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中美术课教案详案(汇总9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
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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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美术课教案详案篇一

：

教具准备：图片、录象资料、多媒体课件六、教学过程：播
放一段祖国大好河山的风景宣传片，吸引学生兴趣，再引入
中国古代园林。

在中国建筑体系中，园林建筑是综合性最强艺术性最高的一
个门类，它综合了建筑、园艺、美术、音乐、文学、生态学
等学科，兼有欣赏性和实用性。凝结了中国知识分子和能工
巧匠的勤劳和智慧，突出地抒发了中华民族对大自然的热爱
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中国园林艺术在世界园林建筑中
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一，它以其悠久的
历史、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影响力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

1）大家觉得园林是什么样的呢？

2）建造园林的必要因素有哪些呢？

3）我过园林有哪些类型呢？

4）古人造园的目的是什么？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人生观和自
然观呢？

5）我国园林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园林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的灵囿
（“囿”是中国古代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的一种园林
形式。）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园
林逐渐形成独特的民族形式，自成体系。它的主要特点是崇
尚自然而又妙造自然，把人工美与自然美巧妙地结合起来，
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自然山水式园林。由于文人参予园林的建
设，中国古代的园林充满了文人气息和诗情画意。“诗情画
意”是中国园林的精髓，也是造园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为达到这一目的。造园艺术家常利用古人诗文与造景的结合。

高中美术课教案详案篇二

高中班级素描
在庆阳二中，有这样一个班级，他的孩子们来自个各大学校，
共同组成了高一（3）班。

他们一起经历，一起成长，一起学习。有过矛盾，有过迷茫，
有过欢乐。他们是一群朝气蓬勃的90后。有着叛逆的性格，
有着奋发的精神，有些坚强的毅力。他们从相遇到相识到相
知，回忆这一年以来的日日夜夜，有过笑声，有过泪花，但
是我们的心中依然充满阳光，充满喜悦。

有这样一个班级，有着一群可爱的学生，有着一群对学习的
充满渴望的祖国的花朵，他们风风雨雨，共同经历了一年，
如今，他们却要分开了。

我们有一个看起来已被岁月侵蚀了的英语老师（樊文军），
作为老牌的教室，教学很努力，但是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兴
趣不足，所以英语课是很荒凉的，英语课上课铃声一响，下
面同学睡倒汪洋一片，但是他还是能很淡定的上课。对此熟
视无睹，有时候他还是很幽默的，给我们讲故事。

我们有一个看起来并不漂亮但是极具母爱的语文老师（牛
萍），语文课上，睡觉的同学一大片，但是他总能滔滔不绝。



用她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催眠，她上课和认真，教学刻苦，用
自己毕生的知识灌溉我们。唉，面对我们这样一群学生，不
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

我们有一个精干的物理老师（刘庆峰），他用自己丰富的知
识，灵活的方式，来开导学生们对于物理学习的兴趣，提高
我们对于物理里的学习渴望，使我们明白了物理这门科目的
神奇，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学好的，他也是我们的分校校长。

我们有这样一个政治老师（葛玉龙），上课了，我们看书，
他又飞起了他的兰花指书法，然后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以
自己丰富的知识来教育我们，讲到重点时还给我们以故事的
方式来使我们理解。

我们有这样一个地理老师，地理是一门很枯燥的科目，但是
他总能用自己生动的讲课方式来提高学生对于地理学习的兴
趣，来了解地理，懂得学习地理的作用。

这个班有这样一群孩子，班长：张佑实，他是一个很负责的
班干部，有为班级服务的意识。学习好，人也好。副班长：
李志强，学习好，班里的学习尖子，人也幽默，活泼开朗。
副班长：喻若彤，人长得漂亮，学习也好，性格开朗，生活
委员：张文，对于班级工作尽力，爱玩，爱坏蛋向往谢文东
的生活。学习委员：司静，个子不高，人很单纯，爱笑。体
育委员1:栗如意，人很精神，爱打篮球，精力充沛。体育委
员：李相彤，爱出风头，但是有很强烈的责任意识。文艺委
员：张亚甜，对班级工作负责，但是缺乏一定的自我心理。

