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美术门的教案 初中美术教
案(实用9篇)

教案是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对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
和教学资源等进行详细规划的文档。在下面，我们将分享一
些详细而实用的高二教案范文，希望对广大教师有所帮助。

初中美术门的教案篇一

1、知识和技能：通过欣赏评述活动，初步了解外国宗教、历
史绘画作品的概况，初步了解不同艺术画派的艺术特点。

2、过程和方法：通过欣赏与评述，感悟、体验和发现外国绘
画作品的艺术性和艺术魅力，初步了解他们的，社会、历史
价值。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通过欣赏与评述的各种活动，培养
学生参与意识，讨论、合作、互动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
分析、评述美术作品的能力，培养学生尊重人类共同文化遗
产的文明行为。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外国宗教与历史画，涉及到古希腊、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俄罗
斯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在外国美术发展史的各个重要时期，
占重要地位的国家、画派、著名画家及其代表作品。引导学
生在广泛的文化背景中体验外国绘画作品的艺术美，提高学
生的审美能力，启发学生尊重人类的文化遗产。

【教学重点】外国历史、宗教绘画作品的概况及艺术特点。

【教学难点】



1、评价美术作品的艺术特点。

2、各画派的造型表现手法。

3、体验外国绘画作品的艺术美。

【教学安排】2课时

第一课时

1.复习、提问：上学期的外国美术欣赏课中，有哪些著名的
画家及其代表作?

2.欣赏、评述。

b.评述：同学说出自己的想法，教师及时作出点评与补充。

(2)欣赏：《荷马史诗》、《伊苏之战》、〈亚历山大的胜利〉

教师简介作品，同座同学可议论，各组派一名同学上台评述。
老师点评、补充。

(3)欣赏《马丽美第奇的生平》以及鲁本斯的一些名作，《阿
尔卡迪亚牧人》(教学挂图、投影仪、幻灯片等)。

a、教师简介巴洛克艺术。

b、教师简介后同学分四人小组讨论，教师点评、补充。

3.巩固、拓展。

a,说说在这些画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作品?谈谈你喜欢的
理由。



b、提出下节课的准备内容;对下节课中感兴趣的作品做评述的
准备。(可上网、去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

第二课时

1,简介17、18世纪欧洲的历史知识，让同学们在特定的时局
背景下了解当时的艺术。

2,欣赏、评述

4,介绍浪漫主义，介绍席里柯、德拉可罗瓦、戈雅的艺术

5,请同学谈谈戈雅的《18☆8年5月3日的枪杀》与苏里柯夫的
《近卫军临刑的早晨》这两幅作品都是表现起义军大义凛然、
视死如归的主题。找出它们之间相同与不同的地方，交流看
法。

6,分析〈18☆8年5月3日的枪杀〉这幅作品的艺术特色。

7,讨论：你了解拿破仑吗?你知道的拿破仑是个什么样的人?
简单介绍拿破仑生平，介绍大卫的艺术。

小论坛：有人认为画出一幅历史场景还不如用照片拍摄一幅
历史场景更为真实。你的观点呢?提出来与同学们讨论。

初中美术门的教案篇二

授课教师：洪英华

课时：2课时

教学方法:欣赏、讲解和手工制作相结合。

1、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纸盒包装的形式、作用、特点和要求。



2、学习绘制和装饰纸盒的方法,提高设计能力。

1、重点:盒面的装饰和配色。

2、难点:纸盒的结构设计。

1、教具:各种结构的纸盒包装设计样品、素描纸、浆糊、剪
刀、尺、水彩颜色等。

2、学具:素描纸、尺、圆规、塑料水彩笔、水彩颜色等。

本课按排为二节课,第一课时主要介绍纸盒包装的作用、特点
和形式。并要求学生在纸盒展开图上构思盒面装饰的铅笔稿。

第二课时讲解盒配色特点和涂色方法,指导学生进行纸盒面的
配色,并完成作业。

一、组织教学:检查学具,按定情绪。

二、课前谈话导入新课。

同学们,当你们走进商店购物时,你一定会被那设计精巧的包
装所吸引。的确,好的包装设计能吸引购买者的注意,能传达
商品信息激发产品的销路。特别是当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商品在销售市场中引起了激烈的竞争。因此,包装的外形能否
直接抓住顾客的注意力,直接关系到产品的销量。

商品的“外衣”就是设计家为它设计的“商品包装”,一个好
的包装具有哪些特点呢?

