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美版摆花样教案 人美版小学五
年级美术衣架的联想教学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人美版摆花样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1、引导学生欣赏、了解中国古老汉字的历史
及构成，感受汉字的奥妙和艺术魅力，并能使用象形字进行
创作画面。

2、通过对中国汉字文化的学习，了解汉字是我们祖先伟大的
创造，激发对祖国文字的热爱之情，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引导学生热爱生活、关注生活、提高他们的观察力、想
象力和创造力。

【教学重难点】：重点：观察、分析汉字象形表意的构型特
点，了解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过程，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体验用绘画形式表现汉字的创作乐趣。

难点：字体设计的创意。

对学生分析能力、应变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学习
准备】：教具：制作课件，当场范画。

学具：美术本、涂色工具等。

师：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师小结：同学们的的学识真广!其实我
们的祖先跟大家一样，是通过对事物的联想，创造了这些和
生活中的事物相似的文字——象形字，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文字之一。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汉字的联想》。

【板书课题】二、了解汉字渊源，激发兴趣1、初步了解汉字
的起源与演变过程师：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是甲骨文，是刻
在龟甲或兽骨上的.。

距今已有3千多年的历史了，经过西周的金文、秦朝的小篆、
具有蚕头燕尾特点的汉代隶书、魏晋的楷书，到现代端庄整
齐的方形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如今的文字已变得更加
抽象简练了。

汉字是最富有内涵的字，每个字都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的联想。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汉字的联想》。

板书课题2、联想游戏，讲解汉字象形表意的构型特点(1)、
接下来，我们玩一个联想游戏，请同学将相应的字与图连线。

师：你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些文字的图形和生活中的事物有什
么关联呢?师小结：这些文字和生活中的图形都非常相似，人
们根据事物的外形特征，创造了象形文字。

我们一起来感受是象形文字的象形表意之美。

(2)、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象形文字，你们能猜到古人
是怎么联想到“休”字?师结：同学们的联想力真强!一个人
走的太辛苦了，想找个地方休息下。

这些字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了其所代表事物的某些特征，使
人们看到它便能产生联想，从而领悟它所表达的意思。

3、感悟书画同源师：可见我们的祖先特别的聪明，现代人也
不简单，我们来看这是字还是画?为什么?小结：艺术家用龙



与凤的形象代替了其中的一些笔画，从而表达了这个字的含
义，把字与画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幅图。

【出示农家乐】在这幅作品运用了什么艺术表现形式?在画中
你找到了哪些形象?这些形象有没有字的体现?作者为什么把
这幅画命名为《农家乐》?他想表达怎么样的感受?师小结：
这是一幅抽象的中国画作品，作者用简洁轻松的画笔，表达
出了农家人六畜兴旺、丰衣足食的美满生活，画中大胆的融
入了汉字，增加了画面的趣味性。

5、欣赏、分析学生作品，现在我们来欣赏几幅同学们的作品，
小组思考并讨论以下几个问题：1、这些作品中都表现了哪些
内容?2、用到了哪种艺术表现形式?师小结：这些作品都是以
汉字为题材，画中的汉字的形状特点、构图大小各有特色，
运用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不相同。

6、教师示范：把这文字变成画。

(师边演示边讲解)提示：教师范画时，提醒学生要注意画面
主题内容的呈现。

今天我们学习了《汉字的联想》，将这些文字变成有趣、好
玩的画面。

三、发挥想象，学生创作字画。

1、创作要求：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汉字，并展开想象，用自
己喜欢的表现方式，创作一幅美观、新颖又有趣的作品。

注意：要构图新颖、内容有趣、色彩丰富，使画面具有美感。

2、学生开始作画。



四、展示、评价作品1、举办创意作品展，让学生把作品展示
出来，全班互相参观。

2、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展示栏汇报展出。

1)按作业要求评价：自己评价——小组内评——师生集体评
价。

2)将学生作品制作成宣专栏，供更多的学生欣赏。

请学生在欣赏完别人的作品后，说说自己最喜欢哪一幅，为
什么?提出意见和建议。

3、师生点评作品。

五、课堂延伸，深化情感。

老师还找了一幅画，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奥运
会的会徽小结：这个文字象是一个“人”字，又象是一
个“京”，他似画非画，似字非字，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
这就是中国汉字的魅力所在!“舞动的北京”是一座奥林匹克
的里程碑。

它是用中华民族精古老文明的意蕴书写、华夏子孙品格铸就
出的一首奥林匹克史诗中的经典华章，展示着一个城市的演
进与发展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想与情怀。

