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二年级美术教学方案新颖教案
设计(模板5篇)

为了确保事情或工作有序有效开展，通常需要提前准备好一
份方案，方案属于计划类文书的一种。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
各种因素，包括资源的利用、时间的安排以及风险的评估等，
以确保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二年级美术教学方案新颖教案设计篇一

教学目的：

1、简单了解有关居室的功能和特点、以及不同地区、民族在
设计上的不同文化和习俗。了解自己的小天地不仅有一般居
室的特点，还要有表现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2、使学生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去表现和设计自己理想中的小天
地。尝试用绘画的形式表现自己对幸福生活的喜爱之情，表
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3、培养学生善于观察自己身边的事物，引导学生做生活中的
人。启发学生通过设计、表现自己的居室，体验生活的乐趣;
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教学重点：通过了解有关居室设计的文化、习俗。加深对自
己身边居住环境的了解，唤起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教具准备： 课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1、教师作自我介绍，学生依次作自我介绍、

二、导入新课：

课件。引导学生观察教材中的《夏邦蒂埃夫人和孩子们》

学生欣赏讨论：

1、从画中你看到了什么?感觉怎样?

2、从画中、文字中你了解到了那些东西?

教师根据学生回答补充介绍《夏邦蒂埃夫人和孩子们》的相
关知识：

1、古典油画的特点

2、《夏邦蒂埃夫人和孩子们》的画面特点

第二课时

一、组织教学：

二、导入新课：

课件。引导学生观察教材中的图片和小朋友作品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欣赏了古代名作《夏邦蒂埃夫人和孩子
们》，这幅作品虽然好，可是同学们总觉得它离我们台遥远
了是吧?现在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现代一点的东西。

提问：



1、你看到的都是些什么地方?你最喜欢那一个设计，它有什
么特点?

3、你对你的小天地满意吗?

4、你理想中的小天地是怎样的?它的布置应当具有什么功能
和特点?

5、你准备怎样去改进你的那片小天地呢?

(学生讨论)

想一想，在你动手的时候你会遇到些什么困难?(内容、比例、
层次等)

三、学生作业：

要求：可凭记忆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设计自己的居室。

教师指导

四、学生作品展示：

学生交流讨论

1、其他小朋友的作品有什么值得我们学的地方又有什么需要
改进的地方

五、拓展：

运用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试着设计我们的教室、校园等。

小学二年级美术教学方案新颖教案设计篇二

一、教学内容与目标：



1、显性内容与目标：

应知：了解机器人的相关知识，指导机器人与人有着密切的
关系。

应会：能用绘画的方法画一个机器人。

2、隐性内容与目标：

启发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关注，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的热情，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机器人的种类、特点和功能，利用多种绘画用具
进行绘画创作，或利用废旧材料设计制作。

难点：生动地表现机器人的功能和作用。

三、教学准备：

课件、绘画工具和多种制作材料。

四、教学过程：

1、欣赏?感悟?畅想：

检查学生学习用具准备情况，调节学生情绪。

找学生装扮成机器人与大家见面交流。

讲授新课：

2体验?表现?创新



(1)展示机器人文字资料。

(2)展示机器人图片资料。

(3)展示表现机器人的优秀作品。

(引发学生观察机器人的种类和特征，激发热爱科学的情
感。)

(1)为什么叫机器人?

(2)机器人能做什么?

(3)机器人必须是人的样子吗?

(4)机器人是使用什么材料制作的?

展示表现机器人的功能和作用的图片。(让学生初步了解有关
机器人的科学知识，体会机器人与人的关系。)

提出问题：机器人都有哪些功能和作用?

师概括，在各行各业中(农业、工业、服务行业、军事等)都
用到了机器人，它的种类非常多。能帮助人们做好多的事情。

出示课件：讲解机器人制作的基本方法。(手工制作和绘画的
方法)

手工制作：巧妙使用生活中的废旧物制作机器人。

绘画法：用水彩笔或水粉染料完成。

3、展示?交流?评价

(1)分析生活中有哪些废旧物品可以再利用?课本上都用了哪



些废旧物品制作的?

(2)绘画作品中，画的是什么内容，她是怎么样表现机器人的
功能的?

4、学生作业，教师巡回指导：

作业要求：

小学二年级美术教学方案新颖教案设计篇三

活动一：

(出示范例)

l同学们，这件工艺品漂亮吗?(漂亮)

l这件工艺品表现的是什么形象?(人物)

l你们能不能看出这件工艺品是用什么做成的?[可让学生用手
摸一摸]

[学生小结]

那么，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得呢?[学生自由猜]

小结：这么精美的工艺品都是用一些废弃物做成的。

活动二：

1.材料展示：

你今天都带来了哪些废旧物品?[学生展示]



2.分析：

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废弃物都是什么形状?都有哪些颜色?[分析
造型与色彩]

3.构思练习

[讨论形象的组合与材料的选择]

出示几样大小不同的废弃物，请学生进行联想并把自己的想
法画一个简单的草图。

交流构思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意见。[鼓励学生大胆的谈出自
己的感想]

[出示形象]

4.制作步骤

通过刚才的交流你是否也能将自己手中的废弃物来设计一下
使其变废为宝呢?

