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术动物面具说课稿(模板8篇)
决议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诺和坚定的决心，它可以使我们更加
专注和努力地实现目标，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决议的内
容应该具体明确，要有可操作性和实施性。以下是一些企业
在面临重大决策时的思考和做法，对于我们制定决策也可以
有所借鉴。

美术动物面具说课稿篇一

1、激发幼儿制作面具并参加表演的兴趣，感受节日氛围。

2、引导幼儿用剪、画等方法制作各种动物面具。

说活动准备

1、课件：动物面具（打印），幼儿每人一张。

2、音乐：动物狂欢节

2、范例面具、皮筋若干。

趣味练习

幼儿园课件

说活动过程

一、游戏导入

1、通过引导幼儿模仿动物表演，引发幼儿活动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新年就要到了，小动物
们也要举办迎新年狂欢会了。



你们想去吗？

2、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动物面具，等会儿一起去参加
迎新年狂欢会，好不好呀？

二、讨论示范

1、引导幼儿观察、讨论、教师现场示范制作。

师：到底怎么做呢？请小朋友先来看一看！

2、出示动物头饰画纸

（1）请小朋友先看一看自己的画纸上是哪一种小动物，想一
想这种小动物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涂色。

（2）然后，沿着动物头的外轮廓线剪下来，重点指导幼儿怎
样剪。

采用边提问题边引导幼儿讨论边示范的方法制作鸟面具。

2、重点示范，怎样在面具的眼睛处剪洞，强调挖洞方法：现
在眼睛的边线上剪开一个小口，然后沿着线剪出两个圆形。

三、幼儿实践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1、重点观看幼儿涂色后剪面具的轮廓线，以及能够圆滑的剪
出眼睛的圆孔。

2、帮助制作有困难的幼儿完成面具的制作。

四、表演展示

1、通过播放“动物狂欢节”乐曲，幼儿带上自制面具随音乐
表演展示。



2、小朋友们，动物迎新年狂欢会开始了，我们一起来表演吧！

美术动物面具说课稿篇二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在儿童的世界里，动物朋友无处不在。
从童话故事中的动物主人公，到游戏中扮演的动物角色；从
生活中最亲近的小动物，到生活用品上动物的图案造型，动
物是儿童最喜欢表现的对象。

学生通过前几课对动物朋友的认识，在本课中进一步了解动
物的面部具体特征，利用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段对动物的面
部进行造型设计、装饰制作。生动有趣的动物面具更是儿童
的宠物，丰富了他们的想像和表现。

《动物面具》是一节以观察、表现、造型为主的美术课，教
师利用儿童喜欢做游戏的特性，让学生戴上动物面具做游戏。
结合语文、音乐、戏剧表演等综合手段，让学生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进行美术创作、表演、赏析和展示，充分发挥学
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合理利用废旧材料，制作动物面
具，表现出动物的面部特征，融入童心稚趣。

