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课清明青团教案设计(汇总8篇)
初三教案需要教师根据学科的特点和学生的需求进行创新和
调整，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下面是一些经过教师
实际教学验证的初中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的备课工作有所
启发。

美术课清明青团教案设计篇一

1、理解四季轮换，感知清明是春天的节日，产生进一步探索
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兴趣。

2、喜欢古诗、古画等一些表达方式，在欣赏与体验中加深对
我国节日文化的了解与喜爱。

清明上河图、有关清明照片

一、猜猜讲讲理解四季轮换

1、演示画面一看到这个图形你想到了什么？

小结：一年从1月开始从12月结束；新的一年又从1月开始
从12月结束。

2、演示画面二现在你们又想到了什么？

小结：一年有四季一年中，我们从春天开始然后经过夏天和
秋天，紧接着是冬天这之后又是春天，一年又一年季节就是
这样在不停的交替着。

3、演示画面三前些时候我们在日历上发现了一些节气想一想
她们可能会在什么季节？

4、小结：一年从春天开始，过了立春是惊蛰，过了春分是夏



至，过了大寒又是立春，节气能告诉我们季节的变化。

二、看看找找感知清明

1、现在我们处在什么季节？

2、春天里除了有立春、惊蛰、春分这些节气还有些节气？
（引出清明）

3、从文字上看清明可能意思？

4、今天王老师准备了许多图片请小朋友来找一找些与清明有
关？幼儿分组商讨（再现与迁移已有经验：咏柳、游园不值、
清明时节等古诗）

5、小结：清明不仅是春天的节气，还是春天的重大的节日，
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踏青到大自然的怀
抱，享受着春天温和的气候和万物苏醒带来的欢乐。

三、视听欣赏感受传统艺术

2、幼儿欣赏《清明上河图》

3、提问：有什么感觉或？（帮助幼儿简单理解画面内容）

4、教师朗诵古诗进行小结。

美术课清明青团教案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读中想象，感悟古画《清明上河图》的内容、特点，了解
古画《清明上河图》的历史价值。



教学重点：

感悟古画《清明上河图》的内容特点。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二、快速阅读，整体感知。

三、赏读，展开想象。

《清明上河图》图美，文也美，课文生动地表达了画面的内
容，请同学们再读课文，一边读课文，一边看图画，并随着
课文展开想象。

学生读文，看图，想象。

四、读，表达情感。

我们要通过朗读，把《清明上河图》的美表达出来，你最喜
欢图的哪一部分，就读哪一部分，先自己读，然后读给其他
同学听。

第二课时

一、尾段导入，了解意义。

课文最后一段点明了《清明上河图》的学术意义，不仅在我



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请
同学们把课文最后一段读一读，想想这幅图画在哪些方面，
为研究我国宋代社会各方面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形象资料。

学生读书，思考。

二、小组合作，专题探究。

接下来分小组学习，每个小组自定一个专题，如“风俗人
情”“桥梁建筑”“道路交通”“人际关系”等，然后从整
幅的《清明上河图》上认真地查找，用心分析画面上的内容，
把符合专题的内容一一找出来。

老师提供资料，供学生查找。

三、班上交流，适时指点。

班上汇报交流，老师要给予适当指点，特别是学生容易忽视
的部分，老师给予补充；学生分析判断错的，老师予以纠正。

风俗人情：一是游戏活动，二是清明活动，三是市招类。

桥梁建筑：茅屋、瓦屋、华屋、殿宇、庙、摊子、战台、桥、
墙、牌坊。

道路交通：一是船，二是车，三是轿子，四是骆驼。

人际关系：做生意的商贾，骑马的官吏，看街景的士绅，叫
卖的小贩，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身负痛篓的行脚僧人，问
路的外乡游客，听说书的街巷小儿，酒楼中的豪门子弟，城
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等。