1、包装既能保护商品,便于储藏、运输、携带,也能美化生活。
例如:课本范图-----“毛巾包装”既方便携带,又美观精
致。“火锅包装”便于开启。

2、鲜明地标明商标的名称、其形状易读、易辨、易记。例



如:课本“电子系列包装”、石英电子钟商标的名称简易、明
确,封面构图易辨,购买者一看便知道是“钟”的包装。

3、包装的外观造型要具有独特的风格,使购物者有新鲜感。
例如:课本“糖果包装”和“食品包装”。

4、与同类商品在市场上竞争时,具有比较鲜明的识别标志具
有独特的风格。

5、能刺激购买者的购买欲。

6、色彩的处理要与商品的品质、类别、分量互相配合,达到
统一与调和的效果。

商品包装的形式很多,有纸袋、纸贴等。其中以纸盒最为普及。
纸盒设计分为结构设计和装潢设计,两者结合才能产生完美的
艺术效果。

1、结构设计:

常见的纸盒在结构形式上,大致分为:六面体、圆柱体和多面
体数种。其中以六面体形式的纸盒应用最多。

2、装潢设计:

文字、图形、标志、色彩是装潢设计中的四大形式要素。

a.盒面装饰一般以文字为主,纹样为辅,两者互相结合。我们
应掌握好各种字体的写法,字体要书写得正确美观。文字既可
作设计标志用,也可作说明用。甚至在一件包装设计中完全用
文字表现,也能朴素无华地突出重点。

b.纸盒装饰的图形要和商品内容一致,发挥摄影、抽象造型、
装饰纹样、结构设计等手段,也可用绘画方法表现。中国的包



装应该体现中国的民族色、地方物色,如用中国画,中国书法,
使我们的包装设计具有民族风格。

c.标志的设计既要使人有记忆感,容易辨认,容易记住,还要有
联系感,商标与产品之间要有联系,使人看后产生联想。

d.在现代消费市场上,商品包装设计中的色彩效果,具有提高
商品销路的决定作用。因此,盒面装饰应色调统一明快,引人
注意。成功的色彩应用,能给消费者留下极深的第一视觉印象,
从而产生购买的欲望。

1、首先要确定纸盒的造型和展开图。

2、确定哪个面是主要的,哪个面最易被观众注意;哪个面是次
要的;哪个面是装饰;哪个面不要装饰。

3、画铅笔稿。先画主要部分的装饰,纹样要简练、切题,文字
要明确、清楚,安与纹样应取得平衡呼应,并注意到它们的比
例和位置。其它像厂名、文字说明等,可按排在其他几个面上。

要求学生设计一只简单的纸盒,并在纸盒展开图上画盒面的铅
笔稿,要求盒面造型新颖、大方、文字和纹样要美观、醒目、
内容、形式不限。(六)课堂小结:教师巡堂指导并讲评小结,
指出学生在构图设计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表扬优秀作业。

初中美术门的教案篇三

2．启发学生思考：如果从贺卡的整体外形上来考虑，可以有
哪些不同的创意构思？

教学重点区别工笔花鸟画与写意花鸟画，初步了解花鸟画的
发展。（第1课时）

区别青绿山水画与水墨山水画的特点，了解山水画发展的概



况。（第2课时）

教学难点

对工笔花鸟精细逼真的写实与写意花鸟水墨酣畅的意境美的
理解。（第1课时）

青绿山水画与水墨山水画艺术美的区别。（第2课时）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运用多媒体教学设计好相关的。风景名胜照片1~2
张。

学生准备：收集山水画的印刷品。

教学活动

一、引导阶段

问：鸟类在自然界中有哪些作用？

问：观看过鸟类活动的录像后，你喜欢哪几种鸟？

二、合作探究阶段

1.投影显示麻雀的照片，工笔画麻雀的艺术形象，写意画麻
雀的艺术形象，请学生的讨论观察后讨论三者之间的异同。

教师根据学生的讨论及时总结。

重点语：笔墨中的自然于真实的自然于真实的自然。笔墨中
的自然充满着画家的情感和审美理想，体现了画家对艺术美
的追求。



2.播放画家在绘制工笔花鸟画和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录像，强
化学生对两种技法的感知效果，讨论画家在不同技法创作活
动中的情绪状态，画面效果。教师根据学生的讨论及时总结。

重点语：花鸟画是我国传统画科之一。以描绘花卉、竹石、
鸟兽、虫鱼等哦作画主体。

工笔花鸟画：是用笔工整细节明澈入微，用极细腻的笔触逼
真地描绘花鸟。

写意花鸟画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摒弃物象的细枝末节，大胆地
概括、提炼、夸张物象的形神，用豪放简练的笔墨加以表现；
它要求画家落笔准确，得心应手，意到笔随，达到物我相融
的境界。

欣赏《写生珍禽图》、《墨葡萄图》、《荷花小鸟》、《竹
石图》，四个学习小组各选一幅画并结合所收集资料进行讨
论。讨论它们是哪一种表现技法、画面构图、内容、艺术效
果，并选代表在班级中交流。

