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艺术活动赛马教案 大班艺术
活动方案(实用8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教案书
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大班艺术活动赛马教案篇一

1。欣赏毕加索立体派人物作品，初步了解毕加索在人物表现
中正面脸与侧面脸组合的绘画特点。

2。能够大胆运用组合、拼贴的方法创意表现人物肖像。

3。在拼贴、添画的过程中体验创作带来的快乐。

经验准备：看过侧面脸，知道侧面脸的基本特征。

师：你们画过人物的头像吗？都画了哪些部分？

1、介绍画家，欣赏四幅作品，共同感受画家表现人物独特的
绘画特点。

师：有个艺术家爷爷，他叫毕加索。他和小朋友一样也喜欢
画人物的头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他的作品吧！

师：看看他画得头像和我们平时见过的头像有什么不一样？
（从颜色，五官的位置、五官的表现方式引导幼儿发现正面
脸与侧面脸组合这一特点）

2、继续欣赏大师作品，通过课件再次理解毕加索在人物表现



中正面脸与侧面脸组合的绘画特点。

师：你看到了几张脸？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师：为了看得更清楚，我去掉背景，再仔细看看有几张脸？
是什么样的脸？

1。幼儿互相交流，自由拼摆人脸。

2。幼儿交流自己的拼摆组合，再次探索。

1。提出要求

师：先将你们刚刚拼好的脸粘贴在黑色卡纸上，粘贴时要多
涂些胶，涂完后要用劲压一压，粘牢再添画出五颜六色、各
种各样的五官、头发、身体。每盒颜料里有两支大小不同的
笔，请你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用完还要把它放回相同颜
色的盒里。现在就请你们像毕加索爷爷一样创作一幅有趣的
脸吧！

2、幼儿创作，教师巡回指导。

指导重点：（1）巡视，指导幼儿将五官添画完整。（2）鼓
励幼儿大胆创作色彩丰富、造型各异的五官、头发和身体。

教师：今天，我们创作了这么多有趣的脸，一起来欣赏欣赏
吧！

你对你的作品满意吗？你对哪部分感觉满意？它特别在什么
地方？

大班艺术活动赛马教案篇二

艺术活动：我的老师（绘画）活动目标：



1.能观察教师面部主要特征并画出来。2.提高捕捉事物细节
的能力。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在日常生活中有目的地引导幼儿观察各位老师的
外貌特征、表情、动作，丰富幼儿的创作内容。

物质准备：勾线笔，画纸。活动过程：

二、教师介绍绘画材料、工具，引导幼儿共同讨论写生的步
骤。1.知道幼儿先确认人物在画纸中的比例，尽量将画像画
大。2.引导幼儿仔细关擦教师的面部特征，从感兴趣的部位
开始画起。

3.鼓励幼儿添加一些场景，让画面更加饱满。

三、幼儿开始绘画，教师观察指导。

鼓励幼儿从不同角度进行任务写生，引导幼儿抓住教师的典
型特征进行绘画。

四、交流欣赏作品。

师：我们一起来欣赏下小朋友心中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班艺术活动赛马教案篇三

在活动中请幼儿体验合作的快乐。

幼儿合作完成人体动态的描画和人体的装饰。

使幼儿了解到美就在我们的身边，它来源于我们的生活。

分组合作描画不同人体动态。

1、欣赏范画，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



小朋友仔细观察，这张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们想不想画
一张特别的画？

2、游戏《木头人》

交代规则：首先，咱们做一个木头人的游戏，女孩子全体起
立到前面来，听到音乐，做各种各样优美的动作，音乐一停
你就得变成一个美丽的木头人。（发标志）男孩子全体起立
到前面来，游戏规则是听到音乐，做有趣的、可笑的动作，
音乐一停你就得变成一个有趣、可笑的木头人。

