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巧板造型教案 美术蔬果造型教学反
思(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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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
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那么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七巧板造型教案篇一

运用蔬菜、瓜果等自然材料进行联想、造型与制作，在教学
活动中渗透审美意识，了解雕刻的基本知识，学习雕刻、塑
造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发展想像力与创造力。本课可以运用
以切挖为主的方法来造型，在蔬果的基本形体上切挖出作品
的大致造型，再用其他方法完善之；亦可以运用以组合为主
的方法来造型，将形色各异的大小蔬果组合成有趣形象。

教师主动创设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进入“蔬果联想”的
奇妙世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时利用设置的情境提出
问题，展开学习讨论，从而引导学生巧妙地利用材料的特点
进行联想。通过实际操作和自学教材自主探究制作、塑造的
多种方法，并根据蔬果的特点来选择与之适应的造型方法。
如果采用以切挖为主的方法来造型，教师着重引导学生依据
蔬果的`基本形体切挖出作品的大致造型；如果采用以组合为
主的方法来造型，应特别注意蔬果形状、大小和色彩的搭配
等。

反思1、课前学生自己选购、准备材料，教师应提出相关的要
求。

第一，寻找、收集形状、色泽、纹理和质感有特色的蔬菜、
瓜果，其中形状奇特者为佳，并注意大小搭配。



第二，避免选择切、挖时有过多流质的蔬果，如番茄等。

反思2、激活思维、大胆联想是进行创造表现的前提与基础。
教师可选择一些形状奇特，或色泽与纹理美丽、有特点，或
质感有特色的蔬果，让不同的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
一方面鼓励学生利用同一材料有不同的联想，另一方面，从
中发现学生闪光的“灵感”，从而引导学生合理、巧妙地利
用蔬果的自然形态特征塑造生动有趣的形象。

七巧板造型教案篇二

《蔬果总动员》本课是根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学
美术教科书第8册第11课《蔬果造型》一课拓展而来，属
于“造型、表现”领域内容。正如罗丹所说的：生活中不是
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本课的教学中，教师把欣
赏、表现的对象定位在蔬果的组合造型上。学生在教师的引
导下，“感受美”——感受蔬果形状和颜色之美；“表现
美”——运用美术语言来表现蔬果的美，提高学生造型表现
能力；“运用美”——了解蔬果图案在生活中的应用，理解
美术与人类生活的'联系。整堂课的设计就是“感受美——表
现美——运用美”的过程。在这里，美术活动不是知识的灌
输，不是技能的克隆，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生活学习，它根植
于生活，表现于生活，赞美于生活，运用于生活，并给生活
以导向和启迪。鉴于此，我进行了整堂课的设计：

一、教学目标：

1、知识性目标：通过观察，了解蔬果变化多样的形状和鲜艳
多彩的色泽。

2、技能性目标：利用蔬果固有的色彩和造型，学习夸张装饰
的方法，运用削、剪、拼、插等方法，设计制作出情趣盎然
的蔬果造型。



3、情感性目标：体验蔬果造型的乐趣，培养学生养成联想的
好习惯，并善于发现并表现生活中的美。

2、教学重点：通过欣赏、感受蔬果造型的美感。并能用多种
制作方法来创作造型新颖，富有趣味性的蔬果立体造型。

3、难点：用蔬果创造出有创意的立体作品。

4、教学准备：

教师：布置场景、水果拼盘、百宝箱、课件、实物展示台、
蔬果、水果刀、菜板、牙签、盘子。

学生：蔬果、手工材料。

5、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观察分析法、直观教学法

二、说教法

根据四年级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和接受能力，针对和利用小
学生形象思维发达的特点，本节课我主要采取了创设了摸百
宝箱的情景、观察欣赏、思考讨论、延伸比较等方法进行教
学，并运用多媒体课件这一小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把学到的知识进行运用。

三、说学法

在欣赏美术作品时，形象是切入点，是关键，这节课我放手
让学生主动探究，通过讨论自己解决问题，教师作为引导者，
疑点难点师生一起研究解决。从而让学生逐步走进作品，感
悟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技巧。

