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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情分析



学生们的美术基础不相同，对美术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 

也不同。大部分学生对色彩有辨别能力，把握物体形状的能力 

很强，乐于动手，对手工制作课充满了极高的热情，对美具有 

了较高的欣赏能力。从六年级上学期的美术研究中不难看出同 

学们对画画充满了兴趣。作为美术教师要引导他们的兴趣发展 

下去，并且要继续培养他们良好的绘画惯。对班上在美术发面 

有潜能、认识美的能力较强的学生加强辅导，进一步提高画画

的能力。

二、 教材分析

小学美术课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一门必修的艺术文化课 

程，是学校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它对于陶冶情操，提高美术 

文化素养，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小学美术教学内容包括欣赏、绘画、工艺等课业。通过美 

术教学，培养学生对美术的兴趣与爱好；研究美术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情操；培

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三 、教学目标



通过美术教学，培养学生对美术的兴趣与快乐喜爱；研究 

美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培养学生安康的审美情趣和优秀

的品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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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和创造能

力。要求：

1、 初步了解中外优秀美术作品的文化价值。培养学生热

爱民族文化的情感和珍惜人类文化艺术遗产的态度。

2、 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对美的感受能力。

3、 帮助学生认识物体结构和空间关系，研究浅显的构图、

色彩等知识，进一步提高绘画表现能力和设计制作能力。

四、 教学内容

1、欣赏儿童能够了解的中外优秀美术作品。

2、 认识平面物的透视现象，初步研究运用线条和别的材

料表现平面物。

3、 研究简单的构图知识。

4、 体验中国画的笔墨情趣，临摹中国画。

5、 了解木版画的制作方法，并进行制作。

6、 运用多种材料和方法进行有创意的制作活动。



7、 运用学过的美术表现办法为册本、新闻故事或事件进

行配画。8、认识标志和街头标识物的作用，明白区别。

9、 运用已学过的美术知识进行综合练。

五 、教学措施

1、 认真研究大纲、认真备课，处理好思想品德教育、审 

美教育、能力培养和双基训练的关系。要充分发挥美术教学情 

感陶冶的功能，努力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审

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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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良研究、教学办法，从小学生的年岁及生理特征出 

发，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研讨“教”和“学”的办法，充裕运用 

视觉形象，讲清重点、难点，使学生巩固地把握知识和技术，

并逐步有效地进步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促进学生的智力展开。

3、 深入钻研教材，抓基础，制作好范画，手工范品，及

时进行直观教学。

4、 加强个别辅导，抓好教室巡回辅导的环节，当真的帮 

助学生解决练中的具体问题。推荐成绩优秀的学生参加课外美

术兴趣小组活动，使他们得到更大的进步。

5、 关心美术教学的改革和发展，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实验，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6、 学业考核以平时成绩为主，考核可采取多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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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进度

课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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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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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形色协奏曲

俯仰之间

遥远的地平线



2

壶趣

瓶花与水果

唱大戏

标签与品牌

发现美丽

图画书

巧用肌理

吉祥宝贝

走向明天

课时周次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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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4

5-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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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14

15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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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教版美术六年级下册全册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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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日期         

1、 形色协奏曲

教学目标：1、了解并把握怎样欣赏抽象画



2、 掌握简单的绘画语言，并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技巧把自

然风景变成艺术作品。

教学重点：欣赏并领会自然美与意境美的变化，掌握在似

与不似间怎样去表现绘画作品。

教学难点：在意境上领会作品，并掌握一定的方法在意境

上去表现绘画作品。

教学准备：铅笔、水彩笔、油画棒、教材、图画本

课时计划：2课时教学进程

第1课时

1、 情境导入

1、 音乐导入：老师喜欢边听音乐边画画，画画的感觉油

然而生，老师邀请大家来聆听一首音乐，感受艺术的旋律意境。

2、 揭示课题：听到这首乐曲，你的脑海浮现出什么样的 

画面?音乐和绘画从来都是 一 家人，今天让我们 一 起来领略

“形色协奏曲”。二、形式初探

1、 欣赏画家作品：在这三幅画中，树的形象构成发生了 

什么变化?2、小结：艺术家在创作中，常常在似与不似之间 

寻找新的表现形式。画家抓住树的特点，用简化归结综合的弧

线交叉出形象，形式由写实变得抽象。

三、 提炼元素



1、 感受发觉：看看这张摄影的《山川》,能提取什么美 

术语言?2、尝试训练：你能用怎样的线条表现这张山川景色

给你的感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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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一位学生上台快速画出，老师进行修整与总结。

