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泥人张教案中班艺术(大全8篇)
初中教案的编写过程中，教师还需要合理安排课堂时间和教
学资源，以便提高教学效果。我们为大家收集了一些一年级
教案的实例，其中包含了一些教学活动和学习任务，希望能
够为教师的备课工作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泥人张教案中班艺术篇一

1、了解乐曲旋律和结构，并随a段音乐的节拍表现捏泥人欣
赏泥人的动作，体验和表达欢快的情绪。

2、创编泥人造型，感受b段音乐优美舒缓的情绪。

3、在与同伴协作的过程中体验相互合作的快乐。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1、音乐《喜洋洋》。

2、有捏泥人的经验。

（一）导入小朋友，你们捏过泥人吗？捏泥人要做哪些动作
呢？（根据幼儿回答，带幼儿有节奏的说做动作。）

（二）了解音乐《喜洋洋》。

1、捏泥人是件很开心的事，我们为它配上一段好听的音乐，
让我们一起听着音乐来做捏泥人的动作吧！（完整欣赏《喜
洋洋》音乐）

提问：你听了这首乐曲有什么样的感觉？



2、这段音乐共有几段，每段是不是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
方？（再次欣赏音乐）

3、分段欣赏，区分ab段的不同。

（三）用捏泥人的动作，配合体会《喜洋洋》乐曲a段音乐的
欢快节奏。

1、教师示范做捏泥人动作。边做团搓压捏的动作，边念：团，
团，团脑袋；搓，搓，搓胳膊；压，压，压身体；捏，捏，
捏手脚。

2、幼儿练习，一起随着音乐节奏做捏泥人的动作。

第一遍：儿歌提示，捏小泥人。

第二遍：捏大泥人。（动作大）

（四）创编泥人造型，随b段音乐用舒缓的动作表现。

1、教师示范泥人造型。（师随b段音乐，与一幼儿合作，捏
成泥人小丑）

2、引导幼儿感受造型过程。

3、引导幼儿创编泥人造型。

4、幼儿两两合作，听b段音乐练习。（教师及时用语言提示）

（五）随a段音乐表现欣赏泥人时高兴和赞赏的动作神态。

1、引导幼儿创编欣赏泥人的动作神态。

泥人捏好了，真高兴啊！我们可以用什么动作和神态来表示



高兴来赞赏自己的泥人呢？

2、教师示范表现欣赏泥人的情景。

3、幼儿随音乐表现。

（六）完整表现捏泥人的过程。

1、师随音乐示范一次。

2、幼儿随音乐完整表现。

3、请客人老师合作一次。

（七）谈话小结。

进一步明确音乐《喜洋洋》让人开心，与同伴协作让人开心，
希望小朋友把开心和快乐带给更多的朋友。

泥人张教案中班艺术篇二

《生动小泥人》是人美版美术教材第13册第四课的内容，属
于造型·表现领域，根据美术课程标准的要求，充分利用随
处可取的黏土材料，运用传统的泥塑造型方法，塑造学生喜
欢的人物形象，并通过小小的泥人来了解祖国优秀的民间艺
术文化，欣赏各地区泥塑的艺术特色和审美情趣，特别是了
解文化的同时让学生感受泥材，学习三维空间的塑造方法，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造型能力和创造能力。

本课我计划两课时完成。

知识目标，民间艺术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民间泥塑表达了劳
动人民纯真、热烈，乐观向上的感情，无拘无束的自由想象，
反映了浓厚的生活情趣，作品大多运用夸张、简练的基本造



型方法，给人以美的享受。

能力目标：用黏土捏一个生动的小泥人，体验原始材料的乐
趣。

情感目标：通过欣赏民间泥塑作品，特别是陕西凤翔泥塑，
通过制作陕北安塞腰鼓中的鼓手形象，激发学生热爱家乡文
化的情感和弘扬民间艺术的愿望。

重点：欣赏各种风格的民间泥塑，掌握手捏泥人的基本方法。

难点：如何运用泥塑造型的夸张、变形等方法制作生动有趣
的小泥人。

教师准备：电脑课件、“安塞腰鼓”视频、凤翔泥虎彩塑一
件

学具准备：泥巴、泥塑工具

引导、启发，将家乡本土文化贯穿其中，使学生领会家乡文
化的内涵，培养热爱民间艺术的情感和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
感。

