案黏土篇二

传统的美术教学模式，出示范例-讲解范例-幼儿模仿—讲评；
对幼儿来说，枯燥的形式缺少领会艺术品的美的感知，幼儿
的作品往往千篇一律，依样画葫芦，而信息化技术的融入，
是活动声色并茂、动静联合、高度智能化等强大的技术，使
传统教学中没有办法或难以表达的内容，形象直观地展示在
幼儿的面前，幼儿在其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来表达自己
的体验和情感，获得满足，激发表现美、创造美的兴趣。根
据我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发展水平，我把本次活动的'重点设
置为尝试用边念“顺口溜”边画画的方式学画狮子，活动的
难点则是能创造性地画出狮子的不同动态并添画情节背景。

（一）活动目标：

1、尝试用边念“顺口溜”边画画的方式学画狮子。

2、能创造性地画出狮子的不同动态并添画情节背景。

3、对绘画活动感兴趣，能独立完成绘画作品。

（二）活动准备：



剪好的狮子头、身体（椭圆形）、狮子脚、尾巴、狮子ppt等

（三）活动过程：

1、以念“顺口溜”导入活动。

师：小朋友，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首“顺口溜”，请你
们仔细听听“妈妈有个买菜的篮，两个手把在上面，买个萝
卜放中间，两个鸡蛋搁两边，两个大饼放下面，点点芝麻香
又甜，三根葱，三根蒜，啊呜一口味道鲜”。

（2）幼儿猜测。

（导入部分我以“顺口溜”的形式引题，吸引了幼儿的注意
力，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调动了幼儿的已有经验，为
接下来绘画狮子做好铺垫。）

2、教师讲解示范。

师：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教师边念顺口溜边
画）

妈妈有个买菜的篮，两个手把在上面。

买个萝卜放中间，两个鸡蛋搁两边。

两个大饼放下面，点点芝麻香又甜。

三根葱，三根蒜，“啊呜”一口味道鲜。

篮子四周加花边，一只狮子就出现了。

（1）提问：它是谁？（狮子）

（2）师幼一同念顺口溜，教师再示范一遍并变换“花边”。



（3）提问：a、有了狮子头，还缺少什么呢？

b、狮子的身体像什么？

（4）小结：有了狮子头，还缺少身体、脚、尾巴，狮子的身
体像椭圆形。

（这个环节中，我边念“顺口溜”边用日常生活中与狮子形
象相似的物品代替，幼儿一边欣赏儿歌一边观看课件中的物
品一个个有序的装进篮子里，这时候教师提出问题“你们猜
他是谁？”孩子们纷纷猜测是狮子或老虎，教师又以神秘的
口吻带领幼儿继续观看课件，只见画面中跟着儿歌一步步地
画出了一只狮子出来，帮助幼儿更形象的认识狮子。）

3、观看课件，引导幼儿观察狮子的不同动态。

师：今天，狮子们开了个party，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提问：a、它们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呢？

b、都有哪些姿势？

（2）小结：狮子有站着的、蹲着的、趴着的、还有走路的，
原来狮子有各种各样的姿势。

（这时的孩子已经兴奋不已，教师又以“森林舞会”的情境，
鼓励幼儿大胆想象狮子的姿势，孩子们的想象力真是丰富，
有趴在地上休息的、还有站着跳舞的……）

4、幼儿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1）提问：你的狮子会在什么地方，会发生什么事呢？

（2）重点指导：提醒幼儿狮子要画大，整个画面要画饱满。



师：画之前我们的大狮子还有几句话想对小朋友说：“我可
是森林里的百兽之王，你们可别把我画成了小病猫。我的本
领可大了，小朋友们要画出我不同的本领哦，画好以后别忘
了给我涂上美丽的背景颜色。谢谢！

（在绘画中发现，由于教师只示范画狮子头，而且整个狮子
头将纸涨得满满的，导致许多孩子绘画时出现狮子身体没地
儿画的现象；建议在课件上做些调整或是将《画狮子》编成
两个课时，第一课时专攻绘画狮子头，第二课时在深入到绘
画狮子的各种姿势。）

5、展示幼儿的绘画作品。

重点：引导幼儿选自己喜欢的画，说说为什么

（这个环节中，通过引导幼儿相互欣赏同伴的绘画作品，提
升幼儿欣赏美、感受美的能力。）

大班美术教案黏土篇三

沁阳市第一幼儿园幼教集团南旺分园张东静

一、活动目标：

1、在感知各种滑梯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设计想象滑
梯。

2、能用绘画的方式表现滑滑梯的大致场景，构图比较完整。

3、从滑梯的回忆中感受感受自己的成长，萌发对幼儿园的留
恋。

二、活动准备：各种滑梯的图片、纸、笔、音乐



三、活动过程:

1、回忆玩滑梯。

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由讲述。

2、欣赏各种滑梯图片

(1)师：其实除了我们幼儿园的滑梯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滑
梯，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吗?