三、感悟体验阶段

2.从《墨葡萄图》中，你能体味到徐渭晚年的心态吗？

4.郑板桥的《竹石图》中，竹比石的墨色浓，为什么？你对
瘦劲的竹和石有何视觉感受？

重点语：黄筌重视写生，并养了许多鸟，观察它们的动态，
以便把鸟的形态状貌画得逼真生动，羽毛、翅翼、嘴爪刻画
的质感很强，动态结构准确生动，自然真实。

水墨写意画画境平淡、自然、天真多趣。欣赏这些画，一方
面观赏画家笔墨布局的形式美，更重要的是透过视觉形象去
窥见形象画家借自然之物所蕴含的人的精神气质的人格美，



品味画家的意境所在。

四、归纳巩固阶段

1．工笔花鸟画和写意花鸟画有何区别？

2．说说《写生珍禽图》的技法特点和艺术效果。

3．谈谈对《墨葡萄图》、《荷花小鸟》、《竹石图》的感受。

五、课后拓展

1.学生选择自己喜爱的花鸟画作品写一篇赏析短文。

2.你喜欢什么样的鸟？请画出它。请你为保护鸟类出个好主
意。

一、引导阶段

1.江苏是我国山水园林、名胜古迹高度集中的省份，你知道
我们家乡有哪些著名的湖光山色。

2.你游览过祖国哪些名山大川？谈谈身临其境的感受？

二、合作探究阶段

1.投影显示，本地风景名胜照片，并出示教师据之所作的一
幅山水画，通过比较讨论如下问题：

a、照片中的景与画中的景有什么不同？

b、照片中的景属何种美？画中的景又属何种美？

余音：景是现实，画是艺术。景是现实美，画是艺术美，现
实美较之艺术美有无与伦比的丰富性，但缺乏艺术美的高度



集中和高度理想性，所以才有“西湖风景美如画”。

散点透视即透视没有固定的视点，视向，视域，取景作画的
局限于视点、视向的束缚。

余音：青绿山水画属中国画中工笔重彩画范畴之内的画种，
是把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性颜料涂在经过勾皴的山峰与
坡脚形成主色调，使山水处于浓郁的青翠之中。

水墨山水画的水墨为主进行勾、皴、擦、染、点来表现山石
树木等，其中包括用不同的植物颜料渲染的设色山水画。

3.通过画家创作青绿山水的水墨山水的录像，强化学生对这
两种山水画的感知效果。

4.分组讨论《溪山行旅图》、《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
图》、《清凉环翠图》、《淮扬洁秋图》。对它们的技法特
征，画面布局，艺术效果畅谈自己的感受，每组选一名代表
参加班级交流。

教师小结并交代山水画发展的简要脉络，作者的师承关系，
画家轶闻趣事等，让学生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品味我国古代
山水画杰作。

三、感悟体验阶段

1.《溪山行旅图》与《富春山居图》主要区别是什么？

2.《清凉环翠图》表现的是何方水土？你知道该地现在变成
了什么状况？

余音：宋初山水画以自然山水为师，写实为本，画家作画讲
理法，布局严谨，使山水画更加浓厚而生气韵。元朝绘画主
流是以表现性为特征的文人画兴起，他们追求绘画的文学性，



强调“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四、归纳巩固阶段

1.青绿山水画和水墨山水画艺术美的表现有何不同？

2.北宋的绘画在谁的直接参与下有了很大发展？他们的绘画
称做什么绘画？

3.元代的山水画更注重表现什么？他们的绘画称做什么绘画？

五、课后拓展

1.选择自己喜欢的山水画一幅写一篇赏析短文。

2.你喜欢哪一个地方的风光？能画出来吗？请你为保护家乡
的环境出个好主意。

教学反思

初中美术门的教案篇四

不同质地、不同色泽、不同花纹的布角料，运用不同的剪裁
法，可获得各种各样生动有趣的形象，将这些形象加以拼巾
贴，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画，就称之为布贴画。布贴画由
于其选材独特，因此更具有独到的艺术效果，受到大众的喜
爱。

课时：1课时

1、认识和理解装饰画的装饰表现形式和独特的材料特点带来
的装饰美感。

2、运用自己能收集到的废旧材料，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动



手能力，教会学生利用生活中常见的东西来创造美，以拼贴
的形式进行装饰画创作，学习拼贴装饰画的基本技法。

3、结合装饰画的特点分析其对居室装饰的影响。

教学重点：以拼贴的形式进行装饰画创作，学习拼贴装饰画
的基本技法。

教学难点：结合装饰画的特点分析其对居室装饰的影响。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合作、个别辅导

范作、布角料、剪刀、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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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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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布料创作一幅有新意的装饰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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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美术门的教案篇五

本课属于“设计·应用”类型课，以日常家用电器的造型设
计作为教材的主体内容，旨在培养学生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设
计产品，《缤纷家用电器》形成面对生活实际需要的设计意
识，通过探究性的学习过程，提高学生自主探索的学习能力。

本课提及的家用电器基本上包括了一切需要耗用生活用电或
电池进行工作的家用物品。

教材试图以展示造型各异的常用家电图片作为导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感受设计与生活的联系，并让其了解设计对
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作用。教材提供了一张学生课外进行家电