（一）准备阶段：课前5分钟，课件展示一组民间泥塑作品。
（背景音乐：悠扬悦耳的二胡音乐）

设计意图：上课前先烘托出一种民间艺术氛围，学生从中领
略民间艺术的稚拙朴素的美感，并通过对屏幕上图片的观察，
交流信息，为学习本课知识打下基础。

（二）新课学习

欣赏活动一：教师提问“你们见过屏幕上的这些作品吗？它
属于，？”



学生异口同声：“泥塑作品”。

教师简介泥塑：“泥塑就是用泥巴来造型，是我国民间美术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教师再次启发学生：“这些泥塑你知道出自于我国的什么地
区？”

学生回答：“陕西凤翔地区”。老师对学生的回答给予肯定。

设计意图：凤翔泥塑是我们陕西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凤翔泥塑欣赏起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

请学生概括凤翔泥塑的特点：学生归纳出“造型生动”“夸
张”“色彩对比强烈”“有花纹”等。

教师总结：我们陕西的凤翔泥塑是从周朝就开始出现雏形，
有流传至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民间泥塑中历史最悠久的
一员，凤翔泥塑吸取了我们陕西民间年画、剪纸、刺绣中的
纹饰，造型夸张、色彩鲜艳，深受人们的喜爱。每逢过年或
赶庙会的时候当地人就要以泥塑为礼品，在孩子过满月时，
长辈们要送泥虎。

教师出示凤翔泥虎实物，提问学生送泥虎的原因，学生回答
出：生龙活虎，虎头虎脑。

教师对同学们的回答予以肯定并补充：凤翔泥虎概括了凶猛
动物的性格特征，如圆睁的怒目、尖利的牙齿，也有驱邪避
难、吉祥如意的含义，它的色彩运用了凤翔泥塑常用的一套
颜色如大红、桃红、晶绿、米黄为主色并以黑色勾线进行填
彩敷色。请同学们观察它的造型后讨论总结：夸张，大大的
耳朵象两把扇子，耳朵上和尾巴上都插有娃娃生莲的形象象征
“莲生贵子”，身上的牡丹花和钱币图案象征“富贵荣华”，
教师总结，民间艺人在泥塑作品中敷于美好的愿望。



幻灯片欣赏二：天津泥人张彩塑

通过欣赏比较，教师启发同学们说出天津泥人张彩塑的特点，
教师总结，泥人张彩塑是清道光绪年间发展起来自张明山先
生首创，随后传给张玉亭、张景祜、张锡等，流传到今有100
多年历史，泥人张彩塑一般高不过尺，多取材于民间传说，
神话人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人物逼真生动，用色典
雅秀丽。

幻灯片三：江苏无锡惠山泥人

教师启发学生说出这一组泥塑为江苏无锡惠山泥人并总结特
点，教师补充并总结，惠山泥人相传有400多年历史，造型胖
墩墩、笑盈盈，有的物捧寿桃、元宝，有的身挂金锁片，色
彩鲜明亮丽，体现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幻灯片四：河南淮阳“泥泥狗”

学生讨论总结河南淮阳“泥泥狗”的特点，教师补充讲
解，“泥泥狗”是河南淮阳泥玩具的总称，造型古朴，当地
人说它是为伏羲、女娲看守陵庙的'神狗，若买回去送亲友，
可以去邪水灾。它的色彩是以黑色为底，配以红、绿、黄、
白、桃红等色。制作过程是先用泥捏塑形象，然后放于锅中
煮染黑色，最后用高梁杆削或斜尖蘸颜色，以点、线结构的
图案加以彩绘。

