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画西瓜教案反思(精选9篇)
秋季初三教案编写，是为了帮助学生整理知识，巩固复习。
幼儿园教案范文中的教学活动和评估方法，可以对我们的教
学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美术画西瓜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在欣赏他人作品的基础上，尝试对自己的名字进行联想，
并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2．能大胆表现自己的作品，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3．感受名字变形后的抽象美。

活动准备：

1．一副姓王的幼儿画的姓名画。

2．有色纸、水笔。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而且字数都不一样，有多
有少，请小朋友站起转身对着客人老师把自己的名字响亮地
说出来吧，”大家好，我叫xxx“。

师：”老师前两天请一个小朋友画了一幅画，这幅画中藏着
一个秘密，大家一起来找一找，你发现了什么呢？（幼儿讲
述自己对作品的最初感受）



二、导入作品的真实内涵。

1．讨论名字的作者。

师：“原来这幅画中有一个小朋友名字，这个小朋友真厉害，
谁知道这是谁的名字呀？”

2．讨论这幅画的内容。

师：“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谁来说一说她是怎么画的
呢？”

3。讨论在画中喜欢做的事情。

师：“王晶晶小朋友不仅把自己的名字画成了一幅画，还把
自己最喜欢做的事也画到了画里，你能猜猜王晶晶喜欢做什
么吗？”（幼：“王晶晶喜欢跳舞、喜欢兔子、花。”）

师：“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你能从画中指一指吗？”

4。教师引导认识画中含义。

师：“咦！王晶晶为什么要把”晶晶“下面的两个”日“字
变成眼睛呀？”

三、引导幼儿作画。

1。讨论作画内容。

师：“你们都有自己的名字，如果让你把自己的名字也画成
一幅画，你会把自己最喜欢做的哪些事、最喜欢的小动物画
在哪呢？可以把你名字里的比划变成什么呢？现在请和你身
边的小朋友说一说？”（幼儿相互讨论，为作画作准备）幼：
“我喜欢跳绳，喜欢踢球————。”



2。自由作画。

师：“现在就请你用水笔把你自己的名字和你最喜欢做的事
画下来，呆会儿请大家一起来猜猜是谁画的，他最喜欢做的
是什么事，好吗？”

3。幼儿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四、评价作品。

1．猜猜画的作者。

师：“猜猜这幅画是谁画的？”

2。说说作者画的内容。

师：“你觉得他最喜欢的是什么事？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
的？”

五、结束活动。

师：“今天小朋友回家也帮爸爸妈妈设计一个漂亮的名字好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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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画西瓜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1、通过欣赏，初步感受西瓜灯作品的艺术美及其
艺术特点。2、知道西瓜灯是平湖特有的民间艺术，激发幼儿
热爱家乡的情感。活动准备：1、装饰好的西瓜灯两只。2、
有关西瓜灯的课件。3、西瓜、记号笔、刻刀每人一份。4、
课前与幼儿一起收集有关西瓜灯的资料。