语文课代表：司甜甜，数学课代表：喻若彤，英语课代表：
芮玉艳，物理课代表：吴怡颖，化学课代表：刘兆家，政治
课代表：白永强，历史课代表：班宝鹏，地理课代表：焦小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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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术课教案详案篇三

使学生对欧洲17|18世纪绘画的主要成就及主要画家、作品有
所了解、认识，主要了解伦勃朗、鲁本斯、委拉斯凯兹等画
家及作品。开阔眼界、提高认识、增进知识，培养健康的的
审美情趣和感受、体验、鉴赏艺术美的能力。

引导学生认识绘画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17世纪三大
油画家介绍。

学生分析作品、理解作品的能力培养。

课件制作

课时：1课时

学生和教师活动

组织：

导入：

学生有关伦勃朗的资料介绍。

（问题）伦勃朗是什么时期的人物？或作品出现引出课题

展开：

1、《夜巡》又名《阿姆斯特丹射击手公会群像》（1642）
（画布油画）

（内容）作者画的是什么？

（教师介绍）



幻灯比较：集体肖像画形式

思考：《夜巡》的画面构成有什么不同之处。为什么伦勃朗
这样画，你觉得好不好？

讨论——表达

得出伦勃朗作品的特点。

《杜普教授的解剖课》（1632）（画布油画）

请学生欣赏

（分析）伦勃朗的成名作

2、《宫女》（1656）（油画）肖像画

欣赏作品（教师介绍作者）

作品特点分析画风写实，运用强烈的明暗对比。

其它作品欣赏

3、《劫夺吕西普斯的女儿》（1617）

神话故事画

介绍鲁本斯（教师）

欣赏作品（内容）

分析作品的特点（学生）

总结特点（师生）



提示：是巴洛克艺术华丽恢弘的特点。

鲁本斯其它作品欣赏。

4、《荷拉斯兄弟之誓》（1784）

达维特（历史画）

题材介绍

分析作品人物、神态、动作

学生小结主题

5、《1808年5月3日的屠杀》（1814）哥雅（历史画）

小结：

知识性内容

组织：

导入：

伦勃朗（1606～1669）出生于莱顿一个磨坊主的小康人家，
曾入过大学，不久缀学当了画家，干上了专画肖像的热门职
业，1631年定居阿姆斯特丹，并娶了一个富家小姐（莎斯基
亚）。妻子富裕的家庭为伦勃朗事业成功的基础。直到1642
年妻子去世前，伦勃朗一直是上流社会的肖像画家。此后，
他的事业开始衰落，伦勃朗开始陷于债务之中。当伦勃
朗1669年去世时，他除了几件旧衣服和画具外，没有留下任
何财产。人世沧桑，人情冷暖，给伦勃朗的绘画打上了强烈
的生活烙印。

展开：



1、《夜巡》（1642）（画布油画）

（内容）是当时阿姆斯特丹射击手公会（一种保安武装）请
伦勃朗绘制的一幅生活群像画。伦勃朗把它处理成以队长班
宁·柯克为中心，射击手连执行一件紧急任务即将出发的场
景。

伦勃朗作品特点：利用光线来塑造形体、表现空间和突出重
点。画面明暗对比强烈，虚实结合，层次丰富，气韵生动，
后人称之为伦勃朗式的明暗画法。

2、《宫女》（1656）（油画）

委拉斯凯兹（1599-1660）是17世纪西班牙最杰出的画家。出
生于西班牙南部塞维拉。12岁学画。1623年应召到首都马德
里为国王菲利普四世画像，一举成名，被任命为宫廷画
师。1649年第二次去意大利画了《教皇英诺森十世像》。终
身在宫廷工作。最后在繁杂的事物中劳累而死。一生创作了
大量的肖像画、神化故事、风俗画。早期作品《煎鸡蛋的老
妇》（1618）、《塞维尔的卖水者》（1619）。

