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中美术教资教案(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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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时候需
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高中美术教资教案篇一

1.调查了解本地区的文物资源，培养学生热爱我国传统文化
的情感。

2.通过欣赏、绘制文物，了解其用途和作用。

3.绘制宣传小报，了解保护文物的意义，增强学生的保护意
识。

1.调查了解本地区的文物资源，培养学生热爱我国传统文化
的情感。

2.通过欣赏、绘制文物，了解其用途和作用。

通过欣赏、绘制文物，了解其用途和作用。

1. 老师准备：

(1) 收集当地的文物图片和文字资料。

(2) 就事先了解当地博物馆或文物保护单位，以便组织学生
参观。

2. 学生准备：

铅笔、彩色水笔、颜料、彩色纸等各种绘画工具材料或陶土



等手工制作工具与材料。

1.引导阶段

(1) 引导学生欣赏收集当地的文物图片和文字资料。

(2) 分小组讨论交流，感受文物的美感。

(3) 教师讲解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过程和成就，让学生了解
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

2.发展阶段

(1) 教师讲解一些资料展示卡、宣传小报和实物仿制的方法，
为学生更好地作业创造必要的条件。

(2) 作业完成后布置在教室里，互相评价、欣赏。

3.收拾与整理

督促学生收拾工具各材料，整理桌面，保持教室环境的卫生
和整洁。

4.课后拓展

让学生回家多搜集一些历史文物资料，尽力寻找生活所在地
的历史文物，增进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情感，加强保护文物的
责任意识。

在本节课中，学生们运用手抄报的形式来倡导保护文物的精
神，用彩笔绘画的形式不仅抒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又提
高了学生们的文化素养。



高中美术教资教案篇二

观赏石膏像《米罗岛的维纳斯》，阅读诗歌，讲述相关神话，
谈论雕塑的审美感受。引入话题，马克思说是“高不可及的
范本”，_说在希腊罗马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

1、古希腊艺术产生的条件

贸易与航海造就了坚强的意志，机智勇敢和勇于探索的性格；
城邦国家的奴隶主民主政体要求公民有健壮的体格与完美的
心灵；温和的气候使运动员裸体竟放为艺术家对人体美有较
早的领悟；“神人同形同往”的神话是艺术的土壤。

2、古希腊雕刻一神性的崇高

雕刻艺术特点。担造完美的、理想化的人，追求一种和谐的
理想美。

重点作品：《米洛的阿芙罗蒂特》、《炼铁饼者》《三女
神》、《刮汗污的运动员》、《里切亚战士》、（古典时期）

《拉奥孔》《尼开神像》（希腊化时期）

3、古希腊的建筑

石柱围成长方形，形成围廊、拄、梁访和两面的山墙共同构
成建筑的主要立面。

4、古罗马雕刻——人欲的膨胀：

罗马人很早就有为死者雕像的风俗，征服希腊后，雕刻走向
成熟，注重理想美。帝国时期出现了强烈个性和复杂的内心
世界描写的肖像。

重点作品：《奥古斯都像》、《卡拉·卡拉像》。《奥里略



骑马像》

5、古罗马的建筑

券拱加希腊柱式，混凝土使用广泛

重点作品：《君士坦丁凯旋门》、《斗兽场》、《万神庙》

1、师生共同总结古希腊雕刻的主要特点及古罗马的建筑艺术
的主要成就。

2、教师谈古希腊、罗马艺术对后世欧洲艺术的伟大意义（文
艺复兴古典主义）。

3、思考希腊、罗马艺术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异同。

4。应学生写短文波最喜欢的一件作品，忌空谈，多联系实际。
建议阅读希腊罗马的神话。后记：这是我多年前的一节对全
省的公开课，标志着我美术欣赏课风格的形成。就是文化性、
情感性和知识性的统一，以及把美术课本身作为“美的课”
来上的教学手段。

附：优秀学生作业

高中美术教资教案篇三

知识与技能：了解彩陶的起源、概念和主要纹样，能够从造
型、线条、纹样等方面鉴赏彩陶。

过程与方法：通过观察、欣赏和讨论《马家窑彩陶》的纹样，
造型、线条等方面，学会鉴赏中国古代彩陶的方法，提高审
美能力和鉴赏水平。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以及中



