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教版四年级美术教案公众号(通
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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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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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1.通过对纸版画工艺技法的学习，激发学生热爱生活并感受
排列的美感。

2.使学生学习、掌握版画的工艺知识及技法。

3.培养学生的整体设计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学习版画技法知识。

教具: 范画、版画制作步骤范画、颜色、剪刀。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检查学生用具准备情况。

二、导入新课(歌曲导入)

导言:“同学们，生活中你有什么是最难忘却的经历?

三、讲授新课

1.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2.出示范画，启发诱导。

提问:“同学们，请看老师的范画，画中都有什么有趣的
事?” “今天老师教你们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制作这些形象一
样的小鸟好吗?”

4.板书: 纸版画

5.那么什么叫版画呢?

教师边讲解边演示制作过程。

四、作业步骤：

启发学生讲解制作过程。

1.设计。

2.制版。

3. 添加背景

4.剪、刻、品、贴。

五、学生作业：放轻音乐。

两人完成一幅作品，要求要有合作精神。

教师巡视指导。

六、讲评作业：

选取优秀作业，表扬造型美观、色彩鲜艳、整体看画面效果
好的作业，表扬最佳搭档。



七、教师总结：

(希望同学们多善于去发现、去探索、体会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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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2.在学习中体会穿编这一工艺制作的实用及装饰功能，感受
纸艺穿编的乐趣，培养看图动手操作能力及设计、工艺制作
意识。

教学重点：用纸带穿编的方法制作简单的生活用品(小方篮)
及纸带穿编工艺的运用。

教学难点：纸带穿编方法及小方篮的制作

教学关键：观察讨论纸带穿编的规律，引导如何使小方提篮
立起来及篮口处理;观察两种不同色彩交织成的纹理，并运用
到装饰中。

课前准备：各色纸条、幻灯教学文件、范例，剪刀、粘合材
料等。

教学课时：2课时

课堂教学过程

第一节

一、欣赏导入阶段

1、以谈话形式引导学生观察范作，指导学生欣赏。

l 这是什么呢?它美吗?



l 你想知道它们是怎么做成的吗?

2、幻灯出示课题

观察范作，说说它美的地方，并试着寻找规律，说说它的实
用性和装性。

从范作出发，把学习内容同生活相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体现美源于生活。

二、教学发展阶段

1、指导学生看图自学穿编技能。

l 有什么规律，要注意什么?

2、拆解范作(与学生试做结合)

l 如何使小篮子立起来

l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篮子上作装饰

l 怎么处理篮子的开口

3、指导学生看幻灯制作图编制小篮子。

施教时间：11月28日——11月29日

第二节

活动一：

1、作品展示与评价



引导学生从作品的精细美观评价，总结穿编规律(一上一下交
织)。

看图小组自学讨论穿编方法，并提出问题。

讨论穿编过程中的各个步骤，并思考讨论教师提出的问题。
尝试做篮子。

2、小组合作编制小篮子。

3、互评作品，交流不同的穿编法，并总结。

培养看图自学能力。分解制作的难点，使学生对制作过程有
个全面的了解，并在观察中触发新的想法。

培养合作能力，培养学生对美的评价能力和指导自学方法。

二、欣赏拓展

小结：穿编在生活中还有很多运用，可以使用不同的材料进
行穿编，还有其他编法。只要你开动脑筋，动手创造，就会
有与众不同的作品诞生。

1、展示穿编的其他作品(小果篮、装饰图案、创意篮子等)

2、布置课后拓展作业(上网自学创意篮子的制作)

3、欣赏、讨论作品的制作方法

札记：我让孩子们把肯德基赠送的纸带穿编玩具带来先做做
试试，体会一下穿与编的乐趣，再进行裁纸条、穿编。有了
游戏的铺垫，再制作时便容易多了。

施教时间：11月30日——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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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掌握主体与背景的概念，并了解二者之间的关
系，并能够在作品中运用。

过程与方法：本节课通过欣赏作品直观的来认识主体与背景，
并在情境中通过教师的演示，学生的自主探究，深入了解主
体与背景的关系，并举一反三，学以致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利用本节课的学习培养学生基本的美术
素养，了解美术创作的基本专业知识提升学生的美术创作能
力。

教学重点：

掌握主体与背景的概念，了解二者的关系。

教学难点：

处理好主体与背景的关系并加以运用。

教学策略：

本节课是美术创作中，专业性质突出的一节课，掌握好本节
课的知识，能够为学生将来的独立创作奠定基础，可以运用
自如的表现自己的想法。为了利于学生的理解，我采取直观
的作品欣赏分析，让学生直接找到主体就是画面最主要的形
象，最突出的那个。而背景就是衬托主体的，烘托画面的。
为了能够深入的探讨二者的关系，我运用情境的创设让学生
发现主体物不变，背景变化，画面产生的效果。并且挖掘出
主体与背景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取决于作者的想法。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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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类型：设计 应用

教学目标：

1、通学过的图案及色彩知识，进行简单的设计制作练习。

2、培养学生的设计制作能力提高学生的美术综合能力。

教学重难点：

1、认识标志的象征性及社会用途。

2、怎样设计校微，突出表现主题。

教具学具：绘画工具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标志吗?

2、图标展示 禁烟标志。

师：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标志吗?

3、师：这些标志具有什么作用?