四、按专题习作。

以《〈清明上河图〉中的风俗人情》或《〈清明上河图〉中



的桥梁建筑》等写一篇介绍清明上河图的短文，也可写读了
课文或欣赏了这幅名画的体会。可以个人写，也可以小组合
作写。写后互相读一读。

美术课清明青团教案设计篇三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读中想象，感悟古画《清明上河图》内容、特点。

3、学习专题研究，了解古画《清明上河图》的历史价值。

感悟古画《清明上河图》的内容、特点。

课前布置学生搜集有关古画《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包括邮
票)和光盘，有条件的可要求上网。教师准备有关挂图，有条
件的应准备光盘或制作课件。

2课时(也可用1课时，详见后面的说明)

(答案要点：这幅画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描绘市郊景象，第二
部分描写繁忙的汴河码头，第三部分描写热闹的街市。绘画
的规模宏大，场面繁杂，而且状物画人，笔笔精到，一丝不
苟，达到生动明确，惟妙惟肖的境界。)

教师：(张贴挂图或播放光盘《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图美，文也美，课文生动地表达了画面的内
容，请同学们再读课文，一边读课文，一边看图画，并随着
课文展开想象，尽情地欣赏《清明上河图》中的美丽风光。

学生读文、看图、想象。

教师：我们要通过朗读，把《清明上河图》的美表达出来，



你最喜欢图的哪一部分，就读哪一部分的文字，先自己读，
然后读给其他同学听。

(朗读“市郊景象”这部分内容，开始时语调宜舒缓；朗
读“汴河两岸”语气渐趋热烈；“繁华街市”更为热烈。)

教师：课文最后一段点明了《清明上河图》的学术意义，不
仅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价
值。请同学们把课文最后一段读一读，想想这幅图画在哪些
方面，为研究我国宋代社会各方面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形象
资料。

学生读书、思考。

教师：接下来分小组学习，每个小组自定一个专题，如“风
俗人情”，又如“桥梁建筑”“道路交通”“人际关系”等，
然后从画图上认真地查找，用心分析画图上的内容，把符合
专题的内容一一找出来。

学生看老师播放的光盘或从画图上查找。有条件的可指导学
生上网查找。

班上汇报时，老师要给予适当指点，特别是学生容易忽视的
部分，老师要给予补充；，学生分析判断错的，老师要予以
纠正。

风俗人情：一是游戏活动，有野台戏、耍猴戏、僧侣拳击、
说书、走钢丝走绳、打花鼓、和尚杂耍、斗百草、傀儡戏、
相朴等；二是清明活动，如打秋千、放断鸢、插柳、春游野
宴、扫墓、军中射柳；市招类，如特别标志(酒帘、饭铺晃子、
接骨店、香蜡铺、笔墨店、鞋店、杂货店)，又如饮食类市
招(官盐、糖房、糟熏海味、蜜饯、羊肉、茶点、小吃店)，
又如公家机关市招(官厅、状元府)。



桥梁建筑：茅屋、瓦屋、华屋、殿宇、庙、摊子、战台、
桥(八字型、拱型、平板硬桥)、墙、牌坊。

道路交通：船(帆船、画舫、游艇、木筏、渡船、官船)；
车(独轮车、双轮车、四轮车)；轿子(二人小轿、花轿、驳轿、
官轿)；骆驼。

人际关系：做生意的商贾，骑马的官吏，看街景的士绅，叫
卖的小贩，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问
路的外乡游客，听说书的街巷小儿，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
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

美术课清明青团教案设计篇四

1、体验音乐与古诗词的'意境，学习在音乐的伴奏声中有节
奏地吟诵古诗词，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作品。

