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葫芦教案反思 冰糖葫芦教案(实用8篇)
编写大班教案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掌握教学进度和内容，使
学生能够有规律地学习和成长。下面是一些经过多次改进的
三年级教案范例，供大家参考。

葫芦教案反思篇一

孩子们对玩泥非常感兴趣，每次泥塑活动都玩得很开心。
（老师。）孩子们在玩橡皮泥的过程中，自然地了解到橡皮
泥的特征。通过自己的主动探索，去发现橡皮泥的新玩法。
因此，我们设计了活动。

1、初步掌握团圆的方法。

2、锻炼幼儿手部肌肉的灵活力。

3、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4、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重点：掌握团圆的方法。

难点：学习穿的技能。

红色橡皮泥、泥工板、小盘、木棍儿

一、开始部分

1、放歌曲《冰糖葫芦》引出课题。



2、教师：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吃过冰糖
葫芦吗？请幼儿讲出冰糖葫芦形状、颜色、味道。

二、基本部分

教师：今天，我们用橡皮泥来做冰糖葫芦

1、教师示范讲解：取橡皮泥一大块，在手中搓动变软后，分
成若干小块。

2、将一小块橡皮泥放在手心里左右搓动团圆，使其成为其中
的一个“山楂”，将团好的“山楂”放在小盘里，继续团其
他的“山楂”。

3、团了足够的“山楂”后，用一根木棍儿将“山楂”一个接
一个地插好，使之成为“糖葫芦”。教师提醒幼儿插糖葫芦
时，注意安全。

三、结束部分

分组进行角色游戏，卖糖葫芦。

1、该活动设计比较合理，整个过程体现了在玩中学，学中乐
的教育思想。

2、活动过程中，幼儿基本处于一种认真学习的状态，基本实
现了预定的教育目标。

3、活动后指导幼儿收拾整理好游戏材料，养成幼儿做事有始
有终的良好习惯。

葫芦教案反思篇二

1、会大胆的选择颜色进行瓶盖压印，知道在压印时颜料要不



多不少。

2、对美术创作活动的兴趣，体会玩色游戏的兴趣。

1、幼儿大张绘画纸。

2、水粉颜料。

3、瓶盖。

4、抹布。

一、请幼儿观察冰糖葫芦。

教师：今天冯老师带来了一个好吃的东西请大家尝一尝，它
的名字叫做冰糖葫芦。

教师：冰糖葫芦长的什么样子啊？

幼儿：圆圆的。

教师：冰糖葫芦是什么颜色的？

幼儿：红色的。

教师：你们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吗？

教师：它里面是山楂。那我们来看看一根上有几个山楂？是
怎样排放的`？

请幼儿品尝，说一说吃起来什么味道，有什么感觉，进一步
丰富幼儿的感性经验。

教师小结：糖葫芦是红红的，圆圆的，一个挨着一个的，一
串串的。



二、教师示范画糖葫芦教师：我们也来制作棒糖葫芦好不好？

首先我们要用棉花签在纸上面画一根长长的棒，不然我们的
冰糖葫芦就不能连起来了。

然后我们拿起放在颜料盘里的瓶盖，蘸一点颜料，然后轻轻
地压上去，要压在长长的棒上面，一个接一个，不要重叠在
一起。瓶盖没有颜料了，再蘸颜料。换颜色，要把瓶盖擦干
净，在蘸别的颜色。

幼儿：好的。

教师：接下来请小朋友开始画吧。

三、幼儿实践操作，教师巡视，个别指导。

1、引导幼儿在纸面上都画满冰糖葫芦，排列要整齐。

2、提醒幼儿注意画面的整洁，画完之后要把瓶盖放回颜料盘
内。

四、评析作品看到这么多画，冯都无法选择了，说：“请小
朋友帮我看看哪串糖葫芦最好吃，为什么？”

圆圆的、红红的、纸面干净的糖葫芦小朋友最爱吃了，谢谢
小朋友画了这么多好吃的糖葫芦。

葫芦教案反思篇三

1、尝试用正确的方法练习画封闭的圆形。

2、能胆想象不同颜色水果并均匀地涂色。

3、感受作品的美感。



4、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1、丰富幼儿的水果生活经验，能说出多种水果并认识相应的
颜色。

2、有认识或吃过糖葫芦的生活经验。

1、太阳娃娃图案的开纸一幅，和人数相等的画有小棒的纸条。

2、幼儿用油画棒每人一盒。

3、ppt《太阳娃娃的糖葫芦》

4、画架(或移动黑板)

一、出示糖葫芦图片ppt1，引起幼儿的兴趣。

宝宝看，这是什么?(糖葫芦)吃过糖葫芦吗?