活动过程

设计意图

一、导入欣赏，引导发现。

出示两个实物西瓜灯（一个有装饰物，一个没装饰物），引
导幼儿欣赏瓜灯的图案美、装饰美。

1、引导观察没装饰物的西瓜灯，欣赏瓜灯的图案美。

2、比较两个瓜灯的不同之处，欣赏瓜灯的装饰美。

3、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进行小结。

西瓜灯是我们平湖特有的民间艺术，它不仅图案漂亮，而且
装饰美丽。

二、通过欣赏照片、观看录像，引导幼儿进一步感受西瓜灯
的艺术美。



1、欣赏图案各异的瓜灯照片，进一步感受瓜灯的图案美。

2、欣赏装饰各异的瓜灯照片，进一步感受瓜灯的装饰美。

教师小结。

3、拓展了解，欣赏西瓜龙灯、湖灯等，感受西瓜灯的造型美。

三、激发幼儿身为平湖人的自豪感。

1、谈感受：看了这么多美丽的西瓜灯，你有什么感受吗？

2、赞美西瓜灯：你能用好听的词语或句子来夸夸我们平湖的
西瓜灯吗？

教师：我们平湖人很聪明，吃了西瓜以后，在瓜皮上雕刻出
各种图案，把它制成西瓜灯。

四、初步了解刻瓜灯的技能。

你们知道这么美丽的西瓜灯是怎么刻出来的呢？（可请幼儿
回答。并观看录像，了解西瓜灯的制作过程）

五、活动延伸：

1、你们想不想也来试试刻西瓜灯呢？你想在西瓜上刻上什么
图案？

2、在区域中投放西瓜及刻瓜灯的工具，便于幼儿尝试刻瓜灯。

通过欣赏、比较两只西瓜灯，引导幼儿发现西瓜灯的图案美、
装饰美等，初步感受西瓜灯的艺术美。

欣赏不同图案的瓜灯及平湖西瓜灯节的盛景，开拓幼儿的眼
界。



欣赏不同造型的瓜灯，进一步感受瓜灯之美。

通过让幼儿谈感受、夸一夸等，激发幼儿作为瓜乡人的自豪
感。

激发幼儿对西瓜灯制作的兴趣。

美术画西瓜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尝试制作镂空的楼房。

2、激发幼儿的创作性、想像力。

3、对方形、圆形，线条等涂鸦感兴趣，并尝试大胆添画，能
大胆表述自己的想法。

4、体验运用不同方式与同伴合作作画的乐趣。

活动准备：

大小不同的纸盒、胶水、大纸、彩色纸、建筑图片、彩笔、
小木棍、剪刀。

活动过程：

1、激发幼儿的制作兴趣。

现在盖起了许多漂亮的高楼、小区、小朋友愿不愿意当建筑
师，设计出漂亮的楼房模型呢?

2、讨论：如何用纸盒制作楼房

(3)楼房作好后摆放在大纸上，许多的楼房在一起就形成了什



麽?你看小区里缺点什麽?可以添上。

3、介绍材料及建筑图片，如果需要，可以自取。

4、幼儿制作：激发幼儿的创造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支持幼
儿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

