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湘教版美术教案设计 小学美术教案
人教版(实用9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湘教版美术教案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勇于标新立异，大胆想象与积极思考

2、启发学生运用多种材料进行创造，体验创造的乐趣

3、培养学生独立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1、是否标新立异，大胆、积极地思考

2、是否利用不同的材料进行创造。

课前准备：

1、师准备各种工具和废旧材料，如弹簧、抽空的蛋壳、乒乓
球、纸杯、图画纸、废旧报纸、纸筒、吸管、颜料、剪刀、
胶水等。

2、图画纸、废旧画报、颜料、剪刀、胶水等

教时数 ：1教时



授课人：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上学期我们一起学过了“会动的小纸人”这节课。小朋友还
记得会动的小纸人是那一部分会动啊!是纸弹簧会动(复习纸
弹簧制作方法)

二、新授

书上根据各种形状制作了很多有趣的玩具形象，你想为自己
设计一个怎样的会摇的玩具，用什么材料来制作。

1、用鸡蛋壳来做小朋友，不倒翁，小动物……

2、用彩色纸剪贴和画

3、用废旧易拉罐，纸卷，吸管……

三、布置作业

动手来制作一个会摇的玩具

四、学生制作、教师巡回辅导

五、评一评、议一议

六、小结

教后随感：



小学湘教版美术教案设计篇二

(一)知识与能力

学习本课，了解并掌握现代欧美文学和美术方面的主要成就，
包括美国作家德莱塞的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法国作家
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剧作家
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戈多》、现代派艺术画家毕加索及其代
表作《格尔尼卡》。通过对三部文学作品的学习，能够有意
识地将作品与时代联系起来分析，培养学生归纳、判断的能
力;通过对《格尔尼卡》的介绍，提高分析现代美术作品和艺
术鉴赏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鉴于教材对三部文学作品的介绍比较简略，如果没有读过这
些作品，可以在课前阅读这三部文学作品的青少年版。课堂
上较详细地介绍这些作品，然后再进行分析、讨论及交流，
明确作品内容与特定历史背景的关系，逐步形成对20世纪世
界不同地区文学艺术的正确理解。借助多媒体手段，展示毕
加索的《格尔尼卡》及其他作品，共同分析、欣赏，提高学
生鉴赏现代美术作品的水平。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美国的悲剧》的学习，从主人公克莱德的悲剧中找
到对自己人生发展的警示;通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生，充
分感受道德的力量，即宽厚、仁慈和友爱的力量，了解罗
曼·罗兰所倡导的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通过对《等待戈多》
的学习，认识现代荒诞派艺术，学习正确评价荒诞派艺术的
成就;通过赏析《格尔尼卡》，理解艺术家的成功离不开强烈
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对现代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学习中，感
受创新的意识和精神，理解并尊重“现代派”所创造的新文
化，增强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



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现代欧美文学和美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教学的重点。

2.难点：如何评价荒诞派艺术。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向西班牙北部小镇格尔尼卡的居民专门
发出一封致歉信，就60年前德国空军对小镇的轰炸表示“认
罪”，并“请求宽恕”。德国人何以在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
以后承认自己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犯下的罪行呢?这要从西班牙
著名画家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说起。由此导入。

(二)讲授新课

1.现代文学

(1)法国剧作家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戈多》

小学湘教版美术教案设计篇三

课堂类型：造型表现设计应用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和运用色彩冷暖知识，给学生一把打开色彩知识
大门的钥匙，使学生进一步感受到色彩冷暖对比中的美感，
培养色彩美感意识，提高学画色彩画的兴趣。

2、引导学生从盲目用色到懂得色性运用、色彩冷暖配置的知
识上，有目的地正确地表达自己对色彩的感觉。



教学重难点：

1、从感性到理性去认识色性，并会运用色彩冷暖对比的知识。

2、了解产生冷暖对比的原因，认识冷暖色彩并会正确运用。

教具学具：水粉颜色、毛笔、笔洗、调色盒、色相卡、色轮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请学生放置好学习水粉画的用具及美术书。

二、新授：

(一)导入

教师提问：(1)你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教师小结：看来大家都很有个性，都有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

(2)那你为什么喜欢穿这种颜色?

分别让生谈谈自己的感觉。师根据学生回答情况给予小结，
边板书“冷、暖”两种感觉。

(3)通过观察，你体会并感觉到色彩有什么属性?

---色彩有冷与暖。

(二)导入课题：“色彩的冷与暖是色彩的一种属性。这节课
我们就来体会一下这种冷与暖的感觉，好不好?”

