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荷花教案反思 荷花小班美术教
案(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美术荷花教案反思篇一

1、观察荷花的主要特征，尝试用涂色、剪、折、贴的方法制
作荷花。

2、初步感知荷花的美。

3、增进参与环境布置的兴趣和能力，体验成功的快乐。

4、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幼儿操作材料、幼儿作画工具。

一、欣赏“荷塘”——引起兴趣

1、（出示照片）夏天到了，花儿都收缩了自己的花瓣，怕被
太阳晒蔫了。荷塘里却绽放了无数艳丽的花朵。瞧，摄影师
把这些美景都拍下来了。你们知看这些是什么花朵吗？（荷
花）

2、小结：荷花不怕太阳，越开越大，粉粉的，映衬在碧绿的
荷叶上更是美丽。

二、操作演示——一朵美丽的荷花



1、教师出示操作材料，引导幼儿观察讨论如何制作荷花。

用蜡笔或炫彩棒给荷花、荷叶涂上颜色。

沿着轮廓将荷花、荷叶剪下来。

按照虚线把花瓣往中间折叠，成一个闭合的荷花。

2、小结：我们只要涂涂色、剪一剪、折一折就能得到一朵漂
亮的荷花。

三、幼儿操作——荷花朵朵开

1、观察幼儿涂色是否均匀。

2、提醒幼儿剪下荷花的时候沿着黑线剪，不要将图案剪坏。

3、引导幼儿观察荷花操作涂上的实线和虚线，提醒幼儿沿着
实线剪下荷花图样，虚线的地方需要折叠。

4、（准备水盆）把做好的荷花放入水中，观看荷花缓缓开放
的美态。

小结：美丽的荷花开放了，让我们把它们布置成一个美丽的
大荷塘吧。

美术荷花教案反思篇二

1、会用吹泡泡的方法，吹画出小花，并能大胆添画多种形状
的花瓣。

2、初步尝试合作作画，体会合作的乐趣。

1、人手一份吹泡泡的工具、实物投形仪、范例、作业纸（下
端均画有小动物）



2、课前带领幼儿玩吹泡泡游戏。

一、回忆如何吹泡泡。

师：“刚才我们和泡泡交了朋友，那你的泡泡朋友是怎样吹
出来的？”

引导幼儿讲出如何吹：蘸泡泡水，放在嘴边轻轻吹。

二、引导幼儿讲出为小动物吹泡泡花。

出示图片（用实物投形仪打出）

师：“呜呜呜，是谁在哭？原来是小动物们在哭，因为它们
草地上的小花还没长出来，真伤心，我们赶快来帮它们想个
好办法，让小花快快盛开吧！”

启发幼儿讲出用吹泡泡的方法帮它们种上小花。

师：“刚才我们和泡泡交了朋友，那就请这些美丽的泡泡来
帮它们变出小花吧！”

三、讨论、学画泡泡花的方法。

1、“泡泡花怎样画呢？”启发幼儿讲出先吹泡泡在纸上，幼
儿来示范，提醒对着纸头吹。

2、“怎样让泡泡花开得更美丽？”启发幼儿讲出为泡泡添上
美丽的花瓣，幼儿来示范，重点提醒幼儿要一朵一朵把花画
清楚。

出示范例（画好的泡泡花），观察有些什么花瓣，自己还会
画什么花瓣。

四、幼儿作画，教师提要求：



1、小朋友到自己喜欢的小动物那先吹上美丽的泡泡。

2、草地上的.泡泡吹满了，就可以用笔为它添上美丽的花瓣，
花瓣的形状越多小动物越开心。

3、如果你喜欢的小动物那儿很挤，你怎么办？提醒幼儿会谦
让。

幼儿作画，教师重点指导幼儿画花瓣，鼓励幼儿画和别人不
一样的花瓣。

4、以小动物的口吻简单评价幼儿作品。

引导幼儿一起跳个“找朋友”。

美术荷花教案反思篇三

1.学习用油水分离法画荷花。

2.能结合夏天的特征，创造性地表现荷花的不同形态。

3.大胆尝试绘画，并用对称的方法进行装饰。

4.培养幼儿的观察、操作、表达能力，提高幼儿的审美情趣
及创新意识。

5.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1.各色水粉颜料、油画棒、调色盘、刷子、画纸。

2.魔术道具(乾坤袋)、范画、夏天背景图、ppt。

1.魔术情境导入，感受荷花的多种形态，激发幼儿作画的兴
趣。



(2)表演第一个魔术“变夏天”，导入“夏天背景板”，引导
幼儿欣赏并提问：“你都看到了什么？荷花有哪些形态？”
并小结。

2.第二个魔术——荷花开了，示范讲解“油水分离”画法。

师：下面我要表演的魔术就跟美丽的荷花有关，请欣赏魔
术“荷花开了”。

(1)在表演魔术过程中，讲解准备用具、荷花的绘画步骤。

(2)魔术表演完利用ppt演示淡幼儿揭秘魔术的原因。

3.幼儿学习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1)指导幼儿先用油画棒画出自己喜欢的荷花形态，并大胆添
画夏天的景色。

