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四年级美术教案及反思(大
全8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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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乘风破浪》是湘版小学美术教材四年级上册的
课目，全课共分两个学习活动：活动一：画自己喜欢的船，
侧重平面绘画的学习；活动二：做一艘木船，侧重立体组合
造型的学习。两个活动都以“船”为主题，带给学生无限期
待...

《乘风破浪》是湘版小学美术教材四年级上册的课目，全课
共分两个学习活动：活动一：画自己喜欢的船，侧重平面绘
画的学习；活动二：做一艘木船，侧重立体组合造型的学习。

在谈话导入中我抓住学生的心理需求的愿望，倡议学生与老
师一同来画船，满足自己乘风破浪的愿望，激发学生对本节
课的强烈愿望。接下来就引导学生回忆船的种类以及结构，
尝试画船，以便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学习前后的不同。紧接着，
让学生拿出自己课前收集的有关船的'资料，前后左右四个同
学进行讨论，即能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又能在集体的智慧
中解决课堂中出现的问题，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
师利用课件中动画的成功演示，巧妙的脱掉船的华丽外衣，
展示出船的本质，船实质上是由简单几何图形组成的，让学
生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的一个环节，不仅降低了只是
难度，更是增强了学生绘画的信心.在学生欣赏同龄人的作品
时，让学生主动发现船的造型的变化、创造性的设计船的外
形，功能以及图案的搭配。最是学生作业以及合理的评价都
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这是新课程标准下的有效学习的表



现，感觉还是一个不错的亮点。

这节课虽然是美术课，但如果仅仅作为一节简单的美术绘画
课来上的话，课堂会显的很生硬，作业要求也会大大降低。
于是整节课我都在给学生灌输科学意识。如：课前要学生通
过各种途径提前预习船的发展史；了解第一艘蒸汽船时什么
时候制造出来的等。在介绍船的外形结构时，我也不忘告诉
学生船为什么会浮在水面上。这些科学知识的穿插丰富了课
堂，也进一步丰富了绘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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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线条绘画法来表现老房子目的为了突显出古镇“老房子”
古朴素淡的意境美感，也让学生初步掌握铅笔绘画工具的不
同表现手法并能快速地表现画面，体会老房子建筑的审美情
趣。

学生在操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无法快速掌握具
有素描特点的表现方式，对于形的把握还欠火候，对于线描
画的表现还少有自己的`情感体验。这节课最大的弊端就是操
作能力要求比较高，它要求参与学习的学生要具有一定的绘
画能力，不然就无法成功表现画面效果。因此使我想到，今
后在研究写生性课堂教学过程中，还应更多地注意平实性的
写生教学，让技术水平一般的学生也能学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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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乐的人》一课备课过程中我已预设到学生遇到的困难
会比较多，加上我校教学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在电线材料的
准备、剪开和连接上学生制作起来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这种
技能性较强且又涉及到安全问题的课，不仅需要学生多多锻
炼，而且需要更合适的场地和时间才更妥当。那是否就选择
放弃？（因为教学进度所限等原因，以往我们也会对一些实
施有困难的教学内容选择不上）可是再看看课题《快乐的



人》，我又实在不舍得放弃一次感受快乐的机会。

于是我灵机一动，艺术是相通的这一道理应该更适用于本领
域的学习。教学中，我建议学生采用各种自己喜欢的、有风
格特点的线来画一画快乐的人，然后用各色油画棒围绕着人
儿涂涂抹抹，那些直线的、曲线的人儿闪闪发光，他们有的
在草地上舞动、有的在运动场上奔跑跳跃、有的在木马上旋
转、有的在飞机上飞翔、有的在秋千上荡漾、有的在恐龙乐
园里追逐恐龙……内容丰富极了，题材新颖极了！

不仅轻易解决了本课材料准备和制作时会遇到的困难，又体
会了一番独特的`画画感觉，孩子们释放出无比的快乐！他们
快乐了，我们的课题《快乐的人》也似乎更真实更有价值了！
由此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教师对于教材的创新使用以及对学
习方式的转换和特殊表现形式的尝试，不仅会有效果独特的
作品出人意料地呈现出来，更会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欣喜，
何乐而不为呢？此时脑中突然冒出某优秀同行的一句
话：“艺术是需要规则的，而规则是用来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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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感受古今中外的罐和壶的造型特点，了解有关器皿的文
化，掌握简单制陶的技法。