《宫女》是晚年挤时间完成的本人一幅特殊形式的肖像画。
作品特点：画风写实，运用强烈的明暗对比。

3、《劫夺吕西普斯的女儿》（1617）鲁本斯（1577-1640）
是17世纪佛兰德斯（比利时）最著名的画家。擅宗教、神话、
历史、风俗、肖像、和风景画。宗教信仰上，他是保守派。
但绘画上，努力吸收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加上他极富
想象力和创造性，形成了一种气势宏伟、色彩丰富、运动感
强的鲜明画风。

作品取材于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孪生子劫夺迈锡尼国王的孪生
姊妹的故事。鲁本斯的兴趣不在于情节本身，而在于通过劫
夺和反劫夺的戏剧性激烈斗争构成的强烈动势的构图。热烈



明快的色彩和富于肉感的人体，是鲁本斯绘画的特点。这是
对人的生命力的积极肯定和歌颂。

4、《荷拉斯兄弟之誓》（1784）历史画

题材：罗马城和邻城阿尔巴交战，双方各派三兄弟格斗，以
定胜负。而双方之间又有姻亲关系。但是，罗马城三兄弟毅
然挺身而出，大义灭亲。

主题：个人情感要服从国家利益。

5、《1808年5月3日的屠杀》（1814）哥雅（历史画）

小结：

后记：9班：今天上课教学效果较好，原因多方面。1、学生
查找的资料是一个网页，学生较有兴趣，且图片较多。学生
的图片给同学有一种吸引力。2、导入的方法较合适。顺着学
生的讲解，从伦勃朗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代1642年入手，
提出设问：为什么说1642年对伦勃朗一生来说有转折性的意
义。然后讲解欣赏《夜巡》，采用与《杜普教授的解剖课》
对比的方法，让学生了解《夜巡》受冷遇的原因。3、主次较
为分明。伦勃朗、委拉斯凯兹、达维特作为重点。

高中美术课教案详案篇四

里极有必要将古今中外优秀的园林艺术介绍给学生，从而帮
助学生开阔眼界，提高审美品位，感受园林艺术“巧夺天
工”的魅力。。

通过本课教学，学生们能够深切领会中国园林艺术的精髓，
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拓宽眼
界，兼容并蓄，领略外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培养学生热爱祖
国，继承并弘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怀，增强学生保护文物、



文化遗产的意识。

重点：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皇家园林，建立对园林艺术概貌的
认识，培养初步的鉴赏能力。通过课文图版提供的中国古代
园林艺术的典型实例，了解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主要特点。
难点：对于建筑艺术的欣赏，最好是实地参观，但仅凭课堂
所提供的一些图片，难以是学生真正理解课文的内容，教学
时应当克服这些困难，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效果。

在新课程标准探究性、实践性、体验性等原则的指导下，这
节课通过对于园林的图片展示以及视屏解说，激发学生对古
代园林的浓厚兴趣；通过多媒体的播放，让学生对古代园林
的鉴赏能力有所提高；通过视频学习，了解中国古代皇家园
林，看教材自学、分组讨论，探究实践等多元学习方式的运
用，发展和提升学生自主性、合作性、探究性学习的意识和
能力。

：教具准备：图片、录象资料、多媒体课件六、教学过程：
播放一段祖国大好河山的风景宣传片，吸引学生兴趣，再引
入中国古代园林。

在中国建筑体系中，园林建筑是综合性最强艺术性最高的一
个门类，它综合了建筑、园艺、美术、音乐、文学、生态学
等学科，兼有欣赏性和实用性。凝结了中国知识分子和能工
巧匠的勤劳和智慧，突出地抒发了中华民族对大自然的热爱
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中国园林艺术在世界园林建筑中
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一，它以其悠久的
历史、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影响力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