四、说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1.老师这有一个百宝箱，谁来摸一摸，猜猜里面藏着什么宝
贝？

2.你摸到的是什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说说你是怎么猜
到的。

3、师：出示ppt水中各类水果的图片。

提问：a、你最喜欢哪样蔬菜和水果，为什么？

b、多吃蔬菜水果的好处有哪些？

教师总结：蔬菜为人体提供各种维生素，矿物质，有利促进
消化，使我们更加的健康。

4、师：那么你们知道蔬果除了可以食用以外，还可以做什么
用呢？

师：其实我们平时吃的蔬果还可以做成很多可爱的造型。

二、深入感知，巧妙联想。

1、师：

1）这个造型是哪几种蔬果做成的？

2）这个蔬果造型运用了哪些方法，巧妙之处在哪里？

2、师：你们想不想亲自动手做呢？

师：课件出示（构思、选材、制作、装饰）

1）构思：奇特新颖，富有趣味

2）选材：主题联系蔬果的造型



3）制作：切、刻、雕、挖、贴、组合、插接等

4）装饰：手工制作材料

4、想像思考：组长领蔬果材料，你准备用蔬果设计什么形象？

采用什么制作方法？

三、尝试表现，探究方法。

2、边示范边讲解，引出削、剪、刻、拼接等方法。

3、小结：可以根据自己想要表现的内容，寻找合适的蔬果，
也可以根据现有的蔬果，通过想象进行加工创造。

四、小组合作，课堂探究

第六届蔬果艺术节现场大赛，作品要求：

1、通过刻、切、拼接等方法，制作出2~5个蔬果造型作品。
注意用刀安全。

2、由组内推荐出的那位蔬果男孩（女孩），向大家介绍本组
作品（主题、表现方式、亮点等），最后评出最具创意大奖。

课堂练习，小组合作

1.小组分工合作，用各种蔬果制作雕塑作品。

2.学生随意参观，交流。

五、作品展示，多种评价结合

1、学生自评、互评。



2、教师评价穿插其中。

六、小结

这些看似平常的蔬果切面，被我们同学画成一幅幅美丽的图
画，正如罗丹所说的：“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

七巧板造型教案篇三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首先出示一些鹅卵石的图片。学生在欣
赏完卵石的图片，我问：怎样做一个呢？这个时候学生手中
有有砖块，饮料瓶和水。这个时候，学生思考怎样进行做一
个鹅卵石。这个过程，虽然学生思考的过程还是比较的顺利。
我想因为学生随着思维能力的发展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学生
能够非常好进行思考和回答。

在下面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进行实验进行制作鹅卵石。在学
生制作的过程中，我下面的一些问题：

1）瓶子的放的砖块不能够太少。这样砖块的太少，碰撞的机
会进比较的.少的。

2）瓶子中的水不能够太多。瓶子里的水太多的话，水能够充
分的流动。这个问题是在学生实验的过程中发现，我想在以
后的教学应该提前进行预备。

在学习过程中，问一个问题：自然界的鹅卵石是怎样的形成
的？学生进行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猜想。在这个的过程中，
学生根据刚才的实验的，能够比较好的进行解释。虽然还是
有许多完善的地方。

在本课的学习过程，有许多的地方需要在进行反思和注意。
在以后的学习我加以改进和总结。



七巧板造型教案篇四

整个制作过程结术后，我自己觉得特别投入，非常轻松，既
是一门艺术课程，又是一种游戏活动，学生通过蛋壳这种游
戏，把自己所观察到的一些事物形态，手工拼贴，描绘出来，
促进他们的大脑发育，启发他们的观察力，创造力及审美情
趣。

2手工制作利用蛋壳，它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废弃游戏，学生
开发，利用这种材料既可以废物利用，同时增加学生的新鲜
感，好奇感，整个活动过程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根据
蛋壳材料特性简单清洗后拼贴，绘制，创意和设计，美化生
活，使学生形成初步的设计意识，获得初步的审美经验和鉴
赏能力。