板书课题：色彩的冷与暖

三、讲授新课：



(一)结合作品，讲述色彩的冷暖对比是怎样产生的。

“色彩有有彩色和无彩色之分。除了黑、白、灰属于无彩色
外，其余的色彩属于有彩色。这一节课我们来研究感觉一下
有彩色的冷与暖。我们知道不同的色彩给人以不同的感觉，
色彩的冷暖是人们长期经验中联想的结果。”

1、看冷暖不同色调的作品

(1)冷色调画面《雪地》，问：这幅画面给你什么感觉?

---给人以冷的感觉。

(2)暖色调的画面《日出》，问：这幅画面给你什么感觉?

---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3)同时欣赏这两幅画面

启发提问：这两幅画面为什么会给人以不同的感觉?

师根据回答情况小结：那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色调(色彩总倾
向)。通过观察比较，我们体会到不同色调的画面给人的冷暖
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温度相同的室内，一个屋子涂成蓝
色，另一个屋子涂成红色，两间屋子给人的感觉差别就很大。
两间屋子给人温度差别可以达到三、四度，原因是蓝色能减
慢人们的血液循环，给人感觉较冷;而红色刺激人们的神经，
使血液循环加快，给人感觉较暖。

2、联系生活实际进行讲解，体会色彩的冷与暖。

回忆我们刚才作品里所见，再联想一下可以发现，在我们的
周围生活里，什么事物常常给我们以冷和暖的感觉?看哪位同
学想象的更丰富。



分别让生起来举例，如：太阳、火焰给人以暖的感觉;天空、
大海给人以冷的感觉。

(二)放映色轮，让生观察并谈谈对不同颜色的感觉，从色轮
中区别冷暖。

(1)在12个基本色相中，最亮的黄色和最暗的紫色是以色彩明
度为基准划分的。

提问：仔细观察，在冷暖对比中最暖的是什么色?(朱红色)最
冷的是什么色?(蓝色)这两色是冷暖对比的中心轴。

(2)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寻找色彩冷暖的规律。

提问：谁能从色轮中找出冷色和暖色?

将色相卡分成两部分摆放(冷、暖两个序列)，并说出自己分
的规律。

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情况给予小结：偏红偏黄的色彩属于暖色，
偏蓝偏绿的色彩属于冷色。因此在色环中红、橙、黄属于暖
色，绿、紫、蓝属于冷色。

(3)绘画中色彩的冷暖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如：黄和黄绿比?黄暖黄绿冷;黄绿与绿比?黄绿又显得暖，而
绿则比黄绿冷。所以，色彩的冷暖决不是死记硬背才能记住
的它需要相对比较去感觉。

(4)同样的一幅画面，用不同的冷暖色调表现时，给人的感觉
是全然不同的。冷与暖不同的色彩感觉在绘画中当然是很重
要的问题。一样的画面它们的冷暖色调是完全不同的。

(三)结合色相卡讲解色彩的补色对比。



在色彩中最富有明快强烈对比作用的是两个相互起补色关系
的色彩，也就是三原色和三间色相对的三组色(显示色相卡)，
红绿、黄紫、蓝橙。在色彩中称它们为补色对比(板书)。补
色对比在绘画中运用很多，如我国民间年画中具有这种典型
特征。

四、作业要求：

(一)内容：用不同的色彩组合，填涂一组同样的图形，看看
它们的画面感觉有何不同，体会色彩冷暖对比中的美感。(用
色彩冷暖涂色印样)

(二)要求：将这四幅图分别涂成冷的、暖的、暖色调中偏冷
的和冷色调中偏暖的。涂色时应注意色彩的搭配。

小学湘教版美术教案设计篇四

(一)知识与能力

学习本课，了解并掌握现代欧美文学和美术方面的主要成就，
包括美国作家德莱塞的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法国作家
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剧作家
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戈多》、现代派艺术画家毕加索及其代
表作《格尔尼卡》。通过对三部文学作品的学习，能够有意
识地将作品与时代联系起来分析，培养学生归纳、判断的能
力;通过对《格尔尼卡》的介绍，提高分析现代美术作品和艺
术鉴赏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鉴于教材对三部文学作品的介绍比较简略，如果没有读过这
些作品，可以在课前阅读这三部文学作品的青少年版。课堂
上较详细地介绍这些作品，然后再进行分析、讨论及交流，
明确作品内容与特定历史背景的关系，逐步形成对20世纪世