师：小结，标志具有象征性，标志是代表或象征某一事物的
特定视觉符号。



二、展示图标分析标志的象征意义。

如：图1、

提问学生认识这是什么标志?为什么设计五个圆环相扣在一
起?

师：小结，五连环是国际奥运会的标志，五个圆环连起来代
表五大洲。

如：图2、

提问：学生见过或知道这是什么标志?能看得出来或感觉到这
样的设计有什么意思吗?

分析小结：这是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申办标志，由奥运五环
色组成五星，相互环扣。象征世界五大洲的和谐、发展，携
手共创新的地位。五星，是中国国旗的形象元素，象征主办
国的地位。图形又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以表现中国传统
体育文化精髓。整体结构取自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八祥”之一
“盘长”图(即“中国结”)藉以祝福北京申奥成功及2008年
的奥运会吉祥如意。整体形象似行云流水，气韵生动，充满
运动感，以此表达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

由四个元素组成

1、 五大洲的和谐发展。

2、 主办国的地位象征。

3、 吉祥图腾“盘长”预示申奥“如意”。

4、 传统体育太极人形。

如：图3、玛莎女子学校校徽 。



提问学生：玛莎女子学校校徽是根据什么设计的呢?

师小结：是以拼音字母开头的“m”作变形处理成一名可爱快
乐的少女形象。既似学生的短发，又如翻开的书页，给人以
很深的印象。

三、揭示课题《校徽设计》

1、学生分组讨论分析教材范例

(1)校徽“精英小学”是根据什么设计的?

(2)“江苏无扬五爱小学”的校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3)东荷小学的校徽与“东荷小学”有什么联系?

小结：校徽是一种标志，校徽设计可以用文字、也可以用图
形来表示，校徽设计既要简洁又要把所设计学校的特色表现
出来。

四、作业要求：为我的学校设计一枚校徽。

1、组织学生讨论发言：我们学校有什么特色?建设环境、字
义、字母、象形……

2、学习要求

(1)了解我们学校的特色。

(2)用文字或图形设计校徽。

(3)先画草图，并注明设计意图。

(4)然后用各种材料制作校徽。



五、学生作业，教师辅导

六、课堂小结：下节课带齐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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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本课的要点是让学生了解光对美术作品的影响。

光有自然光，如太阳光等;也有人造光，如烛光、灯光等。在
人们的生活中离不开光，其实绘画、雕塑、建筑、工艺品也
要依靠光，只有在光的映衬下，艺术作品才会显得更加生动
迷人。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了解光与美术的关系。

2.指导学生采用纸张或其他材料设计制作作品，并利用光的
照射，进行展示。

3.通过活动，让学生产生对光的兴趣和对科学的追求。

教学重、难点：

?欣赏、了解光与美术的关系。

?用纸或其他材料制作作品。

?用不同颜色的人造光照射作品，进行展示。

教学准备：

请学生事先准备了各种卡通形象的玩偶、图片等。各种灯光



设备。

教学过程：

一、感受光的魅力：

请学生将事先准备好的各种卡通形象的玩偶拿出来。

让一个学生用一些卡通形象编故事，几个学生根据故事情节
摆放玩偶、图片，或者简单构出画面，另一些学生用光源对
已构好的画面或场景进行照射。

引导学生进入到了学习状态，认真地听故事，然后对构图不
够合理的大胆提出建议。

教师引导：象不像舞台上表演卡通片?比单纯的画面效果好多
了是吧?

请学生提出自己的建议，如：“把光用蓝色的皱纸包住变成
蓝色的光，更符合故事情节的气氛。” “光从卡通形象的下
面往上照，才能有恐怖的效果。”

在热烈的讨论中，使学生真正感受到光的魅力，兴趣被调动
起来。

二、了解光的魅力：

教师再趁热打铁，引导学生欣赏大师的作品，学生在美的体
验中进一步分析总结光影与美术的关系。

教师可先让学生欣赏、了解不同光照射下，美术作品会产生
不同的效果。如，白天太阳光下的建筑，晚上在灯光照射下
的建筑;雕塑作品在不同光线下的不同效果。甚至也可以利用
画室里的石膏像，在不同光线照射下的不同效果，让学生了
解美术作品与光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还可以列举电影、



幻灯、投影片、皮影等艺术，来说明艺术与光之间的相互关
系，以此激发学生对光的兴趣。

三、探究光的魅力：

在制作作品前，先让学生通过分组实验总结出：表面光滑的
物体与粗糙的物体，不同材质的物体，在光的照射下，也会
产生不同的效果。

四、布置下一次需要的材料。

布置学生寻找纸张或其他材料设计制作作品，下次利用光的
照射，进行展示。

执教时间：6月15日——6月16日

第二节

一、启发思路：

教师归纳总结光影与生活、光影与美术的关系，分析几个相
关作品的设计思路并演示一些具体的制作方法。

学生分头设计方案，与组内同学讨论改进方案，并按方案完
成作品。

二、展示光的魅力：

作品完成后，可举办一小型的展览，展示学生各自的作品，
互相评价、欣赏。提醒同学在展示作品时，要注意用电与用
火的安全。

教学评价

?能否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的各个过程。



?能否了解光与美术的关系。

?作品是否有创意。

执教时间：6月19日——6月21日

札记：作品完成后，我们举办了一次小型的展览，展示学生
各自的作品，用电筒来制造光的魅力。互相评价、欣赏。并
提醒学生用电与用火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