（2）学会用多种形式和手法进行创作、表现出罐和壶。

（3通过欣赏各种罐和壶，体会其中的美学内涵，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能领略罐和壶的艺术美感，用多种形式表现罐和
壶。



教学难点：能运用多种艺术的手段，表现出不同形式的罐和
壶。

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女娲补天》的一段动画，收集古今中外的罐和
壶的图片和介绍资料制成课件，一个陶罐和一个瓷壶。

学生准备：绘画用具，课前收集的关于罐和壶的资料。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思路：

（1）动画导入：

从《女娲补天》的动画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
知道泥土是生命之本，伴随人类文明使用至今，人们为了满
足生活的需要，发明了用黏土制陶的方法，制作了许多造型
各异的器皿。

（2）欣赏：

a、中国从古至今在造型、纹样上有代表性的罐和壶图片。

b、国外从古至今有代表性的罐和壶图片。

c、艺术大师的作品以及现代的一些奇特造型的罐和壶。

（3）说感受



b、你见到了哪些材质的罐和壶？

c、你喜欢古代罐和壶上的纹样吗？你知道上面的纹样有什么
特殊的含义？

（4）创作练习

用所带来的绘画用具创作、表现，画一画自己喜欢的罐和壶。

作业展示：创设情境，举办一个“罐和壶的创意空间站”，
将学生的`作品展示出，让学生评选出最受欢迎的10项设计。

第二课时

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古今中外的罐和壶的图片、陶泥、制陶的简单工具
（泥土、垫纸板、水罐、抹布）。制作好的作品若干。

学生准备：绘画用具、课前收集的关于罐和壶的资料。

教学思路：

1、看陶

a、欣赏艺术大量作品及古今中外的罐和壶的图片。

b、欣赏制作好的陶罐和陶壶的作品。

人教版四年级美术教案及反思篇五

我校有一位美术老师请假，我代了一节课《罐和壶》，这是
我上个学年参加县赛课活动的一节课。我觉得这节课在两个
环节的设计上是亮点：1、欣赏古今中外的陶器。2、制作一



个古代罐。

1、“欣赏古今中外的陶器”这一环节。

a.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是美术课程的价值之一。
美术是人类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
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欣
赏大量原始罐的图片，有助于学生理解美术的视觉语言，更
多的介入信息交流，共享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积极参与文
化的传承。另外，中国的原始彩陶是我国的第一个艺术高峰，
让学生多欣赏一些当时的作品，适当了解中国的这段文化，
我觉得非常必要。b.欣赏的图片在造型与图案上都是按一定的
顺序排列的，不但是有序的欣赏，更是为了后面的比较总结
而做铺垫。2、制作一个古代罐的环节。

a.以往我们都是先示范，再出示完整范作，这里，我直接出
示范作，原因有二。其一，作业比较简单.其二，作品与欣赏
的原始陶罐感觉上相似，这两个原因都能很容易激起学生的
表现欲望。有了表现欲望，学生就希望很快的进入到自己的
创作中，那么自然就为下面的授课节省很多时间。b.剪罐的设
计有两大亮点。其一是老师的示范剪罐第二个亮点就是老师
的第二次示范剪与学生剪时的`时间限制——“10秒”“30
秒”。当然，本节课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知识性的内容
太多了，学生如果不是对我这位新老师有着新鲜感，就会坐
不住了。内容含量比较多，使最后一个环节“家乡陶瓷的制
作欣赏”没有完成，这是本节课的遗憾。因为我县的陶瓷很
有名气，远销日本、美国，尤其是最近几年研究成功的骨瓷
具有薄、透明、白的特点，犹如白玉雕成，而我校很多家长
也在陶瓷厂工作，如果让他们看看我家乡的陶瓷如何制作的，
不但学到了知识，也是一次很好的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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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的学习要求让学生回忆生活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用纸
版画或绘画的形式进行创作，因为学校条件及学生家庭条件
限制，学具不好统一，因此这课作业我们以绘画形式表现的。
但是学生们对课本上的纸版画范作的效果很感兴趣，纷纷问
我那是怎么样“画”出来的。我只能在黑板上演示示意图和
语言表述相结合告诉学生们纸版画的制作方法，还好班上有
几个曾经在一年级时上过我负责的校美术兴趣班的'孩子还记
得吹塑纸版画的制作，一下子就联系上了，兴奋的向同学们
吹嘘自己的经验。