(2）逐一向幼儿)播放图片，让幼儿边看边讲滑梯的特征。

（3）教师小结：原来滑梯有这么多的种类，有充气滑梯、水
上滑梯、组合滑梯、卡通滑梯、滑梯床、真是非常的有趣，
而且每种滑梯的功能还都不一样。

3、设计滑梯。

请幼儿自由讨论。

（2）教师引导幼儿先画出滑梯在画出小朋友上滑梯的

动作和姿态。

提示：在画人时侯，可以画正面的，也可以画侧面的。

4、展示滑梯

（1)选一些有特殊功能的滑梯作品请幼儿介绍,教师适当小结。

活动延伸：可请幼儿用彩纸剪贴出滑梯，然后添画人物。

反思



大班美术教案黏土篇四

1、在认识和了解海洋动物的基础上，用绘画表现它们的形态。

2、通过观察，学习潜水员正面或侧面的绘画方式。

3、对海底世界充满兴趣，感受绘画的乐趣。

重、难点：通过观察，学习潜水员正面或侧面的绘画方式。

1、ppt课件

2、勾线笔、蜡笔、白纸人手一份

3、已有经验：幼儿已经认识和了解海洋动物

（一）导入：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海底有哪些动物吗？（幼儿自
由回答）

小结：海底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使我们的海底世界变得更加
奇妙。

（二）了解潜水员的潜水设备

――请你来形容一下你看到的潜水员是什么样子的。

（幼儿自由讲述，引导幼儿说出潜水镜、脚蹼和氧气瓶，教
师适当的讲述其设备的功能）

小结：原来潜水员需要带上这些装备才能够去海底进行探险。

（三）感知潜水员正面与侧面的不同



――师：我这儿有一些潜水员，请你来欣赏欣赏，说一说你
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幼儿自由讲述，教师引导幼儿说出正面与侧面）