3、 欣赏提升：出示《山川》作品赏析，画家用流畅、疏

密的线条抓住了山体的形和山体的质感。

4、 提炼元素：这几处风景能提炼什么造型元素进行创作

呢?板书：提炼元素：线、点、面，,

4、 形式探讨

1、 作品参照对比：看一看，画与实景哪些地方相似，哪 

些地方不相似呢?相似的有整个的角度，东西没变，不相似的 

有屋顶变成了一块块近似长方形，窗户变成了小块的近似正方

形，整个房子的轮廓变得更简洁了。

2、 小结： XXX  先生忽略细节，抓住民居的特征，用平稳 

简练的线条和块面构成景致，色彩简单明净，表现出江南水乡

宁静，淡雅的意境。板书：表现形式：概括，简练。

第 2 课 时

1、 导入：根据上节课同砚们提炼出的造型元素，同砚们

知道了实景与画的相似之处，这节课我们进行创作。



1、 老师示范：以梯田为例，先用曲线画田埂，再用扁笔 

去画田地的色彩，田埂和田地简单、概括。提醒注意勾线的轻

重快慢，颜料的干湿浓淡。描绘一幅形与色的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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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品欣赏：看看不同画家是如何处置惩罚形色，谱写

出一幅幅“形色协奏曲”。

二、 欣赏提升

1、 感受色彩：这两幅作品给你什么不同的感觉?为什么?

2、 赏析画作： XXX  先生《窗外无月》,颜色的处理如何? 

XXX  先生把房子的墙主观地画成了绿色和红色，中间穿插了

大块的白和黑，使画面色彩能够和谐响亮，正是形色的协奏。

三 、学生作业

1、 作业要求：选择一张你喜欢的风景图片，运用形色描 

绘一幅风景，注意把握色块的变化和物体主要特征。2、教师

巡行指导。四、拓展评价

1、 典型展评：把学生绘画作品和照片进行对比欣赏，分 

析绘画是不是抽取了照片中的形与色，主观概括地表现了主要

特征。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2、 拓展延伸：抽取事物首要特征的绘画，偶然也可以把 

它叫做抽象画。抽象是相对的，由这三幅画你觉得抽象的展开

方向是怎样的?你能利用课余工夫了解抽象艺术吗?

2、 俯仰之间

教学目标：1、培养发现的眼光，让学生体验视觉位置变

化产生的不同效果，把握俯视的特点。

2、 增强表现的能力，让学生在临图改画的过程中丰富自  

己表现手段。3、激发爱国主义情感，让学生从新的视角出发，

看美好山川。抒热烈情怀。

教学重点：增强表现的能力，让学生在临图改画的过程中 

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理解从不同视角去观察同一物体会产生

不同效果。教学难点：灵活自如的表现俯视角度下的景物

教学准备：课件、俯视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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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具准备：图画本、铅笔、彩笔、照片等

课时计划：2课时教学过程

第 1 课 时

一、激趣导入



1.同砚们，3月12日是植树节，这意味着春季已经来临了， 

3 月是登山赏花的好季候，同砚们登过黑糜峰山吗?谁来说一

说黑糜峰山的风景是什么样的?学生自由发表见解。

出示一组相片，大家边欣赏边思考：这些风景图片从视觉 

角度来说有什么不同吗?教师小结：平视、仰视、俯视。课件 

展示各自定义。3.今天我们就重点研究下俯视，让我们用这种

独特的视角一起来《俯瞰山川》。出示课题。

二 、欣赏感受

(一)欣赏俯视图片，初步感受俯视视角帶给我们的崭新 

体验。1.老师课前收集了很多俯视角度拍摄的风景图片，我们 

国家山川辽阔壮美，南北差异很大。比较一下江南与塞北山川

的不同，并谈谈自己的想法。

2、 同砚们在欣赏的同时思考：俯视角度下的景物及画面

有什么特征?学生回答。

3、 教师小结： a.景物整体缩小了，单个物体出现“头大腳 

小”的现象。b.整个画面以地面景物为主，天空所占画面位置

很少或没有。  (二)对比分析平视与俯视的区别。

1.那么俯视角度与平视角度有什么区别呢?请大家看这两

张图片，它们是同一个荷花。但是，给你们的感觉相同吗?