市场调查活动的情景图片，使学生产生共鸣，帮助进入第一
个学习活动及参与社会调查，培养学生有目的地收集处理信
息的能力，提高学习合作交流的水平。教材为活动的顺利开
展提供了相关图文资料，给调查方法必要指导。整理资料的
学习活动能有益地培养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改良方案，相对降低了学习难度，为后面活动的顺利开
展做准备。

教材p11以家用理疗仪的设计草图作为教学范例或许还不够典
型，教师可以尝试选择学生更为熟悉与更加实用的家电产品，
展示效果将会更好。

“活动一”是与“活动二”直接相关的一个课前准备活动。
主要引导学生尝试有目的地进行市场调查，为“活动二”的
设计改造提供信息与依据。

“活动二”的设置根本意图侧重于培养学生面对生活需要的
设计意识。因此，如果能够更加积极明确地提示借鉴“活动
一”市场产品调查的学习成果，或许比对自己家里一件电器
进行设计改造，更能促进此种意识的提高与强化。

“活动三”在“活动二”的基础上，突出了把设计稿进行视
觉美化，绘制产品设计效果图的意图。

“评价建议”中对前两个学习活动的评价重在学生学习态度，
对后一学习活动在知识的理解运用方面提出了一定指标。

“资料库”关于工业产品设计程序的说明，有利于学生对产
品设计过程的了解，从而提高对工业造型设计的整体认识。

“学习大空间”中提供了设计效果图的绘制步骤，鼓励学生
在表现技法上有所追求。

1、能够参与有意识的市场调查、信息收集和处理活动，培养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2、能够根据整理的调查信息，提出改良产品设计的方案，并
画出大胆创新的创意稿。

3、能够掌握家用电器设计效果表现的基本技巧，绘制具有一
定美感的创意效果图。

4、能够培养学生面对生活需要的设计意识，体验设计对人们
生活品质提高及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整个基本教学过程由“信息调查——设计创意——效果表
现”三部分组成，先是学生分组自行进行市场产品调查，收
集相关信息，然后整理资料，提出设计方案，进行创意设计
构思，再绘制设计创意稿，尝试独立创意设计，最后绘制产
品设计效果图。

针对本课社会实践性较强的特点，突出学生之间的学习互动
与交流，是本课教学组织的关键所在。教师在课堂教学前积
极布置学生认真完成好相关准备活动，是保证课堂教学互动
深入展开的前提。

首先发动学生以学习小组的方式，分工协作调查了解与一件
家用电器相关的产品信息，并整理成文字资料。这件家用电
器可以选择学生自己家中认为设计不够满意的产品，也可以
直接调查学生自己喜爱的家电产品，比如mp3播放器、随身
听等电子产品，目的是为“活动二”的设计改良活动顺利展
开做准备。教师在活动前对调查过程中的有关注意事宜应作
必要指导，帮助学生根据“活动二”的需要，有目的、有方
法地完成产品市场调查任务，达成教学目标。

对家用电器的市场信息调查包括产品使用者的情况调查，市
场销售的情况调查，国内外同行业的产品情况调查等。例如
学生针对产品使用群体分类调查时，可分别记载长辈与同学



对此产品的意见反馈。在调查过程中可以用表格形式记录，
可根据产品特点设计表格，例如可以视其功能、形状、颜色、
材料、质感等予以记录，再给予等级印象评定。

另外，调查中可以用多种方式收集资料，例如可以收集宣传
图片资料，也可以用速写方式画出产品，对特别的细节设计
处理可画详图，还可以用摄影的方式记录。

然后整理资料，写出调查总结，将要改造的家用电器的图片
资料连同改造方案一起在课堂教学中与同学交流意见，画
出“活动二”要求的设计创意稿。学生作业可通过自由联想
与大胆构思画出设计草图。然后，教师组织学生介绍自己的
设计，引导学生从消费者的角度对同学的设计提出自己的看
法。教学过程在以学生互动为主体，教师适当引导的方式中
进行。

“活动二”的另外一种教学组织方式或许更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与创造性。尝试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课外进
行“活动一”的资料整理，写出调查总结的同时，画出通过
小组充分酝酿的家用电器改造方案创意稿，并写上设计说明
后，再进入到“活动二”的课堂教学中来。教师让各个学习
小组之间交换创意稿。每组学生从消费者的角度对其他小组
同学的设计创意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每组同学也可以积极
阐明自己原有的设计创意主张，补充、完善本组的改良设计。
教学过程始终在学生互动促进中推进，在教师适当观念引导
中深入，最终帮助每组学生获得一种更为合理的设计改良创
意。

