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单元教学设计美术教案及反思
人教版美术单元教学设计(实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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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单元教学设计美术教案及反思篇一

原始人的创造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让学生了解原始美术作品的背景、材质、色彩、
图形、造型、实用功能等表面特征及作品的内涵。

3、情感目标：通过学习《原始人的创造》体验原始人的创造
精神并通过自我美术作品创造宣泄学习压力或创作激励自己
和他人，达到“心灵护理”的作用。

[教学重点]了解原始人创造美术作品表面形式特征及精神、
情感内涵。

[教学难点]通过学习原始人的创造精神达到自我创造的能力，
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灵活运用，让自己更强大，更完善。

[教具准备]

1、中外典型原始美术作品打制石器、串珠、彩陶和洞穴壁画、
玉器、巨石阵图片；乐器陶埙图片；明清瓷器、远古龙化石
图片；抽象线条和具象花卉图片。



2、教师根据一位学生“内心独白”进行陶艺图形现场创作。

3、八开素描纸、黑色迈克笔、黄色彩色蜡笔。

[活动要求]

用给予的抽象线条和具象花卉图片分三组进行自由重组，请
同学们分组讨论后派代表做简单阐述。

[教材分析]

本课是高一年级《美术鉴赏》第二单元“辉煌的美术历程”
主题下的第1课。这是一节鉴赏课。鉴赏内容是课题中隐藏的
原始人创造的美术作品。本教材是围绕大量图片展示来阐述
原始美术作品的表面形式特征。并更深层挖掘原始美术作品
的内在精神及情感语言。利用思考交流方式开拓学生想象思
维空间，激发学生探索原始美术的愿望。通过我的分析理解，
我认为本课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欣赏大量原始美术作品来了解
作品的表面形式、原始美术的.样式。懂得简单辨别原始美术
作品；教学重点是通过深层次挖掘原始美术作品内涵；教学
难点，也是高潮。我将现代中学生处于强大学习压力及青春
期不稳定心理作为一个突破点。是否通过原始美术作品精神
与情感的语言表达方式转化为学生自我作品创作，利用作品
疏导，修复不良心态，达到“心灵护理”作用。

教学结构：

1、引导阶段：通过陶制乐器——埙远古悠扬音乐的聆听达
到“心境合一”进入原始美术作品欣赏。

2、初探阶段：了解中外原始美术作品的表面形式特征。

3、深入阶段：原始美术的内涵——精神寄托和情感宣泄。



4、实践体验：教师示范和学生的自我创作进一步加强美术作
品内在精神情感的探讨。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课前准备）

二、引导阶段：3分钟

1、聆听一段音乐：

问（针对全班）：能否听出是何乐器吹奏并谈谈感受。

（讨论后给予正确答案：埙——原始陶哨发展而来的陶艺乐
器。用远古悠扬神秘音乐营造的氛围来欣赏分析作品的表面
形式特征）

三、初探阶段：原始美术作品欣赏（课件展示作品）15分钟

1.原始美术产生时代背景

中国原始美术作品：原始人 打制石器 钻珠

问：除了展示的原始美术作品，还知道哪些？

（学生讨论，老师综合答案：主要是彩陶和洞穴壁画为主）

2.原始美术作品的表面形式特征

中国原始典型美术作品：仰韶文化彩陶 马家窑文化彩陶

西方原始美术作品：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 英格兰巨石阵



大单元教学设计美术教案及反思篇二

1、知道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统称为四则运算。

2、结合实际的生活情景，能主动探索和理解含有两级运算的
运算顺序，正确计算两、三步式题。

3、掌握有关0的计算特性，知道0不能做除数。

4、让学生在经历探索和交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解决问
题的一些策略和方法，学会用两、三种不同的计算方法解决
一些实际问题。

5、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估算意识，养成认
真审题、独立思考、工整书写等学习习惯。