――幼：不能，只能看到一只眼睛。

――师：对，这个叫做侧面。

（教师带领幼儿巩固正面以及侧面：正面可以看到什么？侧
面可以看到什么？）

――师：现在，请你们来找一找哪些潜水员师正面的？哪些
是侧面的？

（四）教师示范画

（五）幼儿自由操作

――今天我们就来画一画潜水员，刚刚我画的潜水员是侧面，
你们可以画出和老师不一样的，画好潜水员之后，请你在旁
边画些你在海底看到的动物。

――音乐停止后，请你们做到中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小朋友
们画的画。

（六）点评

――师：谁愿意来介绍一下你的画？

――师：你喜欢哪一幅画？为什么？

――师：待会我们可以帮我们的画涂上背景色使我们的画变
得更加漂亮！



大班美术教案黏土篇五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丰富的想象力及表现美的本事；

2、向幼儿进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教育；

3、学习用线条的形状疏密排列变化装饰各种各样的鱼。

活动重点

重点：培养幼儿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美的本事。

难点：学习用线条的变化画各种各样的鱼。

活动准备

1.环境布置：布置“海底世界”墙饰；

2.各种线描画鱼范例（突出形态的不一样和黑、白、灰效果）
若干；

3.“海底世界”影碟、彩笔、白纸若干。

活动过程

（一）播放《海底世界》影碟，激发幼儿认识海底世界的兴
趣，了解海底各种各样的形态及花纹的鱼。

1.提出问题：海底有什么鱼？（幼儿自由交流回答）

2.提出要求：观察鱼的形状，回答鱼身上的花纹有什么不一
样？（幼儿自由交流回答）



（二）情景导入

1.讲述故事：大海妈妈和鱼宝宝。

小朋友都明白海底世界十分美，今日，大海妈妈带着它的鱼
宝宝到了我们班。

2.在海洋背景图上出示范例，欣赏讨论。

讨论：

（1）鱼宝宝的身体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幼儿讨论交流）

（2）鱼宝宝穿了什么衣服，它和我们刚才在电视里看到的鱼
有什么不一样？（自由讨论）

小结：鱼宝宝都有头、身体、尾、鳍，它和我们在电视里看
到的是一样的，但电视里的鱼色彩鲜艳而这些鱼宝宝身上穿
的衣服是单色的，有许多线条、图案，有疏有密地排列着。

3.提出要求，续编故事

（1）师：有一天，许多船开来了，船上的人用网把鱼宝宝网
走了（收起范例），还留下

（2）启发幼儿画个漂亮的鱼宝宝送给大海妈妈。

（二）幼儿创造性地画线描画：各种各样的鱼。

（1）教师提出要求

大海妈妈说：她最喜欢个子大大的穿单色花纹衣服的鱼宝宝，
如果是她从没见过的鱼宝宝就会更喜欢。

（2）幼儿作画，教师巡回启发引导



a、启发幼儿先画出自我喜欢的鱼的形状，要画满整张画纸，
然后再给它穿上单色花纹衣服。

b、鼓励幼儿发挥想像力、创造力，画出与别人不一样的鱼的
花纹。

重点提醒：画出线描的黑、白、灰效果。

c、帮忙本事弱的幼儿用不一样花纹进行装饰。

d、启发本事强的幼儿多画几条不一样的鱼。

（3）幼儿把画好的鱼剪下贴到“海底世界”墙饰上，展示并
互相评价作品。

（四）结束部分：

做“小鱼游”律动，结束活动。

大班美术教案黏土篇六

活动目标：

1、尝试在瓶子上作画，并用勾线笔、颜料等工具作画

2、明白只要动手制作，许多东西都能够变废为宝。

3、体验为瓶子变身后的成功感。

活动准备：

1、教师范画作品若干

2、啤酒瓶或雪碧瓶每人一份



3、勾线笔、颜料

活动过程：

一、怎样不一样了？

2、欣赏教师作品，幼儿发现、说说不一样的地方。

3、这样在物品上画了一些线条和图案好看吗？你明白是怎样
画出来的吗？

4、出示作画材料，初探作画方法，幼儿发表自我的看法。

二、原先是这样！

1、你们的方法真好，此刻教师用你们的方法来试一试，请你
们看仔细。

2、教师示范，在啤酒瓶子上画一棵大树：只要我们用勾线笔
或者颜料在瓶子上画一些简单的图案和线条，瓶子就会变得
很漂亮。

3、请个别幼儿示范。

4、找出难点，共同解决：你觉得在瓶子上画画应当注意些什
么？

三、瓶子变身。

1、作画要求：一人选择一个瓶子画画，画的时候细心一点，
不要占到颜料。

2、幼儿操作材料作画，教师巡视指导。

教师引导幼儿画一些简单的线条和图案；提醒幼儿注意桌面



和手的清洁；帮忙一些本事较弱的幼儿完成作品。

四、瓶子展览。

1、你在瓶子上画了什么？

2、你觉得谁画得最好看，为什么？

3、在画的时候，你遇到了什么困难？怎样解决的？

4、教师小结：除了瓶子，还有很多东西都能够废物利用起来，
只要我们开动脑筋，经过小手的制作都能够让它们变成工艺
品。

大班美术教案黏土篇七

幼儿是安全活动的主人，掌握一定的自我安全保护的方法，
是幼儿园安全教育的重点。在日常生活中，安全无时不有，
无处不在。我园地处县城，马路上各种车辆很多。小朋友们
已经认识一些常见的交通标志，知道一些交通规则。但他们
对于各种安全标志认识很浅，对于事物充满了好奇心，什么
都想看一看、摸一摸，试一试，不能很好地把握什么事情能
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对一些有可能会造成伤害的事件缺乏
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生一些意外
损伤。“安全无小事，责任重泰山”。为保证孩子的健康和
安全，防止意外伤害的发生，我们对幼儿加强安全教育的培
养。新《纲要》中所提到的“应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
单标志和文字符号的兴趣”。这节课我从众多的交通安全标
志中选择了一些贴近幼儿生活，能为幼儿理解的标志符号，
通过游戏方式轻松学习，增进幼儿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规则意
识。

1、认识各种交通安全标志，了解常见交通标志的含义。



2、尝试设计标志，体验创作的快乐。

3、进一步巩固安全意识。

1、活动前请家长带孩子找找各种交通标标志，并请孩子记录
下来。

2、各种标志图。

3、油画棒、绘画笔

（一）以谈话我找到的交通标志导入课题

（二）感知更多的禁止标志和警告标志

小朋友们找到了很多交通标志，老师也找了一些标志。我们
一起来看看。

总结：这是禁止攀登的标志，这个标志一般在高压电线柱的
下面。我们千万不能往电线柱上爬，因为爬上去人会触电。

2、分别出示“禁鸣”“禁止通行”标志。

提问：这两个标志是什么意思？

3、引导幼儿讨论禁止标志的特征。

这三个标志都是禁止人们做一些事情，仔细看看这三个标志
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4、出示“注意行人”标志，“这是什么标志？”

5、这个标志跟禁止标志有什么不一样？

（三）深入讨论，引导幼儿设计交通安全标志。



1、除了这些交通标志，你还见过哪些交通安全标志？

这些标志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我们看到标志就知
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2、讨论：你觉得在马路上还有可能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那
我们今天也来设计一些标志。

3、幼儿讨论：你想设计什么标志，这个标志要提醒人们要注
意什么事情。

4、介绍材料幼儿自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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