2.它们分别展现的物体的哪一个面呢? (平视角度展现的

以侧面为主，而俯视角度展现的以物体的顶部为主。)

3.从画面来看又有什么区别呢? (平视角度会呈现前后遮 

挡的关系，而俯视角度视野更加广阔一些，呈现的是景物的整

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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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示范引导

1.今天我们用俯视的角度欣赏了祖国大好河山的美景，那 

么我们如何把这些美丽的景色转换的画纸上呢?首先看看老师

是怎么做的。教师示范创作。边创作边讲解。

2.谁能把老师适才绘画的步骤总结 一 下?教师板书。 a.构

图 b.景物的摆放。c.细节的刻画。

3.欣赏线描风景作品。

第 2 课 时

1、 导入：上节课我们研究了绘画的步骤，哪位同砚能给

我们再说一下绘画步骤呢?

a.构图 b.景物的摆放。c.细节的刻画。

2、 欣赏线描风景作品， 同时思考如何创作。

三、 自由创作



1.上课前老师让大家收集了俯视角度的风景图片，请大家

根据自己的图片大概老师的图片画一幅俯视角度下的风景画。

出示作业要求： a.根据图片画 一 幅俯视角度下的景物。b.

注意线条要疏密得当，画面要有层次。

2.学生自由创作，教师巡视辅导。

4、 评判小结

1.展示学生作品，评议。

2.教师总结：今天，我们用俯视视角重新认识了世界，这 

个角度带给我们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体验。在我们的生活研究

中也一样，有时也要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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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 了解基本的透视规律和原理。

2、 能力目标：运用基本的透视规律，进行绘画创作。

3、 情感目标：使学生养成当真窥察的优秀惯，感受透视

效果给画

3、 遥远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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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带来的美感，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教学重点：运用基本透视规律，正确表现物体前后遮挡的 

空间关系。教学难点：能创作出体现物体前后空间感且有一定

情境的画面。课时计划：2课时

第 1 课 时

教学过程

(一)直观感知，导入课题：

师：老师请同学们先欣赏一张图片，你们发现蓝天下近处 

和远处的山峦各有什么不同?山脚下的小河近处的和远处的发

生了那些变化?

师(小结):小河沿着山脚回转，越远越小，消失在遥远 

的地平线上，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常见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 

今天我们就共同来探讨这种现象， 一起研究遥远的地平线(板

书：遥远的地平线) (二)窥察分析，了解变化：

1、 看 一 看： (课件出示近大远小视觉变化的图片，引导 

学生观察)师：老师收集了生活中许多的图片，我们一起来感 

受一下这些独特的视觉变化，每一张图片中的哪些物体发生了 

哪些变化?师(小结):存在于空间中的任何物体被人的眼睛 

看到后，其影像都会发生近大远小、近宽远窄、近实远虚、近

粗远细、近稀远密的变化。



2、 说一说：师：请同砚们想想，在我们的一样平常生活 

中，你们还见到过那些物体发生了这种变化?师(小结):这 

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同砚们平时养成仔细窥

察的惯，就会发现更多有趣的现象。

(三)尝试练，掌握画法：

1、 (课件先出示横着放的一组杯子)。

师：老师这里也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这里有一组杯 

子，实际生活中，这组杯子的大小一样，可是将它们完全横放

着摆放成一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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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它们的大小有变化吗?

师：如果将它们竖着像站队列一样排列成一排，你们发现 

它们的大小有变化吗?师：这组杯子除了有大小的变化外，它 

们还有前后的?师：这一组杯子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们发

现了吗?

师(小结):把一个物体放在另一个同样大小物体的后面，

就会有前后遮挡和近大远小的视觉变化!