大单元教学设计美术教案及反思篇三

1、通过观察了解油菜花的主要特征。

2、学习用线条和色彩表现春天油菜花金灿灿的美景。

活动准备

1、图片：油菜花

2、画纸，水彩笔，油画棒。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出示图片：油菜花



教师：小朋友，你们认识这种花吗？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二、展开

1、观察油菜花的外形。

（1）观察花的外形

--仔细看看它有几个花瓣？花瓣是什么形状的？

--油菜花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油菜花是怎么排列在肢干上的？像什么？

（2）你还见过什么花？油菜花和那些花一样吗？

（幼儿结合已有经验讲述。）

教师小结：油菜花是金黄色的，有四个花瓣，花瓣是椭圆形
的。

（3）观察枝干及菜叶。

--油菜花的枝干是一根还是有很多根？它们是怎样排列的？

--油菜花的叶子是什么形状的？它们怎样排列生长在枝干上
的？

幼儿观察后回答。

2、幼儿绘画。

教师：今天我们就把油菜花画出来，大家一起欣赏好不好？

幼儿绘画，教师巡回指导。



启发幼儿画好后可以再添画一些别的景物。

3、展示幼儿作品，相互欣赏。

请幼儿说说自己最喜欢哪幅作品，为什么？

三、结束

教师小结，表扬绘画有创意的幼儿。

大班美术教案：有趣的喷画

活动目标：

1、学习喷画的技能，体验喷画方法再现物体形象的乐趣。

2、养成干净整洁的习惯。

活动准备：

1、幼儿利用光线做影子游戏。

2、1―4种调好的颜料；每人2只吸管或1把牙刷、一块纱布；
擦手布。

活动过程：

a) 出示喷画范例：小象的影子，引起幼儿的学画兴趣。

老师：画上是什么动物？画的前面没有光也没有小象，小象
的影子怎么会到纸上呢？

b)学习喷画的方法。

i.先将图画纸铺平，再把自己喜欢的物形卡片放在纸上，然后



用吹管蘸色在站上吹（或用刷子蘸色在纱窗上来回刷），将
颜色喷在纸上，这样有物形卡片的地方，因为喷不到颜色而
不变色，喷完后过一会将物形卡片轻轻拿掉，就留下了物形
的影子。

ii.为了使画面更漂亮，可以喷2或3种颜色：喷完一种颜色后，
必须等晾干才能喷另一种颜色。

c)提出要求，幼儿操作，老师巡回指导。

d)请幼儿欣赏作品，说一说喜欢哪幅作品，为什么。（引导
幼儿从图案排列美观、色彩搭配好、喷色均匀等方面进行欣
赏评价）。

大班美术：金灿灿的油菜花

大单元教学设计美术教案及反思篇四

原始人的创造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让学生了解原始美术作品的背景、材质、色彩、
图形、造型、实用功能等表面特征及作品的内涵。

3、情感目标：通过学习《原始人的创造》体验原始人的创造
精神并通过自我美术作品创造宣泄学习压力或创作激励自己
和他人，达到“心灵护理”的作用。

[教学重点]了解原始人创造美术作品表面形式特征及精神、
情感内涵。

[教学难点]通过学习原始人的创造精神达到自我创造的能力，
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灵活运用，让自己更强大，更完善。



[教具准备]

1、中外典型原始美术作品打制石器、串珠、彩陶和洞穴壁画、
玉器、巨石阵图片；乐器陶埙图片；明清瓷器、远古龙化石
图片；抽象线条和具象花卉图片。

2、教师根据一位学生“内心独白”进行陶艺图形现场创作。

3、八开素描纸、黑色迈克笔、黄色彩色蜡笔。

[活动要求]

用给予的抽象线条和具象花卉图片分三组进行自由重组，请
同学们分组讨论后派代表做简单阐述。

[教材分析]

本课是高一年级《美术鉴赏》第二单元“辉煌的美术历程”
主题下的第1课。这是一节鉴赏课。鉴赏内容是课题中隐藏的
原始人创造的美术作品。本教材是围绕大量图片展示来阐述
原始美术作品的表面形式特征。并更深层挖掘原始美术作品
的内在精神及情感语言。利用思考交流方式开拓学生想象思
维空间，激发学生探索原始美术的愿望。通过我的分析理解，
我认为本课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欣赏大量原始美术作品来了解
作品的表面形式、原始美术的.样式。懂得简单辨别原始美术
作品；教学重点是通过深层次挖掘原始美术作品内涵；教学
难点，也是高潮。我将现代中学生处于强大学习压力及青春
期不稳定心理作为一个突破点。是否通过原始美术作品精神
与情感的语言表达方式转化为学生自我作品创作，利用作品
疏导，修复不良心态，达到“心灵护理”作用。

教学结构：

1、引导阶段：通过陶制乐器——埙远古悠扬音乐的聆听达



到“心境合一”进入原始美术作品欣赏。

2、初探阶段：了解中外原始美术作品的表面形式特征。

3、深入阶段：原始美术的内涵——精神寄托和情感宣泄。

4、实践体验：教师示范和学生的自我创作进一步加强美术作
品内在精神情感的探讨。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课前准备）