说教学目标

1、认知领域：认识动物的头部特征，利用绘制面具的方式进
行造型表现。

2、操作领域：学会运用剪、挖、贴、画、拼接等手段在各种
材料上制作有趣的动物面具。

3、情感领域：增进对动物的了解，进一步培养人与动物的亲
近感。在综合活动中挖掘潜能，给学生大胆展示的机会。

重难点



不同动物的面部特征的表现及表现手法。

利用不同材料制作有趣的面具。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准备：

搜集各种动物的面部特写图片和动物面具的实物或图片。

教师准备：彩色画报纸、动物面具、音乐资料、课件等。

学生准备：剪刀、胶棒、包装纸、盒、各种材料(毛线、树叶、
布、麻绳、彩带、瓜果蔬菜等)。

说教学过程

1、听听看看

欣赏音乐《动物狂欢节》，听听有哪些动物?让学生自由畅谈。

再欣赏音乐，看课件，动物们随着音乐一一出现。

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各种动物面部特征和表情。

2、说说画画

启发学生概括各种动物的面部特征：圆形、方形、椭圆形、
三角形。表情特征：哭、笑、愁、凶、怒等。

师：为这群快乐的动物画个像，分别画出一两个自己喜欢的
动物头像。

3、装装扮扮



师：狮王感谢大家为动物们画像，邀请同学们参加动物狂欢
节。拿带的动物面具装扮起来去狂欢吧。师生戴上面具随着
音乐尽情舞蹈。

师：可惜面具太少了，有点遗憾。我们去面具博物馆寻找—
些有趣的动物面具吧！

观看动物面具的课件，教师介绍面具的由来：远古时代，人
们认为患病、自然灾害是妖魔鬼怪带来的，于是就用树叶、
兽皮、羽毛等做成模样奇怪的面具戴在睑上跳舞驱妖，祈求
平安。

引导学生观察各种动物面具是用哪些方法来表现的?分析制作
材料和制作方法。

让学生：用夸张、变形的方法突出动物面部特征。

制作材料可以利用废旧包装纸盒、瓜果蔬菜进行巧妙的设。

4、做做玩玩

教师出示几种自制的动物面具让学生分析是由哪些材料制作
的，运用什么手法表现的。

教师示范制作动物面具，让学生出主意，边做边讲解制作方
法。

学生制作要点，教师板书：

1．巧妙利用材料。

2．用夸张、变形的手法突出动物面部特征。

3．留出眼睛的位置可以看见外面。



4．运用剪、挖、拼接、贴、画、卷折等手段进行装饰制作。

5．做好后装上松紧带。

学生可以独立或合作制作一件动物面具。教师巡回指导。出
示动物简笔画图例。

作品完成后开展自评、互评。

5、编编演演

分小组依据课前准备的童话故事创编动物故事、儿歌，准备
节目去参加动物狂欢节。

教师戴上狮王面具宣布：动物狂欢节正式开始。

学生们戴上面具表演自编的节目，尽情表现自己的才能。

6、活动拓展。

结合班队活动或语文课等组织学生开一个化装晚会，制作更
多种面具，可以是童话人物、卡通人物、怪兽等。

美术动物面具说课稿篇三

1、认知领域：认识动物的头部特征，利用绘制面具的方式进
行造型表现。

2、操作领域：学会运用剪、挖、贴、画、拼接等手段在各种
材料上制作有趣的动物面具。

3、情感领域：增进对动物的了解，进一步培养人与动物的亲
近感。在综合活动中挖掘潜能，给学生大胆展示的机会。

教学重难点



不同动物的面部特征的表现及表现手法。

利用不同材料制作有趣的面具。

教学准备

搜集各种动物的面部特写图片和动物面具的实物或图片。

教师准备：彩色画报纸、动物面具、音乐资料、课件等。

学生准备：剪刀、胶棒、包装纸、盒、各种材料(毛线、树叶、
布、麻绳、彩带、瓜果蔬菜等)。

教学过程

1、听听看看

欣赏音乐《动物狂欢节》，听听有哪些动物?让学生自由畅谈。

再欣赏音乐，看课件，动物们随着音乐一一出现。

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各种动物面部特征和表情。

2、说说画画

启发学生概括各种动物的面部特征：圆形、方形、椭圆形、
三角形。表情特征：哭、笑、愁、凶、怒等。

师：为这群快乐的动物画个像，分别画出一两个自己喜欢的
动物头像。

3、装装扮扮

师：狮王感谢大家为动物们画像，邀请同学们参加动物狂欢
节。拿出自带的动物面具装扮起来去狂欢吧。



师生戴上面具随着音乐尽情舞蹈。

师：可惜面具太少了，有点遗憾。我们去面具博物馆寻找—
些有趣的动物面具吧。

观看动物面具的课件，教师介绍面具的由来：远古时代，人
们认为患病、自然灾害是妖魔鬼怪带来的，于是就用树叶、
兽皮、羽毛等做成模样奇怪的面具戴在睑上跳舞驱妖，祈求
平安。

