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教案高中(大全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
大家学习。

美术教案高中篇一

活动目标：

1、借助图片发现蝴蝶翅膀大小、颜色、花纹都是对称的，理
解对称的含义。

2、通过拼摆、绘画的方法表现蝴蝶对称的翅膀和花纹。

3、在创作时体验图案对称带来的均衡美。

活动准备：

1、幼儿人手一套油画棒、一支胶水棒。

2、若干形状图片（偶数量），画有蝴蝶身体的白纸人手一份。

3、ppt《蝴蝶》，实物手工蝴蝶。

4、《梁祝》音乐；《喜洋洋》音乐。

活动过程：

一、猜谜引题。

二、引导幼儿欣赏各种蝴蝶，发现蝴蝶翅膀的秘密——对称。



1、教师：让我们跟着蝴蝶姑娘到蝴蝶王国去看看吧！（欣
赏ppt）。

2、教师指导幼儿观察各种蝴蝶的图案和线条。

3、教师引导幼儿细致地观察一只蝴蝶图片，发现对称的秘密。

4、出示手工蝴蝶，让幼儿感受蝴蝶的对称。

三、师幼共同探索用各种形状以及对称图案来表现蝴蝶。

1、教师介绍各种材料，请个别幼儿上来摆蝴蝶翅膀。

2、进一步探索运用绘画对称的方法来装饰蝴蝶。

四、幼儿自由作画，教师同时播放《梁祝》中"化蝶"的音乐。

五、展示和分享作品。

美术教案高中篇二

：创设情景，导入探究课题

设置情景：由苏轼的名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
知。”说明这些事物传递的信息是代表春天的语言符号，同
时伴随展示相关图片，并巧妙的引出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

（2）学生活动：a、感受名句及图片信息，领会本课的意图，
轻松的接受课题。

b、思考老师设置的问题，进入求知准备状态。

2、投放目标：教师活动：立足学生实际，投放学习目标。



学生活动：了解学习目标，以良好的状态投入新课的学习。

3、新知探究

什么是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

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的概念：美术所专美使用的，具有视觉
传达功能的形象和形式就是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其特征就
是具体性和形象性。

教师活动：大屏幕展示美术语言的概念

学生活动：一同朗读

（2）美术语言的内容：基本语言元素（点、线、面、色）

语言表现手段：

教师活动：a、展示中国工笔画《捣练图》、中国写意画《泼墨
仙人图》及油画《1954》三幅表现形式不同的绘画作品。

b、提出问题：分析三件作品在形象塑造上运用了那些类型的
艺术语言形式

学生活动：a、欣赏绘画作品，并用一分钟的时间思考讨论探究
老师提出的问题。b、踊跃回答问题，总结出三件作品都运用了
点、线、面、色。

根据同学们的回答，师生共同总结出美术语言的内容。

（3）美术语言的形态分类：具象艺术、意想艺术和抽象艺术

教师活动：a、再次展示中国工笔画《捣练图》、中国写意画
《泼墨仙人图》及油画《1954》三幅表现形式不同的绘画作



品。b、提出问题：从作品写实的程度的角度去对比分析三件绘
画作品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

学生活动：a、欣赏作品，并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

踊跃回答问题，《捣练图》中的人物、环境、道具真实具体，
《泼墨仙人图》看上去似一个人，但又不是十分的具体准确，
只是大笔概括。《1954》让人看不出什么具体的.现实形象。

根据学生的回答，师生共同总结出美术语言的形态分类。

（二）在美术作品中，艺术家是如何运用艺术语言的

（1）、具象艺术：目的在于真实的再现现实

教师活动：a、展示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并以一幅工笔
花卉为例演示其绘画技法。

b、提出问题：结合工笔画的绘画技法，总结《韩熙载夜宴图》
图中是如何运用艺术语言的。

学生活动：a、结合图示分析工笔画的绘画技法。b、根据工笔画
的技法，总结出《韩熙载夜宴图》运用了线条勾勒、随类赋
彩的语言表现方式。

教师活动：a、展示达维特的《赫拉斯兄弟宣誓》

美术教案高中篇三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抢答游戏，请五名学生站成一排，教师快
速提问：“刘洋在万蕾的前面还是后面？万蕾在高朋的前面
还是后面？……”通过三轮快速抢答，决出了三位优胜者。
我请这三位同学谈谈自己取胜的诀窍，最后得出结论：观察
力和口头表达力。我告诉学生们，今天我们就要靠观察力和



