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美术教案(模板8篇)
初一教案包含了教学目标、教学步骤、教学资源等重要内容，
是教师备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以下是一些经典的初二
教案范文，希望能够给广大教师提供一些设计课堂教学的参
考和借鉴。

小班美术教案篇一

一、出示“雨具、雨衣，雨靴”，引起幼儿活动的兴趣。

1、师：这是什么？师：为什么今天小朋友都带了雨衣上幼儿
园呀？

师小结：对，

二、鼓励幼儿用身体动作表现不同的雨。

三、引导幼儿学习用各种线型表现下雨的过程。

师：刚才我们说了说雨，还学了学雨落下的样子，现在我们
来画一画雨好吗？师：我们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来画，先画小
雨好吗？（好）教师边示范画法，边讲解：下小雨了，雨点
从天上落下来，一滴一滴落在地上，下大雨了，哗啦啦，雨
像是线一样一根一根的落下来，刮大风了，雨被风吹得都斜
了过来。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三种情况，下面请小朋友伸
出右手食指，跟着老师一起练习画下雨。教师和幼儿一起边
说边作画空练习。

四、幼儿大胆作画，教师指导。

（1）师：教师发现小朋友在空中画的雨非常的好看，我们把
它们请下来，让它们飞到我们的画纸上来，让更多的人看到
他们好吗？画的时候，请大家还是先画小雨，再画大雨，然



后画刮风时的雨。

（2）幼儿进行创作，教师个别指导，鼓励幼儿大胆作画。

五、展示交流。

（1）展示全部作品，幼儿相互欣赏。

（2）师：你喜欢哪张作品，为什么？

小班美术教案篇二

1、引导幼儿学习用各种线型来表现不同的雨，培养幼儿手的
控制能力。

2、激发幼儿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绘画活动的兴趣。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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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鼓励幼儿与同伴合作绘画，体验合作绘画的乐趣。