引导学生观察各种动物面具是用哪些方法来表现的?分析制作
材料和制作方法。

让学生小结：用夸张、变形的方法突出动物面部特征。

4、做做玩玩

教师出示几种自制的动物面具让学生分析是由哪些材料制作
的，运用什么手法表现的。

教师示范制作动物面具，让学生出主意，边做边讲解制作方
法。

学生可以独立或合作制作一件动物面具。教师巡回指导。出
示动物简笔画图例。

作品完成后开展自评、互评。

5、编编演演

分小组依据课前准备的童话故事创编动物故事、儿歌，准备
节目去参加动物狂欢节。

教师戴上狮王面具宣布：动物狂欢节正式开始。



学生们戴上面具表演自编的节目，尽情表现自己的才能。

6、活动拓展。

结合班队活动或语文课等组织学生开一个化装晚会，制作更
多种面具，可以是童话人物、卡通人物、怪兽等。

美术动物面具说课稿篇四

从教学过程来看，通过多样灵活的教学活动与教学形式，来
引导与指导学生积极参与活动，思路清晰，形式新颖，环环
相扣，层层递进，学习目标比较明确。本节课的亮点主要有
以下几点：

首先，能够抓住学生活泼、好玩、好动的心理，利用小游戏
作为导入，在课的一开始就能够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教师
这里，为整堂课的集中进行提供了一个前提保障。其次，在
新授部分，为了使学生明确“红色的画”的主要用色以及什
么样的颜色辅助构成，才是一幅好看的画，用了对比讲授法
与演示法，而且让学生亲自动手涂一涂，一步一步，层层递
进，从只用单一的红色，到与红色相近颜色的配合，最后到
可以利用少量其他颜色共同构成一幅画，使学生的思路渐渐
清晰--------原来红色的画不只有红色，主要以红色为主，
可以配少量其他颜色，甚至冷色。

再次，丰富有效的教具，使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进来，并且极
大的展示了教师的基本功。在教具的使用上，不但能够在课
前做足了准备，为学生准备了详细的范例，而且能够在课堂
上灵活应用，随机应变，为学生进行当场演示，使每个学生
都能从视觉与过程上有所收获。由于美术课有着不同的活动
形式和评价标准，每个美术老师对美术教育的认识是不同的.

因此，我在赏评这节课的时候，认为本节课也相应的存在一
点遗憾，归纳如下：首先，在导入部分，当以游戏开始后分



别介绍了三原色，并引出了红色的鞭炮，又以鞭炮作为导引，
引入新课，我认为有一点繁复，可以直接用红色的鞭炮或者
从三原色处直接学习其中一种颜色，并用它绘画，也许会使
这个流程更简洁。其次，在介绍红色以及红色的画时，应该
带领同学们了解红色所蕴涵的象征意义，红色的色彩感情，
使学生们在今后运用颜色的时候，能准确把握不同色彩带来
的不同感觉。

再次，幻灯片的使用应该物尽其用，在欣赏优秀作品的时候
幻灯片走的有写快，使很多孩子没有看清楚就过去了，教师
应该选择一至两幅学生的作品来进行指导性评价，一则可以
使学生了解绘画的方向，二则更接近学生的绘画水平，使他
们更容易找到基点。然后，在学生进行合作的初始阶段，教
师为了营造一定的氛围，选择了用音乐进行辅助，这是一个
很好的途径，但是音乐是否应该选择稍微舒缓一点的，尽量
不要使用会使学生听后过于兴奋的音乐，否则容易导致整个
课堂纪律混乱。

最后，在评价作品的时候，应该选择丰富并且符合学生自身
特点的语言进行评价，在评价的时候不宜过于笼统，应该使
学生自评与互评相结合，让学生在评价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并努力寻找到解决的办法。