我心理有些愧疚，实际上我自己有材料可以在课堂上示范，
让学生们对版画有直观的感受，即使他们没有机会动手制作，
至少也亲眼见识过版画的制作过程，那样他们的记忆也会更
深刻些。

通过绘画形式表现的《快乐的回忆》的作品，完全根据个人
的美术绘画功底决定成绩的优、良、合格。有极少数学生以
没有带学具、自己不会画为理由没有按时完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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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是湘版小学美术教材四年级上册的课目，全课
共分两个学习活动：活动一：画自己喜欢的船，侧重平面绘
画的学习；活动二：做一艘木船，侧重立体组合造型的学习。

在谈话导入中我抓住学生的心理需求的愿望，倡议学生与老
师一同来画船，满足自己乘风破浪的愿望，激发学生对本节
课的强烈愿望。接下来就引导学生回忆船的种类以及结构，
尝试画船，以便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学习前后的不同。紧接着，
让学生拿出自己课前收集的有关船的资料，前后左右四个同
学进行讨论，即能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又能在集体的智慧
中解决课堂中出现的问题，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
师利用课件中动画的成功演示，巧妙的脱掉船的华丽外衣，
展示出船的本质，船实质上是由简单几何图形组成的，让学



生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的一个环节，不仅降低了只是
难度，更是增强了学生绘画的信心。在学生欣赏同龄人的作
品时，让学生主动发现船的造型的变化、创造性的设计船的
外形，功能以及图案的搭配。最是学生作业以及合理的评价
都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这是新课程标准下的有效学习的
表现，感觉还是一个不错的亮点。

这节课虽然是美术课，但如果仅仅作为一节简单的美术绘画
课来上的话，课堂会显的很生硬，作业要求也会大大降低。
于是整节课我都在给学生灌输科学意识。如：课前要学生通
过各种途径提前预习船的发展史；了解第一艘蒸汽船时什么
时候制造出来的等。在介绍船的外形结构时，我也不忘告诉
学生船为什么会浮在水面上。这些科学知识的穿插丰富了课
堂，也进一步丰富了绘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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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生对卡通形象非常感兴趣，但每个可爱的形象都是一
个经典。每根线条精炼到位、流畅自如。对于一年级学生来
说，要用稚嫩的小手表现出形象是不简单的事。于是，我要
做好引导示范工作。当学生看着我非常娴熟地将一只可爱
的“唐老鸭”形象跃然于黑板上时，学生惊呼了起来：“哇，
老师画得真好啊！”接下来，学生非常投入地打开自己的作
业纸，开始冶炼起来。作业过程中，当我辅导构图有困难的
学生时。忽然，身后传来清脆的声响：“老师，你画画怎么
那么好啊？你向谁学的？我每天都在家里画，为什么画不到
你那样呢？我真羡慕你！”听到这儿，我讶然了。如果他就
问前面一个问题，我真不知如何回答。幸亏有了下一句“我
每天……”我微笑着对他说：“你知道吗？陈老师小时候和
你一样，也每天画画，坚持到现在，所以就画得这么好了
（善意的'谎言）。你做对了，每天坚持，等你长大了，画得
一定比陈老师还棒呢！说不定成大画家呢！”“真的？”他
兴奋地追问。“真的！只要坚持！”我肯定地点头。最后得
到的是闪着智慧的目光与充满自信的微笑。



我想：当这些崇拜语在我们耳边想起的时候，不仅仅是一种
行为上的互动，更是精神上的互动。师生双方都会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