接下来进入“活动三”的学习。教师适当强调工业造型设计
创意效果表现的要求，在作品分析过程中，突出在以人为本
的设计原则下，体现产品的形、色、质等诸多要素的最佳组
合，通过经典图例分析和学生参与讨论来加强学生对表现技
巧的认识。提示学生注意把握产品效果图绘制的一些表现方
法与技巧要点。然后，布置学生独立设计一种家用电器，画



出具有一定美感的创意效果图。最后可以让每组学生自己集
体评出本组的最佳设计创意表现图，并与其他小组同学进行
学习交流及展示。

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域，学生对家用电器的日常认识或许
只是停留在老式台灯、电扇、电话机的阶段。学校附近也不
会有可以支持进行市场调查的电器市场，现代都市涌现的许
多新型电器难以进入学生的视野。对此，教师可以直接从台
灯等最常见的电器设计入手，甚至就是泛指照明用具设计等
更加普遍的电器产品也可，省去市场调查的活动环节。

即使在此种教学条件下，通过教学培养学生面对生活需要的
设计意识还是可行的。课前布置学生分组，每组学生直接对
自己家里使用的电器进行绘制后，征求家长对电器使用的看
法，根据教材p10提供的表格进行小组讨论，然后再参照前面
提示的教学思路展开教学活动。

对于绘画工具严重缺乏的地域，教学中只需要求绘制产品设
计创意铅笔稿的阶段，教师可以针对铅笔效果，适当提出些
画面美化的技法，比如：把产品草图的外轮廓线加粗强调，
运用侧锋线条在体块转折处加强两个块面的明暗对比等。

本课两个课时的课堂教学时间应该主要是教学总结与交流时
间，把大量的学习活动内容安排在课前布置完成。把握这点
是教师赢得教学主动的关键。

“活动二”的相关课堂教学如果建立在学生已经课外完成
了“活动一”的市场调查活动，并已分小组画出了改良设计
稿的基础上，那么，课堂教学就可以变成教师引导学习小组
之间更有意义的教学讨论了，教师将拥有更多教学引导与评
价的空间，根据小组市场的调查分析介绍与创意稿的绘制情
况，总结各个学习小组“活动一”的活动开展情况，而且在
此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大家的共同讨论，势必会更加完善各个
小组原有的改良设计构想，学生还会有较充裕的时间再去加



工、完善原有的创意稿，这个过程将极大地强化学生根据生
活实际需要进行设计的意识。如果把学生的家电市场调查分
析带到课堂教学中来，再去绘制改良设计的创意稿，那么45
分钟内学生很有可能就仅仅只能完成这些初始状态的学习任
务，严重缺乏教学双边的反馈与交流。这样，教学就基本上
失去了活动设计本身的价值，退化为简单的自由绘制一个产
品构想了。

学生作业练习形式在原则上可自由多样化。但是，面对单位
课时的教学目标而言，“活动三”的设置是试图在学生的艺
术表现力上能有所突破，因此，“活动三”的产品设计效果
稿比“活动二”的产品设计创意草稿应当适当考虑一些表现
技法要求上的梯度递进。

教学过程中，教材上运用马克笔工具（或者水彩笔替代）绘
制的方式最为简单易行，适合作为一种基本的表现技法向全
体学生推荐。教师通过对比分析几张马克笔绘制的家电产品
效果图，注重总结此种方法绘制的基本技巧要点，可以在单
位时间内迅速提高整个班级教学的技法表现水平。尤其
在“活动三”的动手练习展开前，先以马克笔工具为例，强
化一种工具绘制产品设计效果图的基本技法是很有必要的。

“活动二”的改造设计作业是在“活动一”的主动学习探究
过程中产生的，可以看成是一种尝试性的设计，应重在学习
的过程评价。而“活动三”的设计作业是在相关知识学习的
基础上完成的，所以作业的评价应有一定技术评价指标要求。
评价可以将自我评价、同学评价、教师评价、家长评价和社
会相关评价结合起来。

初中美术门的教案篇六

1、了解吉祥物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分析吉祥物的造型
和审美特点，学习运动会吉祥物创意设计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2尝试为学校的校运动会的吉祥物进行创意设计，熟悉从创意
到设计制作的基本过程。

3、初步积累和形成设计意识，锻炼设计制作的能力，培养关
注生活、热爱生活的情感和为社会服务的意识。

吉祥物设计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结合生活实际，为学校运动会的吉祥物进行创意设计、绘制，
并阐述设计的思想。

本科可以两课时完成教学。其中第一课时了解和欣赏吉祥物，
并尝试设计创意，形成设计草图：第二课时进行平面吉祥物
的绘制或立体吉祥物的制作。

设计。应用教学设计：激情导入播放视频

视频中：

还记得他们吗？大声告诉我，他们是谁？——福娃

——2008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近这群精灵，和他们来一次零距离的接
触！

板书课题

二、讲授新课

（一）吉祥物的历史文化（二）考考大家——原型

（三）找朋友游戏——吉祥物和主题的关系认真看，看谁和
谁是朋友？（找朋友音乐）



找到好朋友了。从这些好朋友身上，我们不难发现每个吉祥
物都是和活动主题相关联的，牡丹仙子反应的是牡丹花会的`
信息，泳镜吉祥物反应的是游泳锦标赛的信息，而且这些吉
祥物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哪次活动的吉祥物也不是重复的！