二、引导阶段：3分钟

1、聆听一段音乐：

问（针对全班）：能否听出是何乐器吹奏并谈谈感受。

（讨论后给予正确答案：埙——原始陶哨发展而来的陶艺乐
器。用远古悠扬神秘音乐营造的氛围来欣赏分析作品的表面
形式特征）

三、初探阶段：原始美术作品欣赏（课件展示作品）15分钟

1.原始美术产生时代背景

中国原始美术作品：原始人打制石器钻珠

问：除了展示的原始美术作品，还知道哪些？

（学生讨论，老师综合答案：主要是彩陶和洞穴壁画为主）

2.原始美术作品的表面形式特征



中国原始典型美术作品：仰韶文化彩陶马家窑文化彩陶

西方原始美术作品：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英格兰巨石阵

大单元教学设计美术教案及反思篇五

课题：1、五彩的烟花

教学目标：

1、继续学习色彩的初步知识，进一步认识各种颜色。

2、初步学习油画棒（或蜡笔）和水彩颜料相结合的涂色技巧，
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表现力等。

3、观察烟花的色彩变化，表现节日烟花的美，促使学生养成
平时观察和表现美好事物的习惯。 教学重点：

初步掌握油画棒和水彩相结合的画法。

教学难点：

学生通过仔细观察后，能较自如地表现对烟花的感受。 教学
准备:

教师：范画，图片。

学生：油画棒等作画工具。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激趣。

（1）学生回忆过年过节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放烟花的情景
或者看到的漂亮的烟花。

（2）出示烟花图片，提问：你觉得烟花美吗？为什么？你还
见到过怎样的烟花，请你来描述一下。

（3）今天我们一起来描绘漂亮的烟花，揭示课题《五彩的烟
花》。

二、欣赏。

（1）出示教师的范作，让学生说说最喜欢哪一幅，并说明喜
欢的原因（从色彩，形状和构图等方面进行描述）。

（2）学生思考：怎样表现放烟花时的美妙情景？你认为还可
以加上什么更加漂亮？（如人物，星星等）

三、指导。

（1）教师示范创作步奏：用油画棒画出烟花，（注意要画上
各种不同的烟花，并且要有大小，高低的分别），用水彩涂
底色（特别强调注意运笔的力度，色彩搭配，主题的刻画和
整体的意境等）。

（2）欣赏范作，学生体会创作的过程。

四、创作。

（1）主题：画出放烟花的情景（没有放过烟花的同学可以想
象中的烟花）。



（2）建议：可以画节日中五彩的烟花，也可以设计自己喜欢
的烟花式样，还可以适当地夸张想象，表现自己对烟花的感
受。

（3）学生创作（可以个人创作，也可以小组合作），教师指
导。

2

五、小结。

（1）学生上讲台介绍自己的作品，学生互评，教师小结。

（2）评价建议：是否能够教好的处理画面，是否表现出自己
对烟花的独特感受，是否与众不同。

六、拓展。

（课外留心一些有关烟花的美丽图片，进一步欣赏烟花的美。

课后反思：

课题：2、我的老师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思考谁是最受欢迎的人，并通过平时的观察抓住
人物的特点。

2、引导学生用绘画、拼贴或拓印等方法来表现心目中最尊重
的人。

3、通过绘画创作，培养学生对社会建设者们的热爱和尊重之
情。 重点难点：



人物的绘画表现。

教具学具：

课件、彩笔。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

一、组织教学。

二、导入 新课：

我们每天都在学校学习、活动，和老师在一起，你能说

说你最喜欢哪位老师呢？

学生回答，教师小结。

你们这么喜欢自己的老师，也了解自己的老师，今天我们就
一起来画一画自己心中的老师。 出示课件：出示课题。

三、讲授新课：

1、画之前，先做个游戏，看大屏幕，看看自己心目中的老师
是谁？看你能猜出来吗？ 看图片，学生猜老师。

每出现一位老师，请学生一起来说一说这位老师的有什么特
征？

同学们果然都很喜欢自己的老师，也特别想画好心中的老师，



2、现在让我们先看看其他小朋友的画。

3、学生欣赏，教师讲解。

大家喜欢这些画吗？那让你来画，你想画哪位老师呢？你想
怎么画？喜欢把老师画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看，所有老
师的表情是什么样子？（微笑）

为什么呢？生答。

小结：因为每个老师都热爱你们，热爱生活，所以笑对人生，
我们老师也希望你们每个人也能天天有张笑脸，开开心心地
过好每一天。

4、每个同学都有了自己想画的老师，请把你心中的老师画出
来吧！

四、学生作画，巡回辅导。

五、展评作业 ，教师引导。

你画的真棒，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把他画成这样？你们可
以把自己的画送给你心目中的老师，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开心
的。

课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