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言活动蚂蚁和西瓜教案 蚂蚁和
西瓜大班美术活动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
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语言活动蚂蚁和西瓜教案篇一

1、熟悉故事内容，体会蚂蚁的情绪变化。

2、感受小蚂蚁听从指挥、团结向上、不怕困难、积极解决问
题的精神与态度。

理解蚂蚁情绪的变化。

感受小蚂蚁听指挥、团结向上、不怕困难的精神。

1、经验准备：初步理解绘本故事的内容。

2、物质准备：绘本《蚂蚁和西瓜》人手1份。

1、鼓励幼儿跟随教师一起模仿故事中的感叹词。

2、引导幼儿跟随故事发展共同讨论、感受蚂蚁的情绪变化。

1、请幼儿观察、寻找绘本上蚂蚁不高兴的画面。

2、小结：小蚂蚁遇到困难后，积极动脑筋想办法，解决了问
题，所以很高兴。

3、引导幼儿观察发现图画中一只与众不同的蚂蚁——蚂蚁队



长，感受到蚂蚁队长的领导和其他蚂蚁的听从指挥，体会整
个蚂蚁群体团结向上的精神。

4、小结：戴黑帽子的蚂蚁队长，它不怕苦不怕累，事事冲在
最前面，而其他蚂蚁也能够听从它的指挥，大家很团结，所
以，才能够解决很多的困难。

将绘本放在图书区，鼓励幼儿继续阅读。

语言活动蚂蚁和西瓜教案篇二

《纲要》指出，幼儿没有经历就没有经验。可见生活已有经
验对幼儿学习的重要性。尤其像音乐对小班幼儿而言相对较
抽象的内容，更应顾及到他们的已有经验与需要。另外要想
让小班幼儿欣赏音乐，首先要考虑音乐本身对幼儿是否具有
吸引力，那么选材就显得很重要。首先应选择一些具有明显
音响特征和情感色彩的音乐让幼儿充分感受，培养幼儿对音
的高低、长短、强弱、音色等基本要素的辨别能力并从中得
到陶冶。这些音乐中，歌曲所占的比重较大，因为歌曲中有
歌词，幼儿容易理解。因此，本堂课我们采用了以《大西瓜》
为题。西瓜对于幼儿来说并不陌生，这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一
种水果，所以幼儿们很快就能接受并投入到课堂中来。

整个活动始终以情境化的教学、动作等方式，引领着幼儿由
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感知乐曲，体现着愉悦性、发展性。在
整个教学活动中，我运用实物――大西瓜，通过介绍西瓜、
认识西瓜等来引题。此外积极、丰富的情感是幼儿终身收益、
也是他们当前非常需要满足与发展的内容之一。整堂课我都
非常富有激情，因为只有我自己被音乐感动，才能感动孩子、
感动大家。在我的带动下，孩子们都沉浸在音乐欢快的.节奏
中，而且都能认真欣赏并学会倾听。其实，《大西瓜》只有
六句歌词：大西瓜，真好呀，各个都想吃，大家分，切开它，
味道顶呱呱。



1、熟悉歌曲旋律，愿意参与歌曲活动，并用相应动作来表现。

2、初步尝试仿编，体验仿编歌词的快乐。这两点为活动目标。
以能积极参与歌唱活动，体验音乐活动的快乐为活动的重点。
让幼儿学会歌曲后能自由创编，体验音乐活动的快乐。在创
编歌词的时候幼儿的想象力都很丰富，有唱成“大苹果”的、
“大香蕉”的、“大菠萝”的…….总之，幼儿们都很喜欢这
首歌，下课的时候也有听见幼儿在唱。

但美中也有不足的，在唱“味道顶呱呱”时“顶呱呱”有幼
儿不理解，我解释给他们听说就是味道很好、很甜。幼儿基
本都能理解，但有幼儿还是会唱错歌词。其实，无论是失败
还是成功，每节课都有值得自己反思和学习的地方。

语言活动蚂蚁和西瓜教案篇三

伴随着紧张的情绪，我的教研课《蚂蚁和西瓜》终于结束了!
每次活动之后的反思必不可少，为了让自己更加的进步，更
好地提升自己的教学技能，同时也是为了提高自我总结能力。

一、活动的准备

在课前就带幼儿看过这本绘本了，在看绘本故事时，重点让
幼儿细心观察蚂蚁是怎样搬运西瓜的。再请幼儿和边上的小
朋友交流，说说小蚂蚁是怎样搬西瓜?再表达出完整的话：它
们有的背，有的拉，有的铲，个个满头大汗。再请幼儿观察
画面上的蚂蚁，边说边指出、并画出蚂蚁的背、拉等动作，
再让幼儿模仿一下小蚂蚁搬西瓜的动作，也让幼儿尝试着画
出单个的`各种姿势形态的蚂蚁。

二、教学过程

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让幼儿通过欣赏绘本故事《蚂蚁和西瓜》
的主要情节及绘本中蚂蚁的各种表情和动作，并尝试用绘画



的方式表现蚂蚁搬西瓜的各种动作，并大胆加以想象，用简
单线条表现出蚂蚁的各种动态形态。

这节课中，通过多媒体课件和教师同幼儿的示范画来让幼儿
进一步了解蚂蚁的姿势形态。在一开始说到找找这幅画上最
喜欢的小蚂蚁时，由于幼儿找了很久，盯着看了很久。心急
的我就马上帮助幼儿指出了一只奔跑的小蚂蚁，又将这只小
蚂蚁的动作给做了出来，剥夺了幼儿观察和发言的机会。还
有在请幼儿示范画蚂蚁的时候只关注了在上面画蚂蚁的小朋
友，忽略了下面坐着的小朋友，应该多让幼儿想想、说说、
表现蚂蚁的多种姿态，为接下来的画蚂蚁及扩大想象空间作
铺垫，效果会更好。这都应该是要多加注意的。在讲解操作
要求时，心里想着幼儿以前画过蚂蚁了，所以没有太多的语
言去提示幼儿看看绘画蚂蚁的手脚的姿势形态，只是请了个
别幼儿来画了画蚂蚁，没有将画的技能及在课中体现出来，
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但在操作时，由于幼儿课前画过单个蚂
蚁，所以他们画的效果很不错，将各种各样姿态的蚂蚁通过
手、脚、身体的变换来体现出来。

