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新课标美术大单元教学设计(精选6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新课标美术大单元教学设计篇一

美术作为一门艺术，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
作用。作为一名美术老师，我有幸参与了很多孩子的美术教
育，也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谈
一下自己的美术授课心得体会。

第二段：审视学生

美术授课并非只有单方面的灌输，更需要了解学生的实际情
况，逐步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因此，在每堂课
前，我都会认真审视学生，了解他们的兴趣和需要，通过互
动提高他们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欣赏能力。通过此方法，我
发现孩子们的创造性非常强，他们需要的是老师给他们一个
展示自己创意的舞台。

第三段：开展创作活动

艺术教育必须强调实践，才能更好的深入学生的心灵世界，
提高他们的创造性和艺术鉴赏能力。在我的美术课中，常结
合知识点，开展绘画、手工、雕塑等活动，让学生动手实践，
打破常规的单向讲解模式，从而更深刻的理解艺术。同时，
在实践中，孩子们会积攒更多的经验和思考方式，从而促进
自己的创造能力的发挥。



第四段：应用新媒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新媒体艺术的重要性逐渐凸
显出来。在我的美术课中，我积极推广新媒体艺术，并在授
课中加入一些数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比如数字影像、网络
艺术等。这些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不仅能符合学生的需求，还
能使他们更好地认识美术的边界，并获得更广泛和深刻的体
验。

第五段：注重细节，提高效率

美术授课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工作，有时需要思考和准备很
长时间。然而，教学时间往往较为紧张，老师需要注意时间
的安排，提高效率。因此，我注重细节，把自己的教学计划
做到最完整和实用，避免身为老师的自我情绪变化影响教学
质量，同时提高自己的授课技能和能力。

结语：

美术授课需要丰富多彩，生动有趣，并且始终围绕学生的需
求和能力展开。如此，才能给孩子一个更充实而幸福的成长
体验。我们要不断探索和实践，不断丰富美术教育的内容和
形式，让美术教育成为孩子成长的良师益友。

新课标美术大单元教学设计篇二

作为一名美术教师，我的教学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给学生技巧，
更重要的是启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得以展现自
己独特的美学观点和独特的艺术语言。在教学实践中，我积
累了一些心得体会，希望能够对美术教学者有所帮助。

【第一段】

在美术教学中，我们应该深入理解美术意义，将视觉修养融



入到课堂中来。美术作品的形式是为了表现其中所蕴含的内
在情感与思想，因此，只有用心去感受和理解，才能帮助学
生更好地抓住艺术精髓。在讲解作品时，我会侧重于描述其
所反映的主题、思想、情感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
感受到作品所传递的信息和文化内涵。

【第二段】

教学中，我也很注重创造力的激发，希望学生能够在创作中
自由发挥，展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教学中，我们应
该注重启发学生的生活体验和感悟，创新意识，积累视觉素
材，灵活运用构图和色彩等手段，创造出自己的作品风格。
帮助学生理解艺术表达的本质是练好艺术基础的基础。

【第三段】

在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专注和耐心也是非常重要的。美
术作品的创作需要耐心和恒心，因为它不是一段短暂的过程，
而应该是一种长期的修炼和追求。在教授绘画技法时，我通
常会安排细节演示，让学生观察作品的技巧和方法，培养他
们的耐心和专注力，并引导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练习技法。

【第四段】

美术教育需要富有情感，因为情感是艺术表达的灵魂。在教
学中，我经常鼓励学生在创作时表达心情，及时发泄感情，
将情感融入艺术创作中。让学生学会如何在创作中表达情感
和情感，从而更好地理解艺术的思想和精髓。

【结论】

总之，在美术教育中，我们应该在技艺的基础之上，注重学
生的感知、创造力和艺术情感的感悟。美术教师并不是只是
技巧的传授者，更应该是学生心灵和感悟的引导者。希望我



的体会能够对美术教学领域的同仁有所启示。

新课标美术大单元教学设计篇三

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绘画

特点：1.用线粗阔

2.造型洗练

3.着重刻画眼睛

《受伤的野牛》

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壁画 特点：用粗细浓淡变化的线条对
动物的体积和结构进行渲染，力求达到再现自然的效果。

中国原始岩画

特点：1.主体形象被夸大，突出其基本特征，造型稚拙

2.不注重细节刻画，无浓淡区别，多以单色平涂，线条简单，
形式感强。

无论东方或西方的原始绘画，都反映出人类审美感知和艺术
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内而亡其外，
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

