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艺术教学设计(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大班艺术教学设计篇一

1、倾听音乐并感受xxx|的节奏，在熟悉音乐节奏与结构的基
础上进行游戏。

2、能按音乐节奏做出机器人走、动相互传递的动作。

3、理解传递的模式，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的默契与快乐。

音乐《莫扎特第四十交响曲》剪辑。

1、你们见过机器人吗?(见过)

2、谁来说说机器人是怎么样的?(幼儿用动作来表现)

3、木头机器人是软软的还是硬硬的?(硬硬的)

4、你们见过声控机器人吗?(没有)

5、声控机器人就是声音控制的。

(用指示让幼儿体会声控机器人的特点)

活动评析：机器人的话题本身幼儿就很感兴趣。

听音乐，看看机器人是怎么走路的?它的节奏是什么?



(师幼一起学机器人走路。教师用1234节拍提示幼儿)

活动评析：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让幼儿进一步对声控机器人
产生兴趣。

1、刚才呀，我们机器人的电快用完了，怎么办?(教师示范如
何充电)

2、我刚才是怎么充电的?(买插头;找电源充;到加油站加油;
买电池)

3、可以按头，还可以按哪里?

(听音乐，师幼共同做动作)

活动评析：音乐节奏感鲜明，幼儿很感兴趣。不同的节奏之
间的转变，极具情境性。

1、我来看看机器人的'电都有没有充满。(摸一摸幼儿的头)

2、哎呀，都没有充满哦，我的电是满的

(老师下位随机按幼儿，让其充电。)

3、同伴间如何充电?(请老师示范。)

4、刚才是怎么充电的?这叫什么?(幼儿两两结合)

(请幼儿示范正确的和错误的动作，明确游戏规则。)

5、机器人们，教师还有一些机器人等着我们充电呢。

活动评析：教师游戏化的语言贯穿于整个活动，这能够让幼
儿在整个活动中沉浸在这个快乐的音乐游戏中。



活动评析：两位教师在示范的时候，形象逼真，对头部、肘
关节、臀部、肩膀的充电，幼儿很感兴趣。

幼儿上去示范错误和正确的动作，能够让幼儿自己意识到正
误，再次明确游戏规则，加深影响。

活动的导入通过迁移幼儿已有的关于机器人的经验激发幼儿
的兴趣。活动中教师帮助幼儿不断的感知音乐的节奏，节奏
快速慢速的不断转换，使幼儿一直沉浸在游戏的快乐体验中，
避免了游戏的枯燥和重复练习。教师通过游戏化的语言和机
器人生硬的动作帮助幼儿掌握xxx的节奏型。当老师发现幼儿
出现问题是=时，能用游戏化的语言引导幼儿说出自己的问题，
帮助幼儿达到自我学习和全班共同学习的效果。如：两名幼
儿在游戏的过程中玩的很兴奋，出现没有按照老师要求行动
的情况，老师说：这两个机器人有点不受控制，我帮他们调
整下程序。后面幼儿两两相互充电的时候，这两名幼儿还出
现了动手的现象，老师以机器人的身份介入，帮助他们充电。
这样既没有影响到别的幼儿和上课的环节，又让这两名幼儿
继续回到了游戏中。

大班艺术教学设计篇二

活动目标：

1.倾听音乐，尝试随乐表演故事《三只小猪》的基本情节--
盖房准备、房子建造、大灰狼来了。

2.在盖砖房子动作的基础上，尝试探索盖木房子和草房子的
动作；在”大灰狼来了“的情境中，根据不同的小猪角色做
出相应的动作反应，3.锻炼快速反应和保持造型的.能力。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已听过《三只小猪》的故事。



2.物质准备:《三只小猪》音乐。

活动过程：

一、故事引入,激发幼儿参与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你们都有听过《三只小猪》的故事吧,那最厉害
的是哪一只猪呀?猪老三是怎样盖房子呢?今天我们来学学吧。

二、初步感受乐曲,跟随音乐表现”猪老三盖房子“的动作。

2.再次倾听,并随音乐做动作。

提问:刚才猪老三造了四个房间,哪四个房间?