表现力来学习，在后面的学习中，孩子们的注意力格外集中，
观察力自然很棒。

美术教案高中篇四

微课”这个名词，对我们乡村教师而言还是一个比较陌生而
新鲜的教学术语。今年年初，我参加了中国教育部奥鹏培训
中心组织的一次微课大赛，通过此次活动，对微课教学有了
较为全面的理解和体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和不足，对如何改进也做了深入的思考。

一、体会与收获

要做好微课教学，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微课”，在参加比
赛的过程中，也曾查阅了关于美术微课及美术微课比赛的许
多资料，对什么是微课及微课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体
会，为后续在美术微课的设计和微课课件的制作上奠定了一
定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我认为“微课”的核心在于一个“微”字，尤其是美术微课，
应用起来，更加快捷方便。“这个“微”字有两层涵义：一
是指微课的内容是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课前导入，这是
微课的基本含义和微课设计的出发点；二是指微课的内容是
非常键或重要的，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有帮助的重要知识点或
教学环节，这是微课设计的理念所在。

因此，在微课设计过程中，同样要考虑课堂设计的问题：教
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时间的安排、教学内
容的选择、教学手段的运用、教学效果的保证。

在微课课件的设计和制作上，我认为，应该配合微课教学的
各个环节，突出重点，强化难点，力求直观、形象、简洁、
生动。课件所呈现的内容必然是教学中需要强调和强化的内
容，是需要吸引学生眼球，引起学生特别重视的内容，是在



学习中常用的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内容。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通过查阅资料和观摩微课教学视频，虽然对什么是“微课”
和微课教学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但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
活动，在具体的实践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没有设计或未
曾预料到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微课教学的设计上没有很好的体现“微”的含义。
其中很重要的两层含义，一是指微课的内容是某个知识点或
教学环节；二是指微课的内容是非常关键或重要的，对学生
的自主学习有帮助的重要知识点或教学环节。整个微课教学
的设计是以这两层涵义为出发点和理论原则，在具体的教学
设计过程中，因为没有很好地遵循这几个原则，导致在教学
比赛中，重点内容设计过多，略显臃肿；教学内容的讲解和
教学时间的把控上没有做到很好的配合，略显拖沓。

（二）微课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范围过大，略显臃肿。长期以
来，在传统的教学模式影响下，我们的教学理念形成了定式
思维，认为一趟课给学生讲授的知识越多越好，一堂课上的
越充实越好，知识容量越大越好，讲的越精细越好。在这样
的教学思想下，我们的教学理念难以很快的适应微课教学的
理念，做到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精”、“要”、“实”还
需要我们不断转变教学理念，尽快的适应新的教学模式。

（三）教学时间的分配不科学，把控不到位，略显拖沓。因
为在微课教学的顶层设计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过于追求整个
教学环节的完整性，设计的教学环节较多。

三、改进的措施及方法

1、取舍课题内容，突出教学重点。既然上的是一种微型课，
那就不可能像40分钟课堂那样大容量地教学，要在有限的时



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必须精炼课题内容。如果课题切入很小、
很具体，如“国画中笔法的讲解”，这样直接用手机录制、
教师演示就行；如果课题是一个完整课题，如“卵石画”，
那么就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取舍，不能从选材、设计、起
稿、绘画到涂色面面俱到，因为时间肯定不允许，教学效果
也不理想。如果只抓重点制作过程进行讲解，就既能在有限
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又突出了教学重点，提高了微型课
的教学效率。

2、构建完整的“微课”结构。“微课”虽然时间简短，但也
要讲究课堂结构，既不能只讲主要问题，也不能不分主次处
处都抓。“微课”的结构入题要简洁，要三言两语就能直接
进入正题，不能起步太远，致使课堂重点不突出。导入正题
后，就要把主要精力全部用在课题的中心上，或精要讲授，
或巧妙启发，或积极引导，在有限时间内能够圆满地完成课
题所规定的教学任务。最后，一定要有小结，用一两分钟时
间对本节微型课的教学内容加以言简意赅的归纳和总结，使
课堂结构完整。

3、亮点耀眼，板书清晰。“微课”时间简短，如果平铺直叙，
就没有亮点，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亮点。这个亮点可以
是深入浅出的讲授，可以是细致入微的剖析，也可以是准确
生动的教学语言等，“微课”教学有了自己独特的亮点，就
能提升“微课”的水准。