古埃及壁画

特点：1.侧面头部，正面的眼睛

2.正面的身体，侧面的双脚

“正面律”风格



古希腊瓶画 特点：继承了古埃及公式化的绘画风格，进步、
熟练掌握人体解剖和运动的知识。

古希腊--掷铁饼者 作者米隆

头、身躯、腿之间所形成的动态，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艺术
家仍然受古埃及造型法则的影响，不过从人物的比例关系、
骨骼机构和肌肉形状看，艺术家已经开始使用模特做创作参
照，使人物造型更加真实可信。

罗马--卡拉卡拉 深受希腊的影响，继承了理想化风格，强调
表现人物强烈的个性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趋于写实。

中世纪绘画 《逃往埃及》

是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先驱者乔托的作品。构图层次
分明，气氛庄重朴实，画家通过“面向自然”创造出具有现
实生活情趣的图画，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反封建思想。这幅壁
画奠定了文艺复兴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对日后新艺术的发
展影响至深。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

达芬奇

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也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完
美的代表。他是一位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画家、
寓言家、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生物
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达·芬奇擅长
于以炭笔和色粉两种工具交换使用来绘画。他的素描往往形
象饱满，光线柔和，立体感极强。画面上好像被蒙上一层薄
雾，圣母女两人就在这种雾一般的环境中相对地微笑着。加
上画家选用的是青灰色画纸，因而炭笔所形成的朦胧感，又
有一种月光下的大气感。



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先是以雕刻家的身份稳定了自己艺术家的地位。

壁画《利比亚巫女》的素描画稿中，画家为了准确、生动、
真实地表现力的感觉和英雄气概，曾三次描画了左脚趾紧张
用力的姿态，还两次描绘了左手的细部。强化了整体的艺术
感染力。

拉斐尔

《圣女卡德利娜》是文艺复兴时期线条素描的典范

提香

《圣塞巴斯提安》作品显得壮丽、热情、富有想象，用笔奔
放，人物粗狂，意气风发，完整。

丁托列托

《雕像习作》构图新颖、形象饱满、感情奔放、宁静优美。

丢勒：德国名垂不朽的一代素描宗师 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三
维空间、立体造型方法和人体解剖学，形成了素描科学体系，
其基本思想与认识方法，至今仍被人们视为素描造型的普遍
规律，并作为西方传统绘画造型的基础。

17世纪的绘画 鲁本斯：致力于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和拉
斐尔等艺术大师的研究，并深受其影响。刻画人物形象生动，
强调肌肉的丰满圆实，时而略显夸张，富有很强的生命力。

伦勃朗：在继承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具有写意性的古典绘画风格。

18世纪的绘画



法兰西杰出画家：华多、布歇 素描以对客观对象的敏锐观察、
深入体味是画面生动入微。同时表现手法洗练而不失丰富多
彩，风格严谨而不失气质豪迈。

西班牙绘画大师：戈雅 素描饱含激情，描绘了当时西班牙人
民现实生活与革命斗争。他的绘画风格用笔随意奔放，不同
于以往任何画家。在画面效果上，他把古典绘画中强烈的光
线效果和主观的明暗处理所产生的戏剧性因素，巧妙的结合
为一体，突出了画面所要表达的内容。

19世纪的绘画 安格尔：认为离开了素描的功力就谈不到艺术
的成就。他的人像素描最求像古代大理石雕像那样崇高、完
美和宁静。他的素描以精准的线条和微妙的明暗，极其严格
的表现了人物的形态与结构，并在理性观念的指导下和写生
求实的基础上，追求造型的理想化、形象的真实感和艺术的
完整性，使其具有典雅的审美价值。

法兰西浪漫主义画家：席里柯、德拉克罗瓦

主张摆脱学院派和古典主义的枷锁，反对刻板僵化的艺术教
条，提倡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以激烈奔放的感情
反应激荡的生动场面，并用夸张的手法塑造形象，向古典派
发起冲击，使艺术的发展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现实主义画家杜米埃、库尔贝、米勒

主张客观的观察、认识自然和社会，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本
质。反对脱离社会生活、刻板僵化的学院派风气，抛弃概念
化、理想化的模式，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真是美和时代特征，
反映现实生活。

俄罗斯绘画艺术

借鉴欧洲素描教学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写实素描，



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是过分强调精细逼真的素描效果，
以致在后来的教学中出现了僵化的现象。