教师带领学生欣赏上海、山东高密、北京、浙江海盐、河北
沟镇等地区的泥塑作品，请同学们总结出民间泥塑的特点。

教师最后总结：泥塑是民间美术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中华民
族文化遗产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夸张生动的造
型、鲜艳强烈的色彩表达了劳动人民纯真、热烈、乐观向上
的感情，无拘无束的自由想象，反映了浓厚的生活情趣。欣
赏了这么多精彩的泥塑作品，我们今天也学着民间艺人的样



子学习制作一个生动的小泥人。

设计意图：通过欣赏各地泥塑作品，让学生在欣赏中体会民
间泥塑的特点，从而激发创作热情，产生想要动手的愿望。

问题一：小泥人的制作方法。图例《弹吉它的小男孩》

教师分别讲解演示泥条法、泥团结、泥板法、塑形法，请同
学们根据图例依次说明什么地方用到了此方法。

设计意图：通过教师演示，同学们能直观学习制作方法，通
过图例对比，启发学生知道小泥人身体的各个部分用什么样
的方法来完成。

问题二：小泥人的制作步骤。

出示步骤图解，分别制作头、身体、四肢道具等，又将各部
分粘接，强调要将接口处抹平。

问题三：如何能使小泥人“生动”？

欣赏：东汉《击鼓说唱俑》

课堂活动：请同学们做击鼓说唱俑的动作，体会说唱艺人夸
张的动作和表情。

说唱艺人席地而坐，头部硕大，裹着头巾，前额由大笑而布
满皱纹，左臂环抱一个圆鼓，右手高举鼓锤，动作手舞足蹈，
表情眉开眼笑，仿佛表演已经进入高潮，虽然我们不了解他
说唱的内容，但一看到这位热情、乐观、充满生命活动和幽
默的艺人，都会受他的情绪感染。

设计意图：由学生尝试模仿《击鼓说唱俑》的动作到引导学
生对《击鼓说唱俑》的分析，教会学生如何使小泥人生动起
来，突破本课难点。



（三）、课堂练习

教师总结：“我们学习了小泥人的制作方法与步骤，感受了
《击鼓说唱俑》中说唱艺人生动的动作表情，让我们也尝试
创作一个具有陕西特色的生动的小泥人。我们陕西最有特色，
最能表现出西北人民粗犷、豪放气质的要属陕北的安塞腰鼓
了。”（课件出示小资料：安塞腰鼓是陕北特有的民间大型
舞蹈艺术形式，具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每逢欢度节日、庆
祝丰收的时候，当地人就要演出腰鼓助兴。安塞腰鼓的演出
阵容庞大，一般都有60多名鼓手，动作豪迈粗犷、舞姿刚劲
奔放，体现了陕北人民朴实、悍勇威猛的个性。）“下面让
我们欣赏一段安塞腰鼓视频，请同学们体会。”

视频播放：陕北安塞腰鼓

请同学们用一些词来描绘陕北安塞腰鼓的气势。学生：“刚
毅”、“凶悍”、“豪放”、“震撼力”等。

教师：“请同学们欣赏由雕刻家刘士铭制做的铜塑《安塞腰
鼓》。”使学生了解：不用做细节的刻画，重点表现了鼓手
的动作、气质即可。

学生尝试制作一个鼓手形象。（背景音乐：陕北安塞腰鼓）

设计意图：这个课堂练习的设计目的一是为了弘扬陕西的本
土文化，二是想使同学们通过练习感受一下如何做出“生
动”，也为了使作业具有可比性，为下节课的自由创作打下
基础。