（四）吉祥物的地域性特征

再来看来自南非世界杯的吉祥物扎库米，我们不仅看出它与
足球活动有关系，还可以看到是从哪里来的。（他的原型是
非洲猎豹）

——非洲

——海产品，大花生，苹果等

是的，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荣成千里海岸线，物产丰富，都
是荣成的特色产品。

（五）吉祥物的造型特点

同学们眼前一亮啊，看来是一群可爱的小馋猫！他是谁
啊？——肯德基的奇奇

从奇奇的身上，你发现了什么样的造型特点。（奇奇原型是
动物，而他的动作则是模仿谁的？）

——拟人

——夸张

都知道了！

是什么？——色彩

对，是丰富的色彩，看这只七彩的“凤舞东方”，给人很强



的视觉冲击力，更吸引人们的眼球。

所以在吉祥物的造型中，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进行加
工，并赋予他们丰富的色彩，以吸引更多的人注意到他们。

（六）创意——故事—咖啡灵感

我们从中知道，一个吉祥物要想得到认可，最重要的是要有
一个好的创意。在后面的设计中，同学们一定要有独特的创
意和巧妙的构思啊！

有的同学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先等一下，我们还要一起看
看设计吉祥物具体需要几个步骤。

（七）设计步骤

请同学们小组讨论一下，派代表分享一下。——吉祥物设计
构思步骤：

1、确定主题

2、选定原型

3、对原型进行大胆的拟人化的夸张变形，包括：形体、动作、
表情、服饰、手持的代表性道具等。

4、进行大胆、鲜亮、明快、有特点的色彩设计。大家分析的
很到位，像刚刚完成了一个吉祥物的设计。

三、实践设计与评价交流

（一）同心协力做设计

那下面就请同学们让想象插上翅膀，为我们学校即将到来的
春季运动会设计一个可爱的吉祥物吧！



在这里老师还是要强调，一定要有独特的创意，巧妙的构思。
在选择原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刚上面说过得荣成代表性
特产。

——构思

看小设计师脸上的笑容，就知道大家已经胸有成竹了，分享
一下你的创意吧！

——说说创意，谈谈构思（3、4人就行）说得很好，大家喜
欢他们的构思吗？

初中美术门的教案篇七

教材画梅分析：

本课画梅的学习内容是中国花鸟画表现技法。画梅按照国家
义务教育美术新课程标准造型·表现学习领域中设置的阶段
目标，指导学生通过学习梅花的表现技法，让学生近距离地
熟悉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有意识地运用中国画的表现语言
来传递自己的思想感情，画梅发展具有个性的表现能力。

教材运用大量图片和优秀中国画作品欣赏，介绍梅花的生长
习性、造型特点以及人格精神的寓意，又从认识中国传统绘
画表现角度出发，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笔墨表现
的特点，体会笔墨的韵味，感受画家所寄托的人格精神，并
能感受中国画托物言志的特点。

组织学生展开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另外，选择梅花
画法中笔墨运用、线条组织、画枝干和花瓣的基本要领，作
为技能学习的内容，学习使用国画用具，尝试国画的表现技
法，在此基础上，拓展到国画中同样表现人格精神的兰、竹、
菊等其他题材的欣赏与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
生用美术、音乐、生物、历史、地理、文学等知识进行探究



性地学习，丰富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
体会民族艺术的伟大。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目标

通过梅花挺直坚硬、生机勃勃的造型特点，让学生感受梅花
顽强、倔强、挺拔向上的精神，感受艺术作品中的象征意义，
进一步了解艺术作品与自然的关系，感受主观情感和客观自
然景物相互交融而成就的艺术境界。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热
爱民族艺术的情感。

知识技能目标

1．熟悉中国画工具、材料，体会笔墨的韵味。

2．学习传统的画梅技法，尝试水墨的表现技法。

3．运用所学，尝试表现其他题材，发展有个性的表现能力。

过程与方法目标

学生通过互动的学习方式，参与到对梅花的学习活动中，尝
试中国画工具和材料，体验作画的过程，丰富视觉、触觉和
审美经验，获得对中国画学习的持久兴趣。

教学思路：

整个教学过程以欣赏感受、笔墨尝试到创作表现为线索逐步
展开，分两个课时，第一课时，由赏梅——咏梅——画梅展
开，体会梅花顽强、挺拔向上的精神，体会笔墨的韵味；第
二课时，学生大胆尝试水墨技法，亲自感受中国传统画法的
艺术魅力。