（提出问题引起学生思考）：

1）大家觉得园林是什么样的呢？

2）建造园林的必要因素有哪些呢？



3）我过园林有哪些类型呢？

4）古人造园的目的是什么？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人生观和自
然观呢？

5）我国园林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园林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的灵囿
（“囿”是中国古代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的一种园林
形式。）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园
林逐渐形成独特的民族形式，自成体系。它的主要特点是崇
尚自然而又妙造自然，把人工美与自然美巧妙地结合起来，
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自然山水式园林。由于文人参予园林的建
设，中国古代的园林充满了文人气息和诗情画意。“诗情画
意”是中国园林的精髓，也是造园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为达到这一目的。造园艺术家常利用古人诗文与造景的结合。

中国古代园林，是把自然的和人造的山水、花木以及建筑等
融为一体的游赏环境。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皇家园林，面积较大，气派宏伟，如圆明园、颐和园等。
二是私家园林，风格因园主的情趣而异，如苏州的拙政园、
网师园等。

三是城郊风景区和山林名胜，如杭州西湖、无锡鼋头渚等。
这种园林规模较大，多是把自然的和人造的景物融为一体。

活动设计：分组进行讨论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的不同。

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的比较

皇家园林私家园林

占地面积大，纳入了真山真水，追求宏大的气派。



占地面积小，风格素雅，装饰精巧，注重追求诗情画意的艺
术境界。

建筑设计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处处显示了皇权至上的思
想

受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建筑美、人文美与自然美
巧妙结合，处处营造恬静、安详、舒适的自然氛围。

雕梁画柱、金碧辉煌、雍容华贵具有浓厚的宫廷色彩，显示
古代帝王的纵情享乐自私心理因地制宜，仿效自然，移天缩
地，有限的的空间里创造出无限的丰富的风景。

园林特点：

中国的自然山水式园林，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仿自然，以人工
的力量创造自然的景色，体现了中国古人尊重自然并与自然
相亲近的观念。在园林的布局上强调自由曲折。我们江南面
积较小的私家园林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中国园林布局的另一个特点是划分景区和空间，以及善
于“借景”。借景是中国古代园林突破空间局限、丰富园景
的一种传统手法。把园林以外的风景巧妙地引“借”到园林
中来，成为园景的一部分。例如无锡寄畅园“借”锡山的景。

其中，苏州园林是我国园林艺术的主要代表作品之一。接下
来播放一段苏州园林的视屏，并提问同学们对于苏州园林的
感受。

课堂总结：园林的历史发展；

中国园林的分类；

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的不同点；



园林特点；

本节课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园林的发
展史以及特色。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爱上祖国的传统文化，
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情感。