在创编故事的环节中，幼儿模仿着《蚂蚁和西瓜》里面的故
事情节又编出了一个个好听的故事，虽然故事不长，可是很
有趣。

三、反复琢磨有待改进

在上完了这节课后，总的感觉在示范画蚂蚁的姿势时讲解的
太少，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幼儿来观察蚂蚁的不同姿态。虽然
在课前幼儿已经对此掌握颇多，可在课上还是应该重点讲解
一下，让更多的幼儿参与观察、发现。这样就能更进一步了
解蚂蚁和西瓜的关系了。

以上这些是我对这节教研课的反思，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每
次上教研课都有许多的感慨：如果我能这样上也许效果会更
好一些，根据这些不足之处，我会好好改正，争取在今后的



教学中避免。

语言活动蚂蚁和西瓜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1.初步熟悉《拨弦波尔卡》的曲调，感知乐曲活
泼、欢快的风格。2.通过蚂蚁通知同伴、运西瓜、吃西瓜的
情节、动作，初步感知乐曲的曲式结构。3.了解拨弦这种特
殊的演奏方式，激发对音乐活动的兴趣。活动准备：1.幼儿
听过绘本故事《蚂蚁和西瓜》。2.剪辑过的《拨弦波尔卡》
音乐一段，和音乐结构相匹配的图谱一幅。3.乐团演奏《拨
弦波尔卡》的视频一段。活动过程：1.聆听音乐，说说感觉。
这段音乐让你感觉像在干什么？2.通过图谱感觉音乐的段落。
第二遍听前：我听到这段音乐一下子就像到了前几天看的绘本
（贴图谱的题目）《蚂蚁和西瓜》。这一次，我们来听一听，
音乐中的蚂蚁在干什么。你可以轻轻地跟着音乐做一做。听
后出示图谱前半部分。3.继续结合前半段图谱听第三遍。你
猜对了吗？（简单了解图谱的内容）让我们再看着图来听一
听。5.分段欣赏、创编。*戴帽子的蚂蚁队长发现了西瓜会是
什么表情？会做什么动作？谁来试一试？我们一起听着音乐
做一做。*然后他干什么了？它是怎么告诉同伴的？这段音乐
中一只蚂蚁告诉了几只同伴呢？（用一只手指表示蚂蚁队长，
另外一只手的四个指头表示洞里的蚂蚁，跟着音乐试两遍；
再到请一个孩子试试，重点看他能否配合音乐的节奏进
行）*接下来该干什么了？跟着音乐试一试。*接下来该干什
么了？怎么搬的？（抱胸前、扛肩上、背背上、两人一起抬）
*蚂蚁洞里都装满了，剩下来的怎么办的？最后怎么样
了？6..完整欣赏两遍。我们一起跟着音乐来把蚂蚁和西瓜的
故事完整地表演出来吧。7.观看视频演奏，了解拨弦这种形式
（有条件可提供弦乐器幼儿尝试）你听出来这首乐曲是用什
么乐器演奏的吗？谁知道小提琴是怎么演奏的？但是这首曲
子可不一样，我们来看一看音乐家演奏的样子吧！你看到音
乐家怎么演奏小提琴的？(用手拨的）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演
奏方式，才使得这首曲子有个特别的名字叫《拨弦波尔卡》。



语言活动蚂蚁和西瓜教案篇五

目标

1.知道毛笔画是中国特有的绘画种类，中国人、外国人都很
喜欢。

2.感受毛笔的柔软性，尝试用毛笔画出熊猫的明显特征。

3.知道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准备

1.师幼共同收集不同内容的中国画，活动前布置在活动室墙
面上供幼儿欣赏。

2.范画一张，玩具熊猫一个。

3.宣纸或毛边纸(吸水性强)、旧报纸、毛笔、墨汁、瓷碗、
抹布等。

过程

1.欣赏中国画。

dd请幼儿欣赏活动室布置的.中国画。

dd这些画与我们用铅笔、水彩笔画的画一样吗?我们叫它什么
画?是用什么笔画的?

dd这些画与我们看到过的许多画不一样，我们叫它中国画，
是用毛笔(出示毛笔)画出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很喜欢。

dd请幼儿用手摸一摸毛笔，说说有什么感觉。



dd今天我们就来用毛笔给熊猫画像。

2.观察熊猫外形特征。

dd出示熊猫玩具，知道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dd观察熊猫外形特征：头、眼、眼圈、耳、身体、腿、尾。

3.看教师示范。

dd教师用毛笔蘸足淡墨，用中锋画头、身体等轮廓，再用笔
尖蘸足浓墨，画眼圈、耳等部位。

dd熊猫喜欢吃什么?引导幼儿添画竹子。

4.作画。

dd提醒幼儿用浓、淡墨色作画。

dd鼓励有能力的幼儿画出熊猫动态。

dd展示作品。

建议

1.用毛笔画熊猫意在帮助幼儿从美术的角度接近中华文化，
感受中国画特有的风格，对幼儿的作画技巧不必有过高的要
求。

2.要养成幼儿良好的作画习惯，如在桌面垫好报纸，蘸墨不
宜过多，及时用抹布擦拭脏处，保持画面清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