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美术教案幼儿园(优质7篇)
教案的编写过程需要教师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在阅读六年级教案的范文时，可以借
鉴其中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

春美术教案幼儿园篇一

欣赏一些优秀装饰画作品，师生共议：用具有装饰风格绘画
来装点居室，以各种特殊材料制成的画或壁饰来装点居室，
不仅会使你的家别具一格，独创新意，而且在装饰过程中，
将真正体会到发现和创造的愉快。今天我们利用不同质地、
不同色泽、不同花纹的布角料，运用不同的剪裁法，变废为
宝，创造生活中的美。

二、新课讲授。

1、布料与纸相比，有什么不同?(老师提问，归纳)

质地不同，纹理不同，厚薄不同，花纹不同。(学生活动)

2、布贴画图稿的选色设计，根据现有布料的不同色样和纹理，
设计出与之相附的底稿。

3、欣赏范作，讲解布贴画的制作方法：

打底稿。将自己设计的画面构思用铅笔画在白纸上。

布料剪裁。按照画面不同的部位采用不同的颜色进行裁剪，
裁剪时把所画的底稿放在布料上操作，以确保造型的准确;同
时在裁剪时要注意到布料的纹理朝向。

拼贴画面。将裁剪好的布料按照刚开始的设计进行拼贴。



4、局部示范制作，让学生注意其中的操作过程，尤其是在剪
裁时造型的把握。另外，在拼贴画面时，要注意到布料的色
彩差异，在个别地方可留出适当的空隙，使画面看上去疏密
得当，更富生机。

在拼贴时注意要到纹理的走向，让学生明白不同的纹理朝向
会导致不同的作业效果，使得布料的纹理更好地为整个贴画
作品服务，增强视觉效果。

5、启发学生进行画面构图设计，可相互讨论一下，确定自己
制作的内容和布局安排。

三、布置作业：

用布料创作一幅有新意的装饰画

四、作业讲评：

观摩优秀作品，对学生作品给予充分肯定，委婉地提出存在
的问题，增加学生的自信心。

小结：略

春美术教案幼儿园篇二

“说课”有利于提高教师理论素养和驾驭教材的能力，也有
利于提高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因而受到广大教师的重视，
登上了教育研究的大雅之堂。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初中美
术课说课稿（模板），欢迎阅读。

尊敬的评委老师：

你们好！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我将围绕教什么，怎么
教与为什么这样教，从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重
点、难点、教法学法与教学过程七个方面来说明我的教学设
计。

一、教材分析

本课是人教版初中美术（）册第（）课，依据美术新课程标
准的理念，我明确了本课的课型属于 设计.应用领域。（地
位与作用）。

二、学情分析

依据初中生的年龄特点与个体差异制定本课教学方法。初中
生两级分化已形成，个体差异明显，形象思维往抽象思维转
化，但形象思维仍然占主体地位，因而直观性教学更贴近学
生实际，三、教学目标必须从学生角度出发，同时结合教材
人文与科技的特色，我把教学目标分成三个维度来进行阐述。

知识与技能目标：

过程与方法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四、依据教材内容与学情分析，我确定本课教学重、难点为：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关键：

五、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ppt）课件、画具等。

学生准备：美术教材、收集的图片、资料和绘画工具。

六、教学方法

依据本课实际，我以体验、问答和小组合作的方式来完成本
课内容，目的在于。另外以多媒体课件贯穿课堂，通过直观、
详尽的直观演示，来达到教学目标。

七、教学过程

依据美术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来组织课堂教学。我的教学过程
设置如下：

导入新课——讲授新课——学生练习——作业展示——小
结——拓展。

时间分配：导入5分钟，讲授新课10分钟，学生练习20分钟，
展示活动10分钟。

创设情景 导入新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主动参
与）

讲授新课 教师演示(精讲演示，直观生动)

学生练习教师指导（小组合作练习，教师提出明确作业要求）

展示作业 评价交流（自评互评和师评相结合，尊重个体差异，
以鼓励为主）

课堂小结 拓展提高

本节学会了什么？ 体会是什么？你喜欢今天这堂课吗？



你会用今天学习的内容去美化生活吗？

通过学生回顾本节内容，巩固所学知识，为今后学习美术做
铺垫。

板书设计：

目的是再现过程，突出强调重点。

依据以人为本，用于赏识教育的教学理念，我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因势利导，促进学生主动参与活动交流，以愉悦的心情
体验课堂，培养学生基本的美术素养和基本技能，让学生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美术。