高中美术课教案详案篇五

1、引导幼儿画正面人，表现人物的基本形象和主要特征。

2、在折折、画画中进行比较，感受娃娃长高了。

白纸、记号笔、蜡笔等。

一、引起兴趣。

1、教师出示娃娃提问：这个娃娃缺少了什么？（身体、
手……）

2、变魔术师：让我来把娃娃的身体和手变出来吧！

教师展开纸的第二段：身体出来咯！手臂出来咯！

教师展开纸的第三段：娃娃的裙子出来咯！娃娃的小手出来
咯！

二、制作"会长高的小人"。

1、折纸师：将纸对折，再对折，然后把纸打开。

（提醒：用手指在对折处用力地按一下）

2、观察长纸条提问：长纸条变成了几个小方块？（四个）在
四个小方块里分别要画上什么呢？--出示完成的作品，引导
幼儿观察。



（头、身体、裙子、脚）

3、画脑袋教师演示折纸，露出第一格和第四格方块提醒：将
纸按不同方向来回折。

师：在第一个里画上娃娃的脑袋，可以画个小妹妹，也可以
画个小弟弟。

（提醒：不要画得太小，圆圆的脑袋要把第一格撑满；注意
不要画到第四格去。）

4、画脚师：在第四格里画娃娃的脚，两条腿要一样长。

（提醒：脚长得长长的，把第四格撑满）5、画身体师：请打
开长纸条，在第二格和第三格用同样的方法画上身体和裙子/
裤子。

三、涂色。

师：娃娃画好了，现在让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蜡笔，来给娃
娃涂色吧！

提醒：颜色涂均匀，不要涂到线外面。

四、作品欣赏。

幼儿互相欣赏完成的作品，说说那个娃娃画得好，好在哪里？

1、游戏：我们会长高幼儿用作品一起玩我们会长高的游戏。

2、选择长度不同的长条纸画人，从矮到高排一排。

高中美术课教案详案篇六

本课题选自人教版普通高中美术鉴赏第二课《传统艺术的根



脉——玉器、陶瓷和青铜艺术》。陶瓷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
中的一个精髓部分，本课通过对陶器的产生、发展及古代瓷
器的介绍，使学生对陶瓷的艺术价值和文化积淀有了初步的
认识，同时激发学生对陶瓷的赏鉴和陶瓷文化产生浓厚的兴
趣。

1、让学生了解中国原始社会陶器的产生及艺术成；了解中国
古代瓷器的艺术成就。

2、体会从造型与装饰的结合方面，欣赏工艺美术作品。

3、让学生初步了解祖国传统的陶瓷艺术的历史，增强民族自
豪感。

教学重点：让学生通过各种活动环节，进行学习探究，了解
陶瓷的发展史，以及不同时期陶瓷的制造工艺和主要艺术特
点。

教学难点：了解陶瓷装饰纹样、图案的含义。动手制作一个
有特色的陶器作品。

在新课程标准探究性、实践性、体验性等原则的指导下，这
节课通过模拟“陶瓷艺术博览会”实物展示，激发学生对陶
瓷品鉴的兴趣；通过多媒体的播放，让学生对古代陶瓷艺术
品的鉴赏能力有所提高；通过视频学习，了解陶瓷的制作流
程，看教材自学、分组讨论，探究实践等多元学习方式的运
用，发展和提升学生自主性、合作性、探究性学习的意识和
能力。

1、学生课前搜集一些有关陶瓷的知识，（如果有条件）准备
一两件陶瓷工艺品。准备一些陶土、塑料刮刀或竹片、塑料
袋、水粉颜料等。

2、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具有代表性的陶瓷艺术品四件。



（一）创设情景，活动导入。

设置环境：教师在黑板上板书“陶瓷艺术博览会”，并在教
室一角布置一个小展区，在展区中布置好师生带来的陶瓷艺
术品。

1、教师导语：同学们！今天，我们搞一个“陶瓷艺术博览
会”活动，首先请大家来鉴赏这些生活中常见的陶瓷艺术品。
谈一谈，你最喜欢或者最为关注的一件陶瓷艺术品，同时说
出你喜欢、关注的理由。如果在鉴赏时有什么疑惑不解的地
方，可以在小组交流时一并提出来。

2、学生分小组鉴赏、讨论，交流自己喜欢、关注的陶瓷并说
出喜欢的理由，同时提出不懂的问题。

3、每一小组组长代表本组交流鉴赏感受，提出不懂的问题。

学生汇报归纳：喜欢陶器的古朴、喜欢陶器上面粗狂、简洁
的花纹。喜欢造型独特的陶器。

高中美术课教案详案篇七

美术班的教学和其它非艺术班的教学有很大的不同，学生既
要学习文化知识，又要学习专业科知识。时间非常紧张，并
且文化科知识的学习肯定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大部分学生
的基础也很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在有限的时间里能比较
快的提高成绩呢，我和我们数学备课组全体老师群策群力想
了好多办法和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具体做法如下：

高三数学备课组，在资料的征订，测试题的命题，改卷中发
现的问题交流，学生学习数学的状态等方面上，既有分工又
有合作，既有统一要求又有各班实际情况，既有"学生容易错
误"地方的交流又有典型例子的讨论，既有课例的探讨又有信
息的交流。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有我们探讨，争议，交



流的声音。

深入学生中去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学习水平和学习能
力，在第一次测试中，学习成绩比估计要高，此时及时调动
教学内容，加大课堂容量，提前渗透数学思想方法，使教师
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是符合学生的学习实际情况，做到了有的
放矢，让每一位同学在课堂学习中得到属于自己的收益。