什么味道?(甜甜的)单击出现图片

二、教师引导幼儿仔细观察。

1、甜甜的糖葫芦，是什么样的呀?(红红的、圆圆的)

2、红红的、圆圆的糖葫芦，一个一个串起来，真好吃。

3、圆圆的、红红的里面会包着什么好吃的呢?(水果)

4、师：哦，红红的水果可以做糖葫芦，还可以用什么水果做
呢?

了各种各样的糖葫芦。

三、引导幼儿绘画太阳宝宝的糖葫芦。



娃娃吃吧!

1、完整示范：

(出示小棒纸条)糖葫芦要穿在小棒上，我请他吃红红水果味
的吧!

第一次：选出的小蜡笔，用甜甜的'糖把红红水果包起来，水
果什么颜色的?(涂上红红的颜色)。好，做好一个。

2、重点引导幼儿画封闭的圆

意画出缺口)又做好了一个，几个(2个)小棒还有这么长，还
可以再做呢。

3、幼儿示范操作

第三次：这次，哪位宝宝愿意上来做。(请一名幼儿上来示
范)

还可做，我们一直要把它都做满，这样太阳娃娃可以吃好多
糖葫芦的!(贴示范的糖葫芦)

4、发散性思维

刚才我们请他吃的是红红水果味的，你还想请他吃什么颜色
水果味的呀?

四、幼儿绘画，教师指导。

1、鼓励幼儿胆想象，制作各种水果口味的糖葫芦。

跑出来，还要串在小棒上，不然太阳娃娃吃的时候就会掉下
来的，好，现在我们来做糖葫芦吧!



2、幼儿绘画，教师指导。找一找，有没有水果可能会跑出来
啊?

五、作品评价。

1、糖葫芦做好了，就请太阳娃娃吃吧，想一想要说一句好听
的，有礼貌的的话哦。(幼儿自由送作品)

2、你请太阳娃娃吃的是什么水果味的?

葫芦教案反思篇四

1、会自由选择色彩进行瓶口印画游戏。

2、尝试用瓶口蘸水粉颜料印画的方法来装饰花瓶。

3、对色彩有兴趣。

4、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并能根据所观察到得现象胆地
在同伴之间交流。

5、引导幼儿能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胆创新能力。

1、准备一个没有装饰图案的花瓶和一个有明显的装饰花纹图
案的花瓶。艺术花瓶图片。

2、有粘了水粉颜料的海绵的杯子(矿泉水瓶子的下半段)瓶口
若干(矿泉水瓶子的上半段)、抹布。

一、谈话导入

2、交流讨论：幼儿讲述已有经验。

你们的家里有没有花瓶?它是什么样子的?



二、探索发现

1、欣赏艺术花瓶，激发幼儿装饰花瓶的兴趣。

引导语：这些花瓶漂亮吗?上面有哪些颜色?有谁知道他是用
什么方法装饰的?

2、感受瓶口印画的操作方法。

(1)引导语：小朋友你们想知道漂亮的花瓶是怎么装饰出来的
吗?(幼儿观看操作短视频)

(2)小结：小朋友抓握住瓶身，用瓶口蘸一蘸渗有水粉颜料的
海绵，然后印在花瓶的合适位置上。记住一个瓶口就蘸一种
颜色哦!

三、创作表现

1、幼儿创作。(提醒幼儿印在花瓶的外轮廓线内。)引导语：
让我们一起来装饰最漂亮的花瓶送给妈妈吧!

2、教师引导幼儿用多种颜色装饰花瓶。

3、教师巡回指导，提供助。并提醒幼儿注意保持画面、桌面
的干净。

四、欣赏评议

1、幼儿间相互欣赏作品。

2、教师对集体中有创意的作品，拿出来分享展示、相互学习。

五、结束活动师幼一起收拾整理物品。



葫芦教案反思篇五

我看过很多关于葫芦的书，也看过和葫芦有关的动画、电视
剧。好可爱的葫芦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不，校长为了我
们的学习，在学校的天井里种了两架葫芦。