我的说课完毕，谢谢！

春美术教案幼儿园篇三

1、指导学生根据获得的情感，用雕塑的方法进行设计和制作
练习；使学生掌握基本的雕塑造型方法，体验雕塑创作的乐
趣。

2、引导学生通过雕塑欣赏，讨论了解和认识雕塑的艺术特点。

3、鼓励学生进行雕塑作品的展示和交流，学会接受和理解他
人的艺术作品，提高合作交流能力。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对自己的设计方案逐步完善最终成品的
过程。

教学难点：引导学生用合适的手法表达设计意图。

1、导入阶段



a、“艺术手法——雕塑”导入：

b、教师预测：学生能够答出“捏泥”、“浮雕”、“雕刻”，
甚至能够非常准确的回答出“雕塑”；如学生回答出现困难，
教师提示“音乐、舞蹈、绘画、摄影等”艺术手法类别。

b、“主题——战争”导入：

b、教师预测：学生能够回答出“像个人、呐喊之类的”，教
师适时提示“姿态、情绪、形状等方面”

c、“课题——沉重的纪念”导入：

a、这是法国著名雕塑家扎金特的作品《被摧毁的城市》，是
为了纪念二战中遭受德国法西斯铁蹄蹂躏和屠杀的人民而立
的纪念碑。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流血被屠杀被毁灭的例子举
不胜举，本节课我们学习以雕塑的方式来纪念那一场场战争。

b、点击幻灯片：雕塑制作篇沉重的纪念——战争

2、欣赏讨论阶段：

a、讨论导入

b、第一阶段欣赏导入：

a、老师这里有一组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真实图片，我们来验证
一下。教师点击幻灯片

b、教师总结：在图片中，我们清晰的看到子弹当作玩具熟睡
的幼小孩童、失去亲人悲痛欲绝的伊拉克人民、成排的准备
埋葬死去的同胞的墓、失去家园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人们、
一个美国大兵面对死去的战友黯然泪下，面对战争他们又将
是何感触呢……战争啊！这就是战争！同学们，用你们灵巧



的双手来呼唤和平、拒绝战争吧！

c、学生讨论设计方案：

（这一环节大概需要五分钟，课前把学生分为四组，分小组
准备陶泥或纸张等雕塑材料）。

请每个小组围绕“呼唤和平、拒绝战争”的主题，根据自己
准备的材料，讨论一下设计方案。

d、学生初步阐述设计方案：

（这是一个把学生原有认识反映出来的环节，学生的设计会
比较简单，却能够为接下来的学习做好准备，学生也能够很
好的投入。）

教师发问：我听这声音感觉大家已经讨论出结果了，哪一组
先来说一说你们的设计方案？

e、第二阶段欣赏导入：

同学们设想的都非常好，许多大师们也用雕塑来表现战争，
我们一起来欣赏借鉴一下：

（教师讲授雕塑制作手法和类别，学生欣赏、思考、借鉴）

a、这是联合国大厦前的雕塑，制作者戏剧化地在枪管上打了
个扣儿，其寓意一目了然，这是通过弯曲的手法，达到雕塑
很深的象征性和隐喻性目的。

b、一只被武装起来的和平鸽。这是一种宣扬和平却诉诸武力
战争的行为，是一种虚假的和平。

c、教师提问：这件雕塑表达什么呢？



j、教师预测：学生可以从人物的情绪、折断的剑找到痛苦、
拼杀、死亡等战争的因素。

夸张拉长的四肢、低垂的头，表现一种消瘦、忧郁的感觉，
战争与失去亲人，失去战友、失去安宁这之间似乎是相等的，
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造型中的人物似乎在思索这个困惑不
解的问题。造型中折断的剑起了点睛之笔，寓意战争的破坏
性。

d、这也是一组隐喻性的雕塑，名为《回家》。战争结束老兵
回到家乡，没有士兵的气宇轩昂，满身的疲惫不堪。前
方“人”型镂空的造型像是个母体，老兵正在回归他属于的
地方。

e、雕塑中的人物一只手握住长剑，另一只手举着骷髅。战争、
武器、死亡似乎是分不开的。

f、在制作手法上还有一种浮雕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好的表
现场景。

f、讨论评述：

a、欣赏完大师们的作品，同学们是不是有多了些更好的创意？
请每个小组迅速讨论一下。这个环节需要五分钟。

b、教师预测学生存在的问题：

材料特点上：有的小组准备的是陶泥，制作手法单一，可以
通过捏、掏、挖、堆等手法；有的小组准备的是卡纸等材料，
应跟绘画区分开，可以通过折叠、重叠、压制、弯曲等造型
手法。

