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拼小人教案及反思(优秀11篇)
教案能够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效率，合理安排时间，确保课堂
达到预期效果。下面是一些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高二教
案案例，希望能够对大家的教学有所帮助。

拼小人教案及反思篇一

根据记忆找出与大卡片上图案有相似的气球粘贴画

活动准备

1、大卡片8张；

2、延伸活动材料

活动过程

“小朋友，来看一下这张‘小人国’狂欢节的卡片，看一下
小矮人们他们在干什么？

“原来，小矮人们他们找不到舞伴，站在宫外进不去，也参
加不了舞会，所以国王想让小朋友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舞伴，
但要求必须男孩和女孩的气球有相似的`地方，当老师出示大
卡片的时候，小朋友看几秒钟后，找出与大卡片上相似的小
卡片，贴在任意一对小舞伴上（要求男孩灰色，女孩白色）
（操作完毕收卡片，做游戏）

小朋友，国王很高兴小朋友能帮助小矮人找到舞伴，送给我
们一棵神秘的大果树，果树上粘满了许多神奇的好吃的果子，
小朋友想不想吃？小朋友看到手上自己的奖品了吗？那么你
只有找到跟你手上的小奖品相似的礼物袋上的图案，才能吃
到神奇的果子。



拼小人教案及反思篇二

1.学习用大小指纹点画出人的头和身体。培养幼儿大胆想象
和添画的能力。

2.体会运用新的绘画方式手指点画进行美工活动的乐趣。

1.我家成了小人国的画面。

2.家中物品的`剪纸。

3.勾线笔、颜料。

一、引发兴趣

1.欣赏：我家来了一群小小人，找找这些小小人和平常人有
哪些不同。

2.讨论：小人国画面内容。

二、师生合作演示

1.用大手指纹点画身体，用小手指点画头。

2.用勾线笔画手臂和腿，表现动态。

3.教师介绍使画面饱满的方法，将背景放大，或增加人的数
量。

三、引导幼儿创造表现

1.选择一个家中物品的剪纸，粘贴在画面上，大胆画出自己
想象的内容。

2.用小小人的聚与合，表现想象的场景。



3.画出不同形象的手指点画小人，使画面丰富有情趣。

4.添画背景，表现“快乐小人”的情节。

四、交流

幼儿互相讲述“快乐小人”的故事。

拼小人教案及反思篇三

1.能用火柴棒和图片组合，创造性的拼出人的各种动态。

2.感受多种运动姿态，会用彩笔给作品布设场景。

3.发展幼儿的观察力、空间想象能力。

4.乐意参与活动，体验成功后的乐趣。

1.火柴棒、图片若干、白纸若干、水笔人手一支。

2.亚运会视频

1.播放视频《亚运110米栏决赛》。

师：今年的11月12日在广州举行里了亚运会，老师截取了一
段关于亚运会的视频，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放视频）

提问：你们看到了什么？

小结：这段视频就是刚刚结束的亚运会110m栏的总决赛赛况，
中国选手刘翔和史冬鹏非别活得了冠军和亚军。

2.谈谈我们喜爱的运动项目。

师：你们还知道有哪些体育项目？



3.游戏：猜猜我在做什么运动？

（1）师：今天有一个调皮的小人，他想给小朋友表演他做的
运动，小朋友来猜猜他们做的是哪种运动，好不好？（出示
图片）

4.幼儿操作活动。

（1）幼儿在a4纸上自由拼出小人的各种动态，并用水笔给作
品布设场景。

操作要求：今天老师为每位小朋友准备了白纸、火柴、浆糊，
请小朋友拼出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并添画上背景。

（2）教师巡回指导，对能力弱的幼儿给予帮助。启发幼儿可
以通过连接两根或折断一根火柴来表现手臂或腿部的弯曲动
作。

5.展示和相互交流。

将幼儿的作品展示在白板上，请幼儿相互介绍自己所画的小
人是什么动作。

大班幼儿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已初步发展，在活动中我借助
音乐、动作、语言、图片等多种方式帮助幼儿了解运动，提
高了幼儿自我观察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孩子自己的价值，从
而使幼儿获得真正的满足。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积极主动
性较高，学习效果较好，达到预期的活动目标。现我反思如
下：

第一次上教研课，虽然事情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是当老师
一个个进班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有一点点担心，
总怕自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一节课下来，觉得小朋友和自己的配合还是不错的。就是由
于自己的一点点紧张，在教课过程中一些细节处理上还不是
很到位，比如说：个别汉字发音不准、在幼儿操作前，没有
很好的提醒幼儿场景布设时的一些注意事项。