5、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小班美术教案篇三

1、引导幼儿学习用短垂线、长垂线表现大雨和小雨，培养幼
儿对绘画的兴趣。

2、初步掌握粘贴的技能。

1、每位幼儿一张图画纸，一盒油画棒。

2、观察过小雨和大雨的情景。人手两张教师剪好的花伞。



3、每人一个固体胶

幼儿议论后教师小结：下小雨时，雨是一滴一滴掉下来的，
下大雨时，雨就象一根一根线一样落下来。

教师边在空中示范动作、边讲解：下小雨拉，雨点从天上落
下来：雨越下越大，像一根根的线一样落下来。下面小朋友
伸出右手食指，跟老师一起练习画下雨。

教师和幼儿一起有感情地边说边做书空练习。

幼儿学习粘贴花伞

小班美术教案篇四

1、初步尝试用长短不同的直线表现大雨和小雨，学习简单的
添画。

2、乐意参与绘画活动，体验绘画的乐趣。

1、物质准备：

（1）画纸人手一份，油画棒若干。

（2）音乐《大雨和小雨》。

（3）相关ppt。

2、经验准备：幼儿已观察过从小雨到大雨的下雨过程。

一、情境导入，引起幼儿兴趣。

1、出示下雨的图片，引出下雨了。

2、听音乐《大雨和小雨》，提问：



（1）刚才你们听到了什么？（大雨和小雨）

（2）大雨是怎么下的？（大雨哗啦哗啦）

（3）小雨是怎么下的？（小雨淅沥淅沥）

二、引导幼儿学习长线、短线的画法。

1、出示大雨、小雨的图片，请幼儿观察后提问：

（1）天空中飘来了两朵云，你们看看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一朵大、一朵小）

（2）请幼儿说说大云下面的雨和小云下面的雨有什么不一样？

2、教师边讲解边示范作画，引导幼儿跟随教师一起边空手作
画边念小儿歌（大云大云下大雨，长线长线是大雨；小云小
云下小雨，短线短线是小雨。）

三、交代要求，幼儿作画，教师指导。

1、请幼儿先找到大云，在大云下面画上大雨，再次引导幼儿
知道长线长线是大雨。

2、请幼儿再找到小云，在小云下面画上小雨，再次引导幼儿
知道短线短线是小雨。

3、画完大雨小雨后，给小花和草地涂上漂亮的颜色。

四、展示交流。

1、请幼儿离开座位自由欣赏同伴的作品。

2、请幼儿说说你最喜欢哪张作品，为什么？（引导幼儿大胆
讲述）



小班美术教案篇五

1.尝试用语言描述下雨的场景。

2.体验用绘画表达雨景的情趣。

3.感受雨天的有趣。

经验准备：已有观察过下小雨和下大雨的经验。

课件准备：“雨声”音效及图片；《下雨啦》视频。

材料准备：图画纸、颜料、各种大小的画笔。

一、播放音效及图片，引导幼儿回忆下雨时的景象

——听，这是什么声音？

——你们见过雨吗？雨是从哪儿落下来的？

二、播放视频，鼓励幼儿用语言描述下雨的场景

——下小雨时，雨点是怎样的？

——下大雨时，雨又是什么样子的？

三、发放材料，引导幼儿动手自由创作雨景

1.鼓励幼儿想一想在画纸上如何表现出小雨、中雨和大雨的
样子。

2.幼儿自由创作雨景图，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四、展示作品，鼓励幼儿表达想法，感受雨天乐趣



——你画的是什么雨？

——为什么会这样画？

小班美术教案篇六

（一）情境引出，感受春雷。

1、小朋友，今天的天气真好，老师带你们去做游戏。（欢快
的音乐响起）

2、（一阵雷声）刚才听到了什么声音啊？雷声响了我们快躲
到屋里去吧！（请幼儿入座）

打雷了，会发生什么事呢？（幼儿回答）

（二）乌云过后，下起雨来。

这时，一大片乌云飘过来了。（教师示范用抹的方法表现乌
云）

五指拼拼拢，颜料舔一舔；纸上横着抹，乌云就出现。

快，这乌云来得太快，请你们两个两个一起在白纸上抹上乌
云吧！注意不要抹太多，要不然我们会看不见了。

（雨声起）听，什么声音？

下雨了！（老师示范）伸出食指点点，变出雨点哗哗。

两个小朋友一起商量一下，谁用食指点，谁用小指点？这样
就有大雨点小雨点了。（两位教师示范）

（三）光着脚丫，雨天玩水。



下雨了，小朋友想不想去玩一玩？

五指紧紧握拳，颜料盘里舔舔；拳头重重一按，变个脚丫出
来。（教师示范）

和你的好朋友一起去雨中玩一玩吧！

（四）天气睛了，晒脚丫了。

哇，小朋友，你们玩得开心吗？

（音乐起）现在雨停了，让我们把湿湿的小脚丫去晒一晒吧！
这么大的纸怎么拿呢？你们的手捏住四个角，出发喽！

小班美术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尝试用不同形式的线条（如长短、粗细不同的线以及曲线、
螺旋线等）来表现雨点和为乌云、花朵等进行添画装饰。

2.在观察和操作的过程中，感知线描画的美感。

3.大胆用线条进行创意表现，体验完成作品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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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作品的美感。

活动准备：

1.动画课件《下雨啦》（以图画范例为样本制成）；大展板
一块。



2.白纸（上面画有一朵云）、粗细勾线笔人手一份；用彩纸
剪的小花、小草、小鸡和小鸭（背后贴有双面胶)每组一篮。

活动过程：

一、导入激趣--"我们一起来画故事"。

1.师：听，什么声音？（点击课件--雷声）师：（演示课件）
轰隆隆，雷公公发脾气了，乌云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变成
了小雨滴飘落下来，给小花朵洗了个澡，小花朵很高兴，她
被雨水浇灌后会长得更漂亮。小草也冲着乌云点头说谢谢！
小鸡看见下雨了，很着急。小鸭开心地冲进雨里，他说："我
正想洗个澡呢！"乌云也笑了起来。

2.师：今天我们来画一画这个有趣的故事，好吗？

（评析：这个动画是以图画范例为样本制成的，将乌云、小
草等事物进行拟人化地演示，符合中班幼儿的认知特点，有
效激发起他们绘画的兴趣。而故事中伤心、高兴、着急等表
情，又丰富了幼儿的感性经验，为他们多元化的创作做了铺
垫。）

