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生灯谜和答案 灯谜会活动方
案(大全10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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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语文教师资格面试教案篇一

荷花 作者 叶圣陶

清晨，我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
花池边跑去。

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
圆盘。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
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
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

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
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这一池荷花看做一大幅
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要
求：

（1）（2）（3）

2.为小学六年级学生试讲课文《秋天的怀念》

秋天的怀念 作者：史铁生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躁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
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
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
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
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地看着我。“听说北
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
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
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
“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
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
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
母亲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教学过程要有提问环节 试讲时要体
现师生互动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
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
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
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
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
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
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
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
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
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
“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
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
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
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
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
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要求：

（4）（5）（6）

3.为小学三年级学生试讲课文《秋天的怀念》

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教学过程要有提问环节 试讲时要体
现师生互动

更羸是古时候魏国有名的射箭能手。有一天，更羸跟魏王到
郊外打猎。一只大雁从远处慢慢地飞来，边飞边鸣。更羸仔
细看了看，指着大雁对魏王说：“大王，我不用箭，只要拉
一下弓，这只大雁就能掉下来。”

“是吗？”魏王信不过自己的耳朵，问道，“你有这样的本
事？”

更羸说：“请让我试一下。”更羸并没有取箭，他左手拿弓，
右手拉弦，只听得嘣的一声响，那只大雁只往上飞，拍了两
下翅膀，忽然从半空里直掉下来。

“啊！”魏王看了，大吃一惊，“真有这本事！”更羸笑笑
说：“不是我本事大，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只受过箭伤的
鸟。”魏王更加奇怪了，问：“你怎么知道的？”

更羸说：“它飞得慢，叫的声音很悲惨。飞得慢，因为它受
过箭伤，伤口没有愈合，还在作痛；叫得悲惨，因为它离开
同伴，孤单失群，得不到帮助。它一听到弦响，心里很害怕，
就拼命往高处飞。它一使劲伤口又裂开了，就掉下来了。”
要求：



（7）（8）（9）

4.为小学二年级学生试讲古诗《村居》

村居 作者：高鼎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
东风放纸鸢。

要求：

5.为小学二年级学生试讲古诗《泉水》

泉水 作者：匿名

丁冬，丁冬，是谁在山上弹琴？哦，原来是一股清泉从石缝
里冲出来，来到这阳光灿烂的世界。

泉水流进山腰的水池，山里的姐姐提着瓦罐来打水。泉水说：
“来吧，来吧！我的水很多很多，山上有一座天然水塔。”

泉水流过山间的平地，火红的杜鹃花照见了自己美丽的身影。
泉水说：“照吧，照吧！我的水很清很清，像一面明亮的大
镜子。”

泉水流到山坡的果园里，果树大口大口地喝水。泉水
说：“喝吧，喝吧！我的水很甜很甜，喝饱了，你们能结出
更大更甜的果子。”

泉水穿过静静的山谷，画眉鸟在尽情地歌唱。泉水说：“唱
吧，唱吧！我的琴声很美很美，正好为你清脆的歌声伴
奏。”

丁冬，丁冬，欢快的泉水弹着琴跑下山去。跑呀，跑呀，一



路上遇到了好多同伴。他们互相问候：你好！你好！他们互
相约定：大海里见！大海里见！

丁冬，丁冬„„ 要求：

（1）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2）教学过程要有提问环节（3）
试讲时要体现师生互动

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漾在漓江
上，来观赏桂林的山水。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玩赏过
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
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
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
无瑕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
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

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
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
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
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
到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
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到映着这样的山，再加
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绿树红花，江上竹筏小舟，让你感到
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
游”。

要求：

窃读记 作者：林海音

转过街角，看见饭店的招牌，闻见炒菜的香味，听见锅勺敲
打的的声音，我放慢了脚步。放学后急忽忽地从赶到这里，



目的地可不是饭店，而是紧邻它的一家书店。

我边走边想：“昨天读到什么地方了？那本书放在哪里？左
边第三排，不错„„”走到门口，便看见书店里仍像往日一样
挤满了顾客。我可以安心了。但我又担忧那本书会不会卖光，
因为一连几天都看见有人买，昨天好像只剩下一两本了。

