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神奇的大口袋教案美术 神奇的口
袋小班教案(大全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神奇的大口袋教案美术篇一

“神奇口袋”游戏是一则训练幼儿触摸觉的游戏。这则游戏
是针对幼儿心理特点而设计的。特别适合2—3岁的宝宝玩，
还可训练幼儿对看不见的物品的分类。

家长在和孩子游戏时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游戏准备：

小口袋1个；各类水果，如香蕉、桔子、苹果、葡萄、橙、柚
等等；各类小玩具，如xxxx、汽车、玩具兔、熊、狗、手帕、
帽子、手套等。

2、游戏的玩法如下：

(1)家长拿着装满各类物品的口袋念儿歌给孩子听：“神奇的
口袋东西多，请你过来摸一摸。”并告诉孩子，“请你伸手
到袋子里摸一件东西，摸完告诉我(即父母)，你摸到的是什
么，但是不许偷看。”

(2)在幼儿将说出的物品一一摆放出来后，家长可提高要
求：“请你说出这些物品属于哪一类?比如香蕉、苹果、梨等
等是水果类，手帕袜子属什么类?长毛绒的小兔、小狗又属哪
一类?”并让幼儿动手将物品归类放置。



孩子熟悉游戏后，可让孩子边摸边说：“这是水果中的梨子。
”等等。

3、家长和孩子玩游戏时应注意：

(1)游戏之初最好不要让幼儿区别近似的物品，如橙、柚，而
用区别较大的，如苹果、香蕉等等，以后再逐渐增加难度。

(2)切忌违反规则，让幼儿看口袋，那样就失去其积极意义了。
为提高孩子兴趣，家长与孩子互换位置，让孩子提问，家长
来摸且回答，最后让孩子鉴定对错与否。

在这个游戏中，家长要勤动脑，善动脑，不断丰富“口袋”
里的.“内容，提高幼儿的兴趣，促进幼儿感知觉，特别是触
摸觉的发展。

神奇的大口袋教案美术篇二

1、每人1个小布袋，袋口是有松紧的，便于手伸入其中。

2、每人的布袋里分别装有软硬不同的物体，如：玩具娃娃、
积木、海洋球、水彩笔、软糖、海绵、棉花团、软糖、橡皮
球等。

3、2只小动物玩具（其中1只是长毛绒的软软的小猫，另1只
是木头或塑料做的硬硬的恐龙）作为归类的标记，分别放在
两只筐边。

神奇的大口袋教案美术篇三

1、训练幼儿触摸觉的能力。

2、训练幼儿对看不见的物品的分类。



小口袋1个;各类水果，如香蕉、桔子、苹果、葡萄、橙、柚
等等;各类小玩具，如汽车、玩具兔、熊、狗、手帕、帽子、
手套等。

(1)家长拿着装满各类物品的口袋念儿歌给孩子听：“神奇的
口袋东西多，请你过来摸一摸。”并告诉孩子，“请你伸手
到袋子里摸一件东西，摸完告诉我(即父母)，你摸到的是什
么，但是不许偷看。”

(2)在幼儿将说出的物品一一摆放出来后，家长可提高要
求：“请你说出这些物品属于哪一类?比如香蕉、苹果、梨等
等是水果类，手帕袜子属什么类?长毛绒的小兔、小狗又属哪
一类?”并让幼儿动手将物品归类放置。

孩子熟悉游戏后，可让孩子边摸边说：“这是水果中的梨子。
”等等。

家长和孩子玩游戏时应注意：

(1)游戏之初最好不要让幼儿区别近似的物品，如橙、柚，而
用区别较大的，如苹果、香蕉等等，以后再逐渐增加难度。

(2)切忌违反规则，让幼儿看口袋，那样就失去其积极意义了。
为提高孩子兴趣，家长与孩子互换位置，让孩子提问，家长
来摸且回答，最后让孩子鉴定对错与否。

在这个游戏中，家长要勤动脑，善动脑，不断丰富“口袋”
里的“内容，提高幼儿的兴趣，促进幼儿感知觉，特别是触
摸觉的发展。

神奇的大口袋教案美术篇四

1、熟悉和了解美术的表现形式，认识美术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培养新的思维加深对美术的新认识。



3、开阔视野，拓宽想象空间，激发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望，体
验探究的愉悦与成功感。

观察各种工具和材料使用方式，引发对工具和材料的联想。

一、组织教学：按常规进行。

二、导入新课：

蜡笔小知识 1、是年幼儿童最常用的绘画工具2、同彩色铅笔
相比，蜡笔的色彩比较鲜艳、笔芯也稍软，使用时不会因手
在纸上摩擦而弄脏画面。3、蜡笔即可以用来画线条，也可用
于大面积的涂色。