界不同地区文学艺术的正确理解。借助多媒体手段，展示毕
加索的《格尔尼卡》及其他作品，共同分析、欣赏，提高学
生鉴赏现代美术作品的水平。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美国的悲剧》的学习，从主人公克莱德的悲剧中找
到对自己人生发展的警示;通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生，充
分感受道德的力量，即宽厚、仁慈和友爱的力量，了解罗
曼·罗兰所倡导的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通过对《等待戈多》
的学习，认识现代荒诞派艺术，学习正确评价荒诞派艺术的
成就;通过赏析《格尔尼卡》，理解艺术家的成功离不开强烈
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对现代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学习中，感
受创新的意识和精神，理解并尊重“现代派”所创造的新文
化，增强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

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现代欧美文学和美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教学的重点。

2.难点：如何评价荒诞派艺术。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997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向西班牙北部小镇格尔尼卡的居
民专门发出一封致歉信，就60年前德国空军对小镇的轰炸表示
“认罪”，并“请求宽恕”。德国人何以在战争结束半个多
世纪以后承认自己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犯下的罪行呢?这要从西
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说起。由此导入。

(二)讲授新课



1.现代文学

(1)法国剧作家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戈多》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小学湘教版美术教案设计篇五

教学内容与目标：

显性内容与目标：应知：熟悉工具，认识颜色

应会：不同风格线色的表现

隐性内容与目标：创新精神，集体合作意识，。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美术游戏中学会使用画纸，尝试以不同笔触、不同
画材组织画面。

难点：引导学生会不同笔触、不同的画材赋予画面的不同效



果。

学具准备：水彩笔或油画棒

教具准备：图片、课件

教学过程：

一、介绍“我”的最爱

1、老师先热情地向小朋友介绍

2、四人小组内介绍：自己的绘画工具及自己最喜爱的一种颜
色。

3、小结：今天，我们大家都介绍了自己的好朋友：水彩笔和
油画棒，大家知道吗?他们画出的画可漂亮啦，不信?你们来
看!

二、欣赏美丽的图画

1、展示两幅儿童画，让学生说说这两幅画分别用什么绘画工
具画的?(学生作品——投影)

2、是的，水彩笔和油画棒。这两种绘画工具画出的画都那么
美丽，色彩都那么鲜艳。

三、“我们”也来试一试

1、让我们用自己喜爱的工具和色彩，画一道美丽的彩虹吧!

2、学生分别用油画棒摆涂，水彩笔平涂的方法画彩虹。

(1)“摆涂”：先在画面的左下方往右上方轻轻画一条弯弯的
拱形弧线，然后依线从左往右，从右往左来回摆动地涂画。



(2)“平涂”："挨着涂"就是一定要一笔一笔的颜色都挨在一
起，既不重叠，又不留下空隙。

3、同时出示两张用水彩笔和油画棒画的彩虹。

想一想：

(1) 分别是什么颜色的?

(2) 水彩笔和油画棒有什么不同?

四、学学大师的画

1、从这幅画中你看到什么?(学生读画)……

2、这是西班牙画家米罗的作品。

3、小朋友!让我们一起合作，用水彩笔和油画棒来学着画画。

四人小组用四开的大画纸合作画。

五、看看“我们”的画

1、展示各组的画。

2、请学生进行自评和互评：

(1) 我们组画的是……?

(2) 我用了……颜色?

(3) “我”最喜欢的是……?



小学湘教版美术教案设计篇六

1、尝试用中锋画圆、侧锋染色的方法画出向日葵的花盘。

2、继续运用点按的方法创作大面积的向日葵。

3、在创作结束后，能将笔、调色盘等洗于净，并放回指定位
置。

活动准备

1、幼儿已认识过向日葵。

2、课件：有远近变化的向日葵图片多幅。

3、大小不一的毛笔若干支，宣纸，黄、绿、褐等国画颜料。

活动过程

1、师幼共同欣赏向日葵图片，感受大面积的向日葵给人带来
的视觉冲击效果。

教师：画上有什么?是什么颜色的?是什么样子的?像什么?花
瓣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花蕊又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
的?(向日葵是黄颜色的，花蕊是褐色的，有的是绿色的)

2、师幼共同讨论创作方法。

(1)教师：用什么颜色来画向日葵?向日葵可以怎么画?

(2)基本画法：用大白云中锋勾线画圆表示花盘，再染色;用
笔肚朝花盘，同着花盘按一圈，画出花瓣;用小勾线笔蘸浓墨
点画出花蕊。

3、鼓励幼儿大胆创作。



4、集体欣赏、交流幼儿的作品。

小学湘教版美术教案设计篇七

教学方法体验、启发、探究教学目标让学生自己体会作品艺
术的表现形式，给学生充分的空间发挥自己的想法以及表达
自己想法的机会，学会欣赏作品中的语言表现形式。感受、
理解和体验美术作品某些层次的深层意蕴。

能力目标通过对作品的欣赏与评价，使学生有充分的空间发
挥自己的想法以及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提高学生的口头表
达能力。

重点与难点通过对作品的欣赏与评价，学生充分理解作品中
的语言表现形式

教学过程：一组织教学

1、导入美术作品是如何表现作者的思想内涵的，通过什么形
式?