我跨进店门，暗喜没人注意。我踮着脚尖，从大人的腋下钻
过去。哟，把短头发弄乱了，没关系，我总算挤到里边来了。
在一排排花花绿绿的书里，我的眼睛急切地寻找，却找不到
那本书。从头来，再找一遍。啊！它在这里，原来不在昨天
的地方了。

急忙打开书，一页，两页，我像一匹饿狼，贪婪地读着。我
很快乐，也很惧怕——这种窃读的滋味！

我害怕被书店老板发现，每当我觉得当时的环境已不适宜再
读下去的时候，我会知趣地放下书走出去，再走进另一家。
有时，一本书要到几家书店才能读完。

我喜欢到顾客多的书店，因为那样不会被人注意。进来看书
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像我这样常常光顾而从不购买的，恐怕
没有。因此我要把自己隐藏起来。有时我会贴在一个大人的
身边，仿佛我是他的小妹妹或小女儿。

最令人开心的是下雨天，越是倾盆大雨我越高兴，因为那时
我便有充足的理由在书店待下去。就像在屋檐下躲雨，你总
不好意思赶我走吧？我有时还要装着皱起眉头，不时望着街
心，好像说：“这雨，害得我回不去了。”其实，我的心里
却高兴地喊着：“大些！再大些！”

当饭店飘来一阵阵菜香时，我已饿得饥肠辘辘，那时我也不
免要做白日梦：如果口袋里有钱该多好！去吃一碗热热的面
条，回到这里时，已经有人给摆上一张沙发，坐上去舒舒服



服地接着看。我的腿真酸哪，不得不交替着用一条腿支撑着，
有时又靠在书柜旁，以求暂时的休息。

每当书店的日光灯忽地亮起来，我才发觉已经站在这里读了
两个多钟头了。我合上书，嗯了一口唾沫，好像把所有的智
慧都吞下去了，然后才依依不舍地把书放回书架。

我低着头走出书店，脚站得有些麻木，我却浑身轻松。这时，
我总会想起国文老师鼓励

要求：

（1）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2）教学过程要有提问环节（3）
试讲时要体现师生互动

2014年下半年小学语文教师资格证面试试讲真题： 答题结构
化面试真题：

4、高考誓师大会，有些同学情绪高昂，有些同学痛哭流涕，
你怎么看

6、结构化：每一位孩子都是我的骄傲 教师资格证面试试讲
真题：

1、二年级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2、赶海片段，注意自己讲解的片段是第一课时还是第二课时；

经验1：你先抽取课文，然后20分钟写教案，然后去面试教室，
然后老师读题目，结构化面试也是随机抽取的经验2：考试可
能超出人教版范围。

1、鸟的天堂(四年级)

2、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四年级)



3、石榴(苏教三年级)

4、西湖(苏教三年级)

5、去年的树(四年级)

6、蟋蟀的住宅(四年级)

7、小露珠(三年级)

8、落花生(五年级)

9、第八次(苏教三年级)

10、牧童(五年级 古诗)

11、金色的蒲公英(三年级)

12、海底世界(三年级)

13、呼风唤雨的世纪(四年级)

14、钓鱼的启示 (五年级)

15、老人与海鸥(六年级)

16、我们的民族小学(三年级)

17、爬山虎(四年级)

18、蟋蟀的住宅(四年级)

19、卡罗纳(四年级)20、金色的草地

21、清平乐 村居



22、那片绿绿的爬山虎(四年级)

23、观潮(四年级)

24、触摸春天 (四年级)

25、金色的草地 (三年级)

26、长城(四年级)

村居

这是清代诗人高鼎写的一首风景诗，全诗如一幅美丽的风俗
画：乡村的二月，天气暖和起来。春光明媚，和风丽日，青
草生长，鸣莺翩飞。春风吹动下，垂柳的枝条正拂着堤岸，
仿佛正在春光中陶醉。白昼渐渐长了，儿童沐浴着春光，呼
吸着新鲜空气，奔跑着放飞风筝。有景有人有事，充满了生
活情趣，勾画出一幅生机勃勃的“乐春图”。