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功能美、实用性，热爱中国传统艺术。

重点：从造型、线条和纹样方面鉴赏中国古代彩陶艺术。

难点：感受彩陶纹样的精美灵妙之处。

活动一：激趣导入

播放视频“埙曲”，请学生带着以下问题观看：

1.视频中的乐器是什么?(中国古代乐器——埙)

2.猜一猜埙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陶)

学生回答，教师引导：埙是汉族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音色
朴拙，是乐器中最接近道家天籁的。在世界原始艺术史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在视频中我们看到的埙是由陶制成的，制陶
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陶器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它是我
国悠久的“国粹”，同学们想不想深入的了解陶器艺术呢?今
天就让我们走进中国的彩陶艺术。

活动二：描述分析

1.彩陶的起源及概念

播放彩陶发展的纪录片，提出问题：

(1)彩陶在什么时期最为繁华?(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
窑文化)

(2)仔细观看视频，视频中呈现的彩陶是什么样子的?(表面不
施釉色，绘有黑色或褐红色纹样)

学生回答，教师总结：制陶在我国有8000多年历史，在新石
器时期，有一种表面不施釉，绘有黑色或褐红色纹样的陶器，



称之为彩陶。其中，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造型多
样、形体完整、纹样变化有致。

2.彩陶的纹样

教师展示原始彩陶纹样图片，提出问题：

(1)看一看，原始彩陶的外形图案有什么特点?(多以抽象几何
纹样为主)

高中美术教资教案篇四

浅议高中素描教学中几个关键的问题

文/唐定勇

摘要：素描的概念有多种，有的人认为：“素描是用单色所
作的画。”有的人认为：“素描是最简单、最直接、最基本，
而又是最充分、最全面、最方便的表现事物形象的描写方法，
什么样的形象都能通过素描表现出来。”

关键词：素描；教学；问题

问题：

一、高中素描教学中的应试性问题

二、高中生学习美术的目的性不一样

高中生学习美术，走进美术特长生的大营，往往都带着不同
的目的性：

有些学生，喜爱美术，热爱美术，一直把学美术当作自己的
梦想，这样的学生在学习美术课程时才会有足够的动力和兴
趣，才能学好美术，成为真正的美术类人才。



有些学生，是因为知道自身的文化课不行，特别是“小高
考”科目不能达到文化生高考的要求，而美术类考生“小高
考”科目要求相对较低，()所以他们选择“逃避”,选择美术。

抱着不同的目的去学习美术，自然对美术的热爱和喜爱是不
一样的，投入也是不一样的，换来的结果可以想象。

三、高中生学科间的矛盾

美术生素描绘画是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专业训练的，而高中
其他学科也需要时间复习和预习，特别是高二的学生，他们
还要准备“小高考”,那么如何协调文化课和美术课时间上的
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有些高中，他们对于美术学科有点
误区，认为美术就是画画，很简单，只要有空练练就可以，
所以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往往很不科学、很不系统，有时只
给一周4节课，每节课45分钟，2节课连排在一起，分为两个
下午，其他的时间都安排给了文化课，这样的课程非常不利
于美术教学，有美术常识的教师都知道，一张完整的美术作
业起码要花2――3小时。

四、高中素描教学缺乏写生课的训练

由于省统考取消了写生课，写生课也逐步退出了高中素描教
学的课堂，取而代之是大量的临摹和默写，学生整天只对着
范画和照片进行训练，根本不了解写生为何物，大多数学生
只会“依葫芦画瓢”,而不会“对照实物，根据客观”进行训
练，对于物体的结构、形体、比例没有深入的.认识，大多只
停留在表面认识。例如，很多学生都会临摹人像、半身像，
但对于人物皮肤下面的肌肉和骨骼了解得很少，甚至不懂，
因为“写生”是了解骨骼和肌肉最直接的、最方便的途径。

五、高中素描教学中的观察方法――“眼高才能手高”