2、探索用动作表现音乐内容，愿意与同伴一起参与音乐活动
进行表演。

3、尝试根据古诗情境进行绘画。

4、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5、让学生了解清明的习俗。

1、幼儿在语言活动中已经会吟诵《清明》这首诗歌，并对清
明节有一定的认识。

2、材料准备：《清明》图片，音乐，纸，颜料等

1、在情境中创编动作，初步用动作表现诗歌《清明》

师：你们知道古诗里描绘的是哪个季节吗？猜猜诗人杜牧想



表达什么样的情感？

（评：古诗对幼儿来说是比较难以领会的，因此我决定用音
乐，动作来帮助幼儿更好的体会古诗的含义）

2、按节奏吟诵《清明》

（1）教师朗诵《清明》，同时出示图片，幼儿欣赏。

（评：在第一个环节中大部分使用听觉帮助幼儿理解，而在
这个环节中我追加了视觉，运用图片帮助幼儿，更上一层楼。
）

（2）教师再次示范朗诵歌词，并以稳定拍的节奏配合拍手，
幼儿跟随教师按稳定拍的节奏拍手。

（评：稳定的节奏帮助幼儿稳，准地熟悉古诗。）

（3）引导幼儿结合稳定拍，进行歌词的朗诵，注意重拍的运
用。

（4）教师用动作提示，与幼儿进行歌词的对答，教师说前半
句，幼儿对下半句。如，教师说“清明时节”，幼儿接“雨
纷纷”，以此类推。

（评：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幼儿重复学习，记住古诗）

（5）幼儿跟着音乐完整地朗诵，吟唱歌词。

3、根据理解绘制图画

幼儿根据自己对古诗的理解，画出他们想象中的《清明》图

（评：这个环节是自主*比较强的，希望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
和意愿，用画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古诗的理解。）



4、交流欣赏

幼儿介绍和欣赏小朋友的图画，加深对《清明》的理解。

1、评价

2、总结

美术课清明青团教案设计篇五

设计思路：

中班幼儿能够运用简单的手工制作表现自己的艺术审美，他
们对制作充满好奇、充满想象。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为每一个
幼儿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激励幼儿用不同的形式大胆表达
自己的想法，尊重每一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
们独特的审美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感受染纸活动的乐趣，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

2.引导幼儿学习染纸的基本方法，在教师引导下尝试不同的
图案。

3.会用它们大胆地进行艺术表现与创造，喜欢装饰。

4.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活动准备：

1.教师做的花手绢。

2.宣纸若干、彩色颜料、调色盘、抹布、旧报纸若干，各类
材料分组摆放。



活动过程：

(一)欣赏教师的花手绢

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一种很特别的纸，请小朋友摸
一摸有什么感觉?

幼：软软的，有点粗糙。

师：我请小朋友猜一猜这些花手绢是怎样做成的?

幼：用笔画的、用吸管吹的……

师：老师是用这些颜料和宣纸做成的。请小朋友猜一猜只用
这两种材料怎样才能做一个漂亮的花手绢?(引发幼儿思考)

(二)教师让幼儿探索印染花手绢的具体方法

1.请幼儿自己动手试一试。

2.将正方形宣纸对角折或者对边折叠成小块。

3.将叠后的宣纸的角或边放进盛有彩色颜料的调色盘里染一
下。

4.轻轻将宣纸打开、展平，放在旧报纸上晾干。

5.请幼儿自己说一说是怎样做的。

小结：

师：原来不同的折法染出的图案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把宣
纸对角折或者是对边折角上可以蘸一蘸颜料，孩子们还可以
蘸哪里?让我们蘸一蘸，看一看，用两种颜色蘸会有什么效果
呢?现在请小朋友再次尝试一下。



(三)再次尝试印染，鼓励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印染自
己喜欢的图案

教师及时指导幼儿将染边、染角等几种方法结合起来，提醒
幼儿及时擦掉手上、身上、桌子上的颜料，注意卫生。

(四)展览幼儿的印染作品，大家欣赏评价

教学反思：

作为教师要善于发现幼儿的不同特点，给予每一位幼儿以激
励性的评价，充分挖掘作品中成功的东西，给予积极的肯定，
使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感受到手工活动的乐趣，从而增强
自信心。

文档为doc格式

美术课清明青团教案设计篇六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读中想象，感悟古画内容、特点。