我们应该按照怎样的步骤去进行制作呢?请同学们分组交流拿
出制作方案来。

请学生进行小结。

5.欣赏

课本中就有许多运用废旧材料进行制作的工艺品，请大家来
欣赏一下，看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活动三：

我要开一个工艺品商店，我这个工艺品商店出售的可不是一



般的工艺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用废弃物来制作而
成的。而你们就是这些作品的设计师，好，就请大家快动手
吧。

l学生可以自由组合几个人完成一件作品。

能力弱的同学可以进行临摹制作，也可以制作的形象简单。

[放音乐]

小结：

今天是我们工艺品商店开业的日子，请大家来当顾客选择你
最喜欢的工艺品。[评析]

札记：

评价时我说：“如果不知道我真不相信这些工艺品是利用废
弃物制作而成的，由此可见每一样东西只要我们能留意加以
精心的设计就能将其变废为宝。”这句有些夸大事实的话学
生却很爱听，因为老师肯定了他们的努力。所以说，有时教
师的一句话，可能成为促进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催化剂，也可
能成为毁灭剂。

小学二年级美术教学方案新颖教案设计篇四

教学挂图两张(课文插图)。

【多媒体】

1、音响效果：电闪雷鸣和雨声。

2、ppt读读抄抄中的三句话，带点的字用红色。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4个生字，会写本课要求写的12个字。

2、默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象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景
象。

3、有观察天气变化的兴趣。

【重点难点】

想象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景象。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揭示课题

1、(播放电闪雷鸣和下雨声的音响)小朋友，听听，这是什么
声音?

2、我们常常走进大自然，去探索宇宙的奥秘。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自然景象——雷雨。

初读感知

1、请小朋友先读读课文，有不认识的字，请课文下面的小动
物来帮帮你。

2、谁觉得自己能把课文读通，就读给大家听听吧。

3、课文是怎样向我们介绍雷雨的，小朋友能说说吗?(根据学
生回答板书：雷雨前、雷雨时、雷雨后) 自由读。

指名读。



再读感悟

1、这课文写得非常有顺序，请同学们分组讨论讨论，写雷雨
前、雷雨中和雷雨后的分别是课文的哪些地方，找到了分组
默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象当时的景象。注意：默读不能动
嘴，可以动手作作记号。

2、同学们请把想到的在朗读中表达出来。可以先读给你的同
桌听一听，让小伙伴来评评你读得怎么样。

3、(出示课文中的两幅插图)小朋友看看这两幅图有什么不一
样?它们分别描绘出了什么时候的景象呢?请你找出课文的相
关部分读一读，再说一说。

4、这课文有些句子很美，谁愿意把你最喜爱的句子读给大家
听听?听的同学如果觉得他读得准确优美，你也可以模仿他的
语气读一遍。

朗读展示。

我的发现 (课件出示课后读读抄抄的句子)请大家看这三个句
子，注意带点的词，看谁有新的发现。

是呀，如果把垂下来换成掉下来就没有这么形象了。这里还
连着丝呢。

发现带点的词用得很好;

发现用其他词来换带点的词就没有这么好了;

发现带点的词都是表示动作的词。 指导写字 1、出示：彩虹、
蝉、蜘蛛。仔细观察这几个字，找找它们有什么特点。

2、出示逃、越，自己比较一下这两个字，看看有什么异同。



再看老师写字，说说写时要注意什么?

3、出示：沉、压，看看写这两个字要注意什么?

出示：陈，你是怎样记住这个字的?

4、跟老师一起写垂字： 注意看它的笔顺和笔画有什么变化?

5、请大家观察一下，剩下的几个字该怎样写才能写好看呢?

6、下面，请大家先在书上把这几个字临写两遍，然后再在写
字本上临写两遍。

四个字都有虫字旁，蜘的虫字旁最瘦。彩字右边的三撇是上
下排列的，起笔处要在一条垂线上，第二撇起笔处在横中线
上。

一个是走之旁，一个是走字旁。

都是半包围结构，逃先写里边的部件，越先写走字旁。

沉右边不要写成宝盖，压不写成广字旁，不要漏写最后一点。

熟字换偏旁。

上边的撇要写得短而平，下面的横逐渐加长，最后一横又缩
短很多。

练习书写。

作业：

1、让我们边看课文插图边读书吧。

2、我们看看82页下面的.学习伙伴在说什么，谁读一读他的



话?