我努力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不仅教育好学生，还会努力提
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拼小人教案及反思篇四

1.能大胆尝试用火柴棒拼摆，创造性的拼出人的各种运动姿
势。

2．能有规律的念儿歌，体验仿编成功的愉悦。

3．感受多种运动姿势，会用简笔画表现所拼姿势。

4．能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体验成功的快乐。

5．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1．幼儿了解多种运动项目及姿势、动作。

2．火柴棒，白纸，水彩笔。

3．《运动员模仿操》录音磁带。

一、在《运动员模仿操》的伴奏下，幼儿边跳边唱入场，感
受身体的运动。

小朋友春天到了我们一起来做运动锻炼身体吧。

二、谈谈自己喜爱的运动及知道的运动项目。

我们都做了哪些运动？你还喜欢哪些？



你来做一做，我们来猜一猜

三、学习儿歌《拼小人》。

今天有个调皮的小人，它也来和我们一起做运动。听一听他
做了那些运动：

儿歌：拼小人火柴棒一根根我用棒棒拼小人拼个小人立正站
拼个小人跨步走拼个小人打篮球拼个小人爬山坡小人个个爱
运动身体健康棒棒棒！

提问：小人做了哪些运动？这个儿歌有什么特点？我们念的
时候要怎么样？我们一边拍手一边念儿歌。

四、幼儿学习用火柴棒拼小人。

1.幼儿用火柴棍拼小人。

下面我们就来拼拼小人。儿歌里的小人是立正站？怎么拼呢？
哪个小朋友来试试。

2.学习用折断或链接的方式拼小人弯曲的环节。

哪个小朋友来试试。老师这里也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你们
看！这是一根火柴棍，我把它怎么样了呢？那你们看它是不
是弯了呢？小朋友的方法真好，老师这也有一种，如果你不
想折断火柴棒的话，还可以用两根火柴拼一起，你们看，弯
弯的腿就拼出来了。

五、幼儿操作

1.幼儿在桌上自由拼出小人的各种动态，并用水彩笔将所拼
的运动记录下来。

刚才儿歌里的小人做了几种运动，他们还想做别的运动，请



你们帮助他。我们小朋友也来试试用火柴棒拼小人，看看谁
拼的多，谁拼的小人最爱运动。

用火柴棒拼摆自己喜爱的运动项目。用简笔画按拼的样子记
录下来。

2.教师巡回指导，对能力弱的幼儿给予帮助。

六、展示幼儿作品将幼儿作品展示在白板上，请幼儿相互介
绍自己所画的小人是什么动作。

拼小人教案及反思篇五

1. 尝试绘画哈哈小人，探究画面中人物造型的变化与折纸方
法的关系；

2. 感 受小人不同的变化所带来的乐趣。

幼儿用纸、笔若干

今天我们就来画小人，画什么样的小人呢，画一个“顶天立
地”的小人。

1. 提问：什么是顶天立地？

2. 幼儿在纸上表现“顶天立地”的小人。

1. 幼儿第二次在折纸上表现“顶天立地”的小人 。

师：这次我们画在黄色的纸上，要求：一画的顶天立地，二
是可以画自己想画的小人，三是不要打开这张纸。

2. 幼儿尝试在折纸上画顶天立地的“小人”，幼儿作画，老
师巡回指导。



3. 幼儿观察打开折纸后“小人”的变化。

4. 幼儿思考并尝试连接断开处的方法。

引导幼儿发现“小人”的变化，并尝试寻找其中的秘密。

总结：原来什么东西画在折线上就能变长。

5. 幼儿将自己的作品展示在黑板上。

教师引导幼儿观察同伴的作品，说说他们分别把“小人”的
哪个部位变长了?

1. 幼儿欣赏、比较同伴的作品，发现与众不同之处。

2. 幼儿再次思考新的问题并延伸操作。

延伸活动：如果把纸再怎么折，或尝试画别地东西，又会有
什么好 玩的发现呢？

拼小人教案及反思篇六

1、探究画面造型变化与折纸的关系。

2、感受"哈哈小人"带来的乐趣。

发现人物造型与折纸之间的变化规律。

引导幼儿发现上述变化的规律，并能根据规律进行想象与表
现。

哈哈小人的范画、记号笔20支、黑板一块、小框5个，人手三
张不同颜色的彩纸

一、谈话导入，激发幼儿兴趣师：我们在幼儿园已经学会了



不少的本领，能告诉老师你最能画什么？教师总结幼儿回答
的种类。你们真了不起。但是今天我要请小朋友们画一样东
西，请你们画一个"顶天立地"的哈哈小人。

二、出示"哈哈小人"，幼儿观察，尝试画出一摸一样的"小
人"