二新授1、美术作品的思想内涵：优秀的美术作品，在它借助
特定的艺术语言和形式结构所塑造的视觉艺术形象之中，大
都有着一些更为内在和深远的深层意蕴。“意蕴”就是艺术
作品内在的含义、意义和意味，包括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
灵魂、风骨和精神等等。只有感受和领悟美术作品的深层意
蕴，才能更好地了解美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身的表现形式，象音乐用声音一样，
美术也有自己的的表现语言，美术的表现语言有线条、形状
和色彩等，美术作品就是运用这些方式与他人进行信息交流
的。培养自己的色彩感觉能力，因为只有感觉到的东西，才
能被准确地表现出来，水粉静物写生也同样如此。首先得考
虑构图完整，饱满。



其次，要考虑物体的形体比例是否准确，把握层面的层次关
系和疏密关系。如果规定了色调，还要注意画面的定调问题，
当在，也不能一味地强调色调而忽略了物体自身的固有色、
光源色和环境色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当然，色彩的整体性
也是需要注意的。油画棒砂纸画是用油画棒在打磨用的砂
纸(砂布)的磨面所作的画。油画棒色彩鲜艳，颗粒细腻，质
地柔软：砂纸的磨面较为粗糙，有利于油画棒色附着在画面
上，而且砂纸较深的底色更能衬托出油画棒的色彩。因此，
油画棒砂纸画色彩明快，画面统一，工具简单，是孩子们易
学乐学的一种儿童画，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

中国画的传统绘画充分地发挥了线描的表现力，不仅可以精
确描绘具有空间深度和透视变形的物象，而且可以达到状物
抒情、生动传神的境界。文艺复兴首先发端于意大利，然后
逐渐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表现的形
式也不尽相同，在意大利表现为绘画和雕刻、建筑的成就，
而在德国则表现为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运动。

意大利位于地中海区域中央、中古时期世界上最大贸易地区
的心脏位置。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都是当时水陆交通枢
纽和贸易的集散地，在那里最早出现工商业、萌芽资本主义，
所以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所谓文艺复兴，是新兴资
产阶级针对在中世纪被宗教所扼杀的古代希腊罗马以人为本
的科学文化走向复兴而掀起的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2、几种美术表现语言形式建筑、雕塑、绘画、园林

三、小结(略)

四、板书设计：艺术表现的深层意蕴和审美价值(一)

1、美术作品的思想内涵

艺术作品的意蕴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



物质材料

形式构成

作品中的物象

文化意义

2、几种美术表现语言形式建筑、雕塑、绘画、园林

小学湘教版美术教案设计篇八

一、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现代欧美文学和美术方面
的主要成就，包括美国作家德莱塞的长篇小说《美国的悲
剧》、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
夫》、法国剧作家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戈多》、现代派艺术、
毕加索及其《格尔尼卡》。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总结造成克莱德悲剧的原因，锻炼学生概括及记课堂笔
记的能力。通过提供有关罗曼·罗兰的材料，培养学生分析、
归纳和判断的能力。通过对《格尔尼卡》的介绍，提高学生
鉴赏和分析现代美术作品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对《美国的悲剧》的学习，使学生从克莱德悲剧中找到
对自己人生发展的警示。通过《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学习，
使学生试着了解罗曼·罗兰所倡导的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从
《等待戈多》学习中学会正确评价现代荒诞派艺术的成就。
从毕加索的学习中理解艺术家的成功离不开其强烈的社会责



任意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德莱塞及其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是本课的一个重点。罗
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也是本课的一个
重点。法国剧作家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戈多》是本课的又一
重点。毕加索及其《格尔尼卡》是本课的另一个重点。

“荒诞”是现代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在本课《等
待戈多》和达利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如何评价荒诞派艺术是
理解本课的一个关键，对学生来讲也是一个难点。

教学设计思路

本课侧重介绍现代欧美文学和美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本课的
主要内容都是一些感性知识，教学房面比较简单，但是教师
要引导学生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分析形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
因是什么，培养学生分析认识问题的能力。教师可以多运用
一些感性教材，比如多放映一些视频，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
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从而加深学生的印象，有利于学生对
作品的分析理解，也有利于他们更好的理解作品产生的环境。