诗人抓住早春二月的特点，以精练的语言绘出了明媚的乡村
春景，字里行间透出诗人对春天来临的喜悦和赞美。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想象诗中描绘的情景，练习说话。

教学重点：

读准生字的字音，朗读、背诵古诗。

教学难点：



通过朗读感悟想象诗中描绘的春天生机勃勃的景象。

教学准备：

课件；生字卡片；学生课前收集有关春天的知识。

教学流程：

一、激趣导入，走进春天

春天来了，大自然到处都是美丽的景象。瞧，春天多美呀！

1、欣赏春天的美景图片（出示大屏幕，配乐）

2、看到这么美的大自然，你的脑海中出现了哪些有关于春天
的四字词语呢？（指名说，师相机板书）

3、古代的许多文人墨客，将自己在春天里的所见所想用一首
首脍炙人品的诗记录了下来。今天，老师还想带大家随着清
代诗人高鼎，到一首古诗中去找一找小山村的春天呢！

板书课题：

村居

4、简单介绍作者。

二、初读古诗，认识生字

1、请大家自由读古诗，读准字音。遇上不认识的字、不懂的
词、难写的字等，做好记号。

2、大家瞧，这么多的风筝多美呀，你能将风筝上的生字读准，
让风筝飞起来吗？（指名认读幻灯片风筝上的生字）



重点指导读“莺、趁”。

3、同学们真能干，将漂亮的风筝都放上了天。让我们再来认
认它们，把它们收回来吧！

4、进行自学，想一想：你会用什么方法记住哪个字？

5、互相交流。

6、师指导记字方法：编顺口溜、熟字加偏旁、熟字减偏旁、
形近字对比等。

三、品悟古诗，感受春天

1、让我们随着生字宝宝回到课文，再读读古诗吧！

读完这首诗，你的眼前仿佛看到了哪些景色？你从哪句读出
来的？

2、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1）师引：美丽的二月，草芽儿长出来了，杨柳绿了，鸟儿
也叫起来了，这样的景色美吗？把你的感受读出来。

指名读

一、二句。

重点引导学生通过“长”“飞”“拂”“醉”等字眼体会早
春二月的勃勃生机。

3、你还有什么发现，有什么感受？能说给大家听吗？

4、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1）这么好的春光，你想做些什么呢？（指名说）

（2）村子里的孩子在这美好的春光里想去做什么呢？你从哪
句读出来的？

板书：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3）你能读好它吗？自由读古诗第二句。

指名读、齐读。

5、设置情境谈话。

（1）小山村孩子，你们村有哪些美丽的景色？能给大家介绍
一下吗？指名说。

（2）在这美丽的春天里，你最喜欢去做什么？心情是怎样的？

你能读读这首诗吗？（读出孩子的快乐、欢畅）

6、想不想加入他们放风筝的队伍？这样吧，让我们一起放飞
快乐的心情，一边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心情。（齐读古诗）

7、古诗不仅可以读，还可以唱呢！听，多美的歌声。（出示
大屏幕，播放古诗新唱《村居》）

师带领学生拍手齐唱古诗。

四、背诵全诗，欣赏美

1、早春的山村，草长莺飞，杨柳依依。孩子们也将自己心爱
的风筝放飞。多美的春景图呀！它不仅吸引了诗人高鼎，也
迷住了大家。我相信这一首古诗你一定能背下来。

2、生自由背。



3、师检查，指名试背。集体配乐吟诵。

4、同学们学得真不错，老师为你们喝彩，奖励一首歌给我们
听。让我们在动听的歌声中结束这节课。

（歌曲：《春天在哪里》）

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相信同学们可以发现大自然中更多的
美。

五、课外活动，寻找美

1、美美地把古诗读给家人听。

2、读课外书，查查还有哪些写春天的古诗。

3、到大自然中去，看看你身边的春天是怎样的？

初中语文教师资格面试教案篇二

教学内容与过程:

《语文教学法》是怎样一门学科

一、基本概念:

《语文教学法》是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运用教育学、心理学
和其它相关学科理论,研究语文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理论体系.
二、学科的建立:

它的建立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需要(p1—3页)

