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画鸡蛋美术教案 绘画胖胖猪教学反思
(实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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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鸡蛋美术教案篇一

本次活动是一个意愿画，在绘画的形式上，幼儿接触得比较
少。意愿画是孩子把自己观察到的、感受到的、最喜欢的人
和物记忆下来，通过想象，运用画的形式表示事物或情节。
这是孩子表达情感的一种极好方式，对智力发展有很大益处。

在活动的引题上，我是第一次尝试让幼儿进行示范，我是想
让幼儿的这种示范，激发其他幼儿的绘画兴趣和想象力，并
通过鼓励不够大胆的幼儿，让他们能够对自己更加有信心。
以前，幼儿都会看到老师怎样画，然后对老师进行模仿，因
为老师本身就是一个模仿的对象，在某一方面会影响到幼儿
发挥的空间。

今天看到幼儿的示范，虽然也有一小部分的幼儿会进行模仿，
但有更多的幼儿能动动自己的脑筋。但这样的方法也存在一
些不足，就是幼儿的示范不够规范，如果教师能给幼儿做及
时的点评，那样会更好。

在绘画材料和形式上，我在原有的教案上做了一些改动，把
水粉颜料改成了蜡笔，目的是让幼儿能够更多的运用绘画的
技巧，虽然以往幼儿都有画花的经验，但大多是画同一种花，
本次活动是画花园，花的品种会更加多，我认为自己在本次
活动的重难点方面掌握得不够好，所以在活动中没有对他们
有特别的绘画要求，目标不够明确。



文档为doc格式

画鸡蛋美术教案篇二

本课是小学二年级美术教材中的一节造型与表现类型的课，
目的是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让学生在游
戏中了解线的变化，根据线随意变化，根据线随意变化产生
的形状进行想象设计，添画上各种具象或抽象的形象。让学
生在教学活动中体验学习美术的乐趣，尝试新的绘画方法。

一、我在教学活动中，首先是让学生看书（其实，我每上一
次新课，都是要求同学们学会自学：细读有限的文字，看懂
精彩的图片和作品），鼓励学生相互讨论，初步懂得什么
是“绘画游戏”。

二、“线条”游戏，激发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绘画游戏》这一课题他本身就能给孩子们好奇心，心里肯
定会自问：绘画还能做游戏？再加上我给学生创设了愉快而
又新奇的学习氛围，孩子们兴奋不已，脸上都露出了喜悦，
个个跃跃欲试，课堂生机勃勃。通过这次活动，我深深的看
到，要上好一节课不但要深入研究教材，把握好教材的重难
点，而且在教学方法上也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来设计，从而
充分地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兴趣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动
力。同时，教师应具备随时调控课堂教学的应变能力，使教
学更加灵活而有效。

三、引导学生观察讨论，添加形象，使画面生动有趣。

在画过线条之后，我把主动性交给学生，发挥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并通过多媒体引导欣赏作品，分析作品，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不仅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也提高了孩子们的自
主探究，合作学习，以及美术鉴赏力，如在欣赏学生作品时
联系自己的作品进行想象，使学生的思维开拓，大胆想象，



轻松的获取了美术知识。

课堂即将结束之前，我巡视了学生作品，感到骄傲的是，学
生在添加时想象力丰富，作业生动形象、妙趣横生。在这一
节课中，我把激发兴趣、鼓励发现、引导活动作为重点，学
生在愉悦的气氛中增强了想象力和表现力，而作为教师最大
的收获是在教学中适时地引导学生在游戏中发现美、创造美，
并愉悦的参与了他们的活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对生
活的热情。今后的教育教学设计中，我要不断改变教学手段，
努力的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新潜能，关注学生的新发现，
新思路，抓住他们的思维火花，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

但是，高兴之余也感到有一点点不足，需要加以引导和开发：
还有两三个学生，不是随意而画，而是有意向的画出了图形。
这就没达到随意二画，在画中去发现之目的。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画鸡蛋美术教案篇三

本课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在游戏的活动中，了解线条的
变化，并根据随意变化的形状进行观察想象，添画出各种具