2、 (课件出示不同位置拍摄的杯子)。

师提问：我这里还有三组杯子，请同学们想一想这三组杯

子分别是站在什么位置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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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它们的遮挡部分发生了什么變化?

师(小结):如果我们站的位置不同，看到的视觉變化也

会不一样。3、学生尝试练。

(1)请生上来画(课件出示作业要求，时间为2分钟)

师：同学们能将学过的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绘画中来吗?下 

面我们来动手试一试，请你们用近大远小和遮挡方法来表现出 

XXX  的前后空间感。谁愿意上来尝试画一画，其它同学在自

己的练纸上尝试画。  (2)作业讲评。

师：你们更喜欢那一幅画?说说你们喜欢的理由?师：真 

是一位善于观察的同学师：同学们真不错，这么快就掌握了近

大远小的画法，你们觉得这张作业是一幅完整的画吗?

师：怎么样才能创作出一幅表现物体前后空间感且有一定

情境的画呢?

(四)教师示范拓展思维：

1、 (出示 一 张图片)。

师：接下来请同学欣赏一张画，你们发现这张画表现了一

个什么样的故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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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张作业运用了哪些方法来表现奶牛的前后空间感?

师：你们



认为画面中的主体物是什么?

师：为什么?师：但是牛奶桶也重复出现在了画面中

师：同砚们在画的时候也要把握主次的关系，将首要的物 

体用近大远小的办法重复排列在画面中，而首要的物体简单画

出2-3个。师：看到这么有趣的画面，我也忍不住想来画一画。

2、 示范、拓展学生思维。

(1)教师示范：师：我以小兔子为主题!首先从近来的  

物体画起，画一只最大的兔子， (提示：我将最大的画在右边， 

同砚们也可以将最大的画在左边或右边)再将兔子用近大远小  

和遮挡的办法重复排列在画面中。主体物画好了，要增加什么

样的情境呢?

师：(启发)除了这种情境，你还想到了哪些更简洁有趣 

的情境?师：同学们可以添加任意简单有创意的情境，老师就 

添加一些红蘿蔔的情境。师：画完了主体物，添加出相关的情 

境，最后还要幹什么?师：  (出示一幅完整的已经涂好颜色的 

作品)同学们在上颜色的时候，近处的颜色可以鮮明一些，远

处的颜色可以灰暗一些。

师：同学们瞧瞧， 一幅有趣的完整画面就出来了。师：谁

能概括一下整个的绘画步骤。



(2)思维拓展：师： 同砚们已经了解了整个绘画步骤，

想自己动手来创作一幅有趣的画面吗?

师：今天我们的作业就以小兔子和小猫为主题，虽然都是

画小兔子和小猫，但你们能跟老师大概同砚画得一模一样吗?

师(启发):接下来我们有个创意点子大比拼，如果让你

来画，你会选择其中的哪种动物作为主体，你会添加什么情境?

师：谁还有不 一样的想法，请说说(点2-3个同砚回答)。

师：今天我们一起来比比，谁最有想法，能画出不一样的

简单有趣的形状和情境来。

(五)学生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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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画一幅风景画草图，要求表现出地平线、消失点。

2、 选择一处室内景物，找准它的视平线和消失点，把透

视画准确。  (课件出示作业要求)。

留意：1、构图要合适，要完全。2、留意透视规律运用要 

正确。师：教师及时指出学生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近大远

小或遮挡办法运用得很好的学生给予鼓励展示。

(六)展评拓展：

1、 展示作品：师：你最喜欢那些作品，并说说你的看法!

师：你们建议这幅画怎样画，画面的前后空间效果会更好呢?



