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美术活动夏日的星空教案反思(通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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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
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中班美术活动夏日的星空教案反思篇一

1.欣赏作品，感知画面中笔触、色彩、形象所传达出来的感
情，并能用语言进行表述。

2.能通过水油分离的特殊机理效果表现星空。

3.培养幼儿审美情趣，激发幼儿对艺术活动的兴趣。

4.引导孩子们在活动结束后把自己的绘画材料分类摆放，养
成良好习惯。

5.训练幼儿的绘画能力。

1．梵高名画《星空》

2．颜料、托盘、小喷壶、橄榄油、铅画纸

今天俞老师带来了几张色卡，请大家看一下。

教师出示黑、深蓝、深紫、粉蓝、粉红、粉紫色卡

看过这些卡片，你觉得哪些颜色你看过以后会有害怕的感觉。

深的颜色相比浅颜色会让我们更有恐惧和压抑的感觉。



（1）引导幼儿观察、描述画面

幼儿1：我看到了房子、星星、月亮、树。

幼儿2：树像火在燃烧、天空像在旋转。

幼儿3：画面在动、有点晕。

（2）引导幼儿从颜色上欣赏、讨论

老师：这幅画用了哪些颜色？

幼儿：有黑的、灰的、黄的、蓝的……

老师：这么多灰暗的颜色聚集在一起你看了有什么感觉？

幼儿：心里有点不开心、有点害怕。

教师小结：画家用了很多灰暗的深蓝色、还有深紫色，同时
又用了很明亮的黄色，色彩对比非常强烈，给人一种很不安
的感觉。

（3）引导幼儿从线条上欣赏、讨论

老师：这幅作品中画家用了哪些线条？

幼儿：用了波浪线、螺旋线……

老师：哪些地方用了波浪线？给你什么感觉？

幼儿：天空用了波浪线，我觉得云在翻滚……

老师：画家在什么地方用了螺旋线？

幼儿：星星和月亮周围用了螺旋线……



老师：星星和月亮被紧紧地包住了，那是什么感觉？请和你
的好朋友相互紧紧地抱住，感受一下，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肯定很难受）

教师小结：星星和月亮好像被旋涡围住了，大树像火苗一样
向上旋转着上升，蓝颜色、紫颜色和黄颜色对比强烈，画家
用这些颜色和形象表达了自己紧张、忧郁、难过的感情。

让幼儿观看教师的作品上，星空是柔和而轻松的。

幼儿：没有，感觉很舒服很轻松

粉粉嫩嫩的颜色会给人舒缓柔和的感觉。

教师：你们知道我是用了什么方法画的这张星空图吗？

教师重点引导幼儿如何使用水油分离的机理效果表现柔和而
轻松的星空。

（1）出示喷壶、颜料让幼儿想想你可以用这些工具怎么表现
星空。

（2）教师示范并交代创作要点。

幼儿动手创作，教师巡回观察，辅导幼儿表现。

小百科：梵高用夸张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充满运动和变化
的星空。 整个画面被一股汹涌、动荡的蓝绿色激流所吞噬，
旋转、躁动、卷曲的星云使夜空变得异常活跃，脱离现实的
景象反映出梵·高躁动不安的情感和疯狂的幻觉世界。

中班美术活动夏日的星空教案反思篇二

1、观察星空，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2、学会课文中4个生字：闪、希、乘、箭，理解“希望”，
会用“希望”说话。

3、初读课文，感受“我”乘火箭去游太空的美好愿望。

说话训练

激发学生强烈的好奇心

课件、生字。

1、课件演示星空，学生观察说话：你看到了什么?(指名说
话)

学习生字“闪”

2、想象说话：那么美的星空，小朋友很想干什么呀?(鼓励学
生大胆想象)

结合学生说话，让学生观看、认识“火箭、飞船”(课件)

学习生字“乘、箭”

3、 句式说话。

师：小朋友心中那一个个想法，就是美好的――(出示词
语“希望”)