热爱学生，走近学生，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鼓励的话，都能激
起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进而激活学习数学的思维。

抓好"三中"即中等题，中等分，中等生，对学生来说认真研
究好中等题，拿好中等分是基本，是高考信心的保证；抓好
中等生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

高三复习注意到低起点，重探究，求能力的同时，还注重抓
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的信息点，易错点，得分点，培养
良好的审题，解题习惯，养成规范作答，不容失分的习惯。

认真分析数学临界内的临界生和临界外的临界生的学习数学
的状态，采用分层管理和分层教学。比如说每次测试都能
在90分以上的同学，应给他们以自由度，课后可做一些适合
自己的题目。对一些优秀学生，我们采用了科组集体力量或
聘请外来教师加强提高辅导，能进能出，激起学生的竞争意
识，增强有效性；对一些数学"学困生"，采用了低起点，先
享受一下成功，然后不断深入提高，以致达到适合自己学习
情况的进步和提高。

学好数学，除了智力因素以外，还有非智力因素特别是心理
方面，一些同学害怕学不好数学，或者以前数学成绩一直下
好，现在也一定学不好等，我们采用了个别交流学习方法，
学习心得等，告诉学生只要做好老师上课讲解的，课后加强
领会，总结，一定会有进步的，不断关怀，帮助，指导，学
生积极性提高，问的问题也多了起来，学习成绩也渐渐提高



了。

高中美术课教案详案篇八

3.通过烧制黏土球和观看视频，了解陶器的加工方式和生产
过程；

4.通过欣赏、了解博物馆中的福泉山陶器和珍宝，感受福泉
山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古上海人的智慧，增强对家乡文化的热
爱。

重点：了解黏土的特性。

难点：知道陶器加工方式和发展历程。

1.器材：酒精灯、火柴、培养皿、黏土球、烧烤钢签、湿抹
布、有水的烧杯、护目镜等。

2.课件：自制ppt演示文稿。

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认识黏土的特点，陶器的加工方
式及欣赏博物馆中的陶器三个部分。

本节课设计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通过观察新石器时代初期
较为粗糙的古陶器图片，猜测人类最初制作陶器的原料——
泥土，进而通过交流课前用泥土制作土碗的感受，得出泥土
制陶的缺点，提出改进的方法，引出制陶的主要原料——黏
土；接着，通过比较校园中采集的土壤和黏土，发现黏土的
特性：颗粒小，黏性强；然后，用烧制的方式-§进一步探究
黏土变得坚固且不可逆的特点，同时观看视频，初步了解陶
器的加工方式及生产过程；最后，通过欣赏、了解博物馆中
的福泉山陶器，感受家乡福泉山悠久的历史文化，引发课后
到青浦博物馆实地考查进一步了解福泉山文化的兴趣。



本节课要突出的重点是：了解黏土的特性。方法是：首先通
过观察比较校园土壤和黏土的区别，知道黏土颗粒小、黏性
强的特点；再通过观察加热后的黏土，知道黏土加热后会变
色、变硬且这个变化不可逆的特点。

本节课要突破的难点是：知道陶器的加工方式和发展历程。
方法是：首先，通过制作泥碗、思考如何改进材料等活动，
初步知道陶器原料选择上的演变过程；通过比较烧制的黏土
球和阴干的黏土球，知道陶器的加工由晾干到简单烧制，再
到烧窑的演变过程。最后通过观看视频进一步了解陶器完整
的加工方式和生产过程。

本节课的教学特色是以家乡福泉山古陶器发展史为线索，以
陶器为载体，引导学生探究陶器的主要原料黏土的特性，并
在此过程中，了解陶器的加工、生产及其演变的过程。此外，
本课结合青浦小学自然的“爱实验”公众号发布任务单，引
导学生课后到青浦博物馆进一步了解福泉山文物。

高中美术课教案详案篇九

通过本课教学，学生们能够深切领会中国园林艺术的精髓，
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拓宽眼
界，兼容并蓄，领略外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培养学生热爱祖
国，继承并弘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怀，增强学生保护文物、
文化遗产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