油画棒小知识 1小朋友最喜欢使用的工具，色彩鲜艳、浓烈2
油画棒比蜡笔要软得多，而且因为是油性的，颜色之间容易
混合，色彩的变化，层次都比较丰富。

师小结：在绘画过程中，工具和材料是很重要的，它就象一
个好助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绘画愿望。

三、引导观察 思考 发现新的工具和材料展示：

1、 欣赏中国画、书法作品。

2、欣赏油画作品。

3、欣赏水粉、水彩画作品。

4、欣赏版画作品。

5、欣赏儿童画作品。

师：欣赏了这些画，大家能猜出这些画是用什么工具和材料
来完成的吗？ 生自由议论。



6、再次展示（结合作品进行展示），目的是让学生感悟工具
和材料的不同魅力，引发学生明白工具和材料的重要，以便
今后在美术课的课前准备能有所重视。大家现在可以猜出我
们要找的朋友是谁了吗？ 7、怎样爱护这些工具和材料。

：工具和材料使用小知识，进一步强调爱护工具、保护学习
用品、正确使用学具的良好品质。

四、评价，师指导学生正确使用回答问题。

1、你能认识的美术工具和材料有（ ）种？

2、通过学习你又认识了那些绘画的小伙伴它的名字叫（ ）？

3、你能爱护和正确的使用工具和材料吗？

五、课后观察和思考

1、 收集和尝试一种你没有用过的美术工具和材料。

2、 到美术用品店去观察文房四宝是什么？又发现了什么新
的工具和材料。

神奇的大口袋教案美术篇五

妈妈问我有什么新年愿望，我知道她是想让我写作文，就说
没有。

谁知妈妈说，这只能说明我太幸福了，因为没有新年愿望表
示我想要的都有了。

“那你就按照心里真实的想法写，先不要管能不能实现那个
结果好吗？”妈妈还是想说服我去比赛。



“那我想要一件大口袋的衣服。”我想了一下突然说。

“这就怪了！我每次买新衣服奖励你，你都说不感兴趣，怎
么这次想要衣服了，还是大口袋的？”

“大到可以随身装我这本大日记本——简称装得下‘日本’
呢！”

“为什么要随身带呵？”妈妈问。

“省得我的日记在家里被你们偷看，到学校被同学偷看。”

“哦，原来是这样！”妈妈一时没有说话。

其实对于日记不能给别人看这个想法，我也是慢慢长大了才
有的。小时候我每写一篇就交给爸爸妈妈打印，每个寒暑假
结束，就印成厚厚一本彩色书，开学后能奖励到很多颗星星，
让一些同学即使努力一个学期都赶不上我一次奖的星星多。

可是后来我有了一些心里的想法，写出来不愿被爸爸妈妈看
到，就开始东放西藏。可我发现不管怎样藏，我的日记最后
都会被整理出来发在博客上，我的想法都会被爸爸妈妈知道。
爸爸给过我密码箱，可他过一段时间还是要让我乖乖地交出
日记。

妈妈睡觉前会跟我讲一些跟我日记里既有关又有区别的事，
其实是想说用词啊、想法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感觉我的
秘密被偷看了，很不高兴，还伤心地哭过不止一次。为什么
爸爸妈妈都可以有秘密而我没有？妈妈说，有时候她是给我
整理书桌时无意看到的。有时候是觉得我的日记写得好不公
开太可惜了。还有些时候，她说她真的没有偷看，谁叫我们
母女同心她猜都能猜到呢！我想母女同心也不可能连说出来
的句子也一样吧！



因为喜欢写日记，所以到了学校，同学们也很好奇，常常想
偷看我的日记，有时也被他们搜出去看了。我没办法，就把
日记藏在怀里，我把这叫做“肚里藏书计”。但这也不是一
个好方法，因为日记本很重，拉链衫的下口收得不紧，经常
要掉到地上，结果要么弄得很脏，要么直接被同学捡了去。
没办法只好放在书包里，只好让同学继续偷看。

妈妈听完我的想法，说原来是这么个问题，很好解决。她说
既然口袋太小装不下，为什么不换小日记本呢？问题可以换
个法子来解决。可是不行啊，我跟爸爸打过赌，我要把这本
厚厚的日记本写完了再换新本子。爸爸最讨厌浪费了。如果
我能坚持写完，他会给我五百元钱的奖励。我一定要让爸爸
拿出这五百元钱来。

“那么，是不是如果我们都尊重你的意愿，不看你的日记本
了，你就可以不要这样一件衣服呢？”妈妈找出她那件口袋
最大的衣服，发现还是根本装不下我的“日本”后，她好像
很肯定无法买到那样一件衣服了。

其实我还是想要的。我之所以想要，因为我想起学校组织过
火灾逃生演练。我想：如果火灾真的发生了怎么办？我肯定
要带着我的日记本逃走的。那里有我全部的记忆啊！

我还记得我在上海科技馆看过月球漫步。一个宇航员登月以
后，在那里留了一张他的全家福。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哪天
登月，我要穿着这件大口袋衣服，再披上宇航服，在月亮上
留下我的日记本。那里最安全了，也没有地球人可以偷看我
的日记本。