学习生字“希”，理解“希望”。

(1) 用“希望”把刚才的想法说一说。

学生自言自语地说。

指名说。



同桌互说。

(2) 课件出示表格，说一说。

(3) 变换句式练习说话。

4、 揭示课题：望星空。

1、听课文录音。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要求：第一遍自己读，生字圈圈读读
记记。

第二遍，同桌你听我读，互相评议。

第三遍，两人一起读。

3、检查自学情况。

a生字读一读。

b词语读一读。(课件：苹果树上每个苹果上一个词语。)

c读课文。

1、课件观看有关宇航方面的图片，结合介绍“神舟五号”及
杨利伟。

2、思想教育：希望我们小朋友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实现自己
美好的愿望。

中班美术活动夏日的星空教案反思篇三

1.了解星星和月亮在晚上出现。



2.会画美丽的星空。

3.体会星空的美丽。

4.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并能根据所观察到得现象大胆
地在同伴之间交流。

5.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画纸，画笔，星星图片，月亮图片。

画出心中美丽的星空。

一、复习导入。

二、引出月亮。

有小朋友说到了月亮。真棒。太阳公公是白天出现，给我们
带来暖暖的阳光，那么，月亮姐姐就是晚上出来，带给我们
美美的月光。

晚上出来的，除了月亮姐姐，还有什么呀？

哦，对了，是小星星。

三、画出美丽的星空。

晚上，一个大大的月亮挂在天空，还有一些闪闪亮亮的星星
在一边，天空是不是非常漂亮呢？小朋友们应该都见过星空，
在自己心里呢，也有一副美丽的星空。现在，拿起我们手中
的纸和笔，把我们心中的心空画一画吧。

不会画的，在画画中有原则性错误的，老师在一旁引导教导。

四、点评。



哇，小朋友们都画出了美丽的星空呢。每个小朋友的星空都
是不一样的，都非常漂亮。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吧。

在美术教育中，教师的首要目标是帮助幼儿顺利地把自己的
想法、情感，借助于美术这一载体有效地表达出来。在此基
础上根据幼儿的能力、兴趣，在美术的技法、想象、思维等
方面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从幼儿美术教育
的最终目标这一高度来审视美术活动中的评价。评价时，既
不能只重视美术技能，也不是不要美术技能，而是要对其有
一个正确的定位，应把培养幼儿的绘画兴趣、想象力、创造
力作为真正反映幼儿绘画能力的重要指标。

中班美术活动夏日的星空教案反思篇四

1、引导学生观察星空，产生奇思妙想，培养学生留心观察周
围事物的习惯，丰富见闻，积累习作素材。

2、能自拟题目，展开想象，学写想象作文，表达自己的感受。
教学重难点：

根据星空展开想象和幻想，写想象中的事物，鼓励自由表述
和有创意的表达。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课前交流，猜古诗。

二、谈话导入，激发想象

1、同学们，刚才我们背诵的诗词中所写的内容都是诗人的所
见吗？ 还有什么？想象让诗歌更加精彩，充满无穷的魅力。



2、出示爱因斯坦的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
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
识进化的源泉。”

3、除了诗歌，还有很多故事也是想象的，想象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美好。这节课让我们把丰富的想象带到
课堂中来，面对星空一起遐想。 （ 板书：星空遐想）

三、欣赏图片，感受妙趣

1、同学们，晴朗的夜空无边无际，你抬头仰望星空时到过发
现过哪些有趣的现象？

2、同学们还记得《望月》中的小外甥对月圆月缺这一自然现
象产生怎样的奇特的想象？ （ 板书：故事）

3、这些有趣的现象让你想到了什么？出示图，指导学生想象
说话。

四、丰富想象，拓展思路

1、段立男同学看着迷人的月色，产生了奇特的想法。自读片
段，思考：作者是怎样发挥想象的？又是如何将故事写具体
的。 （板书：具体）

2、交流。小结：联系生活、联系神话故事。

4、除了故事，我们还能想到什么？（板书：仙境） 配乐读
《天上的街市》。

五、自由表达，自主写作

星空是什么样的呢?