这些象形文字都是人们在劳动生活中，用他们的聪明和智慧
创造出来的。

希望同学们继续传承和发展我国的汉字文化，让汉字在人类
的发展中永放异彩。



人美版摆花样教案篇二

我采用了《装饰画》的课件展示各种装饰画面，充分吸引学
生注意力，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及求知欲望。想法和课件都
不错，但是在解说部分有点面面俱到，应有所侧重，这样不
仅可以节省时间，还可加深学生记忆。

接下来我设计了查找资历这一环节，旨在拓宽学生视野。但
学生查找的资料有限，没有把装饰画的相关知识淋漓尽致的
体现出来，知识性、趣味性体验不深，教师在课前应充分带
领学生查找资料。在观看课件——装饰画与我们的.生活有哪
些联系时，我觉得让学生充分讨论比观看课件效果要好，可
以拉近教材与生活的距离。

最后展示部分，学生绘画的作品形式多样，充分体现了新课
改的精神，体现了人人有特色及合作精神。

人美版摆花样教案篇三

《茂密的花》是人教版二年级美术上册第14课的内容，本节
课的教学目标是欣赏自然中和艺术作品中茂密的花丛，发现
花的大小、高矮、疏密、前后的丰富变化。学习用遮挡关系
处理画面，感受前后遮挡在画面中的作用。同时感受大自然
繁茂旺盛、充满生命力的健康美，是学生对生机勃勃的大自
然产生积极的表现热情，引导学生关注自然环境。

在此课之前我们学习过《谁画的鱼》，已经知道用简单的对
比关系表现大小、高矮的关系。那这节课就引导学生联系之
前学过的知识，把花朵表现的有大有小、有高有矮、并加上
前后遮挡。这学期我们刚学习过《会变得线条》，为学生表
现花奠定了线的基础。这节课程的反思如下：

1、在导入过程中我先让学生们欣赏大量不同花朵的图片，开
拓学生视野，并出示每种画的简笔画画法，让学生直观的感



受鲜花的美。为我们接下来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积累，避免学
生在创作实践过程中画的花朵太单一。

2、遮挡关系是这节课的重点，我用对比的方法，分别出示有
遮挡关系的花朵作品和没遮挡关系的花朵作品，请学生分析
那种表现方法画面效果更好，从而引出遮挡关系的重要性。
同样用对比的方法分析有大小不同的花和同样大小的花、高
低不同的花和同样高低的花。让学生清楚地知道大小、高低、
遮挡的重要。

3、教师在黑板上示范画出六朵不同种类的花，让学生学习借
鉴一些不同的花朵画法，丰富学生的绘画语言。可是由于低
年级的孩子模仿力较强，在作业中有几个学生画了一样的作
品，没有新意。我忽略了这点，没有启发他们用不同的方法
表现自己对花的感受。

4、这节课我要求学生改变以往常用的绘画方法，不允许画平
时最常的画白云和太阳，而是让花朵布满画面。同学们的构
图各式各样，花朵的颜色也五次斑斓，作品效果特别出彩。

这节课的收获特别大，看到学生们能画出茂密美丽的花朵，
改变一些以前画画的小毛病，自己的心情也开心的像花儿一
样!

人美版摆花样教案篇四

这是一节立体造型表现课。这样的课是学生最乐于参与的，
学生学习兴趣浓。尤其是面塑是一种新颖、活泼的手工制作
形式，学习面塑不仅要求学生会用面塑的.方法制作小动物，
而是要通过面塑这种形式，重点培养学生概括、动手造型能
力。

首先通过欣赏，让学生初步了解民间面塑的艺术特点，感受
我国民间丰富多彩的面塑艺术的特点。其次在制作环节，我



对制作步骤进行了详细的演示，学生也基本掌握了揉、捏、
压、粘等方法，有的学生也能运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制作出了
自己喜欢的小动物。

面塑是典型的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在注重孩子动手
能力的同时还要注意传统文化的介绍。

缺点：在本课中，由于我讲解的不够详细，学生在制的过程
中，有的工具使用的不充分。还有我在板书书写上，没有提
前试好笔，写的不够清晰，在后面看不清书写的字。这些细
节都是我在今后课堂上需要注意的方面。

人美版摆花样教案篇五

纸板的创想-座椅设计教学反思

本课并不是单纯的手工制作课。在课堂上，我通过不断的引
导学生将座椅与创意与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学生通过
设计与制作，关注生活，热爱生活，敢于创造，善于去发现
美，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由于教学经验的不足，
课堂效果和我想象的有些偏差，不过，我会不断完善自己，
自己做到越来越好。

纸板的创想-成型方法教学反思

纸造型是学生非常感兴趣的学习内容，用材简便，制作容易，
运用纸的'切割、折曲、叠圧、形成有凹凸起伏的立体艺术造
型，有较强的立体效果与装饰效果，学生在设计、制作的过
程中，可以体会到艺术的美感和成功的愉悦。

手绘线条图像-物象空间的表达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