表现手法上：空间上的分布应聚散有致，主题应突出。



3、制作展示阶段：

a、制作导入：有的同学早已按捺不住雕塑创作的冲动，给同
学们一次实现自己创想的机会，现在就开始吧！

这个环节需要十五分钟。教师根据每组具体情况作辅导。

教师评价或学生互评。

c、教师总结：这些作品表达了每个同学心里面得愿望，老师
也深受感染。这节课同学们制作了这么多好得作品是为什么
呢？谁来说一说？通过问题重申本课主题。

4、课后拓展阶段：

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本课制作得雕塑作品进一步完善或组织起
来在班级间交流展示。

春美术教案幼儿园篇四

通过对波提切利的壁画《春》这一具有人文精神性质的作品
的欣赏，让学生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作品的重要作
用。通过美术作品与文化情境的互动关系，使学生既能通过
一定的文化意境有效地解读和欣赏作品，又能通过作品了解
相关的文化情境。

此外，让学生对美术及美术作品自身的一些特点，如作品的
时代背景、主题思想、形式语言以及作者等有一定的了解和
认识。使学生对“文艺复兴”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所
了解和认识。从而提高他们对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开拓视
野、积累知识、提高艺术修养素质。

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作为社会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必须具备
一定的普通知识。这些普通知识是一个人的快乐之源，它既



是专业知识发展的基础，也是人际交往的基础。普通知识涉
及广泛，美术知识就是其中之一。对经典美术作品的必要理
解，是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当具备的普通知识。

教材内容包括三个版面，第一版面为《春》的全图，采用这
样大的版面旨在让学生获得对作品有效的“目力接触”，获
得整体的视觉感受和了解。第二、三个版面采用了局部分解、
加注、解释和相关背景、作品介绍等方法，让学生更加深入、
具体地理解作品以及相关的文化意境。这三个版面的关系是
相互联系的，学习时可以相互结合反复阅读和欣赏，采用从
整体到局部再回到整体的学习方式和与之相应的从综合到分
析再进行综合的学习过程。

1、显性内容与目标

（1）、通过欣赏，初步了解作品的创作主题和表现手法，理
解所表达的创作思想。

（2）、在认识作品的形式美感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作品所
体现的人文精神。

2、隐性内容与目标

培养珍视人类文化遗产和多元文化的态度，养成珍惜生命价
值和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的人文精神。培养丰富的情感。

重点：理解作品与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文精神的关系及作品
的形式美。 难点：了解作品中神话人物的象征与寓意关系。

表的万木复苏、生机昂然与人性的觉醒和复苏之间的联系。
此外还要具体介绍画中神话人物不同的象征关系，从而加深
学生对主题的理解）

基本上按课本提供的程序进行。但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首先让学生欣赏作品和通览课文，并思考怎样才能
真正学好这一课。即先通过视觉整体感受作品的构图、人物
造型组合、场景、色彩等，再进入到主要局部和各个细节进
行欣赏和分析。再这一过程中，适时向学生介绍描述画面中
的`情节和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介绍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主
要精神，以帮助学生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

这幅作品，通过对罗马神话中唤醒春天诸神的富于想象力的
描绘，表现了人于自然和谐相处的寓意。体现了意大利文艺
复兴早期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趣味和审美理想。由于东西方
文化的差异，作品给人的感觉有些抽象，教学时应该就作品
的时代背景和画面的各个情节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讲解，对
教材的内容做适当的补充。

教师首先应该从内容、形式上对作品有较深刻的认识，不能
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对寓意与象征要作适当介绍。

（一）、导入新课：

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的第一页。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波提切利的一幅蛋彩画：文艺复兴的颂
歌——《春》。

（板书课题）文艺复兴的颂歌——《春》

（二）、学习新内容

谁能告诉我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呢？（见课本第1页的作品介绍）
（板书）作品的主题思想