王晋亮 2018年春季

美术教案高中篇五

?江山如此多娇》这幅中国画;随后将本人曾经在太行山写生
回来创作的作品《观景》谈一我在画画时的感受，这样有利
于中国画的理解。1、画的作者介绍和时代背景。画面的意象、
色彩、意境。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及绘画技法，鉴赏中国画
的各个角度。



美术教案高中篇六

一、色彩感觉

a.红、橙、黄——暖 b.蓝、绿、紫——冷

二、分析色彩

1.些色彩会让我们联想起什么？这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

三、欣赏画作

2.梵高用笔用色很有特点，他为什么要这样用？

笔触：生动、有力 色彩：饱满、圆润 体现了对大自然的热
爱和对生活的炙热。

四、小结

五、作业：春、夏、秋、冬的色构任意一张

《向日葵—色彩的心理效应》 关于色彩，我们已经不是第一
天接触，它是在光的折射作用下产生的，万物因为有了色彩
才美丽，那马我们对色彩有了解多少，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了
解并学习色彩。

a 红、橙、黄 b 蓝、绿、紫 红 橙 黄和蓝 绿 紫是属于神马
色系的颜色呢 大家考虑回答一下 恩 不错 它们分别属于冷
色调与暖色调 那马 下面请同学们在思考一个问题：

二、分析色彩

这些颜色分别会让我们联想起什么 ? 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 ?



“不同的色彩给人的感觉不同。”色彩的这一特性常被运用
到艺术作品中，用它来营造气氛和传达情感。

三、欣赏画作

2.梵高用笔用色很有特点，他为什么要这样用？

笔触：生动、有力 色彩：饱满、圆润 体现了对大自然的热
爱和对生活的炙热。

提问：凡·高的画，用笔、用色都很有特点。他为什么要这
样用呢 ? 讲解：色彩作为绘画表现的手段对人的视觉情感会
产生刺激作用。这是由于人在大自然的生活体验中形成的色
彩心理反应。《向日葵》用响亮的黄色和奔放有力的笔触，
把向日葵绚丽的色泽、饱满的轮廓描绘得淋漓尽致。从画中，
我们会强烈感受到画家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总
结：通过比较、欣赏，我们知道了色彩和笔触是绘画表达情
感的重要手段。简介荷兰画家凡·高 凡·高在阿尔居住期间,
强烈地爱上了遍地生长的巨大的金色向日葵的千姿百态,在这
幅作品中,再也看不到自画像里那种短促而笔触,在这里,他的
笔触坚实有力,大胆恣肆,把向日葵绚丽的光泽、饱满的轮廓
描绘得淋漓尽致。他大胆地使用最强烈的色彩,因为他清楚地
知道："岁月将使它们变得暗淡,甚至过于暗淡。"尽管采取了
种种保护措施,这些色彩仍然消褪了原有的光泽。

此画以黄色和橙色为主调,用绿色和蓝色的细腻笔触勾勒出花
瓣和花茎,签名和一朵花的中心也使用了蓝色。籽粒上的浓重
色点具有醒目的效果,纤细的笔触力图表现花盘的饱满和纹理
的婀娜感觉。

"在黄色背景前面的一幅十四朵花,好像我以前所画的一样。
不同之处是这幅画更大一些,它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效果,我这
一幅是以更加简练的手法画出来的。"(凡·高)



凡·高用简练的笔法表现出植物形貌,充满了律动感及生命力。
整幅画仍维持一贯的黄色调,只是较为轻亮。这幅画被认为是
凡·高在黄色小屋里面的最后一幅大型《向日葵》。

课后作业

用色彩和笔触表现自己对四季的感受。提示：无需具体形象，
用单纯的色彩组合，大胆尝试色彩的混合使用。(提示学生在
练习过程中，(1)既抓住四季色彩的共性，同时也要有个性的
发挥。如秋天，有的关注的是晴朗的天空、金色的大地、丰
收的果实，画面呈现明朗欢快的色调。有的则关注秋风、秋
雨、落叶，画面呈现出寂寥、悲凉的色调。(2)注意画面笔触
的变化，笔触与色彩的结合。)

美术教案高中篇七

国画在古代无确定名称，一般称之为丹青，主要指的是画在
绢、宣纸、帛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近现代以来为区别于
西方的油画(又称西洋画)等外国绘画而称之为中国画，简
称“国画”。它依照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趋向及因此而产生
的艺术手法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