3、教师示范

小朋友的动作都很特别，用什么办法能把咱们的动作留下来
呢？某某小朋友到前面来，请你摆出一个特别的动作请大家
欣赏，教师描画出该幼儿的体态。

4、讨论

请7位身上有标志的小朋友上前摆各种各样的'动作（站姿或
卧姿）。大家共同分析7位小朋友的动作能不能画在纸上，将
个别动作稍做改动。

5、幼儿分7组，合作完成人体姿态的描画

6、游戏《找信》

每组幼儿共同解读密信，分析信件中的艺术表现方式，激发
幼儿创作的_。

7、幼儿自由创作

运用线条，图案或者色彩装饰人体并为画面涂底色。

8、欣赏作品



请幼儿谈一谈，哪一组作品中人物的动作清晰，色彩鲜艳，
人体装饰的非常有特点。

9、结束部分

欢庆舞。师生在音乐伴随下自由舞蹈，展示自我独特魅力。

大班艺术活动赛马教案篇四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每到这个节日，榜头
的各个村庙都会举行隆重的“游灯”活动，其中最吸引人的，
莫过于晚上那一盏盏制作精美的花灯了。孩子们对各种花灯
都及为兴趣，开学了，还在讨论着自己看到的花灯。为此，
我们结合课题《社区幼儿园美术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研
究》，利用社区丰富的资源，设计了本次活动。旨在通过讲
述、制作花灯，让幼儿感受元宵节欢乐、祥和的气氛，感受
社区民间文化的丰富多彩，体验优秀民间文化给人们带来的
乐趣，进一步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

1.通过观赏、讲述花灯，感受优秀的民间文化给人们带来的
乐趣。

2.尝试自主探索、利用废旧物动手制作花灯，培养幼儿的'动
手制作能力。

3.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

知识准备：家长带幼儿参观花灯展，丰富幼儿有关花灯的知
识经验。

物质准备：各种游灯活动的课件;幼儿每人自带一盏灯(购买
的或自制的均可);茶叶罐、纸杯、纸盘、方便面盒、月饼盒、
大小不一的纸盒、各色蜡光纸、剪刀、胶布、颜料等材料;教
师用废旧物品制作的花灯范例6个及制作花灯示意图6张。



一、引导幼儿观赏花灯，看一看、说一说花灯的特点。

1.幼儿自由观灯：农历正月十五是什么节?这天，我们会一起
去看什么呢？今天，小朋友们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花灯，都
有些什么灯呢?等会儿大家都来看一看，说一说：你看到的是
什么灯?象什么形状的?上面有什么图案?用什么材料做的?(鼓
励幼儿大胆想象，表达。)

2.提问个别幼儿，启发幼儿完整描述。

二、教师结合课件播放，引导幼儿进一步欣赏各种各样的花
灯。

2.讨论：你还看过什么样的花灯?你喜欢什么样式的花灯?为
什么?

三、结合游戏，尝试用多种方法进行分类。

1.分类：

a.师：有这么多的花灯，如果给它们分类摆放，你觉得怎么
分好?(启发幼儿按大小、颜色、形状、材料等进行分类。教
师根据幼儿的回答点击、操作课件进行分类。)

b.引导幼儿手拿花灯进行现场分类，提醒幼儿注意保护好自
己和同伴的花灯。

2.小结：为什么人们在农历正月十五吃元宵、闹花灯呢?(庆
祝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有合家团圆，同庆佳节，其乐融
融，幸福快乐的含义。)

四、动手制作花灯，体验制作的乐趣。

1.出示教师用废旧物品制作的花灯范例，引导幼儿观察，并



说说：“你喜欢哪盏花灯?你认为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2.小组探索和讨论制作方法：这些花灯是不是用刚才小朋友
说的方法做出来的?请你们选择你喜欢的花灯到桌子的旁边去
作近距离观察，并结合制作示意图相互讨论，说说应该怎么
制作?也可以拿起花灯来看看，但是要小心点，不要弄坏花灯。
教师到各组启发幼儿讨论，并给予提示和肯定。