这幅作品，通过对罗马神话中唤醒春天诸神的富于想象力的
描绘，表现了人于自然和谐相处的寓意。体现了意大利文艺
复兴早期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趣味和审美理想。（让学生首
先对作品的主题有所了解）



这是一副蛋彩画，哪位同学再说说，什么是蛋彩画好吗？
（见课本第2页的课文）

（板书）什么是蛋彩画

学生乙：蛋彩画是15世纪欧洲油画正式形成以前的两种最常
用的画法之一（另一种画法是“湿画法”）。因它是用鸡蛋
黄或鸡蛋清调和颜料作画而得名。欧洲油画材料和技法得到
完善后，蛋彩画逐渐被油画所取代。（了解相关绘画的相关
技法）

关于作者你们又知道多少呢？（见课本第3页的介绍，了解作
者）（板书）画家简介

学生丙：桑德罗。波提切利（1444/5——1510）是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的艺术风格不仅
在当时是独特的，而且在整个欧洲绘画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
他的作品不仅赋予诗的想象，而且在造型手法方面也独树一
帜，这就是他不完全依靠欧洲传统绘画的明暗造型手法，而
是同时强调表现被描述对象的组织结构，并善于运用刚柔相
济的线条表现被描述对象的美感，追求画面的装饰效果。现
存的《春》和《维纳斯的诞生》是他的两件最有力的代表作
品。

桑德罗。波提切利是意大利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
派最后一位大师。他的全部作品中，有相当多的作品采用的
是古希腊与古罗马神话题材。（课件显示“希腊神话”的注
释）

课本中还提到了“文艺复兴”的词汇，大家知道什么是“文
艺复兴”吗？（见课本第2页的课文，了解相关背景）

（板书）文艺复兴



学生丁：“文艺复兴”一词源于意大利，它的原意是“再
生”，是指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艺术在14——16世纪的欧
洲得到了再生，意即复兴。实际上，这一时期并非古希腊、
古罗马文化艺术简单的复兴，而是由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引发
的一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对于破除近千年基
督教的神学世界观的束缚，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
使欧洲的科学、文化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运动
的发源地和中心就是意大利。（教师演示课件，使学生对这
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教师诱导描述：（简单描述，让学生对画面形成一个初步印
象）

这幅作品是作者受到诗人波利齐安诺的诗的激发而创作的。
画面上描绘的是，在黎明的橘树林里，一群仙女来到了人间，
给人间带来了春天的勃勃生机和无限欢乐。

在画面的右边，代表着温暖春风的“西风神”从天而降，试
图拥抱他面前的美女克罗丽丝，而克罗丽丝极力想摆脱西风
神的拥抱。从她口中呼出的温馨之气变成了一枝鲜花。（为
什么代表温暖春风的不是东风神，而是西风神呢？原来，由
于地理位置的差异，意大利的春风是西风）。那位全身饰满
鲜花的美女嫣然是克罗丽丝极力想摆脱西风神而变形成
的“花神”。

而在画面的左侧占有显著地位的男子形象，是往来于众神之
间的传信使者“力神”墨丘利（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
斯”）。因他终日奔走在外，所以他的鞋子上长着翅膀。他
伸出右手好象在采摘树上的果子，其实，他是用手里所持的
具有魔力的蛇杖“神杖”，轻轻一指，驱散冬天的阴云，自
然界的万物仿佛都已经苏醒了。他在这里是报春的象征，所
以又称“春神”。他在画面上的位置恰好与右册的西风神相
互呼应。



风神、花神和春神三个形象象征“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万
象争荣”的季节即

将来临。

位于画面正中的是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课件显示局部形
象），她是画面的中心人物。她的形象端庄秀美，脸上透露
出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她举着的右手好象控制着整个画面
中的人物。

画面上飞翔着的是蒙着眼睛的小“爱神”丘比特，他正盲目
的张弓欲射出象征爱情之箭，谁要是中了他的金箭，就会产
生如痴如狂的爱情之火。

美惠三女神沐浴在阳光里，正相互携手默默翩翩起舞，被描
绘的富有生气，使人感受到无限美好的意境。她们象征
着“美丽”、“青春”和“欢乐”，她们将给人间带来勃勃
生机和无限欢乐。

由于这一群唤醒春天的众神的到来，整个橘树林里洋溢着春
天的活力。那挂满树枝的红橘和满地的齐花异草，不正是春
天最好的象征吗？这些都是作者对美好生活无比向往的心灵
写照。他把诗人对春天的赞美以丰富的形象象征性地铺设在
这一幅画面上。