语文教育是社会、民族以及个体的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教育,
它对于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更好地



传播科学和文化起着日益普遍而又重要的作用.千百年来的语
文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存在许多问题;在教育科学领域
中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为
了进一步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一
门崭新的语文教育学,从更高的层次对语文教育加以研究.它
的建立是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p3—5页)

当代科学发展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学科之间的高度综合,二学
科内部的高度分化.语文教育学既是语文学、教育学、心理学
等多门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融合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又是
教育学本身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建立符合
世界范围内教育学科发展变化的总趋势.就语文教育理论本身
发展来看,我国古代没有专门论述语文教育的理论著作,只是
在有关教育的论着中有零散的论述.直到21世纪,语文教育的
理论研究才经历了由一般教授法到本学科教授法,再到语文教
学法、语文教材教法直到语文教学论以及今天的语文教育学
的发展.由于语文教学法学科侧重于教学方法方面的研究,忽
略了语文学科教育的基本理论研究,理论思维水平不高,研究
领域相对狭窄,加上其研究方法以经验总结为主,也束缚了语
文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所以,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使
之更趋科学化,以期取得更大的成果.三、学科的研究对
象(p6—9页)

性质

语文教学法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应用理论学
科.(二)特点

实践性

综合性(p9—11页)

五、学科的结构体系



语文教育的本质 语文学科的性质与特点

语文教育系统 语文教育目标

语 总体方面的研究 语文教育历史 语文课程 语文课程标准
和教材

文 语文教育比较 语文教育评估

教 语文教科研 语文德育 语文教学系统

学 学校语文教育 语文智育 语文教学规律和教学原则

法 语文美育 语文教学过程和教学设计

结 本体方面的研究 社会语文教育 语文教学 语文教学方法
和教学手段

构 语文教学卫生

体 家庭语文教育 课外语文教育 语文知识教学

系 语文教育对象 阅读教学

主体方面的研究 写作教学

语文教育者 听说教学

六、语文教学法的研究方法(p11—13页)

1、哲学原理研究法;

2、跨学科研究法;

3、历史文献研究法;



4、比较分析研究法;

5、观察调查研究法;

6、经验总结研究法;

7、实验实证研究法等.学习语文教学法的意义和要求

一、意义

这门课旨在培养具有比较扎实的语文教育理论基础,并能灵活
运用这些理论

这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实践很重要,考试有教学实践题,学习
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教育实习.学习的具体要求有以下几点:

听——认真听课,做笔记,还有听教学观摩课、看教学录象等;

说——大胆质疑,参与讨论,上台亮相,小实习(微格教学)等;

语文教育的本质(4课时)

教学方法: 讲述、讨论、自学

初中语文教师资格面试教案篇三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品味词作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了解意象
的含义。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鉴赏意象，学生提高朗读
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感受革命豪情，学习毛泽东同志以
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 远大的理想抱负。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品味词作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了解意象的含义。
教学难点：通过鉴赏意象，学生提高朗读能力。

三、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播放名家朗读，学生小声跟读。

a.作者看到了哪些景物？ 万山，层林，江水，舸，鹰，鱼

b.请用一个具有表现力的词来说说各个意象的主要特征是什
么？ 万山(红遍)：红之广阔。层林(尽染)：红的深透。

1.谁能说一说毛泽东这个人？

“自古英雄出少年。”中国科学院人才学研究小组曾经对50
位名人做过研究，发现他们中有90%是在20岁以前就立下了志
向。如岳飞的“精忠报国”，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
周恩来的“面壁十年图破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宏
愿，都是他们在青少年时确立的志向。

2.采用你喜欢的方式，读一读本词作，读出词作的感情。3.
配乐诵读词作，感受革命豪情。4.表演读，两个同学带我们
走入。

1.同学们，让我们一起以站立的姿势，去感受伟人的情怀，
体会崇高，让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放声朗读，“独立寒
秋......”