2、生自由表达，师相机指导。



3、动笔写片段。

4、交流片段，师生互评。

中班美术活动夏日的星空教案反思篇五

1．能提出对四季星空进行探究活动的大致思路并能作出书面
观察计划；在制定观察计划的过程中感知交流与讨论可以产
生新想法并倾听和尊重其他同学的不同观点和评议；能用图
画描述出北斗七星的形态特征。

2．能参与探究四季星空的中长期科学探究活动；在活动中愿
意合作与交流。

3．知道北斗七星，认识秋季里北斗七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了
解秋季的其他星座。

让学生知道北斗七星组成的形状及在天空的位置，了解它的
变化。

图片资料或录像资料

教师可以采取谈话法，以人们对星空探究的历史或星空之谜
等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如果准备了有关星空的录像资料，
可先播放录像，让学生感知星空的美丽与神奇，使学生产生
强烈的探究欲。

活动一：

可以先让学生自主交流课前的观察和发现。在交流中教师主
要把握两点：

一是在观察中要明确自己观察时所处的方位及星座所在的方
位，如对北斗七星的观察。汇报中应提示学生表明观察时是



面朝北的，往“天顶”处可视为南方，往地平线处为北方，
此时人的左面是西，右面是东，北斗七星是属于北天的一个
星座。

二是使学生能将相邻的几颗星组成一些便于记忆的图形，使
之成为“我的星座”，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想像能力，而
且可以启发学生为自己选定观察研究的对象。

组织本活动时，教师可以将此活动分成两个层次：先让学生
自由汇报，让学生充分汇报自己的观察和发现，可以模拟当
时观察星空时所处的方位，便于学生加深对方位的认识；再
让学生画出北斗七星及自己根据想像组成的星座的样子。在
纸上画星座时，应先在纸上定出方位，一般应与实际观察的
方位相对应，如观察北天时，纸的上方为南，下为北，左为
西，右为东。观察南天时，纸的上方为北，下为南，左为东，
右为西。并要求学生在纸上标明方向及观察的是南天还是北
天。之后，组织学生进行小组交流，互相学习与借鉴。

资料卡的内容可以穿插在学生的汇报交流活动之中，使学生
进一步认识北斗七星。

活动二：

建议分三个层次进行活动：

一是先让学生提出自己乐于研究的问题。可以先以小组为单
位在组内开展活动，教师在巡视中有针对性地选择学生提出
的问题并进行恰当评价。对一些不太可行的问题，在鼓励学
生大胆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恰当引导学生提出一些适合学生
探究的、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去研究，不至于使学生的问题成
为空想而不能落实。

二是让学生自己制定观察计划。因观察星空独立性较强，可
以让学生制定各自的观察计划。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教师最



好引导学生长期观察两个以上的星座，一个是北斗七星，一
个是自选的“我的星座”，便于今后掌握星空变化的规律。

在学生制定完观察计划后，应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互
相交流，互相借鉴与补充，教师可在此对学生的观察计划进
行恰当的评价。

自由活动：

制作观星箱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想像：如果要长期观察一
个星座，借助什么样的观察工具比较好?激发学生进行创新想
像。然后教师可以展示观星箱，让学生了解观星箱的作用，
再让学生开展制作活动。

制作过程中，学生不一定采取教科书中提示的方法，可以采
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制作，教师也可以提供其他方法来制作观
星箱。如，利用透明的盒子，在盒盖上用笔画出大小均等的
网格，将盒的周边及盒底用纸糊住，使其不透明，在盒底部
一角打一观察孔即可。如果利用教科书中的制作方法，也可
以将其方法改进，如不用胶带固定线，而是用针在盒子边缘
穿孔，将线穿过，在外面打上结固定住。

制作完毕，可以让学生试用观星箱来观测某一物体，使学生
掌握观察的方法与记录的方法，还要特别强调在观测自己选
定的观察对象时，要选择最佳观察点并且观星箱的位置应固
定不变。同时也提醒学生，因自己选定的几个观察对象在天
空的位置不同，所以每个观察对象要分别用一个固定的观星
箱才能准确观察星座的变化。

本课的课堂评价活动可以穿插在活动之中，进行随机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