（四）展示、评价

将同学们的泥塑作品统一布置放至班内桌子上，举办一个小
型泥塑展，请同学们欣赏评出最生动小泥人。



（五）下课

总结本课重难点，自我检测。布置下节课的学习任务：自由
创作一个生动的小泥人。

《生动小泥人》这一课首先从欣赏民间泥塑入手，让学生了
解这一传统的民间艺术，同时在欣赏中产生创作的热情；在
制作方法上我避免了直接传授技法，而是由学生欣赏总结和
教师演示想结合，更好的帮助学生去理解；在解决难点“如
何使小泥人生动”的问题上我出示了《击鼓说唱俑》，引导
学生通过做动作、学表情，分析其生动的原因，启发学生学
习制作；在练习上我设计了让学生来制作陕北安塞腰鼓的鼓
手形象，这样一是为了宏扬陕西本土文化，另外安塞腰鼓本
身非常生动，能够带给人一种冲击力量比较容易表现，同时
将美术与音乐很好的结合，使学生感兴趣。

活动目标：

1、了解乐曲旋律和结构，并随a段音乐的节拍表现捏泥人欣
赏泥人的动作，体验和表达欢快的情绪。

2、创编泥人造型，感受b段音乐优美舒缓的情绪。

3、在与同伴协作的过程中体验相互合作的快乐。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活动准备：

1、音乐《喜洋洋》。

2、有捏泥人的经验。



活动过程：

（一）导入小朋友，你们捏过泥人吗？捏泥人要做哪些动作
呢？（根据幼儿回答，带幼儿有节奏的说做动作。）

（二）了解音乐《喜洋洋》。

1、捏泥人是件很开心的事，我们为它配上一段好听的音乐，
让我们一起听着音乐来做捏泥人的动作吧！（完整欣赏《喜
洋洋》音乐）

提问：你听了这首乐曲有什么样的感觉？

2、这段音乐共有几段，每段是不是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
方？（再次欣赏音乐）

3、分段欣赏，区分ab段的不同。

（三）用捏泥人的动作，配合体会《喜洋洋》乐曲a段音乐的
欢快节奏。

1、教师示范做捏泥人动作。边做团搓压捏的动作，边念：团，
团，团脑袋；搓，搓，搓胳膊；压，压，压身体；捏，捏，
捏手脚。

2、幼儿练习，一起随着音乐节奏做捏泥人的动作。

第一遍：儿歌提示，捏小泥人。

第二遍：捏大泥人。（动作大）

（四）创编泥人造型，随b段音乐用舒缓的动作表现。

1、教师示范泥人造型。（师随b段音乐，与一幼儿合作，捏



成泥人小丑）

2、引导幼儿感受造型过程。

3、引导幼儿创编泥人造型。

4、幼儿两两合作，听b段音乐练习。

（五）随a段音乐表现欣赏泥人时高兴和赞赏的动作神态。

1、引导幼儿创编欣赏泥人的动作神态。

泥人捏好了，真高兴啊！我们可以用什么动作和神态来表示
高兴来赞赏自己的泥人呢？

2、教师示范表现欣赏泥人的情景。

3、幼儿随音乐表现。

（六）完整表现捏泥人的过程。

1、师随音乐示范一次。

2、幼儿随音乐完整表现。

3、请客人老师合作一次。

（七）谈话小结。

进一步明确音乐《喜洋洋》让人开心，与同伴协作让人开心，
希望小朋友把开心和快乐带给更多的朋友。

活动反思：

本节活动以喜庆的乐曲贯穿始终，增强了活动氛围。活动一



开始我引导幼儿说说做做捏泥人的动作，为下面做游戏做了
铺垫。在引导幼儿听音乐做捏泥人的动作时，幼儿的动作比
较单调，可能是女生多的原因，有点受拘束。幼儿两两合作
的环节是活动高潮，幼儿参与活动积极性较高。

泥人张教案中班艺术篇三

“江南一枝花，锡剧顶呱呱”，锡剧是江南文化传承中的一
朵艺苑奇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以婉转清丽的唱腔，跌
宕起伏、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吸引了一代一代的芸芸众生。