3合作方面体现的也较好，制作小组由学生自由组合，各小组
同学之间相互讨论主题及其形式，形成共识，内容分别
为“神六”具有民族风味的“草帽舞”周敦颐的“莲”
及“美丽的海底世界”，“美丽的大自然”等。学生把艺术
与人文有机结合，含义深刻，思想积极，他们合作，配合得
非常默契。整个活动过程丝毫没有教师“要我制作”的感觉，
而是“我要动手制作”，同时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七巧板造型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学习简单的切割，插接，镂空，雕刻四种基本造型方法。

2、学生能从这节课认识到想象与联想在美术中的奇妙作用。

3、培养细致、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奇妙、独特的想象力，发展
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



4、通过这些奇思妙想使学生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

教学重点：

1、学生重点提高对物象特征整体感知能力

2、掌握切割、插接、镂空等造型方法。

教学难点：

通过事例引导激发学生联想思维和想象能力。

教学准备：

cai课件，实物教具。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课：

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一段魔术，你们想不想看一看？（出示
带蒂的一棵长茄子）请同学们仔细看，老师是怎么变的？
（展示：用小刀在茄子左右两边各切划出一对小翅膀，在中
心处切割出肚皮，变成一只活泼可爱的小企鹅）好玩吗？你
们想不想也变一变？我们今天就共同学习第五课《蔬果的联
想》（板书课题）

【设计意图】

直观演示法渗透以形造型思想，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二、民主导学：

1、直观分析蔬果造型原理。



下面请同学们打开课本，在这些蔬果制作的作品中，你最喜
欢哪一件，为什么？教师引导学生交流并相机小结：

（1）小青蛙：小南瓜的形体特征与小青蛙的形体特征相似，
色彩、纹理也相近。（教师板书强化：形体、色彩、纹理）
因此，用小南瓜做成了小青蛙的身体，然后辅以小西红柿做
眼睛、菜叶子做成四肢，一只憨态可掬的小青蛙就变成了。

（2）洋葱制作的`荷花则是运用了洋葱球状形体及多层次的
特点、白里透红的色彩特点与荷花形体、色彩特征相似的原
理设计的。

（3）……

教师进一步强化形体、色彩、纹理概念，

引导学生掌握对物象特征整体感知的方法以及以形造型创作
原理。

2、探究蔬果制作物象的一般步骤：

你喜欢的这件作品是怎样变成的？用到了哪些方法？

（1）荷花：荷花运用了切划的方法。

（2）小青蛙：小青蛙的嘴用了切割的方法，眼睛和四肢用了
插接的方法。（板书：切割、插接）

（3）南瓜人物：南瓜人物还运用了镂空的方法。（板书：镂
空）

3、引导学生展开联想。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蔬果制作玩具的制作原理和基本方法，



那么，在你准备的蔬菜和水果中，你准备把它（它们）变成
一件什么样的好玩、有趣的玩具呢？（学生思考、交流、反
馈，教师评价指导。）

4、打开学生创新思维，激发学生创作欲望。

看一看别的小朋友是怎样想的，又是怎样变的呢。（课件展
示作品）。

大家都想好了吗？那就大胆地把你的奇思妙想变成现实吧，
比比看哪位小朋友能创作出与众不同的作品来！

【设计意图】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引导学生自
主探究学习蔬果玩具的制作原理与方法，同时提供精美的范
例让学生欣赏、感悟，引导学生在观察、联想、欣赏和评议
中培养细致、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奇妙、独特的想象力，促进
学生创作出更与众不同的作品。

三、检测导结：

1、展示作品，学生自评、互评、教师点评。

2、教师小结本课：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美的事物等待
我们去发现，并创造出更多更美的作品。（课件展示石头画
作品，拓展学生思维）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欣赏评价完成的作品，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并增强学生“学以致用”的意识。

板书设计：



五、蔬果的联想

特征：形体色彩斑纹

方法：切割插接镂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