(2)指导幼儿画完要画的内容后选择自己喜欢的水彩颜色在画
好的画面上罩染。重点观察幼儿蘸色、罩染的情况，鼓励和
引导幼儿大胆尝试快速、均匀的罩染方法。

4.引导幼儿展示、欣赏、评价作品。

(1)创设魔法城堡正在装修的情境，引导幼儿将画好的作品展
示在魔法城堡的城墙上。

(2)引导幼儿互相交流，说说喜欢的作品及理由。

5.活动延伸。

(1)将活动材料投放在美工区，鼓励幼儿继续学习用油水分离
画法，表现夏天等其它事物。

(2)请小朋友回家为爸爸妈妈展示一下“荷花开了”的魔术。



告诉幼儿魔术表演结束了，一起离场。

美术荷花教案反思篇四

1、学习用锯末做画的方法。

2、体验做锯末画的乐趣。

3、了解多种做画方法。

1、每组粉、绿、蓝等颜色的锯末各一盘。

2、16开白纸、水彩笔、胶水每个幼儿一份。

3、教师用范画一张，示范用的大白纸一张等。

1、教师出示范画，引起幼儿做画兴趣。

2、教师边讲解边示范做锯末画――荷花。

3、幼儿做画，教师巡回指导。

（1）幼儿先画出荷花、荷叶等池塘画面。

（2）在荷花荷叶上涂满胶水，注意胶水不能出来边，把相应
颜色的锯末撒在上面，轻轻按压一下，再把作品立起来轻轻
抖掉多余的锯末。

（3）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添加一些水文等。

（4）把多余的锯末收拾干净，把其他做画工具放入教室里的
美工活动角。

4、作品讲评、展览。



（1）幼儿自评。

（2）幼儿互评。

美术荷花教案反思篇五

1．使幼儿在边欣赏边探究边尝试的过程中，感受潘天寿的指
画特点，初步萌发对潘天寿的敬仰之情和对指画的兴趣。

2．引导幼儿通过水印游戏，拓展指画方法，体验用手的.不
同部位（不同手指、不同组合）作画带来不同效果的乐趣，
激发创造思维。

材料准备：课件（潘天寿代表作品――《映日荷花》），幼
儿作画工具（涂碘宣纸、宣纸、墨、颜料等）。

经验准备：幼儿欣赏过潘天寿的作品，对潘天寿有一定的了
解；有一定的水墨作画经验。

1．作品激趣，欣赏切题

(l)教师出示潘天寿作品《映日荷花》，并引导幼儿赏析“你
看到了什么？”（水墨画、荷花）

“你觉得美吗？哪里美？”（花、叶子、墨晕）

“你知道是谁画的吗？”（潘天寿爷爷、陈明纲爷爷……）

“他是用什么工具画的？”（毛笔、宣纸、国画颜料……）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你猜的对不对？”

(2)课件展示潘天寿手指作画的照片



分析：在课件的展示下，幼儿将注意力和已有知识经验一下
子集中在了潘天寿爷爷身上，能说出潘天寿爷爷是宁海人，
是一位世界著名的国画大师。同时，他们对于课件中的国画
绘画工具也不陌生，在此他们将国画和绘画工具进行了很好
的联系。但潘天寿画指画的照片的出示使他们感到意外，国
画怎么可能是用手指画的？这个问题激发了他们探究指画的
兴趣。

2．局部探究，初涉指画

师：“你知道潘爷爷是怎么把画画出来的吗？”（根据作品，
幼儿猜测并尝试指画）

幼：“花茎，用手指勾画出来的。”（师请幼儿现场尝试）

幼：“荷叶，用手掌抹画出来的。”（师请个别幼儿尝试抹
画）

幼：“花茎上的点，用手指点画出的。”（也请小朋友尝试
点画）

师：“潘爷爷为什么用手指勾画茎，用手掌画叶，用手指印
点？”

幼：“手指印：点（茎节点）。”

幼：“手指勾画：线（茎）。”

幼：“手掌抹画：面（荷叶）。”

师：（小结）“潘天寿爷爷的指画可谓别具一格，他用手的
不同部位来画点、线、面，还经常以波墨指染，以掌抹作荷
叶，以指尖勾线。我们在作画时也要思考：我要画什么？它
是什么样的？可以用手指的哪个部分来画。”



分析：在此环节中，幼儿能大胆猜测并表述自己的观点与想
法。现场的猜测验证使孩子们跃跃欲试，首先将画面上的点、
线、面与手指进行联系，如花茎上的点是用手指点出来的；
因为荷花茎是长长的，所以用手指画线就能画出来；具有难
度的是荷叶，但经过教师引导，幼儿发现了自己的手和画面
之间的联系，因为荷叶是宽宽的，所以用手掌来画。在此环
节中，教师还对孩子们的语言进行概括提升，如线可以用手
指勾画出来，比较大的面我们可以用手掌来抹画等，为下一
步的作画作好经验提升。

3．水印游戏，拓展方法

师：“除了用手指点画、勾画，用手掌抹画，我们的手还可
以怎样作画？”

教师为每组提供一张涂碘宣纸，让幼儿用手指作画。

教师引导集体分享讨论：“你还有什么画法？画出来是什么
样的？”

分析：此环节让幼儿在涂碘纸上用手蘸水进行探索，不但激
发了幼儿的表现欲，还能将孩子的作品留住，并让他们对他
人的方法进行联想和拓展，如几个手指同时勾画，手指弯曲
勾画、印画，用掌侧刮画，用拳头印画等。

4．实践指画，表达表现

教师为每组提供一份墨、水、颜料、人手一份宣纸，并提出
作画要求：“先想好自己要画什么，用手的哪部分画，注意
画面整洁”。

幼儿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分析：经道猜测、探究、拓展，此环节可以让幼儿将自己所



获得的经验进行表达和表现。

5．欣赏评价，体验成功

教师引导幼儿个体自我评价：“你觉得自己的作品最令人满
意的地方在哪里？是用什么方法画的？”

教师引导幼儿集体互动评价：“你喜欢哪幅作品？为什
么？”

教师小结，活动结束。

分析；教师通过幼儿自荐式的评价对他们的创作和亮点加以
肯定，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体验成功感。教师通过带
领幼儿集体互动评价，使他们能以获得的经验去欣赏和评价
他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