5、各组互相欣赏，评价幼儿的制作特点。

活动反思：

1、幼儿在活动制作楼房的时候非常的感兴趣。

2、在刚开始编排门牌号时少数的小朋友会把楼数和号数弄混。

3、在最后找地址的时候大多数幼儿都能真确的找到地址。

小百科：纸盒是一个立体的造型，它是由若干个组成的面的
移动、堆积、折叠、包围而成的多面形体构成的。

美术画西瓜教案反思篇四

1、了解蚂蚁的基本结构头、胸、腹，知道变化头和腹的方位
会表现出蚂蚁的不同动态。

2、尝试用粘贴和添画的方式，表现蚂蚁搬西瓜的场景。

3、体验不同作画方式的愉悦感。

蚂蚁卡片若干份；西瓜图片、西瓜背景图；记号笔、固体胶；
背景音乐。

出示西瓜图，引出蚂蚁。

师：小朋友，你们看，这是什么？（西瓜）看起来怎么样？



师：这么诱人的西瓜引来了谁呢？逐一出示蚂蚁身体部位的
卡片，添画触角和脚，帮助幼儿了解蚂蚁的结构。

摆出蚂蚁各种搬西瓜的动作。

1、师：这只小蚂蚁发现了这些西瓜以后，它会怎么做呢？有
什么办法可以把西瓜搬回家？

2、请幼儿上台模仿蚂蚁动作，教师操作图片，摆出蚂蚁的动
作。

小结：我们把小蚂蚁的头变化不同的方向，就能摆出不同的
动作来。

3、师：蚂蚁除了顶西瓜，还会用什么动作？谁愿意上来做一
做

4、师：还有其他不同的动作吗？我请小朋友自己来摆一摆。

幼儿讨论各种动作。（顶西瓜、举西瓜、推西瓜、拉西瓜、
背西瓜等）

小结：原来只要变一变蚂蚁的头和腹部的方向，就可以摆出
各种各样的动作来。

1、交代要求。

师：你们看，我这儿还有这么多西瓜想不想都搬回去？老师
给你们准备了许多小蚂蚁卡片，请你们把想到的动作都摆出
来，然后用固体胶贴好，再有记号笔画出触角和脚。

2、幼儿自由操作，师巡回指导。

1、幼儿自由欣赏、表述。



2、教师点评。

美术画西瓜教案反思篇五

1、看看、听听、讲讲故事，体验“小”蚂蚁想办法搬“大”
西瓜的快乐。

2、大胆地表现故事中简单的语词和动作，感受故事情节的有
趣。

3、理解故事内容，大胆讲述简单的事情。

4、能简单复述故事。

故事ppt、图片。

理解动词“趴”“啃”“捧”等。观察每只小蚂蚁用的不同
动作，有“推”“踢”“背”等。

一、感知大小差异，激发阅读兴趣。

1、师：这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西瓜啊？

2、师：大西瓜引来了一些小小的动物，会是谁呢？

二、愿意大胆表现，感受情节有趣。

1、蚂蚁怎样吃西瓜。

（2）他们在干嘛？他们是怎么吃的？

（4）它说了什么？

2、蚂蚁怎样搬西瓜。



（2）再请两个朋友，怎么说？

（3）看来四个朋友不行，怎么办？来了那么多好朋友。快一
起来搬西瓜吧。

3、搬不动怎么办？

师：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到底怎么办呢？我也想了一个好
办法，看看到底是什么好办法。

4、西瓜皮有什么用？

介绍绘本，引发继续阅读的兴趣。

小班年龄段的幼儿，经常会关注粗浅的东西，更深些的细节
方面的内容并没有意识关注，本次活动内容是让孩子既关注
大的方面（大西瓜的变化），也关注到小的方面（小蚂蚁在
流口水、小蚂蚁的动作等）。为达到目标的有效性，我主要
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小蚂蚁的动作，学一学小蚂蚁的动作，从
学习动作中体验情趣。活动中，我班幼儿表现出了相当不错
的表达能力。最后在整理故事内容讲述的环节，故事的优美
度欠佳，应该再对语言进行斟酌，让幼儿感受到语言的魅力
和故事的优美。

小百科：蚁科通称蚂蚁，节肢动物门，多为黑色、褐色、黄
色或红色，体躯平滑，或有毛刺、刻纹和瘤突。

美术画西瓜教案反思篇六

1、通过对山林火灾事故的了解，知道发生山林火灾的主要原
因。

2、认识各种灭火设备，掌握一些消防安全常识及防火自救的
方法。



3、增强幼儿的自救意识，培养应变能力。

4、对方形、圆形，线条等涂鸦感兴趣，并尝试大胆添画，能
大胆表述自己的想法。

5、鼓励幼儿与同伴合作绘画，体验合作绘画的乐趣。

活动准备

1、山林火灾事故视频或图片

2、山林防火标志、山林防火图片

活动过程

(一)观看视频，了解山林火灾事故。

1、说说这是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

看了这段视频，你想说什么，你还在哪里看到这样惨不忍睹
的场面?你看来有什么感受?

(二)参与讨论，了解发生山林火灾的原因。

1、为什么会发生森林火灾?

2、视频中有几种动物?他们有哪些不同的神情?