教学方法：

互动法、探究法、欣赏法等。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教学目的：通过介绍梅花的生长习性、造型特点以及人格精
神的寓意，使学生了解中国画借物抒情的艺术表现形式，同
时引导学生体会笔墨的韵味，感受画家所寄托的人格精神。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感受梅花顽强、倔强、挺拔向上的精神
及艺术作品中的象征意义。

教学难点：怎样较好地把握笔墨干、湿、浓、淡的变化。

涉及学科：生物、历史、地理、音乐、文学等。

教学准备：教具——多媒体、图片、中国画材料等。

学具——课本、国画用具等。

教学过程：

一、认识、引入

师：我们生活在一个花的世界里，生活因为有花而美丽。同
学们最喜欢什么样的花呢?(生答)

师：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我最喜欢的花，大家猜猜是什
么花呢?(多媒体展示梅花图片)

师：这些梅花美不美?有哪些同学和老师一样也喜欢梅花呢?
为什么?(生答，教师予以鼓励)

师：梅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由于它独有的品质而被历来
的文人墨客所赞颂。今天，同学们就和老师一同走进傲雪梅
花的世界，去感受梅的高洁、梅的秀雅以及梅的坚毅。(情境
导入——激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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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美课标版纸雕塑隐性内容与目标：关注现代生活中的设
计，体验创造的乐趣，提高对形象的艺术概况力，锻炼立体
思维的能力。

教学重点：形成纸立体的多种构成方法。组合法、折叠法等。

教学难点：纸雕塑的设计。造型构思、点、线、面、体的韵
律组合。

一、美术教材。

14册中第6节《纸的立体表现—纸雕塑》一直是学生最喜欢做
的课程。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抱有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是比
较结合实际生活的课程，只要是学生认真地观察城市中的现
代雕塑，都可以找到现代雕塑与之雕塑的切入点，使学习起
来比较容易接受和发挥，同时结合校园的环境自行设计校园
环境雕塑。使教学内容更贴近生活，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二、在教学设计中。

首先自己要学会做纸雕塑，做出的纸雕塑最好能与学生最熟
悉的现代雕塑相吻合，可结合环境雕塑，讲解现代雕塑的形
式美感，对比纸雕塑体会用构成的方法设计制作纸雕塑的情
趣。欣赏书上的示范作品与学生作业，了解纸构成的基本方
法，并结合生活实际，看看这些雕塑作品可放在什么环境下
更有意境。

1、导入课题：

可参照纸浮雕的导入法，出示城市现代雕塑与纸雕塑图片，
进行对比讲解现代雕塑的形式美感，对比纸雕塑体会用构成
的方法设计制作纸雕塑的情趣。（2分钟）



2、技法讲解：

（1）组合法：

教师演示——马的制作（可用课件），学生认真观察。（5分
钟）

教师设问：马的哪些部位采用了折、弯曲、切、挖？

学生答：马身、马腿、马尾都采用了折、弯曲，马脖子、马
头采用切、挖，折、曲手法。

教师设问：马的哪些部位是点、哪些部位是面、哪些部位是
线？

学生答：马尾、马鬃是线，马尾部的圈、马的眼睛、嘴是点，
其它的是面。

教师演示组合的顺序。

教师总结：造型特点：造型富有扩张力。点线面的组合相得
益彰。整体效果强烈，比较适合作为环境雕塑。

技法的应用：马的前后两个原形，既表现了马强壮的体形，
也增加了造型的重量感。尾巴体现了线与点的巧妙组合，富
有韵律感。马头主要表现眼睛与鼻孔，省略了其他部分，造
型概括简练。（3分钟）

（2）折叠法：

教师演示——鹰的制作（可用课件），学生认真观察。（4分
钟）

教师设问：主要采用了那些手法？



学生答：采用了切、挖、卷曲、折叠法。

教师总结

造型特点：用简练的`手法表现了鹰的气势。运用了折纸的方
法，造型在具象的表现中体现出抽象的意味。

技法的运用：用一张开数纸对折，按图纸剪折。按此方法还
可以创造很多动物造型。（1分钟）

教学评价

1、评价点：

（1）是否理解现代雕塑的形式美感。

（2）是否基本掌握了纸立体的构成方法，能否利用构成因素
设计制作一个有三度空间的富有情趣的纸雕塑作品。

（3）是否通过纸雕塑的制作，体会到创造的乐趣，从中得到
美的享受。

2、评价方法：

（1）看同学能否积极思考，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作业中体现
概括与装饰的特点。

（2）看作业是否具有立体感。鼓励学生大胆创造，即使制作
技法比较幼稚，只要体现了纸的立体造型、有创意都应鼓励。

（3）看学生在制作中的积极性与参与性，在研讨中敢于展示
自己的作品，并能说出自己的创意。

学生可按下表内容评价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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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二年级下册第五课《五
味瓶》（人教版）本课书的学习领域属于设计·应用。一课
时。