“可是登上月球的又不止一个地球人，如果别人真要看，还
是能看到的。”妈妈从包里拿出一叠打印稿，都是我藏起来
的文章，不知何时被她打印出来了。她还在上面写着：“任
何作品都有一个解密期，解密期可长可短。短的可以在你写
好后，马上跟爸妈分享。长的可以放一辈子，像女诗人狄金



森。今后你日记的解密期可以由你自己确定，不过你的日记
写得那么好，希望解密期不要太长，让妈妈等得白了头发还
看不到哦！”

“趁我没发怒，赶紧把打印稿收起来吧！”我跟妈妈说，不
过这一次，我好像并不伤心，而是笑着跟妈妈说的。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上学前，我穿上一件宽大的外套，
挺合身也挺舒服，接着我从床头取下日记本，放在衣服口袋
里再拉上拉链。到学校以后同学们照例围着我，想知道我昨
天的日记写了什么。我不慌不忙地说：“今天我没带，不信
你们看我的书包。”同学们果真找不到什么，只好回到各自
的座位。过了一会，我跟同桌说：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我
们可以在那里开火车，打台球，下次我带你去。其实，那就
是我昨天日记里的事，因为我已经发现，有一些东西，只跟
日记本说，其实也是挺无聊的。

神奇的大口袋教案美术篇六

手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好朋友，他能帮助我们分辨出软硬，
冷热，光滑与粗糙的物体。在《神奇的口袋》的活动中我们
就是用手来感受物体的软硬和光滑与粗糙的。

一、更改活动目标与内容

在活动的准备时候，发现冷的和热的东西不好放在口袋里与
其他东西一起，所以将感知冷与热改成小组的活动，重点突
出幼儿对物体的软硬和光华与粗糙的感觉。

二、联系实际准备材料

在选择幼儿感知材料时，从幼儿日常活动中找，让幼儿认识
到生活中的科学的秘密。软的有娃娃家的小衣服、丝巾、毛
绒玩具等，硬的选用各种积木，光滑的选了弹珠，粗糙的选



了篮球。清幼儿结合实际在自主地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哪些
物体是软的、硬的、光华的和粗糙的感觉。

三、活动的效果检验

活动是否有效，通过幼儿的操作材料，对不同的物体进行分
类，幼儿能够迅速的将物体软硬不同属性进行分类。活动充
分了解幼儿的生活经验与学习经验而精心准备的，活动内容
具有探索性与科学性，引起幼儿的求知兴趣与探索欲望，特
别是小班幼儿对新奇的事情特别的好奇，神秘袋的设计也符
合幼儿的兴趣特点，整个活动环节紧扣目标，环环相扣，让
幼儿能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间，通过自己的感官去认知，使
幼儿充分感受到在做中学，学中玩的乐趣。

文档为doc格式

神奇的大口袋教案美术篇七

１、引导学生认识各种美术工具和材料。

２、引导学生用不同的美术工具和材料，大胆、自由的表达
自己的各种想法。

３、引导学生在认识美术工具和材料中对美术课产生兴趣

本课是引导学生初识美术工具和材料，可让学生尝试使用一
下，或看一看、摸一摸各种绘画的效果。教师要准备好各种
形式的.美术作品供学生欣赏。

教学重、难点：通过活动引导学生对美术创造产生浓厚的兴
趣。

（1）教师准备蜡笔、水笔、钢笔、毛笔、油画笔、水彩颜料、
橡皮泥、、陶土、剪刀、图画纸、宣纸等美术工具和颜料。



（2）教师准备一些可用来绘画、雕刻、拓印、拼贴、编织的
自然材料和人造材料。

（3）教师搜集由各种工具和材料制作的美术作品（中国画、
水彩画、版画、雕塑、剪纸、素描等）

（4）教学活动设计：

教师在课前利用旧衣服自制一挎包，放入各种美术材料和工
具。上课时让学生上来抽奖：抽出一样来让其他人说说这是
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引起学生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都掏出来后，教师选几样常用材料当场操作、示范。
并出示不同材料所作的美术作品，让学生看一看、摸一摸、
比一比、了解不同材料的性能及特点和不同的表现效果。

鼓励学生学用自己感兴趣的工具和材料进行创作，以体会工
具和材料的性能。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尽量鼓励学生大胆、
自由的表现，使学生对美术课产生兴趣。

作业完成后，应督促学生收拾工具和材料，整理桌面，保持
教室环境的卫生、整洁。

寻找自己家中或周围可用来绘画、粘贴、拓印、拼贴编织的
各种自然材料和人造材料进行尝试性的美术创作。

（1）是否认识一些主要的美术工具材料。

（2）能否大胆运用美术工具材料，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

（3）是否对美术课产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