(三)怎样预防山林火灾

1、幼儿自由讨论讲述。

2、图片展示，提升经验。

上山游玩不带火种。



不在山上吸烟、烧东西吃。

上山祭祀不烧纸钱。

认识中国山林防火标志。

(四)如果发生山林火灾怎么办

1、小朋友发现山林火灾，先逃生再报警。

2、找到逃生出入口，找到水源，浸湿衣服裹住头逃出来。

教学反思：

西瓜是幼儿在夏季接触最多的水果，在生活中幼儿较熟悉、
感兴趣，生活经验较丰富，在预设方案的基础上又生成了瓜
瓤的不同种类，获得了新的学习经验。

美术画西瓜教案反思篇七

一、活动目标：

1.能用西瓜联想出多种物体，并通过添画表现其主要特征，
激发想象力。

2.能主动参与活动，用连贯的语言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发展语言，丰富联想。

3.在活动中充分体验创作的快乐，激发学习美术的兴趣。

二、活动准备：

1.教学ppt。

2.幼儿作画工具（画纸、记号笔、炫彩棒等若干）。



三、活动过程：

一、引导幼儿对西瓜进行初步想象。

1.今天老师带来了什么？

2.圆圆的西瓜看上去像什么？

3.半个的西瓜看上去又像什么？

二、欣赏ppt，引发幼儿再次联想。

1.师幼共同欣赏作品，说说西瓜变成了什么。

2.鼓励幼儿再次发挥想象，丰富联想。

三、幼儿创作

1.教师范画。

2.要求：画前先构思好画面，先画好主体西瓜的部分，在此
基础上进行添画。

3.幼儿作画，老师指导。

四、评价作品

活动反思

这个美术活动的重点在于一个“想”字，所以在活动中，有
两次机会可以让孩子们自由想象。第一次是出示西瓜图片，
让孩子们看着去想象，他们都能从外形联想到许多其他的物
体。第二次是出示范画，让孩子们从中受到启发再进行联想。
从活动效果看，孩子们说的很多也很好，可是由于受到老师
范画的影响，孩子们很少将自己的想象画出来。



美术画西瓜教案反思篇八

一块西瓜在蚂蚁看来，多么的庞大，多么的诱人！为了把好
吃的西瓜带回家，蚂蚁们集体出动……先把家里装满，再痛
快地饱餐一顿，最后还在西瓜上玩滑梯。蚂蚁是一种可爱的
小动物，也是在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们的象征，蚂蚁
和孩子之间总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一群小蚂蚁、一块大西瓜，
对比强烈，故事简单而有趣，这也是作者精心的构思所在。
孩子们一定会沉浸在这种简单的快乐中，同时，也会被蚂蚁
们的勤劳、乐天，聪明和团结合作的精神而感染。

1、理解故事内容，大胆讲述小蚂蚁搬西瓜的不同方法。

2、感知同伴之间合作分享的情感。

活动重点：大胆讲述小蚂蚁搬西瓜的各种不同的方法。

活动难点：通过观察想象大胆猜测故事内容

活动准备：ppt，西瓜

一、活动导入

价值分析：以搬西瓜为线索导入故事内容，引发兴趣。

1、夏天真热啊，吃西瓜一定能让我们很凉快，谁能搬的动这
么大一筐的西瓜？

2、有几只可爱的小蚂蚁也碰到了和我们一样的情况，一起来
瞧瞧发生了什么呢？

二、蚂蚁搬西瓜

价值分析：理解故事内容，合理想象、大胆讲述帮助小蚂蚁



搬西瓜的办法，知道合作力量大。

1、讲述故事，引导幼儿观察

1)蚂蚁找到了一块这么大的西瓜心里面怎么样啊？（心情）

2)它们吃饱了那剩下的西瓜怎么办呢？（分享）

3)蚂蚁们成功了吗？这可怎么办呢？（合作）

4)蚂蚁家族都来搬西瓜可惜都没有成功，它们讨论决定只搬
走西瓜瓤，把西瓜皮留下，想一想怎么把西瓜瓤取下来？
（验证）

5)蚂蚁家族又犯愁了，取来这么多的西瓜瓤怎么搬回去呢？

小结：蚂蚁们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搬西瓜，真是人多力量大
啊！

三、合作力量大

价值分析：亲身实践，进一步感知合作的力量大。

1、讨论：你喜欢这些小蚂蚁吗？为什么？

小结：我们都喜欢这群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乐于分享的小
蚂蚁。

2、师幼一起搬西瓜。

美术画西瓜教案反思篇九

1.每人一张画有西瓜片的纸，教师提问：“这是什么？它上
面少了些什么？”



2.教师示范。

3.交待活动的要求：捋好袖子，用食指少蘸一些颜料在西瓜
图片上点，但不要在一处重叠点。点完在抹布上把手指抹干
净。

4.托儿画展览。

5.小结：知道吃东西时，要想到别人。

教案设计频道小编推荐： 托班教案 | 托班教学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