2.作业。



a.课下搜集写秋的语句，加以品评鉴赏，对比感知毛泽东的
乐观昂扬的豪情壮志。b.以300来字的片段，写出“21世纪，
作为青少年的我们该怎么做？”

初中语文教师资格面试教案篇四

《竹里馆》王维

《峨眉山月歌》李白

《春夜洛城闻笛》李白

《逢入京使》岑参

《滁州西涧》韦应物

《江南逢李龟年》杜甫

《送灵澈上人》刘长卿

《约客》赵师秀

《论诗》赵翼

《望岳》杜甫

《春望》杜甫

《石壕吏》杜甫

《归田园居》（其三）陶渊明

《使至塞上》王维

《渡荆门送别》李白



《游山西村》陆游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

《赤壁》杜牧

《过零丁洋》文天祥

《水调歌头》苏轼

《山坡羊 潼关怀古》张养浩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

《望江南》温庭筠

《桃花源记》

《三峡》

《岳阳楼记》

《陋室铭》

《爱莲说》

《记承天寺夜游》

《马说》

《醉翁亭记》

《与朱元思书》

《小石谭记》



初中语文教师资格面试教案篇五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学生了解墙壁小装饰的多种表现形式，学会
运用多种材料进行壁饰的设计与制作。

【过程与方法】学生通过直观感知与实际操作，学会墙壁小
装饰的制作方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学生在生活中能够注意提升环境的
艺术品质，丰富室内空间。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初步掌握墙壁小装饰的制作方法;

【难点】结合学过的景物、风景画设计有创意、符合室内环
境的墙壁小装饰。

三、教学方法

示范法、演示法、讨论法、练习和实践指导法

四、教学准备

多媒体、皮革纸、麻线、彩纸、瓦楞纸、海面纸、谷物、秸
秆、纽扣等。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教师利用多媒体播放两张图片，一张是只有家具和生活用品
的室内空间图，另一张是经过装饰的室内空间图，并提出问



题：

同学们，这两幅图片的室内空间有何异同?你能从中得出什么
结论?

学生进行直观比较并回答，教师小结：装饰对居室环境的重
要作用，而墙壁小装饰则在家居装饰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
用。

教师自然地引出课题——《墙壁小装饰》。

(二)直观感知

教师分发多幅不同表现形式的墙壁小装饰作品，引导学生仔
细观察、触摸。

师：这些墙壁小装饰都有什么材料构成?

师生共同总结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的材料：彩纸、瓦楞纸、
海面纸、谷物、秸秆、毛线、纽扣等。

教师展示由生活中常见的静物、风景、动物等图案进行变形、
夸张，而组成的墙壁小装饰，提出问题：

从这几幅装饰中，你能看出这是生活中的哪种事物?是如何进
行描绘的?

学生思考、讨论，教师小结：灵活运用生活中的景物，拓展
想象力，适当夸张造型和色彩。

(三)具体分析

教师播放不同色调风格、室内环境等的小墙壁装饰，引导学
生小组讨论，进行对比分析。



师：这些作品更欣赏哪一幅?设计墙壁小装饰时需要注意的因
素有哪些?

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讨论好教师根据学生发言
引导总结：空间功能(书房要配静谧且有文化品味的壁饰、快
餐餐厅可以配以明亮色彩的墙壁装饰)、空间色调风格(铁艺
壁饰时尚、冷、酷，不适合暖色调环境)、环境条件(卫生间
潮湿，不适合毛线材料的壁饰)等。

(四)示范讲解

教师边演示边讲解如何制作一件墙壁小装饰：

1.铅笔设计构图

2.打好底稿

3.上色或材料制作，进行剪贴

4.装饰边框

(五)实践展评

人人都是“室内环境设计师”，个人或同学间分工合作，自
选材料制作一个墙壁小装饰。教师巡视辅导，及时纠正问题，
并提出改进建议。

完成后，学生大胆自主发言，介绍自己的墙壁小装饰，说出
自己的构想，其他同学给予评价，教师可以就选材、创意及
搭配等方面给予评价，最终师生共同选出“最佳创意
奖”“最佳材料奖”“最美效果奖”“最有格调奖”等。

(六)小结作业

教师总结本节课重点内容，学生谈谈本节课的收获，引导学



生回家后将壁饰装饰于合适的位置，并拍照记录，下节课带
来跟同学一起分享。

六、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