月城，古称卧龙，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文化渊源流长，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尤其是戏曲文化更是
独领风骚。在这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沃土上，戏曲为广
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田间小憩，小曲随口唱;夏夜纳凉，胡
琴声悠悠;有朋远至，丝竹情深。街头巷尾，不时传来悠扬婉
转、高亢嘹亮的曲调，名剧名家家喻户晓。群众的热情参与，
领导的热情支持，使月城拥有了“中国民间艺术之
乡”、“全国小戏之镇”等一系列的荣誉。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地方特色，我园抓住契机，充分挖
掘人文资源，加大力度，挖掘深度，提升高度，将戏曲教学
作为我园的特色活动，从娃娃抓起，从基础抓起。在教育实
践中，我们发现戏曲不仅是成人的艺术活动，同时也是孩子
钟爱的东西。在儿童那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最原始的、最
冲动的、富有创造性的、戏曲活动的雏形——孩子喜爱扮演
各种角色，表现各种动作，他们不仅喜爱戏曲，而且有着一
种与生俱来的戏曲天性。

泥人张教案中班艺术篇四

1、根据幼儿已有经验，学习运用“紫竹调”说唱《捏泥人》。

2、根据泥人形象创编歌词。



3、增进求知欲与好奇心，激发幼儿进一步探索捏泥人学问的
兴趣。

4、熟悉乐曲旋律，并用相应的动作进行表演。

5、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泥人张教案中班艺术篇五

十一月二号的那一天，我和我的爸爸妈妈去大唐西市去玩陶
艺。

到了玩陶艺的地方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合尼的合尼，找
工具的找工具。妈妈捏了一只小兔子和一个蘑菇，我捏了一
匹小马和一个举着双手的小人，小人后面有一个牌子，牌子
上写着“我投降”三个字。而爸爸呢，却在睡大觉。我觉得
我捏的的是那个戴着草帽，穿这红背心和蓝短裤的小人，他
的名字叫“路飞”。我是一部份一部份做的。先捏草帽，再
捏头，再捏胳膊和腿，最后捏身子，再把它们粘到身子上就
完成了。噢！我差点忘了把他的草帽给他戴上了。

那一天，我们玩了很久才回家，我们玩得好开心呀！

泥人张教案中班艺术篇六

1、我们班有个小朋友他特别爱动脑筋，喜欢问为什么，大家
都叫他小问号，最近他买了几个泥人，所以他对泥人特别感
兴趣，他问我泥人为什么这么有趣、这么漂亮，是怎样做出
来的，我一时答不上来，我就知道澄江中心的小朋友都是泥
塑、陶艺的专家，所以他拜托我请教你们，请你们告诉我怎
样做的。(幼儿回答)

师：我懂了，我回去转告他，他还请我把他的泥人也带来了



2、出示泥人，今天我们就把小问号的泥人和他要问的问题唱
到歌里去。

(1)、瞧瞧，猪八戒最会干什么?(自由回答)引出“捏一个猪
八戒吃西瓜”(齐学八戒怎么吃西瓜)边出示图片。

(2)、八戒扛着钉耙走了，唐僧有来了，唐僧是怎样类
的?“捏一个唐僧骑大马”。

(3)、西天取经中，有一个人最辛苦，谁呀?(沙和尚)“捏一
个沙和尚挑着箩”

(4)、大师兄来了，他有着什么本领?引出“捏一个孙悟空变
戏法”(集体练习)

3、师与幼儿完整练习

4、师：你们编的真棒，捏泥人的学问可真不少，我呀忍不住
来唱一唱，你们听老师还把小问号的问题也唱进去了。

5、提问：这里的调子你听过吗?是什么调?(紫竹调)对了，紫
竹调是我们锡剧里的，那你听到歌里唱的和说的有什么不
同?(说的地方用普通话，唱的地方用方言)

6、师：刚才老师唱了些什么?(幼儿回答)

(1)、轻轻地跟老师练习

(2)、真棒，老师发现很多小朋友已经会了，我们大声地来唱
一唱。

(3)、男、女小朋友分别说和唱。

7、师：小问号要把泥人送给我们，但他有个条件，谁能边唱
边做动作，他就送给谁(要求用戏曲动作)



(1)、全体幼儿边唱边自由表演，女小朋友唱，男小朋友说。

(2)、请个别幼儿上来表演。

9、揭示题目《捏泥人》

10、我们知道了泥人的简单制作过程，这个制作泥人还有许
多的技巧和学问，怎样把泥人制作的更精美，还需要我们去
探索研究，走，我们到你们的陶吧里去试一试吧。

捏泥人

为啥泥人这么有趣?