印象派画家：莫奈、雷诺阿、德加等人

研究出用外光表现对象的方法，主张用对象“同时观察”的
方法来代替过去对物象逐个细看的“连续观察”方法，着重
光色的表现，进入纯粹感觉的领域，舍弃轮廓线的画法，用
多变的线、点和明暗色调或故意模糊的笔迹，表达形体在某
种特定气氛中光与色的感觉，不再追求形体固有的结构和实
感，显示出一种空间的活力而感到轻松。

塞尚、梵高、高更、劳特累克、修拉

后期则不满足于外光的片面追求，反对客观主义的描写自然，
提倡抒发主观感情和自我感受，对客观形象予以变形的夸张
而不同于自然，强调内在的本质结构，表现物象的具体性和
稳定性，重视形的构成及线条与色块的处理，使之富有厚实
感和装饰效果，对后来的野兽派、立体派和表现派等流派，
产生课很大影响。

画家们不再将素描视为仅仅真实再现客观地手段，而是通过
自身的内心体验和意想，从不同的感觉和不同的理想中去探
求素描的表现，使不同的素描形式与不同的艺术观念紧密联
系在一起，逐渐开始了改变自然形态、夸张、装饰等样式和
形态。

野兽派：马蒂斯、杜飞、费拉伊克 主张夸张变形、对比强烈，
追求浓厚的东方装饰效果和原始艺术与儿童般的单纯天真，
强调表现主义精神。

抽象表现主义主张：“绘画变现以不反映肉眼看到的对象，
其本身应该是与肉眼所见不同的对象，这就是用素描线条去
表现运动和速度。”



新课标美术大单元教学设计篇四

支教美术是一种有意义且有益的教育方式，它的主要目的是
通过美术教育来帮助孩子们探索艺术世界，解放他们的想象
力，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同时可以培养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交
流能力。 并且，支教美术也是在特定环境下的现实需求的产
物。在偏远贫困地区，这种教育方式可以帮助孩子们多一份
快乐和充实的学习体验，同时可以增强他们自信和自尊心，
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段：关于支教美术的准备和挑战

支教美术需要一些基本的准备工作。在教学之前，支教者需
要了解当地学生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制定恰当的教学计
划和目标。此外，支教美术还需要面对一些挑战。例如学生
之间的文化和语言差异，缺乏艺术材料和设备等。这些挑战
需要支教者冷静应对，并通过灵活的教学方式克服。

第三段：谈谈支教美术的互动和创新

支教美术教学需要积极地参与到学生中，与学生们构建紧密
的互动。这种互动模式应该是以学生为中心的，积极鼓励学
生发挥创造力和思考能力，在老师的指导下自由地创作。同
时，支教者需要有创新精神，寻找适合当地学生的教学方式
和带动学生积极参与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支教者需要不
断寻找更好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第四段：关于支教美术的时间与空间

支教美术的时间与空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在偏远贫困
地区，邮递服务和交通都有很多限制。因此，在设计教学日
程和计划时需要考虑当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等因素。同时，
教室的设施也是支教美术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孩子们可
能没有像城市里那样先进的设备，或者没有提前准备好的教



学设备，都需要支教者通过努力去创造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

第五段：总结和展望

总的来说，支教美术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活动，是一种可以让
支教者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和改变的可能性。在这种教育活动
中，支教者不仅能够给当地的孩子们带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同时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教育的美好价值。未来，我
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支教美术教师走进偏远而落后的教育
领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孩子们接触到优质的教育，
为他们的未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新课标美术大单元教学设计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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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术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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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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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史》 唐逸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

《世界通史》 周一良 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



《西方中世纪艺术史》（英）乔治·扎内奇 著 陈平译 浙江
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拜占庭的智慧》 龚方震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巴洛克艺术鉴赏》(意)弗拉维奥·孔蒂李宗慧译 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2年版

《法国文化史》 冯棠 孟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美术通史》（苏）阿尔巴托著 浙江美术学院理论室译

《西方美术史话》 迟轲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西方艺术史》 谢瓦尔著 美国新美国丛书出版社

《艺术批评史》（意）文杜里著 美国杜登出版公司

《美术史文献》（美）詹森主编 美国新泽西出版社

《西方美术史教程》，李春，中央美术学院出版社。

《艺术十讲》，（英）约翰·罗斯金著，张翔等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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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的晚上，凉爽又清新，我第一次去石天美术学校学美术。

走进教室，我选择了一处比较靠墙的座位坐了下来。有一位
新同学在我的旁边坐了下来，我问了她的名字，原来叫林杭，
她长着一双圆圆的.眼睛，小巧的鼻子和嘴巴，真讨人喜爱。
我们不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老师让我们在课堂上完成动漫
的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巴并组和成各种各样的表情。



相关专题：尚无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