二、观察发现--"他们用什么线条来画？"

1.师：（点击画面）听到雷公公发脾气，乌云什么表情？我
们可以用哪些线条来画？雨滴可以怎么画？用什么线条能把
小花、小草、小鸡、小鸭装饰得更加漂亮？（幼儿讨论交流）

2.师：我们可以用直线、曲线、螺旋线等各种线条为乌云、
花草和小动物进行装饰，用长短、粗细不同的线条画出雨滴，
大雨要画得密一些，小雨就画得疏一些。

（评析：教师通过细致地引导，让幼儿观察发现范例中所用
的线条，学习用线条装饰画面的办法，这对于刚接触线描画



的中班幼儿来讲是需要的，因为只有掌握了绘画的基本技能，
才能够更好地用画笔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三、引导创作--"用线条画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故事。"

1.师：请小朋友每人从篮子里选两样图案，撕下双面胶后贴
在白纸上。谁来试一下？（请个别幼儿到前面操作）他贴得
怎么样？（提醒幼儿注意把图案贴在画面下方）

2.师：那请你来说说，你想画一个什么故事？你觉得下雨时，
乌云会是什么表情？小花和小鸡喜欢下雨吗？（请贴画的幼
儿讲述，其他幼儿补充）

3.师：现在就请大家动手，用线条来画乌云的表情、雨点，
以及帮小花、小草、小鸡、小鸭进行装饰，快快画出一个和
别人不一样的故事吧！

4.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提醒幼儿雨点要画满整个画面，并把每个图案都装饰好。

（评析：中班幼儿想象力强而写实性差，他们还不能自己画
出复杂的事物形象，所以教师将对他们的帮助体现在了材料
的准备中：画有云朵轮廓的白纸、彩纸剪好的小花、小鸡等。
这些材料一贴到纸上，就已经使画面有了一定的美感，幼儿
要做的，是通过线条的装饰，让画面更加丰满。当然，在难
度降低的情况下，教师不忘对幼儿画面布局的提醒，如"把图
案贴在画面下方"、"雨点要画满整个画面"等等，同时还鼓励
他们大胆表达自己的创意，使每幅作品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

四、评价交流--"讲讲我画的故事"。

1.展示幼儿的作品。



师：谁来讲讲你画的故事？

2.教师在肯定幼儿表现的基础上，从线条运用和画面布局角
度进行点评。

（评析：教师展示了所有的作品，满足了幼儿内心被接纳和
被肯定的需要，使他们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欣赏作品和介
绍讲述，能帮助幼儿回忆创作过程，巩固操作经验。在幼儿
交流后，教师也进行了点评，提升了幼儿的绘画经验。教师
还抓住个别幼儿细微的进步，如"有耐心完成作品了"、"画面
更加干净了"，及时进行了表扬，从而培养了幼儿的自信，有
利于他们良好绘画习惯的养成。）

小班美术教案篇八

《下雨了》是一年级美术人美版新教材中的一课。按照新的
课程标准的划分，本课当属于“造型?表现”领域里的一课内
容。具体地讲，在这个时期中要求学生尝试不同工具，用纸
以及身边容易找到的各种媒材，通过看看、画画、做做等方
法大胆、自由地把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事物表现出来，体
验造型活动的乐趣；通过引导学生观察感受、回忆、下雨的
情景，引导学生感受人间的亲情、友情、以及人与自然的生
态关系，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出来。

“感知能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每个人情感的生
成，智慧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基本的感知能力的基础上
的。”在课程改革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教师的作用是给
学生创造充分的自主学习的条件，引导学生学习。在本课设
计中，我充分整合了语文、音乐、美术课程资源并利用音像
资料与图片，让学生能直观地感受雨天地情景。在此基础上，
我再要求学生通过交流与表演增强人物造型感受，为接下来
的创作打下基础。在整个教学设计中，我的最大目的是通过
听、看、说、演等手段来激活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通过精
心设计的提问开拓学生的思路，当学生头脑中的形象达到最