体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及抽象的形象。通过游戏的形式，让学
生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尝试新的绘画方法，充分发挥学生
们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学习美术的兴
趣。

一是画面线条过于简单的画面；

二是线条较密较复杂的画面；

三是线条疏密适中的画面。

分别找学生回答哪幅构图较为恰当，并请他们分别说出理由。
经过学生们的激烈讨论后，本人指出较为恰当的构图并分别
说明了原因（线条的疏密有变化）。接着，又出示了一个三
角形，让学生说出看到它能联想到日常生活中的哪些东西。
学生们都积极踊跃地回答：像切好的西瓜、雨伞、帽子、蘑
菇、铅笔头、尖顶房、火箭、鱼等等。再出示一个上下左右
不同方向摆放的简单而又不规则的形状，让学生们去联想生
活中的东西，同学们又都讲出了他们各自心中的图像，我此
时告诉学生当一个图形由于其方向的改变，就有可能产生不
同的联想。然后，本人请学生们将注意力转到刚才我在黑板
上画的“抽象画”，并请他们从中找出生活中的图像。通过
前面的引导、启发，学生们现在都能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想法。
为了更好地让学生们完成本课的作业，本人接着出示了其他
学生的作业让他们欣赏，并结合画面讲解一些有关涂色方面
应注意的问题。

有些学生此时已经跃跃欲试，只等发纸让他们画了。我提出
了本课的作业目的及要求，并且短时间内将作业纸发给了他
们。学生们拿到纸以后，绝大多数学生都沉浸在绘画游戏当
中，但也有个别胆子小的学生不敢画，我就让其闭上眼睛拿
着笔在纸上大胆地画。在本人的鼓励下，他们也都完成了线
条构成。完成线条构成以后，关键的是要从中寻找出具像的
图形来。有少数学生说他画的看不出像什么东西。于是，我



就让他们将纸变换不同的方向再仔细观察。这时，他可能就
会说他看出了什么啦。待学生将完成的作业交上来，你会发
现每张画面各不相同，幅幅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通过对本课的教学，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在教学中要善于给学
生以启发和引导，并在探究与实践的过程中去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

《绘画游戏》是二年级教材中“造型与表现”领域内的一节
课，教学目标为让学生在游戏中了解线的变化，根据线随意
变化产生的形状进行想象设计，添画上各种具象或抽象的形
象。通过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充分发挥想象力，
培养创新精神。

首先根据对本课教材的分析与解读，在课的`导入部分我通过
简单的提问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在线条上，随后在欣赏画家
米罗的作品时学生就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画家画面中由线
条组成的各种各样的形状上，由此对这种类似游戏的绘画方
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怎样才能像画家米罗一样做绘画游戏呢？在学习绘画方法上
我把主动权交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通过
对教材中作品的分析，大部分学生能够很快的总结出绘画步
骤。在处理本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上，我通过设置“怎样画
线条会更适合添画？如何对简单的图形进行想象？怎样涂色
会使添画的内容更加突出？”这三个问题，引导学生讨论交
流、对比分析学生作品，教学重难点迎刃而解。这个环节不
仅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孩子们的自主探究、
合作学习，以及美术鉴赏能力。

最后，学生在自己绘画时能够合理用线条对画面进行分割，
而且想象力丰富有创意，作业生动形象、妙趣横生。学生们
对自己的作品也特别满意，这节课我感受到大部分同学都体
会到了绘画的乐趣。



作为教师在这节课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在
游戏中发现美、创造美，并参与到学生之中，和他们一起分
享了美术的快乐。再今后的教育教学设计中，我要不断改进
教学方法，努力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关注学生，为
学生创造更加广阔的学习空间，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

画鸡蛋美术教案篇四

本课是人美版二年级下册教材中一课，属于造型·表现学习
领域，教学目标主要是在活动中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丰
富的想象力，让孩子们从线条造型中发现从抽象变具象的美
感，通过绘画游戏，让学生认识线条的魅力，了解线条形状
的想象要注意线条疏密变化，从线到形再到具体事物的添加，
让学生不但体会造型的乐趣同时也开发了孩子们的发散性思
维。