1、认知目标：通过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的辨别，学
会用各种色彩、图形表现对五种不同味道的感觉。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在了解不同
色彩的同时学会如何去以不同的绘画形式来体现“味道”。

3、审美目标：朋友学生对色彩的敏锐感觉，初步掌握各种色
彩在生活中的运用，体验美、感受美。

4、品德目标：培养学生、爱劳动、爱生活的优良品质。

5、情感目标：在教学活动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创作欲望。

对学生主动学习能力的培养及爱生活、爱劳动的思想渗透。

用不同的绘画、制作等美术形式来表现“酸、甜、苦、辣、
咸”五种味道带给人们的感受。

五味瓶、彩色纸、颜色、剪刀、胶水、糖、盐、醋、辣椒、
药片、范图、多彩泥……

kt展示板、实物投影仪、音乐……

本课属于设计·应用学习领域，它是美术课程中覆盖面最宽，
分量最重的部分。所以设计本课时，我把重点放在学生学习
活动方式的灵活多变上，我精心设计了教学过程，采用了实
验、游戏、分组活动等方法，从导入阶段就开始注重培养学
生对“五味”的语言和艺术表现能力；在能力培养方面，发



展阶段过程中我积极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寻
找与常识不同的且容易找到的各种媒材，通过画画、做做等
方法大胆表现自己的所感、所见、所闻、所尝、所想，体验
造型活动的乐趣；在评价整理阶段，给学生作品予以肯定并
进行小组互评，真正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学会学习方法
而达到促进其自主的主动学习的目的。

1、教师活动：以做实验的方式引导学生通过“闻”、“尝”
的方法来认识“酸、甜、苦、辣、咸”这五种味道。（出示
放有糖、盐、醋、辣椒、药片的“五味瓶”）

〔设计意图〕：以趣味性的实验活动这种方式引发学生学习
积极性。

2、教师活动：出示板书题图给学生以直观的感受。

2、学生活动：通过题图初步明确色彩与感觉的关系。

〔设计意图〕：体会色彩给以我们的直觉反映和思维反映。

3、教师活动：出示不同颜色的卡片，引导学生分组分析心理
感受，并以游戏的形式把对应“味道”的颜色找出来。

3、学生活动：以小组为单位以竞争的形式，对彩色卡片进行
分析、讨论。得出与味道对应的颜色是什么的答案。如：红-
辣、绿-酸、白-咸、黑-苦、黄-甜、褐色-甜、紫-甜、紫-酸
等不同的答案。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大胆联想，积极参与的态度。

1、教师活动：引导学生讲述自己见过生活中“五味瓶”的外
形和作用。（同时出示实物和有关资料图片。

1、学生活动：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说出“五味瓶”的用途。



（设计意图）：丰富其感性认识，将认识想理性漫漫培养，
帮助学生自主的去发现，去总结。

2、教师活动：引导学生分组讨论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表现
出“味道”。

2、学生活动：分组讨论得到答案。如：糖、蜜是甜的；葡萄、
醋是酸的；辣椒是辣的；盐是咸的；苦瓜、药片是苦的……
再如：可以画表情；画颜色；做各种各样的瓶子。

（设计意图）：鼓励学生积极思维大胆想象，发扬民主，调
动每一个学生的潜能。

3、教师活动：指导学生用不同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五味”的
认识。

3、学生活动：自己通过不同形式来完成作品。

（设计意图）：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个性，给学生以指导性的
建议。

1、教师活动：出示kt展示板（有五种不同形状的瓶子），指
导把自己的作品展放在上面。

1、学生活动：展示自己的作品，体验成功的喜悦。

2、教师活动：做课中小结，引导学生欣赏相互评议、欣赏彼
此的作品。

2、学生活动：积极表达并进行交流。

（设计意图）：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1、教师活动：巡回指导，鼓励学生取长补短大胆改进自己的



作品。

1、学生活动：整理自己的作品，组合完成kt板上的大“五味
瓶”。

（设计意图）：养成良好学习行为习惯。

在这次课学习后，目的在于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巧妙
地利用综合材料进行联想创作，体验创作的乐趣和创造的神
奇力量，在生活中发现美，把美术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设
计和美化自己的家、自己身边的环境。

在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创新教育尤为重要，教师应以敏锐的
眼光去发现和挖掘生活中的教材，引导学生大胆地联想和创
造。在生活中我们更注重的是“五味瓶”的实用性，随着人
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五味瓶”在造型设计上发
生了变化。从形状、大小、材质、功能等方面千奇百怪。这
些变化使儿童容易产生联想，形成浓厚的学习兴趣，如：在
本课教学中，就采用做实验的方式让学生亲口尝一尝“五
味”酸、甜、苦、辣、咸，这种简单的探索适合低年级学生，
他们乐于自己找到答案并从中获取乐趣。本课以“五味瓶”：
为原型的设计方案，体现了学生在课改后的学习模式，主动、
乐学、勤思、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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