3、学习专题研究，了解古画的历史价值。

感悟古画的内容、特点。

课前布置学生搜集有关古画的印刷品（包括邮票）和光盘，
有条件的可要求上网。教师准备有关挂图，有条件的应准备
光盘或制作课件。

2课时（也可用1课时，详见后面的说明）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二、快速阅读，整体感知

（答案要点：这幅画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描绘市郊景象，第
二部分描写繁忙的汴河码头，第三部分描写热闹的街市。绘
画的规模宏大，场面繁杂，而且状物画人，笔笔精到，一丝
不苟，达到生动明确，惟妙惟肖的境界。）

三、赏读，展开想象

教师：（张贴挂图或播放光盘）图美，文也美，课文生动地
表达了画面的内容，请同学们再读课文，一边读课文，一边
看图画，并随着课文展开想象，尽情地欣赏中的美丽风光。

学生读文、看图、想象。

四、美读，表达情感

教师：我们要通过朗读，把的美表达出来，你最喜欢图的哪
一部分，就读哪一部分的文字，先自己读，然后读给其他同
学听。

（朗读“市郊景象”这部分内容，开始时语调宜舒缓；朗
读“汴河两岸”语气渐趋热烈；“繁华街市”更为热烈。）

第二课时

五、尾段导入，了解专题

教师：课文最后一段点明了的学术意义，不仅在我国绘画史
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请同学们把
课文最后一段读一读，想想这幅图画在哪些方面，为研究我
国宋代社会各方面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形象资料。



学生读书、思考。

六、小组合作，探究专题

教师：接下来分小组学习，每个小组自定一个专题，如“风
俗人情”，又如“桥梁建筑”“道路交通”“人际关系”等，
然后从画图上认真地查找，用心分析画图上的内容，把符合
专题的内容一一找出来。

学生看老师播放的光盘或从画图上查找。有条件的可指导学
生上网查找。

七、班上交流，适时指点

班上汇报时，老师要给予适当指点，特别是学生容易忽视的
部分，老师要给予补充；，学生分析判断错的，老师要予以
纠正。

风俗人情：一是游戏活动，有野台戏、耍猴戏、僧侣拳击、
说书、走钢丝走绳、打花鼓、和尚杂耍、斗百草、傀儡戏、
相朴等；二是清明活动，如打秋千、放断鸢、插柳、春游野
宴、扫墓、军中射柳；市招类，如特别标志（酒帘、饭铺晃
子、接骨店、香蜡铺、笔墨店、鞋店、杂货店），又如饮食
类市招（官盐、糖房、糟熏海味、蜜饯、羊肉、茶点、小吃
店），又如公家机关市招（官厅、状元府）。

桥梁建筑：茅屋、瓦屋、华屋、殿宇、庙、摊子、战台、桥
（八字型、拱型、平板硬桥）、墙、牌坊。

道路交通：船（帆船、画舫、游艇、木筏、渡船、官船）；车
（独轮车、双轮车、四轮车）；轿子（二人小轿、花轿、驳
轿、官轿）；骆驼。

人际关系：做生意的商贾，骑马的官吏，看街景的士绅，叫



卖的小贩，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问
路的外乡游客，听说书的街巷小儿，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
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

八、独立构思，撰写专题报告

以《清明上河图中的风俗人情者》或《清明上河图国的桥梁
建筑者》，或……，写一篇专题研究报告。

（说明：如果条件较差的'班级，即缺乏光盘、课件、较完整
的图片的班级，可不上第2课时，教学目标中相应减去第3条）

美术课清明青团教案设计篇七

八月十九日，我们和邻居结伴到横店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游玩。
那里有包公府、高府、陈府、水泊梁山、酒楼、古老的建筑，
风景优美。

从清明上河图风景区门口，大家往前走向右拐就可以看到一
座用红地毯铺的桥，这里有些陡峭。我们慢慢继续向前走，
看到下面有一条河，河里有许多鲤鱼，成群结队地在戏水。
我们把饲料扔下去，鱼儿们争先恐后地抢着吃。