今天，我特地去观看苦葫芦。

远远望去，葫芦的叶子和爬山虎的叶子一样，也是绿绿的一
片。唯一的不同是爬山虎的叶尖一顺儿朝下，而葫芦的叶子
却片片翘起。如果把爬山虎的叶子比作绿色的瀑布，那葫芦
的绿叶则更像是层层梯田。

走到近处，可以看到葫芦的花和藏在叶子后面的葫芦。葫芦
的花是纯洁的白色，五片花瓣形成一个平面，中间是嫩黄的
花蕊，好像一幅精美的版画。我看书知道，葫芦的花分雄花
和雌花两种，雄花会产生花粉，雌则负责结出小葫芦。夏天
来临，各种昆虫嗡嗡地飞，一会儿落在这朵花上，一会儿又
从那朵花上飞起，它们在采花粉酿蜜，也在为别人帮忙。雌
花得到花粉后，就渐渐干枯了，而葫芦就在那干枯的花朵后
面悄然诞生。

我发现葫芦结了不少，有大有小。我摸了摸小葫芦，感觉葫
芦上有一层密密的茸毛，仔细看，茸毛白白的，在阳光下似
乎在发光。金色的阳光、翠绿的葫芦、白白的若有若无的茸
毛，构成了一幅梦幻般的图画。再看看大葫芦，大葫芦又大
又圆，表面光滑，像一个小和尚盘腿打坐，双手合什，正在
朝拜佛主。

从老师那里了解到，葫芦是一种蔬菜，它老了以后的用途更
多，可以掏出瓤制成装酒的容器，可以从中间劈开，制成水
瓢，还可以在它的表面绘制图文，制成工艺品。中国是一个
传统的国家，葫芦谐音“福禄”，是大家都在追捧的东西，
当然不愁卖啦。



多么神奇的葫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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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教案反思篇六

1、对生活中物品的数量感兴趣，有好奇心。

2、能正确地握笔、画线，完成操作任务。

3、学习用连线对应比较的方法，比较判断两组物体的多少、
一样多。

4、通过实际操作，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

5、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画有大小不同的两串糖葫芦的图片，彩笔若干。

1、教师出示图一，提问：这是什么？你吃过糖葫芦么？糖葫
芦是什么味道的？由此导入活动。



2、教师引导幼儿比一比，哪串糖葫芦多。

（1）引导幼儿用目测的方法比较，说说第一幅图中，两串糖
葫芦有什么不一样？

（2）示范图一，用连线对应比较的方法，引导幼儿观察，并
判断指出两串糖葫芦哪串多，哪串少。

3、幼儿连一连，比一比。

用连线的方法，完成《幼儿读物、科学》中《连一连，比一
比》的练习，看谁完成的又快又好。

1、在备课时我认为小班的幼儿动手能力较差，因此选用了
《逛超市》的游戏，但是如果讲制作冰糖葫芦融入到活动中
也许会更棒。

2、在教学前多数幼儿只知道山楂做的冰糖葫芦，通过本堂活
动让幼儿有了解到了各种不同的冰糖葫芦，使幼儿收获很大。

3、活动前我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冰糖葫芦的卡片模型有些少，
到最后有几个小朋友一串糖葫芦都没有得到，心情很不好。

4、活动中我给了幼儿充分的自由空间，让他们自由摸索，使
很多幼儿了解到买东西需要花钱的道理，并同时也激发了幼
儿的兴趣，因此幼儿配合得很好。

5、如果让我重新组织这堂活动，我会把冰糖葫芦的制作融入
到活动中，这样会更能提高幼儿的兴趣。听取了听课老师的
建议，我在幼儿分组活动时应当按幼儿的兴趣需要来分配，
这样会加大幼儿的自由空间。老师的评价让我对幼儿有了更
深的认识，平时要多从幼儿的角度出发，更多地了解幼儿的
内心需要。



葫芦教案反思篇七

1．会认葫、芦、藤、哇、盯、邻6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反问句、感叹句的
不同语气。

3．懂得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

学习重点：

有感情朗读，领悟寓意。

课前准备：

制作课文插图课件。

葫芦教案反思篇八

设计意图：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水果也特别的多，结合本月
“和水果宝宝一起玩”的主题来认识生活的各种水果。小班
孩子对一些常见的水果还是认识的，他们可以从颜色，外形
上去区分，除此之外他们会从水果的内部进行区分吗？为了
孩子们可以认识切开过的水果，我想利用制作冰糖葫芦这样
的形式让孩子们对水果的内部也有基本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