3、你们也想写观察日记吗?那我们也注意观察天气的变化，
写一观察日记吧。写好了大家交流交流。

看图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读学习伙伴的话。

5、范读写雷雨时的段落，指导读出感情。 默读课文。

分组读课文，互相评价。

看图选读课文。

小学二年级美术教学方案新颖教案设计篇五

教学内容：

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第二课

教学目标：

1.默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声音
表现雷雨前后的不同景象。

2.有留心观察天气的兴趣，能写观察日记。

3.阅读《新语文主题阅读》中的《大自然的语言》和《走进
大自然》，通过朗读了解大自然的八种语言。

4、能通过朗读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



图文结合感受雨前、雨中和雨后的不同特点。

教学难点：

有留心观察天气的兴趣，能写观察日记。

教具：多媒体课件。

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读中感悟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了解了这么多大自然的语言，那你们有没有听过大自然的
交响曲——雷雨呢?请闭上眼睛听这场雷雨。(播放课件)

2.师：听到这场雷雨，你们想到了哪些词语?。

3.过渡：同学们，夏日炎炎，骄阳似火，一阵雷雨，送来清
凉，声声蝉鸣，阵阵蛙叫，一群孩子，尽情玩耍!雷雨给夏天
带来了无限乐趣!想不想到雨中走一走?这节课，我们就一起
走进大自然，聆听大自然的交响曲——雷雨!(点出课题)

4.板书课题。

二、学习字词

昨天学习了文中的生字词，你们还认识它们吗?

1、字词检查(课件出示词语)

2、开火车读词语

3、表演读“乱摆 压下来 垂下来“



4、指导写“垂“字

三、复习课文内容

1、还记得这三幅画面吗?(课件出示三幅图)

2、谁来说一说这三幅图展现的是什么?

3师小结：这三幅画面展现的就是雷雨的发展变化的过程。

(教师板书：雨前 雨中 雨后)

4师：还记得哪几个自然段写雨前，哪几个自然段写雨中，哪
几个自然段写雨后吗?

5读课文：师：我们再读一读这不同的场面，初步感受一下雷
雨的变化过程。

四、学习雨前段落

过渡：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课文去看看雷雨前的情境。

出示阅读提示：请同学们默读课文一至三自然段，找一找课
文中都描写了哪些景物?并用铅笔把词语画出来。

1、第一自然段

(2)谁能读出压下来的感觉!(练习读)

(3)引读：天真闷啊!难怪树上的叶子——蝉——

(4)师：这就是蝉，(出图)它还有个名字叫什么?(知了!)

从一动不动你能感受到什么?从一声也不叫你又能感受到什
么?



(5)练习读句子

2、第二自然段

过渡：雷雨来临之前，天暗了下来，空气是那样的闷热潮湿，
一丝风也没有，连爱唱歌的蝉都闭紧了嘴巴，静静地静静地
等待一场大雨的来临。可这沉闷的气氛转眼间就发生了变化。

(1)引读：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一只蜘蛛从网上垂
下来，逃走了。

(2)谁打破了雨前的沉闷。哪个词语说明风来的快? 风大到什
么程度了? 还有什么可以说明风大，看后面的句子想一想。

(3)蜘蛛怎样逃的，在文中找一个词语。蜘蛛为什么不从树上
爬下来呀?

(4)这么大的风后面会是多大的雨呀?赶紧跑吧!练习读句子。

3、第三自然段

(1)大风之后，(课件点击)生读句子 。

(2)练习朗读。

五、学习雨中段落：

师：在大家的呼唤声中，雷雨终于来了!

看——(课件欣赏)

1、自己读一读，把雨从大到小的变化过程读出来。

3、坐在屋内向外往去，又是什么感觉?看不清什么了?这样的
景象用一个词来形容?



4、整个世界都穿上了雨做的外衣，大家一起来读雨中的段落，
让我们再次感受雷雨的神奇!

六、学习雨后段落。

过渡：雨停了，请一位同学给大家读一读最后一段。

1、看到彩虹，又想到了什么词语?

(生说词语)(彩虹)都有什么颜色?一人说一个!

2、赤橙黄绿——怎么能不美呢?看到这么美丽的彩虹，你们
的笑容呢?就带着这样的表情齐读最后一段!

3、(点击课件)听!蝉叫了!它在用声音表达心中的喜悦!(点击
课件)蜘蛛好不容易又回来了，坐在网上，此时此刻它又会是
什么心情呢?(点击课件)连小青蛙也想和你们一起大声赞叹!
请同学们带着动作再一次有感情读最后一段。

七、练习

1、排序：课文读懂了，你能把这几个句子按正确的顺序排列
起来吗?

2、练习二：

(1)太阳和彩虹，我想把彩虹先挂在天空，后写太阳，行不
行?

(2)树上有蝉又有蜘蛛，那它两个可以颠倒顺序吗?

(3)作者在观察雨后的景象时是按什么顺序观察的?

(点击课件)从上到下的顺序观察的。



八、总结

师：学了这篇课文，我们不仅要了解到雷雨发展变化的过程
和它的特点，还要从课文中学到写观察日记的方法。其实这
篇课文就是一片观察日记，我们来把它改成日记的格式。

师板书：观察日记

1、日记格式是有要求的，第一行要些什么呢?

2、要写好观察日记要注意什么呢?这个小儿歌能给你帮上忙。

——生读儿歌

九、拓展

1、老师请你们观看几幅雨后的图片，你们可要仔细观察并展
开想象。

2、同学们想一想，雨后还有哪些美景呢?

3、作业：观察日记 雨停了……

把刚才观察到的雨后景象加上自己的想象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