3.提出制作要求：

a.可以模仿老师的方法制作，但是老师更喜欢看到你们设计
自己喜欢的花灯。

b.要运用以前学过的对称装饰、同类色装饰、对比色装饰等
本领把花灯装饰得更漂亮。

c.遇到困难要想办法，也可以请教同伴或老师。

4.幼儿动手选择材料，设计、制作花灯，教师指导能力强的
幼儿自己设计花灯，组合不同的材料制作花灯，并进行装饰;
指导能力中等的幼儿看示意图制作花灯;指导能力较弱的幼儿
模仿范例制作花灯;指导幼儿运用以前学过的对称等技能装饰，
帮助指导幼儿做穗子、穿线等，并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5.展示幼儿制作的花灯，教师引导幼儿欣赏。

a教师指导幼儿把制作好的花灯悬挂在活动室的空间，不能悬
挂的花灯陈列在展览台上。

b教师引导幼儿欣赏：“你喜欢哪盏花灯?有什么特色?”鼓励
幼儿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



大班艺术活动赛马教案篇五

1.利用油水分离的作画方法进行节日礼花的绘画，感受油水
分离的奇妙。

2.能大胆想象，画出五彩绚丽的烟花。

绘画纸、油画棒、黑色颜料、毛笔刷。

1.引导幼儿回忆讨论见过的的.燃放烟花的场景。

师：小朋友们，新年马上到来了，你们在新年的时候喜欢做
些什么事情呢？（幼儿自由想象后引出烟花）

师：在什么地方看过放烟花？和谁一起？那夜空中的礼花是
什么样子的呢？

2.引导幼儿探讨学习油水分离的作画方法，感受油水分离后
作品的美。

利用变魔术的方式激发幼儿的作画兴趣。

出示绘画纸和操作材料，教师示范美丽烟花的油水分离画，
引导幼儿讨论为什么画纸上变成黑色后礼花却还能看见呢？
引导幼儿感受油水分离的有趣现象。

幼儿自由绘画，教师重点指导幼儿能表现出烟花的五彩绚丽
及黑色的夜空。

3.作品展示欣赏。

1.鼓励幼儿在绘画区利用油水分离的方法创作其他作品。

2.利用刮画的方式再次表现美丽的烟花夜景，体验不同形式



的作画方式带来的乐趣。

大班艺术活动赛马教案篇六

1、体验制作活动的乐趣。

2、在做做玩玩中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3、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4、引导幼儿能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大胆创新能力。

5、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蛋壳、熟鸡蛋和熟鸭蛋、双面胶、彩色纸、毛线、各色颜料、
彩泥、剪刀和魔术棒。

1、教师手持魔术棒，以变魔术的形式导入活动。(用棒点击
托盘，让个别幼儿上来看看变出了什么？)

2、“你们想不想做魔术师呢？”“那好，老师为你们准备了
一些材料，有各色彩纸、颜料、彩泥，还有毛线等等，希望
你们把这些蛋变成新的东西，并且你要告诉好朋友或者客人
老师，你是怎样变的？用的什么东西变的，好吗？”

3、幼儿制作，教师巡回，帮助并鼓励幼儿。

幼儿向客人老师或和同伴介绍并展示自己的作品。

大班艺术活动赛马教案篇七

1。欣赏秋天的树林，学会用红黄、黄绿、红橙等色系表现秋
天树林的色彩美。



2。学习合理构图，注意疏密有致、近大远小地安排画面。

1。能用红黄、黄绿、红橙等色系表现秋天树林的色彩美。

2。学习合理构图，注意疏密有致、近大远小地安排画面。

经验准备：中班时，幼儿上过美术活动《树》，初步掌握了
绘画树的形态。

幼儿上过美术活动《跳舞的树叶娃娃》，尝试过用接色的方
法进行涂色。

物质准备：课件、秋天树林的图片若干、轻松的音乐示范画
红色系的树若干、黄绿色系、红橙色系的树林各一幅；画纸、
蜡笔幼儿各一份。

一、欣赏秋天的树林，感受秋天树林的美丽。

1。播放轻松的音乐，出示图片，引导幼儿欣赏秋天的树林。

教师说：“秋天来了，秋天的树林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
来看看吧。”（引导幼儿欣赏图片。）