2、 小结：师： 同学们今天的收获真多，学会了运用近大

远小或遮挡的方法来表现画面物体的前后空间，

第 2 课 时

1、 课研究复旧知

1、 复上节课研究的基本透视概念：地平线、消失点。

2、 提供新的透视知识作为本课预备研究内容。视平线：

与人眼等高的一条水平线。视点：就是画者眼睛的位置。视线： 

视点与物体任何部位的假想连续。心点：就是画者眼睛正对着  

视平线上的一点。消失点：就是与画面不平行的成角物体，在

透视中伸远到视平线心点两旁的消失点。

2、 直观感受

1、 出示三幅本班教室内一张课桌的平行透视图，让学生

针对实际情况辨析，实施估测分别是站在哪个角度描画的。

a 、图为平视，课桌只能看见两个面(顶面、正侧面)。

b 、图为俯视，课桌只能看见三个面(顶面、正侧面、右 

面 ) 。c 、 图为俯视，课桌只能看见三个面(顶面、正侧面、 

左侧面)。2、师生共同寻找这三幅平行透视图的视平线。教

师先在a 图中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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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平线、心点，再请学生在 b 图 和 c 图中划分标出视平线 

和心点思考：视平线与地平线之间的关系；怎样确定室内景物

的视平线。3、运用透视概念，分析平行透视图中的视平线、

视点、视线、心点。4、将课桌扭转一点，学生站在原地窥察， 

思考透视图该怎样画。5、教师示范画这张课桌的成角透视图，

划分标出视平线和左、右消失点。

3、 作品分析分析教材中画家作品图例，比较床铺和远处

餐桌的透视变化：

1、划分标出两者的视平线、消失点。2、两者不异之处： 

垂直于地平线的线永远垂直。3、两者不同之处：床铺的透视

只要一个消失点：远处餐桌的透视有两个消失点。

四、 纠错训练出示三幅错误的透视图，学生辨识并改错

1、 冰箱基底线没有透视变化，侧面底座线没有画出透视

效果。2、书本透视线没有集聚到消失点。

3、 凳子是较复杂的平面形，物体同向的成角不会合，形

成多个消失点问题。

五、 知识巩固

1、 知识小结：强调透视规律，思考视点与消失点的关系。

2、 画平行透视图步骤小结： a 、 画出视平线、心点、视点、

距点。b、 画出物体的平行面。 c、 从平行面的四个顶角向心点



引连线。d、 从一个顶角向相应的距点引连线，求出透视深度。 

E  连线成立体图形。3、根据学生的研究认知水平，适时考虑  

成角透视图步小结(略) (CAI  课件出示作业要求平行透视图

步骤)

六、 自立表现作业要求：选择室内 1      2 个物体，找准 

它们的视平线和消失点，画出简单的透视图(建议画课桌椅、

文具盒、书本、粉笔盒、粉笔刷、书包、立式空调、冰箱)

七、评价交流1、作业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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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欣赏作品《最后的晚餐》,教师总结：根据科学的法 

则，理性地研究透视的变化规律，我们就能在平面的画纸上准

确地表现出富有立体感、空间感的艺术作品。

4、 壶趣

教学目标：1、让学生学会运用盘泥条的方法制作壶，提

高其泥塑技能和立体造型能力。

2、 教师使学生了解壶的历史文化及造型特点，感受中国

传统壶文化的精髓。

重点：研究用盘泥条的方式制作壶。

难点：壶的造型和毗连地方的粘合。

教学准备：课件挂图



课时安排：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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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时教学进程

一、导入：老师展示自己制作的壶向学生展示。

2、 分析结构把握壶形

1、课件展示多张壶的实物图片。

2、 学生会商：茶壶有哪几部分构成?每部分划分是什么  

形状?3、教师归结总结： 一般壶简单分为嘴、把、盖、身筒、 

底，每部分可长可短、可方可圆、可曲可直、可以是规则多少  

形也可以是生活中的实物造型，但嘴、把、盖一般是高度位置

持平的，都具备“雅”、“朴”、“简”的特点。

3、 尝试体验探讨研讨

1、参观了解制壶的各种方法和各道工序。  (课件展示)

2、 师生合作总结制作方法和步骤：  (1)压泥板，做壶底， 

要求平整；  (2)搓泥条，盘壶身，内收内盘，外开外盘；  (3)  

围泥板，做壶嘴，身筒穿个口子；  (4)制泥条，做壶把，连  

接需牢固； (5)捏泥块，做壶盖，大小要合适；  (6)装饰整

理，可粘贴泥块，可雕刻，也可糊平外表。

四、设计构思创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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