在上课前我就感觉这是一节有意思的课，一上课，我给学生
创设了愉快而又新奇的学习氛围，伴着不同动感的音乐，多
指名在黑板上随意画一条线，音乐停止，师生欣赏他们的作
品。问：“你们感觉怎样？”一个站起来说：“乱死了。”
还有的说：“有意思。”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孩子们兴
奋不已，谈完感受后，我像变魔术一样将这乱乱的线变成美
丽的画面，我又画了一个图形，问你能变成什么？顿时，孩
子们又一次七嘴八舌……我的课开始使每个孩子都有了兴趣，
所以这节课课堂活跃，效果很好。

在“七嘴八舌”之后，我把主动性交给学生，让他们动手画
一画，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又引导欣赏作品，分析作品，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仅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也提高了
孩子们的自主探究，合作学习，以及美术鉴赏力，如在欣赏
学生作品时联系自己的作品进行想象，我设计了这样几个问
题：小朋友是怎样添加的？为什么这样添加？你画线条时应
注意什么？你所画的线条成了许多形状，你能把它想成什么
呢？等….学生既欣赏了作品又能和自己的画相联系，使学生



的思维开拓，大胆想象，轻松的获取了美术知识。

在这一节课中，我把激发兴趣、鼓励发现、引导活动作为重
点，学生在愉悦的气氛中增强了想象力和表现力，而作为教
师最大的收获是在教学中适时地引导学生在游戏中发现美、
创造美，并愉悦的参与了他们的活动。再今后的教育教学设
计中，我要不断改变教学手段，努力的开发学生的想象力、
创新潜能，关注学生的新发现，新思路，抓住他们的思维火
花，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

画鸡蛋美术教案篇五

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绘画作为艺术表现的重要
形式，在幼儿园深受幼儿喜爱。幼儿借助绘画舒展内心的喜
好和兴趣，表达着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感受。而作为引导者
的教师，其作用应该主要体现在丰富幼儿的感性经验，激发
其表现美、创造美的兴趣，使之体验自由表达和创造的快乐。
那么，如何在绘画中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把绘画变成
幼儿自由想象、大胆创作、体验快乐的活动，则是教师必须
在绘画教学中首要注重的问题。然而，在目前的幼儿园绘画
教学活动中，还存在许多不尽如意之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固守教材，教学方法单一。目前的幼儿园绘画教学中，
一般都是先看教材，然后从中找出教学目标，教材要求画什
么就画什么。而且方法多是先出示范画进行讲解，再分步教
画，手空练习，教师画一笔，幼儿跟着画一笔，随后再让幼
儿参照范画作画，模仿比较好的还可以再添画一些小花、小
草、小鸟、太阳等，以丰富画面。幼儿在学习中亦步亦趋，
画面大同小异，教师教学方法单一，比较呆板。

二是讲评范围狭小，模式固定。讲评作业时，教师似判断是
非的法官，对幼儿模仿比较象的、画面添加内容多的、画面
干净整洁的作品往往大加赞赏，甚至用小红花、五角星来作



为奖赏。而对画面单调、模仿不象、作业散乱的幼儿作品则
不予肯定，有的甚至批评、指责幼儿没有认真作画。有时为
了维护孩子的自尊，对质量不高的作品干脆不作讲评。而对
绘画天生敏感的幼儿毕竟少数，这少数的幼儿往往成为教师
固定的讲评对象，不利于激发更多幼儿的绘画热情。

三是绘画空间局限，忽视环境布置、区角等在幼儿园绘画教
学中的作用。幼儿园每年或每学期一次的室内外环境布置，
是教师们非常看重的。为了保持墙面的美丽整洁，画面布置
一般都设计在幼儿可望不可及的高处，而能让幼儿伸手可及
的墙面、地面，则必须保持整洁无瑕，不让乱涂乱画，幼儿
只能在纸上或作业本上进行作业。如有违反，往往受到以抹
布擦洗的处罚。幼儿随意发挥的自由创作空间受到了很大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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