2。集中交流：秋天的树林美在什么地方，感知秋天树林的美。

当幼儿说到树的形态美时，教师引导幼儿观察，复习巩固幼
儿对树形态的认识，如有的树干是粗壮的，有许多树枝，树
冠像一朵花等。

当幼儿说到树的色彩时，教师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发现秋天
的树上，有红色和黄色，有黄色和绿色，有红色和橙色。

小结：秋天的树林颜色特别漂亮，一棵树上有红色和黄色，
黄色和绿色，也有红色和橙色。



如果幼儿能够观察到树林的布局，教师引导幼儿仔细观察，
进行进一步的引导，如果没有发现，教师自然过渡到下一环
节。

二、学习绘画秋天的树林。

（一）学会用红黄、黄绿、红橙等色系表现秋天的树林。

1。出示画好树干、树冠的一棵树，巩固对接色方法的运用。

教师说：“秋天的树颜色特别好看。我都忍不住要把它画下
来了。可是它的树冠可以涂什么颜色，怎么涂呢？”在幼儿
简单讲述以后，教师在集体面前示范用红黄接色的方法进行
涂色，引导幼儿徒手模仿，巩固幼儿对接色涂色的运用。

2。出示许多红黄颜色的树，引导幼儿初步了解色系。

教师说：“老师用红黄颜色表现了一棵秋天的树，看，当我
有许多红黄颜色的树时，就形成了一片红色系的树林。”教
师提问：“除了可以用红色系表现秋天的树林，还可以用什
么色系表现秋天的.树林呢？”鼓励幼儿大胆讲述，教师进行
引导，如：红橙色系、黄绿色系等。

（二）学习合理构图，注意疏密有致，近大远小地安排画面。

1。尝试将红色系的树布置在画纸上。

教师提问：“现在老师要把这些红色系的树布置在画纸上，
怎么放？谁来试一试？”教师请个别幼儿上前尝试摆放，其
他幼儿观看、思考是否合理，为什么。

2。集中交流：“秋天的树林应该怎样构图，要注意些什
么？”教师出示黄绿色系以及红橙色系的两幅画，引导幼儿
在观察比较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教师引导幼儿发现构图时要



注意疏密有致、近大远小地合理布置画面。

3。再次请幼儿将红色系的树布置在画纸上，注意疏密有致、
近大远小地合理构图。

三、清楚要求，自主绘画

1。教师提出要求：“今天我们要在纸上来画一画秋天的树林，
请先想好你的树林怎样构图，准备画什么色系的树林，想好
后，请你开始动笔认真地画吧。注意疏密有致、近大远小，
接色要自然哦。”

2。教师点击课件，循环播放画面，播放轻松的音乐。幼儿绘
画，教师巡回观察，在幼儿需要的时候及时给予帮助和技术
上的支持与引导。

四、评价、交流

1。请先画的幼儿将作品给配班老师布置在展示板上，幼儿之
间进行欣赏、交流。

2。组织幼儿集中讲评。

教师说：“你最喜欢哪一幅画，为什么？”教师组织幼儿欣
赏作品，引导幼儿围绕构图和色彩的合理与应用进行讲评，
鼓励幼儿之间相互学习。

活动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自然结束。

大班艺术活动赛马教案篇八

认知目标

熟悉旋律学唱歌曲



技能目标

鼓励幼儿在感受乐曲旋律的基础上大胆创编动作

情感目标

在活动中与同伴共舞，交流情感

熟悉旋律学唱歌曲

鼓励幼儿在感受乐曲旋律的基础上大胆创编动作

录音磁带，录音机，课件

导入：

1、出示用小豆子制作的小兔，引起幼儿的兴趣。

2、教师：你们知道这只小兔是用什么东西制作的吗？(我们
自己种的小豆子)，引导幼儿来认识小豆子。

2、教师请幼儿说出他们看到了什么？小豆子是怎么从豆荚里
出来的？引导幼儿熟悉歌词。

3、教师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4、教唱歌曲。幼儿随音乐伴奏完整跟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