（三）、课堂小结：

我们要想很好的领会作品，必须对画面各个局部所描绘的内
容作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研究。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请同
学们课后做好复习和预习，下一课时我们将对画面的各个局
部和画面所表达的内在含义做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第二课时）



（一）、导入新课

上一节课我们大致了解了作品《春》的主题、作者和作品所
表达的意境，还了解了蛋彩画、文艺复兴等背景资料。今天
我们将对作品的各个局部所表达的内容作更深入的了解，对
作者所使用的艺术语言有所认识，从而更好的理解作品采用
的艺术形式和所表达的主题内涵。

（二）、学习新内容（在描述的基础上分析作品，由感官优
先，引导学生进入思维主导状态，通过表面更深刻地理解作
品的意蕴）

（板书）1、美神维纳斯

首先让我们欣赏作品的中心人物“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
在上一节课中我已经对维纳斯做了简单的介绍，课本中也有
说明。请哪位同学来朗读一下好吗？学生甲：她是位于画面
的中央，是画面的中心人物。她的形象端庄、秀美，脸上露
出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她轻举着的右手，好象控制着整个
画面中的人物。

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画面上展示了那么多充满青春欢乐的
天神形象，尽管他们显得庄重与自信，维纳斯的形象却并不
显得十分欢乐，尽管描绘的是春，但画面却透出一丝纤弱和
淡淡的忧郁。为什么会这样呢？波提切利在创作这幅作品之
前，曾创作过一幅《维纳斯的诞生》。（演示课件）

意大利现实主义绘画的拓荒者是乔托，而100年后诞生在佛罗
伦萨的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1444—1510）就是这一艺术
形式的先驱者了。

15世纪的佛罗伦萨，不仅工商业日趋繁荣，文化也是意大利
最发达的地方。城市的新兴力量是市民阶级（资产阶级的前
身），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文艺主顾。当时的教皇和贵族的



势力还很强大，这就必然在文艺上要和新兴起来的市民阶级
发生矛盾。波提切利成长的年代，正是佛罗伦萨城市共和政
权逐渐被集中在一个银行豪门——美第奇家族手中的年
代。15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他受到劳伦佐。美第奇家族的
宠遇，他的艺术多少也受到也沾染上了一些宫廷贵族文化的
气息。但他又是著名的僧侣画家腓力波。利比的学生，利比
是一位敢于表现世俗生活的现实主义画家。后来波提切利又
崇拜更为激进的佛罗伦萨左翼画家安。波拉约罗和委罗基奥
的艺术，并当过他们的助手。所以，波提切利作为佛罗伦萨
最后一位大师，他的思想是充满矛盾的。

《维纳斯的诞生》一画，原是为装饰劳伦佐的别墅与1485年
而作的。据说，画家是从波利齐安诺的一首长诗《吉奥斯特
纳》中受到启迪，诗中形容维纳斯女神从爱情海中诞生，风
神把她送到岸边，春神又忙迎来，正欲给她披上用天上的星
星织成的锦衣。画面上纷飞的鲜花更加强了诗的意境。画家
在处理这个场面时，舍弃了苑市中一些过于喧闹的描写，把
美神安排在一个及幽静的地方，背景是平静而微有碧波的海
面。维纳斯忧郁地站在象征她诞生之源的贝壳之上。她的体
态显得娇柔无力，对迎接者以及这个世界似乎缺乏热烈的反
应，她仿佛对来到人间不是满怀信心，反而充满了惆怅的情
绪。维纳斯这个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家自身在这
个时期对现实生活有些不安与惶恐。

古代希腊人的想象中，维纳斯是成人般地从海中诞生的，生
下来就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把这段神
话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他说，美是不可能逐步完成或从非
美中产生，美只能自身完成，它是无可比拟的。波提切利这
幅作品中的维纳斯形象可以作为这种哲学思想的图解。维纳
斯的姿态就是按照古典雕像的样式来描绘的，只是把两只手
换了个位置。然而画面上的形象并没有古典雕像的健美与悠
闲，给观众的印象是萎靡与娇弱，充满着对生活的迷茫。这
就是画家对自己对现实的矛盾反映。这样分析并不是说这幅
画的艺术价值不高，而是说画面上的维纳斯形象有着画家自