文档为doc格式

美术动物面具说课稿篇五

活动目标：

1．在幼儿认识面部五官的特征的基础上，学习用粘贴的方法
制作动物面具．

2．复习粘贴面相，启发幼儿贴出不同动物的面相，发展幼儿
的求异思维．



活动重点：

启发幼儿贴出不同动物的面相．

活动准备：

各种形状的彩色纸圆形的白纸浆糊抹布

活动流程：

引起兴趣--幼儿观察--幼儿制作--活动评价

活动过程：

1、引起兴趣

2、老师带来一些玩具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请你们把眼睛闭
起来，数到三。

3、你们看是什么？（小动物）

4、这是动物面具，你们喜欢吗？

5、幼儿观察

6、你们看到哪些动物？你们怎么知道它是小白兔的？你怎么
知道它是小熊的？

7、你想做一个什么动物？

8、谁愿意将你心里想的动物面具做给大家看。（幼儿示范）

9、你们想不想做一个自己的动物面具？

10、请你们先想想你想做一个怎样的动物面具，想好后再做。



11、幼儿制作

12、提醒幼儿用完浆糊要把手指擦干净。

13、帮助、指导有困难的幼儿。

14、鼓励幼儿大胆的和幼儿交流自己的作品。

15、活动评价

16、展示幼儿作品。

17、请你说说你最喜欢哪个面具？为什么？

面具概述

的外在形式，为学术界所重视。面具是造型艺术的一个特殊
领域，它最早出现于十分遥远的古代。许多部落和部落的面
具常是把雕刻和绘画结合在一起，创造出颇为精彩的作品，
尽管奇形怪状，毕竟不是为造型艺术的一项重要的'成就。面
具文化也通常被称为傩文化。他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
志。我国是面具产生最早、流行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直到
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和影子，继续在我国民众心理上、
民俗上、文化上和艺术上发挥作用。

面具是造型艺术的一个特殊领域，它最早出现于十分遥远的
古代。许多部落和部落的面具常是把雕刻和绘画结合在一起，
创造出颇为精彩的作品，尽管奇形怪状，毕竟不失为造型艺
术的一项重要的成就。面具文化也通常被称为傩文化。他的
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它表明人们已从表面思维开始
向抽象思维迈进。

一般指演员的面部塑形化妆，又称“假面”、“脸子”。英
文称“mask”。



人类戴面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最早的面具可能产生于狩猎
活动，为了便于接近猎物，猎人用面具把自己装扮成各种动
物，在世界各地的民俗活动中，人们往往用面具把自己装扮
成神鬼及各种奇禽怪兽，以表示对自然力的崇拜或在想象中
征服自然力，在民间的一些戏曲表演活动中，面具至今仍是
主要的化妆手段。比如贵州的地戏等。

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面具（右图），其材质为石料，可
追溯到公元前70，现存放在巴黎圣经圣地博物馆。

面具，用丰富的表情及色泽讲述藏戏文化。

面具，藏语中称“巴”，主要用于各种民间表演活动，它与
人们日常生活、劳动、娱乐有着直接的关系，遍及西藏各地。
通到了清代，藏戏广泛普及到民间，其剧目、流派更加丰富
多彩。藏戏面具与宗教面具相比，造型带有浓郁的世俗倾向
和民间色彩。表现的题材主要包括历史故事和神话中的人物、
神灵和动物。藏戏面具中的国王、大臣、喇嘛、老妇、老翁
的面具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剧情中神灵、鬼怪和动物面具
的塑造，尽管带有宗教面具影响的明显痕迹，但大都人格化，
被赋予了人的情感。人类的真、善、美和假、丑、恶，都在
面具中得了具体的表现。面具多设色，不同的色彩象征不同
的角色特征，如深红色象征国王，浅红色代表大臣，黄色象征
**，蓝色代表反面人物，而半黑半白象征两面派等。藏戏开
始时，最先登场的是戴猎人面具的角色。猎人面具多为蓝色
或青色。