正确的观察方法决定准确的形象，正确的观察方法是艺术家



将艺术修养寓于艺术实践经验积累之中，而这种正确的形象
则是科学头脑和熟练技巧相结合的成果。传统的观察方法有：
（1）变局部观察为整体观察。（2）变平面观察为立体观察。
（3）比较与联系的观察。

但是，传统的观察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这就需要
我们不断创新和提高，要从全面提高文化、艺术素质入手，
同时把对艺术的思考和艺术的实践结合起来，提出“眼高才
能手高”的观察方法，我们得培养“艺术家的眼睛”,让学生
的眼光、眼界提高，用艺术家的眼光去观看模特、分析模特、
再现模特。只有学生的“眼高”了，才能判断出哪些是好坏，
这样才能指导自己的手去创造佳作，创造奇迹。

六、高中素描教学中师资的不平衡

很多高中，为了追求高升学率、高本科率，大量鼓动学生学
习美术，走进美术特长生的队伍，但在校的专业教师数量不
能满足急速壮大的美术生数量，这样的不平衡就造成了一个
教师带几个班级学生，本来教色彩教设计的老师，也转变为
素描老师，甚至非美术专业的老师也参加了美术教学。这样
的不平衡极大地影响了素描教学，影响了学生的进步。

美术专业教师不仅仅要负责教学，还得负责班级的管理和学
生的心理疏导工作，这些教学外的工作往往会干扰专业的教
学。其实对于美术班而言，应该配备专业的班主任，专门负
责管理班级事务，让美术教师安心教学。

以上这6个问题是我们高中素描教学中最关键的几个问题，这
几个问题直接影响着素描教学的成败，要想提高素描教学的
质量，必须从这些关键问题入手，逐一解决，逐一提高！

参考文献：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实验高级中学）



高中美术教资教案篇五

3.通过烧制黏土球和观看视频，了解陶器的加工方式和生产
过程;

4.通过欣赏、了解博物馆中的福泉山陶器和珍宝，感受福泉
山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古上海人的智慧，增强对家乡文化的热
爱。

重点：了解黏土的特性。

难点：知道陶器加工方式和发展历程。

1.器材：酒精灯、火柴、培养皿、黏土球、烧烤钢签、湿抹
布、有水的烧杯、护目镜等。

2.课件：自制ppt演示文稿。

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认识黏土的特点，陶器的加工方
式及欣赏博物馆中的陶器三个部分。

本节课设计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通过观察新石器时代初期
较为粗糙的古陶器图片，猜测人类最初制作陶器的原料——
泥土，进而通过交流课前用泥土制作土碗的感受，得出泥土
制陶的缺点，提出改进的方法，引出制陶的主要原料——黏
土;接着，通过比较校园中采集的土壤和黏土，发现黏土的特
性：颗粒小，黏性强;然后，用烧制的方式进一步探究黏土变
得坚固且不可逆的特点，同时观看视频，初步了解陶器的加
工方式及生产过程;最后，通过欣赏、了解博物馆中的福泉山
陶器，感受家乡福泉山悠久的历史文化，引发课后到青浦博
物馆实地考查进一步了解福泉山文化的兴趣。

本节课要突出的重点是：了解黏土的特性。方法是：首先通
过观察比较校园土壤和黏土的区别，知道黏土颗粒小、黏性



强的特点;再通过观察加热后的黏土，知道黏土加热后会变色、
变硬且这个变化不可逆的特点。

本节课要突破的难点是：知道陶器的加工方式和发展历程。
方法是：首先，通过制作泥碗、思考如何改进材料等活动，
初步知道陶器原料选择上的演变过程;通过比较烧制的黏土球
和阴干的黏土球，知道陶器的加工由晾干到简单烧制，再到
烧窑的演变过程。最后通过观看视频进一步了解陶器完整的
加工方式和生产过程。

本节课的教学特色是以家乡福泉山古陶器发展史为线索，以
陶器为载体，引导学生探究陶器的主要原料黏土的特性，并
在此过程中，了解陶器的加工、生产及其演变的过程。此外，
本课结合青浦小学自然的“爱实验”公众号发布任务单，引
导学生课后到青浦博物馆进一步了解福泉山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