3.再次倾听音乐,引导幼儿说说盖一个房间需要搭几个砖头。

4.师幼扮演小猪盖房子的角色,尝试用打地基、搬砖头等动作
表现音乐中小猪盖房子的故事情节。

三、尝试创编”猪老大和猪老二盖房子“的动作,随音乐表
现”小猪盖房子“的故事情节。

2.随音乐表现”猪老二盖房子“的故事情节。

3.启发幼儿依据草房子尝试自编盖房子的动作。

教师:猪老二的房子是一块一块的木板往上叠,那猪老大的草
房子,怎么叠呢?

4.随音乐表现”猪老大盖房子“的故事情节。

5.随音乐完整玩”小猪盖房子"的游戏。

四、循环游戏教师：砖头房子盖得太结实了,大灰狼没辙了,



看来只能换个地方去抓小猪了。

活动延伸：

区域活动：小舞台表演中可以继续巩固这个游戏，也可以根
据角色来进行童话剧表演。

提示：此教案有配套的课件

大班艺术教学设计篇三

1、能够掌握基本的撕纸方法。

2、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3、通过欣赏作品，感受撕纸画的美，从而激发幼儿对撕纸活
动的兴趣。

各种撕贴材料若干（旧挂历纸、报纸，卡纸，不干胶、白纸
等）；用报纸，卡纸做成的示范撕纸画。

1、谈话导入

（1）小朋友们看看老师带来了什么东西？（展示报纸）

（2）那我们小朋友知道报纸有什么用吗？（可以阅读新闻）

（3）可是看完了我们就要把它丢掉吗？老师家里多了这么多
的报纸，小朋友们能帮老师想想办法，怎么能把这些报纸利
用起来呢？（幼儿自由回答，激发想象意识。）

（4）小朋友们想了这么多的办法，老师有位好朋友是魔法师，
她叫做“妙妙”，她告诉老师用这些废旧报纸可以变成一幅
美丽的`画。你们想不想看？（想）可是想看画呀可要闯关，



你们要来猜猜老师手里的这些图形。

2、出示报纸撕成的各种图形。请幼儿自由联想，猜猜像什么。
并引出如何变出这些美丽的画，探究出撕纸的方法。

3、示范撕纸，边撕可边讲解要点（撕的时候要沿着自己想好
的图形边想边撕，慢慢撕，不可撕得太快）并将撕好的作品
组合，涂上漂亮的颜色，形成撕纸画。

4、提出撕纸要求

（1）不乱丢碎纸，保持地面的干净。

（2）要节约用纸，想好了再撕。

（3）使用胶时，要注意保持衣服，桌面的整洁。

5、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并鼓励幼儿大胆创作，帮助能
力较弱的幼儿，

6、请幼儿介绍自己的作品，举行一次撕纸画的作品展。

大班艺术教学设计篇四

1.丰富20xx年月份的教学活动，让孩子们感受中国传统节
日“春节”，了解春节的一些风俗习惯。

2.通过系列手工和美术活动，发展孩子的`动手动脑能力。

20xx年月份

微型课程、手工美术活动。

四、活动内容安排：



美术手工课程：绘画——糖果手工——做鞭炮、剪窗花、做
灯笼

课程内容设置：让孩子了解新年的来历，学习拜年礼仪，学
说新年吉祥话、学习歌曲《新年好》，在春节期间的安全教育
“安全在我心中”，内容：春节期间要注意饮食;合理安排好
饮食与休息;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远离烟花爆竹;走亲访友要
有礼貌，跟好家人。

进行新春环境布置、花灯展示、欣赏活动。

附：该方案涉及活动：

1.搞好宣传，营造氛围

2.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进行新春环境布置

3.组织开展幼儿绘画作品参展活动

4.组织开展迎新年联欢庆祝活动

5.花灯展示欣赏活动

6.“安全在我心中”主题教育活动

大班艺术教学设计篇五

1、欣赏中国和外国有特色的建筑，感受中外建筑风格的不同
特点。

2、对各种经典的建筑感兴趣，并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教师提前阅读中外建筑的相关资料，便于及时