己的影子。

从表现技法上看，作者的写实手法中参杂着一些变形的因素，
如维纳斯的脖子过长，头发用线太过分，一缕缕头发好象是
有弹性的物体，手足的比例也有些夸张。这一切似乎是作者
为了有意加强形象的精神，并不是着重表达肉体。

春美术教案幼儿园篇五

本课教材内容偏重于现代环境艺术的基本知识和环境艺术设
计的主要特点，图片少而广，包括具有雕塑美感的欧洲园艺，
又有带有石灯、石板步丁的日本庭院，还有淘制花盆编结成
的各种景观等。按照教材上课，没有一个具体的解决问题过
程，只是欣赏了解。教师难备课，课也容易空洞，学生又没
有设计基础和生活经历，很难参与讨论，教学很难展开。

春美术教案幼儿园篇六

知识与技能：了解铅笔淡彩在工具、材料、色彩等方面的特
点，初步掌握铅笔淡彩的方法。

过程与方法：通过观察、欣赏、讨论掌握铅笔淡彩的绘画技
法，尝试用铅笔淡彩的绘画方式记录身边的景物。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体验造型的乐趣，提高动手实践能力，
激发热爱生活，关注艺术，保护环境的意识。

重点：铅笔淡彩的绘画技法。

难点：铅笔淡彩中色彩的调和方法。

环节一：设置情境，导入新课

根据学生回答，教师总结：透明、薄等特点，并追问：水彩



画又可以分为哪几类？展示铅笔淡彩作品，进而引出课题
《铅笔淡彩》。

环节二：交流探讨，欣赏作品

1、展示水彩画与铅笔淡彩作品，引导学生欣赏并思考：这几
件作品有什么不同？

学生观察思考，教师总结：水彩画使用水调和水彩颜料进行
作画，强调色彩的透明；而铅笔淡彩在强调色彩的同时体现
线条。

学生交流探讨，教师总结：

不同：《蔬果》《植物图鉴》描绘精细，注重物体轮廓线的
描绘；《圣维克多山》不求具体的形象轮廓，表现的更加自
由，注重线条的表现，色彩更加的轻薄。

相同：在素描的基础上进行色彩的描绘。

环节三：示范讲解，实践练习

1、讲授铅笔淡彩所用的工具材料。

2、学生在画纸上尝试水彩颜料相互调和、叠加等，并思考：
有什么样的色彩效果？

学生动手尝试并回答，教师总结：水越多，明度越高，纯度
越低；两个颜色调和会产生第三种颜色；颜色叠加后会使色
相、明度、纯度发生变化。

3、教师示范铅笔淡彩的绘画步骤：

（1）用铅笔画出草稿，定好大体的位置；



（2）画出大概的。形，铺上大致的明暗；

（3）薄薄地涂上色彩；

（4）细致刻画，调整完成。

4、布置课堂作业：用铅笔淡彩的方式记录身边的景物。学生
练习，教师巡视辅导。

环节四：展示评价，小结作业

1、展示作品，并从形象、构图、色彩等几个方面进行自评、
互评、师评。

2、总结升华：总结铅笔淡彩的特点并引导学生要多观察生活，
发现生活中的美，运用淡彩的方式记录生活。

3、作业：寻找一定的特殊媒介（盐）并将其运用到水彩画中。

（略）

春美术教案幼儿园篇七

1、通过描绘丰富多彩、造型优美的“春节礼品”。巩固色彩
知识，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感情。

2、用记忆手法表现物象，提高儿童绘画能力。

回忆春节时家中的礼品，考虑选择哪些礼品作画。

一、引入新课：

1、漫谈春节最快乐的一件事。

2、过节前，各自家里有什么准备工作？



二、新课：

观赏课本中的彩图和学生作品，请2—3名学生谈谈他们家中
有特色的`春节礼物，以引导全体学生抓住特色，共同记忆思
考。

三、示范：

1、教师引导学生选择三五件能表现春节气氛，又能大小配合
适当，便于处理画面构图的礼品作为绘画对象。

2、学生讨论如何运用色彩。

3、教师小结：色彩的运用以红、橙、黄等暖色调为主，以蓝、
绿等冷色调的原色、间色、复色配合使用，使主色调更突出、
鲜艳、明快。

四、学生作业：

以各自家里备办的春节礼品为题材，选择自己喜欢的，有特
色的礼品，画一幅色彩画。

五、讲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