教学媒体

课件、图片、视频

教学结构和过程

【导入新课】

(讲述)20世纪的历史经历了很多纷繁复杂的变化，无论是在
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军事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
人类带来的破坏力无法估计，使人类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挑



战，而且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结束也是发生在20世纪，还有现
在正在进行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这些“革命”中，很多科
技发明出现并运用于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
变化，由有利于我们生活质量提高的应用，也有破坏我们现
在生活得应用。这些变化都会反映在文化上，文学家会用他
们手中的笔，把这些变化纪录成文字，编织成一本本我们现
今人耳熟能详的文学名著;美术家则会用他们手中的笔，把这
些变化刻画成一幅幅美丽而且深刻的图画。但无论他们用什
么方式，他们的作品都是历史客观的反映，是当时政治、经
济的反应，今天我们就学习一下20世纪文学、美术的情况。

【讲述新课】

一、文学名著

(学生结合教材，回答)

(出示相关的图片，讲述)教材上主要介绍了三本名著。其中
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的主要内容是：描写了主人公克莱
德·格里菲斯受到社会上邪恶影响，逐渐蜕变、堕落为凶杀
犯、最后自我毁灭的全过程。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描写克
莱德这个天真幼稚的青年人怎样受到外部世界腐蚀与毒害，
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玩世不恭、怙恶不悛的人，一直到汽车碾
死女孩，逃离堪萨斯城为止，这是小说故事的准备阶段。第
二卷描写克莱德与富商伯父萨缪尔·格里菲斯邂逅后，以穷
亲戚的关系来到莱柯格斯厂内充当工头助手，随后陷入与穷
女工洛蓓达、阔小姐桑德拉的三角恋情。为了高攀桑德拉，
克莱德甘愿违悖自幼接受的基本道德准则，牺牲洛蓓达，于
是，他就通过翻船阴谋干掉了这个被他诱奸而怀孕的年轻的
女工。事后，克莱德落荒出逃，逍遥法外。第三卷主要描写
案发之后，克莱德如何被捕入狱，受审和定罪，其间还穿插
着美国两党和司法机构利用克莱德一案大搞政治投机的丑闻。
最后经过终审判决，克莱德被送上了电椅。小说结尾处，还
描写牧师出场，为临终之前克莱德寻求灵魂拯救的故事。



(回答)

(学生分组讨论、回答)

小学湘教版美术教案设计篇九

教学内容与目标：

显性内容与目标：应知：熟悉工具，认识颜色

应会：不同风格线色的表现

隐性内容与目标：创新精神，集体合作意识，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美术游戏中学会使用画纸，尝试以不同笔触、不同
画材组织画面。

难点：引导学生会不同笔触、不同的画材赋予画面的不同效
果。

学具准备：水彩笔或油画棒

教具准备：图片、课件

教学过程：

一、介绍“我”的最爱

1、老师先热情地向小朋友介绍

2、四人小组内介绍：自己的绘画工具及自己最喜爱的一种颜
色。



3、小结：今天，我们大家都介绍了自己的好朋友：水彩笔和
油画棒，大家知道吗?他们画出的画可漂亮啦，不信?你们来
看!

二、欣赏美丽的图画

1、展示两幅儿童画，让学生说说这两幅画分别用什么绘画工
具画的?(学生作品――投影)

2、是的，水彩笔和油画棒。这两种绘画工具画出的画都那么
美丽，色彩都那么鲜艳。

三、“我们”也来试一试

1、让我们用自己喜爱的工具和色彩，画一道美丽的彩虹吧!

2、学生分别用油画棒摆涂，水彩笔平涂的方法画彩虹。

(1)“摆涂”：先在画面的左下方往右上方轻轻画一条弯弯的
拱形弧线，然后依线从左往右，从右往左来回摆动地涂画。

(2)“平涂”：“挨着涂”就是一定要一笔一笔的颜色都挨在
一起，既不重叠，又不留下空隙。

3、同时出示两张用水彩笔和油画棒画的彩虹。

想一想：

(1)分别是什么颜色的?

(2)水彩笔和油画棒有什么不同?

四、学学大师的画

1、从这幅画中你看到什么?(学生读画)……



2、这是西班牙画家米罗的作品。

3、小朋友!让我们一起合作，用水彩笔和油画棒来学着画画。

四人小组用四开的大画纸合作画。

五、看看“我们”的画

1、展示各组的画。

2、请学生进行自评和互评：

(1)我们组画的是……?

(2)我用了……颜色?

(3)“我”最喜欢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