喂完了鱼儿，在我们面前的是瀑布，瀑布从山上倾斜而下，
大部分的水流到了地上，从小溪流到河里，还有一部分从山
坡上的一条缝隙里连接了一个小木条，水通过小木条流到了
水车上，水车的水带动石磨，石磨便会转动起来。以前就用
这种方式来磨面、磨豆腐的。

到了一点半我们来到了龙凤厅，里面有许多精彩的节目，如
魔术、舞蹈、空中飞人等，最精彩的就是抖空竹了，别看那
些演员个头小，本事可不小呢！我们看了都赞口不绝。

最后我还跟邻居一起租了古代的衣服，装扮一下。那个小女



孩当了小姐，头戴假发，身穿真丝裙子，美丽极了。我当了
小兵，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腰间佩戴一把剑，摆出了威武
凶猛的样子，好像真得上了战场。

经过了一天疲倦的游玩，我们跟清明上河图风景区说拜拜了，
这次我既玩得开心，而且还得到了知识。

美术教案《清明上河图》.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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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课清明青团教案设计篇八

1.通过观察、欣赏、讨论，初步了解中国古代城市的生活面
貌。认识手卷这种国画形式并初学其欣赏方法。

2.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学会描述作品表现的场景和内容，表
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

3.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古代画家高度精纯的绘
画功力。



二、教材分析

《清明上河图》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一幅具有重
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代城市生活画卷。北宋画家张择
端用画笔生动地记录了中国12世纪北宋都城汴京的生活面貌，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本课属于“欣
赏?评述”学习领域，旨在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画长卷的
艺术魅力及其所包含的古代都市的商业、民俗、建筑、交通
工具等历史文化信息。四年级的学生对古代城乡的生活面貌
比较陌生但充满好奇，教学中应该多让学生自主寻找长卷中
的兴趣点进行细致观察、研究、讨论，从中感悟中国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同时提高鉴赏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

三、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学会描述作品表现的场景和内容，表达自己的感受和
认识。

难点：对古代建筑、人物服饰、风俗活动的了解。

四、教学设计

课前准备

(学生)毛笔、墨、水、长条宣纸。

(教师)课件、长卷复制品、画卷局部打印稿、作业纸。

教学过程

1.猜一猜，激趣导入。

同学们，你们知道古代城市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吗?(学生
自由猜想)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幅传世名画去了解北宋都城
汴京的生活面貌。



出示课题：清明上河图。

2.看一看，感知体验。

让我们展开画卷，跟随画面的场景，体验视觉欣赏之旅吧。
课件出示《清明上河图》动态展示图。

(1)提问：你看到了什么?仿佛听到了什么?看了这幅画你有什
么感受?

(2)根据学生回答，教师随机讲解画作相关信息。(作者、年
代、题目含义等)

(3)了解长卷的表现形式和欣赏方式。

长卷因是横幅且画面窄长，不能悬挂，只能用手展阅，故又名
“手卷”、“图卷”。这幅五米多长的《清明上河图》分为
三个段落，首段是汴京郊野的风光，中段描绘了繁忙的汴河
码头，后段展示了热闹的城区街道。

欣赏长卷，一般是放在书案上手握长卷两头从右至左的顺序
展开欣赏，画作距离眼睛40厘米左右。(教师实时演示)

3.探一探，细品互说。

分发长卷各段落的打印稿，四人小组仔细观察画作，选择自
己感兴趣的内容(如人物、动物、建筑、船舶等)仔细观察、
研究讨论，完成作业纸。

各小组代表结合画作进行全班交流反馈，教师补充总结。

4.学一学，尝试实践。

教师示范国画白描法，学生在长条宣纸上自由临摹长卷中的
人或物。



5.评一评，展示评价。

将学生作业组合成长卷形式，并添加背景，进行展示评价。

6.拓展。

《清明上河图》摹本很多，最为著名的有明代画家仇英仿本，
现为辽宁省博物馆藏。还有清代乾隆年间由清官画院五位画
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合作画成的清院本，现
藏于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馆。

五、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