1、重点解释"顶天立地"师：那什么是顶天立地？顶天是什么
意思呢？（头顶着天）那立地呢？（脚踩着地）所以，这幅
画要画得怎么样？（画得高、画得大）。给你们一点时间，
仔细观察这个小人的摸样和大小。

2、幼儿观察范画，你觉得你观察好了，请你们举手（教师拿
走范画）请注意了，篮子里有一张粉红色的纸，请你在这张
粉红色的纸上把你观察到的小人画出来。

3、幼儿第一次作画，教师引导幼儿画顶天立地的小人。

师：他是什么样的？做的是什么动作呢？不管画好没有，请
把笔放下来，现在来看看我的哈哈小人。

4、幼儿的画和范画进行比较。和你画得做一下比较，画之前
我提过要求，画得要怎么样？（顶天立地）要画的高、画的
大。第二个要求是画你观察到的小人。现在和你纸上的小人
比较一下，哪些地方是一样的，哪些地方需要在重新修改一
下的，有吗？在给你们一次机会，把需要修改的地方重新在
改一下。

5、幼儿修改画面再次做比较。

三、探究"哈哈小人"，，发现画面造型与折纸的关系

（一）、尝试在折纸上画"顶天立地"的小人



1、请幼儿在折好的纸上画顶天立地的"哈哈小人"师：在黄色
的纸上请你再画一遍你观察到的顶天立地的小人，注意不能
打开这张纸。你发现这张纸上跟刚刚那张有什么区别呢？注
意画的时候不能把纸头打开喔。

2、幼儿画画，教师观察幼儿画画的位置。

（二）、展开纸，比较发现折线与断点的关系

1、师；现在可以把纸打开了，告诉我，你的小人怎么啦？

总结：如果你把小人的某一部分画在折线的地方，当你打开
的时候，折过的地方可能是断掉的，这个折过的地方叫"折
痕"。

（三）、尝试连接断开的小人，感知折线与画面断开的关系

1、师：如果请你把小人断掉的地方连起来，会有什么有趣的
事情发生呢？想试一试吗？

2、幼儿操作，教师巡回观察指导师：你的什么变长啦？（脸、
身体…..）

3、作品展示：猜猜这个小人会哪里变长呢？你为什么会这么
猜？

总结：什么东西画在折线上，什么就会变长。

四、再次探究，理解折线与画面变化的关系

1、尝试变出不一样的小人师：如果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准
备把小人的什么变长呢？最好要和刚刚变得不一样。

2、提出要求：



师：再找一张蓝色的纸，把你想要变长的地方想好了，画在
这张纸上。

3、幼儿作画，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4、讲评师：你们真棒，画的越来越好，变得也越来越多了。

大班美术活动《哈哈小人》是通过让幼儿画小人来体验小人
身体各部分能够延伸变长的现象，并且通过三次操作活动让
幼儿探索、发现使小人身体各部分能够延伸变长的秘密，从
而发展幼儿的空间能力。虽然画的小人很简单，但是简单之
中蕴含了一种比较复杂的规律，这是一次探索性很强的活动。
对于大班的幼儿来说，具有极大的探索价值。能够提升幼儿
动手操作的能力和思维的能力，有许多幼儿都能够延伸小人
的头、手臂、身体等。如果，能够在讲评时，能在投影仪上
示范幼儿小人变长的过程，那效果会更佳。活动中我主要抓
住了幼儿喜欢画画这一特点，逐步激发幼儿探究兴趣，引导
幼儿进入探究过程，让幼儿自始自终感受探究的趣味。通过
这个活动，也让我喜欢上了美术活动，以往一直以为美术活
动很难在公开教学中出彩，其实一个有效的教学活动并不是
现场的热闹和丰富，更多的是看它的有效性。通过这个活动，
我也开始思考美术活动中如何让孩子学得愉快，教师教得轻
松。

拼小人教案及反思篇七

1. 能在有折痕的纸上绘画完整的小人，发现折痕与小人的关
系。

2. 感受绘画哈哈小人变化的乐趣。

3. 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 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 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表现"顶天立地的小人"造型