引导与梳理。

2、课件准备：“中国建筑”组图；“中国建筑局部”组
图；“外国建筑”组图。

3、材料准备：画笔、画纸。

活动过程

一、讨论关于“建筑”的话题，激发活动兴趣。

——除了我们平时住的房子，你还见过什么特别的建筑吗？

——那些建筑有名字吗？

——有些什么地方让你印象深刻？

二、出示组图“中国建筑”，引导幼儿欣赏中式建筑的风格。

——你知道这些建筑物的名字吗？

——它们给你什么感觉？

小结：这些都是中国建筑，它们的名字叫布达拉宫、故宫、
天安门和天坛，这些建筑都非常古朴、宏伟、有气势。

三、出示组图“中国建筑局部”，通俗介绍中式建筑的特点，
带领幼儿感受中式建筑的'美。

——中式建筑的屋檐是什么材质？什么造型？（木质、反翘）

——中式建筑大多是什么色彩？（古朴或吉祥色彩）

——中式建筑多以什么为装饰图案？（龙、凤、狮等）



四、出示组图“外国建筑”，引导幼儿欣赏外国建筑的风格
特点。

——这些建筑和前面的给你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你觉得它们漂亮吗？

小结：中式建筑多以木瓦为主材，外国建筑多以砖石为主材；
中式古建筑楼层大多不高，外国建筑喜欢“顶天立地”，所
以大多都很高。虽然中国古代建筑和外国建筑风格不一样，
但都很漂亮。

五、讨论交流，鼓励幼儿大胆表达。

——你最喜欢哪座建筑呢？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小结：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所以喜欢的建筑物也不一样。

六、发放绘画材料，鼓励幼儿画出自己喜欢的建筑物。

——你还记得你喜欢的建筑吗？

——试着把它画出来吧！

活动延伸

区域活动：在语言区，投放中外建筑的照片，引导幼儿进一
步感受中外建筑的风格并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附【小知识】

中国建筑特点



中国建筑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最精彩、
最直观的传承载体和表现形式。主要有四大特点：

（1）大气：体现在大门、大窗、大进深、大屋檐，给人以舒
展的感觉。大屋檐下形成的半封闭的空间，既遮阳避雨，起
庇护作用，又视野开阔，直通大自然。大气，最充分地体现
了中国传统建筑“天人合一”的思想。

（2）生气：体现在四角飞檐翘起，扑朔欲飞，让建筑物（包
括塔、楼）的沉重感显得轻松，凝固中体现灵动。

（3）富丽：体现在琉璃材料的使用上。它寿命长，颜色鲜艳，
在阳光下耀眼夺目，在各种环境中显得富丽堂皇。

（4）重山林风水：有山，易取其势，视野开阔，排水顺畅；
有林，易取其物，苍柴丰盛，鸟鸣果香；有风，易得其动，
空气清新，消暑灭病；有水，易得其利，鱼虾戏跃，鹅鸭成
群。故此，若靠山面水，侧有良田沃土，阳光充沛，兼有舟
楫之便，当然是公认的宜于人类生存的最佳选址。

中外建筑的不同

1、建筑材料的不同

外国建筑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
砖石结构系统。诸如埃及的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
斗兽场、输水道，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
无一不是这部“石头史书”中留下的历史见证。而中国建筑
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
“木头的史书”。

2、建筑空间的布局不同

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类似于



“四合院”模式。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
庙…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偏向
高空发展。

3、建筑的发展不同

中国的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30不变。与中国不同，西方建
筑经常求变，其结构演得比较急剧。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古
罗马的拱券、穹隆顶技术，从哥特建筑的尖劵、十字拱和飞
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无论从
形象、装怖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変化。这反映了西方
人敢于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精神。

4、建筑价值的不同

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
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言传手教，靠
实践，靠经验。外国建筑美的构形意识其实就是几何形
体，“适用、坚固、美观”这一经典的建筑三要素观点，被
后人奉为圭臬，世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