大化的时候，再进行创作，从而完成教学目标。

1、情感与态度：通过对下雨情景的回忆，引导学生观察大自
然，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培养学生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

2、知识与技能：学生尝试各种雨滴的表现方法，了解雨中人
物、动物等形象、动态的表现。

3、过程与方法：大胆的用线、色和剪贴画及动作等各种方法
表现雨中的人和物

引导学生回忆下雨时的情景，感受人间、友情以及人与自然
的关系。

生动地表现下雨时的各种情景。

1、课题导入（初探雨声）：播放雷雨天的声音师：刚才你们
听到的是什么声音？生：雷电的声音生：暴风雨的声音生：
下雨的声音……2、揭示课题：下雨了（师板书下雨了学生跟
老师用右手书空后齐读下雨了）。

3、新授阶段（初探雨的形）：

听声音，根据老师描述的情景进行表演师：谁能把雨画出来？
（请几位学生上台来并要求学生在老师画好的方格中画出各
式各样的雨）师：你画的雨为什么是斜的？（因为有风）你
说说你的雨点落在地上为什么有圈（雨下的太大地面有水）
你画的雨为什么这么细（是小雨）你画的雨为什么又密以粗
（是大雨）雨如果落在雨伞上呢？（会溅起小水花）说的真
好那你上来画一画。

4、初步感受下雨的情景：

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雨的情景。



（播放雨天的vcr）师：雨天行人会带上哪些雨具呢？生：人
们会撑伞生：人们会穿雨衣生：人们会穿雨鞋师：我们有没
有在下雨天忘记带雨具的经历？生：有师：那你们会怎么办
呢？生：到商店里躲雨生：快快跑生：用手抱着头生：用书
包顶着头……师：这个办法真特别，你能不能来表演一下？
（学生上台表演）师：你们表演的真好！雨越下越大，谁来
表演一下在大雨中撑伞的情景？学生上台表演顶风撑伞的情景
（教师模拟一些下雨的场景）师：小朋友的表演真棒！雨中
人物的动态非常丰富，这个时候你在雨中看到了没带雨具的
人你应该怎么办？来你上台表演一些。（一个、两个、三个，
一把雨伞你帮助了这么多个同学，这真是一幅最美的雨中情）

5.进一步感受体验人们在雨中的情景：

师：

同学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其它小朋友在雨中的情景。

（出示小朋友的作品让学生观察欣赏）

6、走进大自然体验动物们感受

师：同学们人们在雨中的情景说的好也表演的好，那么小动
物们在雨中又是什么样子呢？同座之间讨论一下。

谁来说一说生：……师小结：（师用一首儿童诗歌《下雨了》
来小结）下雨了！下雨了！小蚂蚁躲在大蘑菇下，它说，蘑
菇就是我的伞。

下雨了！下雨了！小青蛙躲在大荷叶下，它说，荷叶就是我
的伞。

下雨了！下雨了！小虫躲在大树下，它说，树叶就是我的伞。



下雨了！下雨了！小弟弟快过来，让我为你撑起一把小伞。

8、分组讨论尝试表现：

（请四人小组讨论一下，你们用什么方法表现下雨了）生：
（我们小组经过讨论）决定画下雨了爸爸妈妈来接我回家的
情景。

生：我画在雨中帮助没带雨具的同学。

生：画雨中大街上的情景生：我们小组经过讨论，决定画一幅
《下雨了》的作品送给云南干旱地区的小朋友，画面画
上……生：我画下雨了小动物躲雨的故事。生：我们小组准
备用彩泥来表现下雨了。

生：我们小组准备用剪贴来表现生：我们小组准备用一首歌
来表现下雨了。

生：我们小组准备用动作来表现下雨了。

……9、学生作业：

（自选喜欢的材料，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表现雨中的人和物
（也可以两人或四人合作完成）。

播放音乐雨滴，老师巡视指导展示行动有趣的作品。

10、展示评比：（展示学生作品，自评、互评、师点评）

11、课后小结：我们身边的许多事物，都可以通过我双眼的
观察，用不同的方法表现出来。只要小朋友开动脑筋，大胆
想象和尝试，就可以画出我们想画的一切，还有很多的好方
法你们可以回家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