发现"小人"造型的变化与折纸的关系

1．幼儿第二次在折纸上表现"顶天立地的小人"。

2．幼儿观察打开折纸后"小人"的变化。

3．幼儿思考并尝试连接断开处的方法

1．幼儿欣赏、比较同伴的作品，发现与众不同之处。

2．幼儿再次思考新的问题并延伸操作。

大班幼儿已有的绘画技能和对事物摆放位置的空间经验都为
他们的探索、创造提供了条件.随着纸的折叠变化，让孩子们
在打开后纸后的发现，使幼儿知道画画位置落在折线的不同
部位来探究"小人"造型的变化。因此，一旦发现变形夸张的
原由，无意创造就变成了有意想象与创造，幼儿也会不满足
于一个活动的所获，希望可以把学到的和感悟到的迁移到更
多、更广的领域。

拼小人教案及反思篇八

1.能在有折痕的纸上绘画完整的小人，发现折痕与小人的关
系。

2.感受绘画哈哈小人变化的乐趣。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表现"顶天立地的小人"造型

发现"小人"造型的变化与折纸的关系

1．幼儿第二次在折纸上表现"顶天立地的小人"。

2．幼儿观察打开折纸后"小人"的变化。

3．幼儿思考并尝试连接断开处的方法

1．幼儿欣赏、比较同伴的作品，发现与众不同之处。

2．幼儿再次思考新的问题并延伸操作。

大班幼儿已有的绘画技能和对事物摆放位置的空间经验都为
他们的探索、创造提供了条件.随着纸的折叠变化，让孩子们
在打开后纸后的发现，使幼儿知道画画位置落在折线的不同
部位来探究"小人"造型的变化。因此，一旦发现变形夸张的.
原由，无意创造就变成了有意想象与创造，幼儿也会不满足
于一个活动的所获，希望可以把学到的和感悟到的迁移到更
多、更广的领域。

拼小人教案及反思篇九

生活中，孩子喜欢照哈哈镜，镜中人物的变形夸张让幼儿嬉
笑不已。该活动以照哈哈镜生活经验为基础，以画哈哈小人
为切入点，教师引导幼儿发现小人变形夸张的原因，使幼儿
在画画中由无意识绘画变成有意想象和创造，同时让幼儿在
画哈哈小人过程中，感受到小人形体变化的乐趣。

1、通过观察图片，能用勾线笔画出观察到的小人。



2、探究画面造型变化与折纸的关系。

3、体验其中的乐趣。

4、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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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方形桌子4张、小筐若干、小型吸铁石若干、记号笔16只、
黑板一块、浅红或浅绿色a4纸若干张。

一、 观察“小人”，尝试画出一模一样的小人

1、 观察范例 ：出示“哈哈小人”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模仿画
出相同的小人

师：仔细看一下这个小人，看清楚这个小人的模样、大小。

幼儿第一次尝试操作并交流

要求：找一张白色的纸竖起来，画得一模一样;顶天立地

比较作品与范例的差异。

二、 探索“小人”，发现画面造型与折纸的关系。

1、 请幼儿在折好的纸上画顶天立地的小人。(画顶天立地的
教育目的是让幼儿不要把小人画的太小，以免达不到实施效
果)

2、 幼儿绘画，观察幼儿选择绘画的位置;

3、 引导幼儿观察打开后折纸上小人的变化;



4、 探究小人变化的原因，想一想出现不同变化位置的原因。

提出质疑：

为什么小人断开了?

为什么有的小朋友的小人没断开?

5、 小结研究后的结果。

6、 小人连线，探究变化。

三、展示幼儿的作品，观察彼此把画面的哪里进行了变化。

引发思考 ：想象折纸方向、数量的变化以及折痕与小人形象
的关系。

a 如果我把这张纸横过来呢?如果我把这张纸斜过来呢?如果
我把这张纸再折一次呢?

b 回去再试一试。

装扮小人：添画哈哈小人，让小人更漂亮。

大班美术活动《哈哈小人》是通过让幼儿画小人来体验小人
身体各部分能够延伸变长的现象，并且通过三次操作活动让
幼儿探索、发现使小人身体各部分能够延伸变长的秘密，从
而发展幼儿的空间能力。虽然画的小人很简单，但是简单之
中蕴含了一种比较复杂的规律，这是一次探索性很强的活动。
对于大班的幼儿来说，具有极大的探索价值。能够提升幼儿
动手操作的能力和思维的能力，有许多幼儿都能够延伸小人
的头、手臂、身体等。如果，能够在讲评时，能在投影仪上
示范幼儿小人变长的过程，那效果会更佳。



活动中我主要抓住了幼儿喜欢画画这一特点，逐步激发幼儿
探究兴趣，引导幼儿进入探究过程，让幼儿自始自终感受探
究的趣味。通过这个活动，也让我喜欢上了美术活动，以往
一直以为美术活动很难在公开教学中出彩，其实一个有效的
教学活动并不是现场的热闹和丰富，更多的是看它的有效性。
通过这个活动，我也开始思考美术活动中如何让孩子学得愉
快，教师教得轻松。