为啥泥人这么漂亮?

你要想知道，快来捏一捏，

捏泥人的学问真不少。

捏一个猪八戒吃西瓜，

捏一个唐僧骑大马，

捏一个沙和尚挑着箩，

再捏一个孙悟空变戏法。

泥人张教案中班艺术篇七

1、倾听音乐《喜洋洋》，感受乐曲的情绪，感知音乐的节奏。

（1）随乐曲进教室，完整听音乐。

教师：听了这首乐曲，你们有什么感觉？



这首乐曲的名字叫《喜洋洋》。（出幻灯）

（2）看图谱，感知乐曲的结构，做动作感知乐曲的节奏。

教师：大鼓怎样敲？

教师：舞彩带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3）教师指图，幼儿做敲鼓和舞彩带的动作。

（4）表现其它的喜庆动作。

教师：过节的时候，我们除了敲鼓、舞彩带还做什么？（放
鞭炮，舞龙）

2、学习玩捏泥人的游戏。

（1）示范《捏泥人》

教师：过节的时候，非常的热闹，我们敲鼓、舞彩带……，
还有玩一些游戏呢？我请赵老师和我玩一个游戏，请小朋友
仔细地看，看看我们玩了一个什么游戏？。

两教师合作《捏泥人》。

教师：我们玩了一个什么游戏？

我捏了一个什么？

请小朋友做××泥人的造型。

（2）教师再次示范《捏泥人》。

教师：小泥匠先捏泥人的……，又捏泥人的……，最后还用
画笔画了泥人的眼睛、嘴巴，



（3）重点练习捏泥人的四肢。

教师：我来考考你们，听一听这段音乐，这是在捏泥人的什
么？

教师：我们一起来当小泥匠试一试，随着音乐来捏泥人的膀
子和腿（b段音乐）。

（4）两个小朋友玩《捏泥人》的游戏。

现在我们捏大力士，男孩子变油泥，女孩子站在男孩子的身
后。

教师：我刚才看见小泥匠团捏泥人头的时候，泥人还随着音
乐摇动头真好看，小泥匠画眼睛、嘴巴的时候泥人眼睛、嘴
巴还有节奏地动呢。

（5）再玩一次游戏。

教师：我用相机把泥人和小泥匠拍下来。

3、创造新的泥人造型，玩《捏泥人》游戏

（1）玩捏泥人的游戏（捏不同造型的泥人）

教师：我们除了捏大力士还想捏什么？两个人轻轻地商量一
下，别让别人听见，给大家一个惊喜。

男孩子找一个空地方做造型，女孩子看一看，记住了吗？

（2）女孩子当油泥，男孩子小泥匠，女孩子做造型，男孩子
看一看，记住了吗？

4、想看一看你们捏的泥人吗？



今天我们听了《喜洋洋》的音乐，而且还跟着音乐玩了《捏
泥人》的游戏，我们除了捏大力士、……，今后还可以捏许
多不同造型的泥人呢！

泥人张教案中班艺术篇八

1、选材：本次比赛主题为《小问号》，众所周知，每个领域
都包含着许多知识和疑问，泥塑包含着许多学问，既具有操
作性，又有科学性，因此我结合我园的园本课程以及孩子们
所表现出对泥人的喜爱和困惑，在幼儿已有经验的基础上，
根据捏面人创编了锡剧说唱《捏泥人》。

2、歌词：西游记中的人物深受孩子熟悉和喜爱，通过歌曲不
仅提升了幼儿已有经验而且可以领略到地方戏曲的风味，同
时还激发了幼儿更深入地探索泥人知识。

3、音乐：锡剧音乐抒情优美，悦耳动听，具有秀丽的江南水
乡风格，同时唱词采用地方方言，更易于幼儿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