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资考试美术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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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资考试美术教案篇一

1、欣赏。

(i)出示教材中的四幅画。

(2)问题：说说四幅作品有什么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

2．分组活动。

(1)要求：选择你最喜欢的一幅画，由组长带领分组欣赏。

(2)学生根据要求．在问题的引导下展开小组合作学习．教师
指导。

教资考试美术教案篇二

师：在我们学习制作橡皮泥贴画前先来欣赏几幅贴画作品。

出示范作，并结合课本的范作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欣赏。让
学生了解橡皮泥贴画的材料特点，从构图、用色、造型、内
容让学生了解每幅画的特色。

引导学生讨论、发言使学生在讨论观察中发现橡皮泥贴画的
技法——压、割、戳等多种手法，以及如何使用色彩搭配，
让橡皮泥贴画更丰富美丽。



2、教师示范制作并讲解贴画制作的步骤：

教师边示范边讲解橡皮泥贴画《小帆船》，并归纳出贴画的
步骤：

（1）橡皮泥贴画的构图设计（以向日葵为例，指出构图要考
虑到画面安排、作品大小。）

（2）橡皮泥贴画的色彩搭配。

（3）橡皮泥贴画的造型设计。

三、布置学生作业

教资考试美术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图画纸、水彩笔、黑色水笔 教法学
法：游戏法 交流探究法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提示学生准备上课，集中注意力，准备好学习用具

二、讲授新课： 1.游戏导入：

教师：这节课，我，们一起玩个绘画游戏，怎么样？（出示
课题：绘画游戏）2.画线游戏。

教师：你来指挥，我老画，我一起来随意画一条。要连贯画
满画面。（师生合作共同画一条简单的线条）3.想象练习：

教师：孩子们，我画的是什么？（上下左右翻转让学生联想
像什么。）学生：汇报。（根据随意线条所组成的的图形，



充分的展开想象）

教师：教师生动形象的添画。（教师演示。通过示范，使学
生明白如何添画。）4.研究探讨：

教师：孩子们，看原本简单的线条中，竟然藏着那么多的宝
贝。如果我们把这条线画的在复杂些，会是什么样的呢？我
们大家一起来试一试。好么？让我们随意画一条线，要连贯
的画满画面。（也可以闭上眼睛画）

2.请大家也来快速的找并画出藏在你作品中的那些宝贝吧。
学生：展开想象并把添画作品。

教师：下面请同桌互换作品。请帮你的同桌找一找，哪些他
还不曾发现的宝贝。学生：互换作品后快速的展开想象把同
桌不曾发现的宝贝添画出来。

教师：巡视辅导。（即使纠正存在问题的学生作品，使学生
明确画随意线条时应该把握处理好线条的疏密关系。）5.欣
赏：

教师：你知道么，在一百多年前的西班牙，有位名叫米罗的
大画家。他也非常喜欢玩这种绘画游戏。下面让我们一同来
欣赏一下他的佳作吧。1.你能从画面找到些什么？ 2.我们的
画和大师的作品偶什么不同。（强调构图及色彩的把握）学
生：汇报。

三、学生创作：

四、课堂欣赏、评述作品： 1.展示学生作品，师生共同欣赏

2.学生互相欣赏，简单说出自己的作品内容。 3.教师评述优
秀作业。



五、小结：

看，这些原本随意，甚至有些杂乱的线条，通过大家的联想、
绘画，就变成了一幅幅漂亮的美术作品。难怪有人说：想象
力是一切希望和灵感的源泉，看来只要你敢想、敢做，就一
定能收获更多的惊喜和成绩。

教资考试美术教案篇四

一、组织教学： （1分钟）

二、引入新课： （2分钟）

通过提问了解学生绘画构图能力。

三、讲授新知识： （22分钟）

绘画的构图（板书）

绘画的构图（板书）

1、讲解构图的概念。

2、分析课本中的几幅画，讲解构图的基本形式、原则。

四、学生实践。（15分钟）

1、作业要求：

任选

二、三件物品，完成一幅构图。

用三角构图的形式，体现构图基本法则和原理。



2、辅导要点：

辅导学生在实践中认识构图的形式法则。辅导学生对均衡、
和谐构图基本原则的动用。

五、课堂小结： （5分钟）

1、展示作业，总结构图。

2、自评、互评。

3、复习构图知识

六、教学效果反馈：

教资考试美术教案篇五

合理利用教学资源，实现最优化教学导入，减少课堂教学环
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背景】

《动物的脸》，这一课属于美术的造型·表现的范畴，随着
新课程改革，在美术教学中也越来越重视对学生的学法指导，
以及有效目标的达成。为此，我设定了本课的教学目标是：

1、显性内容与目标应知：了解艺术家的作品怎样来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认识中国画表现的特殊效果。应会：能用国画
的表现方法，大胆地对动物的脸部特征进行创作；能较熟练
地掌握用笔方法，控制墨色；能将动物的脸进行夸张、再现；
能够自主探索绘画创作。

2、隐性内容与目标通过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精神，
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热爱之情。培养学生形成与动物、



人与自然和谐，平等发展的意识。

【情境】

课前我制作看漂亮的课件，以加强上课的效率，并把课堂结
构调整为观察体验、欣赏探索、示范讲解、创作练习、拓展
评价五个步骤。学生在看完老师展示的有关动物的图片和自
己的体验后，对描绘动物的特点有了一定的认识，在看完老
师的示范后，不仅对用中国画的工具作画有了浓厚的兴趣，
而且促进学生对如何把握动物的特点有了更深的认识。

【分析】

(一)实现最优化教学导入人获得信息的途径有８０％来自视
觉。所以形象丰富、生动的图象是美术课堂导入环节的主要
来源，通过对色彩的感受、形态的体验、情景的触动，能很
快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诱导学生进入有效地学习状态。本
堂课让学生欣赏了很多可爱的小动物的图片，学生看到这些
喜爱的动物后，不由自主地想把它画下来。于是我有紧接着
设计了让学生体验的教学环节，让他们运用已有的知识动手
尝试，正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情感”是和谐教育的动力，
导入方式的最优化设计又是课堂教学的排头兵，是一切教学
活动的起源。本堂课的导入实现了优化教学,为学生作画做好
了铺垫。

(二)运用合理化引导观察在引导学生欣赏黄永玉的《猫头鹰》
的国画时，我特意出示了猫头鹰的图片和国画作品放在一起，
并让学生找出猫头鹰的特点，并和画作《猫头鹰》进行比较，
看看他们的异同点，并理解画家如何把握动物的特点。通过
分析，了解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道理，让学生感受
美、欣赏美，并极大激发了学生创作兴趣，使课堂有声有色，
富有童趣。

（三）树立多元化评价通过自评——他评——师评的三位一



体化，每个人的不同角度出发，使评价更丰富，更多元化。
而目前美术公开课有些忽视学生作品评价，《美术课程标准》
在论述美术作业评价是指出：“要充分肯定学生的进步和发
展，并使学生明确需要克服的弱点与发展方向。”作为引导
者，应该留出一点时间发现作品的亮点，强化个性发展或引
导指出并弥补不足，获得持续发展的兴趣与潜力。然而，一
些老师并没有给学生进步发展的机会。没有老师的点拨评价，
我想学生只能原地踏步。再加上他们在不断地欣赏大师作品，
等到高年级后会出现“眼高手低”现象，从而失去作画兴趣，
那是我们做老师的最大悲哀啊！所以说，重视并树立多元化
评价是刻不容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