拼小人教案及反思篇十

1.尝试绘画哈哈小人，探究画面中人物造型的变化与折纸方
法的关系；

2.感受小人不同的变化所带来的乐趣。

幼儿用纸、笔若干

今天我们就来画小人，画什么样的小人呢，画一个“顶天立
地”的小人。

1.提问：什么是顶天立地？

2.幼儿在纸上表现“顶天立地”的小人。

1.幼儿第二次在折纸上表现“顶天立地”的小人。

师：这次我们画在黄色的纸上，要求：一画的顶天立地，二
是可以画自己想画的`小人，三是不要打开这张纸。

2.幼儿尝试在折纸上画顶天立地的“小人”，幼儿作画，老
师巡回指导。

3.幼儿观察打开折纸后“小人”的变化。



4.幼儿思考并尝试连接断开处的方法。

引导幼儿发现“小人”的变化，并尝试寻找其中的秘密。

总结：原来什么东西画在折线上就能变长。

5.幼儿将自己的作品展示在黑板上。

教师引导幼儿观察同伴的作品，说说他们分别把“小人”的
哪个部位变长了?

1.幼儿欣赏、比较同伴的作品，发现与众不同之处。

2.幼儿再次思考新的问题并延伸操作。

延伸活动：如果把纸再怎么折，或尝试画别地东西，又会有
什么好玩的发现呢？

拼小人教案及反思篇十一

1.探究画面中人物造型的变化与折纸方法的关系，感受其中
的趣味。

2.发现绘画的充分可变性，在自由的氛围中产生对绘画的浓
厚兴趣。

理解折线在造型变化中的作用并能有目的地运用。

1．长方形桌子4张，小筐4个，小型吸铁石若干，记号笔15支，
黑板一块。

2．两种浅色的纸，其中折好的长方形纸42张、没折的
纸(如a4纸的1／4大小)同幼儿人数。



一、观察理解，表现“顶天立地的小人”造型

1.幼儿理解并绘画“顶天立地的小人”。

(1)教师：今天，我们来画一个“顶天立地的小人”。

(2)出示图片，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小人”的造型。

2.幼儿在画纸上表现“顶天立地的小人”。

教师请幼儿找出小筐内的纸(没有折过的)，把观察到的“小
人”画在这张纸上。

3.教师边交代边取走图片，观察幼儿绘画的过程和结果。

二、观察讨论，发现“小人”造型的变化与折纸的关系

1．幼儿第二次在折纸上表现“顶天立地的小人”。(如图2)

(1)教师：请你取出另一种颜色的纸(折好的纸)，再次把观察
到的“小人”画在这张纸上，而且要增加一个要求：不准打
开这张纸。

(2)幼儿在折过的纸上绘画。

2．幼儿观察打开折纸后“小人”的变化。

（1）你画的“小人”怎么了?

（2）他画的“小人”为何没有断开，你画的“小人”为何断
开了?

（3）想一想，断开的地方为何不一样?他们断开的地方都是
画在哪里的?



3．幼儿思考并尝试连接断开处的方法。

（1）有没有办法把断开的地方连起来?

（2）请你用连线的方式把断开的`地方连起来。

4.幼儿将自己的作品展示在黑板上。

教师引导幼儿观察同伴的作品，说说他们分别把“小人”的
哪个部位变长了?

5．幼儿第三次在折纸上绘画。

（1）教师：如果再给你一次画画的机会，你想把“小人”的
哪里变长?

（2）如果要把某个部位变长，必须把它画在什么地方?幼儿
会说折线上。

（3）如果我想把脸和手臂都变长，怎么办？

(2)鼓励幼儿再画一次：比一比，这次谁画的与众不同，变化
最有创意。

(教师观察幼儿再次在折纸上进行绘画，看看谁的作品有创意：
如脸部器官变形、头发变形、身体的几个部位同时变形等。)

三、欣赏作品，激发进一步探究的愿望

1．幼儿欣赏、比较同伴的作品，发现与众不同之处。

(教师与幼儿再次欣赏、交流所画的“小人”，将有创意的作
品进行分类张贴，教师要尊重幼儿对同伴的评价，切忌以自
己的评价标准左右幼儿。)



2．幼儿再次思考新的问题并延伸操作。

如果把纸换个方向会怎么样?再折一下会有什么变化?

如果尝试画别的东西，又会有什么好玩的发现?

小筐里最后一张纸是送给你们的，带着这张纸回去试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