美术动物面具说课稿篇六

评课堂教学设计

导入设计

互动设计



美术课堂上的师生互动应当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设计之一

指导设计

评价设计

评教学目标的落实

评知识技能的训练

评课中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看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技能落实
得如何？这里首先要突破的是，教师不是死板地灌输知识，
机械地训练技能，而是在有趣味的情境中让学生快乐地学习
知识和技能，其次要突破的是，难点不是共性的难点h而是学
生个性化的难点？一些难点对有些学生并非难点，而不是难
点的问题对有些学生却为难点？这里要体现？面向全体学生？
的理念。

评现代技术的应用

当用则用，要用得恰当，用得有效，才能真正发挥现代技术
的价值。

评课堂教学的实施

课前教学的设计和教案的准备只是一种预测，在面对真实的
课堂与学生时肯定会发生误差的？课堂上如何实施教学计划，
如何应对难以预料的变化h是对教师教学水平的检验？不同素
质的教师面对随机出现的情境时，会表现出不同的状态，有
的采取回避式，有的采取压制式，有的发现不了变化的情境h
一味地背教案，有的却能洞察异情并化险为夷？或？借题发
挥？使课堂变得生机盎然。

美术《动物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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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动物面具说课稿篇七

教学目标：

1、用纸板和其他材料画画、剪剪、贴贴，做出一些动物面具。

2、制作过程中，动物面具江苏版美术表现出动物面具的特点。

3、鼓励学生大胆、细致，看谁把动物面具做得最有趣。

教学重难点：

重点：用纸板和其他材料画画、剪剪、贴贴，做出一些动物
面具。

难点：看谁把面具做得最有趣。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语言导入

带上动物面具，大家几乎都不认识了。想象自己是头大灰狼、
是只笨狗熊、或是调皮的小猴子，哈!哈!哈!多带劲儿!

三、欣赏、讨论

1、你最喜欢书本上哪一幅作品?

(1)中国彝族动物面具。

(2)非洲猩猩面具。

(3)非洲鹿形面具。

(4)非洲兔形面具。

2、书本上的面具有何特点?看后有何感想?给你什么启示?

3、你如何设计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动物面具?用什么材料?用什
么工具?

四、学生作业

1、用纸板和其他材料画画、剪剪、贴贴，做出一些动物面具。

2、表现生活用品的角度、方法、材料别具一格。

3、关键是把面具做得有趣。

五、巡回指导

1、小组间交流作品，指导一部分学生作业。

2、鼓励学生大胆、细致。



3、安全教育：不要让尖物划破手。

4、鼓励学生制作出精彩作品。

六、小结

1、展评学生作品，自己说明创作意图。

2、评价自己或他人作品。

3、把动物面具套在头上，可以做游戏、也可以演戏了!

美术动物面具说课稿篇八

活动目标：

1.在幼儿认识面部五官的特征的基础上，学习用粘贴的方法
制作动物面具.

2.复习粘贴面相，启发幼儿贴出不同动物的面相，发展幼儿
的求异思维.

活动过程：

1、引起兴趣

2、老师带来一些玩具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请你们把眼睛闭
起来，数到三。

3、你们看是什么?(小动物)

4、这是动物面具，你们喜欢吗?

5、幼儿观察



6、你们看到哪些动物?你们怎么知道它是小白兔的?你怎么知
道它是小熊的?

7、你想做一个什么动物?

8、谁愿意将你心里想的动物面具做给大家看。(幼儿示范)

9、你们想不想做一个自己的动物面具?

10、请你们先想想你想做一个怎样的动物面具，想好后再做。

11、幼儿制作

12、提醒幼儿用完浆糊要把手指擦干净。

13、帮助、指导有困难的幼儿。

14、鼓励幼儿大胆的和幼儿交流自己的作品。

15、活动评价

16、展示幼儿作品。

17、请你说说你最喜欢哪个面具?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