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吹画的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吹画的教案篇一

多折剪及阴阳剪

技能要求

运用多种剪刻方法进行制作

教学目标

体验与发现：发现剪纸的特点和规律，体验剪纸的乐趣

实践与创造：运用剪刻方法，创作多种形式的剪纸作品

欣赏与评议：欣赏民间剪纸作品，发表个人意见

教学重点

掌握剪纸特点和基本方法

教学难点

剪刻出有创意的形象

教学过程

一．导入与发现



1．教师剪纸示范，或运用课件展示剪纸的方法。

2．比较认识剪纸形象与绘画形象有何区别。

3．比较民间剪纸与马蒂斯剪纸的特色。

4．归纳：剪纸造型特点是形象概括、夸张、装饰性强、对比
鲜明。

二．尝试与交流

1．多媒体展示最早的北朝时期的剪纸作品，了解猴团花和马
团花的特色。

2．剪纸的方法：对称剪刻、阴刻、阳刻。

3．欣赏剪纸作品，讨论作品表现哪些内容，纹样对形象的美
化装饰作用。

三．创作与实践

1．多媒体演示制作步骤。

2．学生尝试模仿制作，交流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根据学生不同能力，可选择对称剪、多折剪、阴阳剪等方
法。

四．展示与评论

1．把作品展示出来。

2．以小组讨论，并发表个人看法。

3．教师，对剪得好、讲得好的同学进行表扬鼓励。



吹画的教案篇二

1.认知各种常用的安全标识，知道它们的特征和作用。

2.初步学习设计安全标识的方法，能用安全标识的三要素
（色彩、图案及形式）为学校或社区设计合适的安全标识。

3.提高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追求平安幸福的生活。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运用色彩、图案和形状等美术元素设计安全标识。

难点：设计的标识要做到既美观，又实用。

教学准备

准备各类安全标识的图片

水粉画颜料 剪刀等

教学内容与环节预设

1、提问导入：

（1）出示各种安全标识,让学生对标识有初步的了解。

（2）教师提问：你在什么地方见过哪些安全标识，它们分别
有什么含义和作用？

（4）教师小结：安全标识可以分为禁止标识、警告标识、指
令标识和提示标识等，具有禁止、警告、提示的意思。

2、分辨标识：



（1）分类出示各种标识。

讨论：不同的分类标志在形状、图案、色彩等方面有什么不
同？

（2）讨论后小结：

禁止标识：圆形，红色+黑色；

警告标识：三角形，黄色+黑色；

提示标识：方形，绿色、黑色、红色等

（3）出示有禁止攀爬、当心触电、小心轻放等安全标识，让
学生思考张贴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等。

（4）教师提问：为什么好的安全标识能提高人们安全意识的
作用？

小结：安全标识利用一定的色彩、图案和形状等美术元素，
刺激了人们的视觉和心理，起到了警醒的作用。

3、设计安全标识：

（1）提问：校园内外应张贴哪些内容的安全标识？如：楼道
口、阳台上、教室里等

（2）探讨：怎样设计才使安全标识的色彩、图案、形状的含
义清楚而醒目？

（3）要求：你准备为学校设计一个怎样的安全标识？

4、学生作业：

画出安全标识的草图。



教师巡视指导，对制作中存在的共同性和个别问题加以指导。

5、拓展：

课后搜寻有关安全标志图片，对自己设计的安全标志草稿进
行修改。

第二 课时 / 共 二课时

教学准备

（学生）写生创作工具（铅笔、颜料等），画纸。

（教师）照相机。

教学内容与环节预设

1、展示学生设计稿：

a．你设计的是什么标识？准备放哪？

b．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请说出你设计的思路。

c．对于他的设计草稿，同学们有什么好的改进意见？

2、修改设计草稿：

要求：精致，可是使用辅助工具。画面构图时主体要画得大，
外形要标准。

3、为设计稿上色：

要求：颜料运用时要控制水分，运笔要概括。涂色时不要将
颜色涂到边缘外面去，可先涂边缘线，再涂内部色彩。如果
选择张贴室外的安全标识，可以运用防水的油画棒或者丙烯



颜料。

4、交流展示：

展示学生作品，教师用照相机拍摄学生作品。

5、小结与拓展：

（1）根据学生设计内容，由学生自己进行张贴，可以小组合
作。或者可以将学生作品做成kt板后张贴。

（2）小结：安全标识能提高人们安全意识，要求学生在生活
中多留心多观察，注意人身安全。

教学反思：《安全标识》一课，主要内容是了解什么是安全
标识，认识生活中的安全标识，并结合美术课堂中所学到的
知识设计安全标识。

通过课前收集的各种安全标识的欣赏、介绍、讨论，学生对
安全标识有了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这在他们的设计
图上面已经有了很好的体现，他们知道了安全标识要用比较
亮的颜色，这样才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安全标识是为了提
醒大家注意各种安全，因此要做得简单易懂，每一个图案都
有其特定的含义。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都深深的体会到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所以在我们的日常教学中无时无刻不在强调安全教育，面对
这样的一个教学内容，很自然的就让我想到这是在美术课中
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让学生学习安全常识的好机会。因此，
在设计这节课的时候，我就将重点放在同对学生进行安全教
育的结合上面来，让学生在认识安全标识、学习设计安全标
识的同时，无形中接受一次很好的安全教育。



吹画的教案篇三

1、引导学生利用身边的各种材料，开动脑筋，制作指偶。

2、引导学生学会一起合作，模拟舞台表演。

3、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提高
审美能力。

1、掌握指偶的基本制作方法及技巧。

2、能结合不同的材料和表现方法完整的制作一个有特色的指
偶。

2课时

手工纸、双面胶、剪刀、戏台道具、彩色笔、毛线。

（第1课时）

（一）导入新知

欣赏木偶戏表演，并向学生介绍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芝麻
绿豆官（木偶人物）。

学生与木偶人物交谈，发掘木偶身上最大的特点？[必须由手
来操纵]

引入：小朋友想不想也做一个可以像芝麻绿豆官一样在手上
操作的小玩偶啊？（生答。）

揭示课题：指偶剧院

（二）探索新知



1、尝试：介绍木偶家族的另一个成员——指偶，由各小组的
组长来展示。

2、思考：小指偶跟木偶的不同和相同之处。

3、讨论：各小组组长将展示的纸偶带到小组里进行讨论。

a：组长将表演的感受与组员分享。

b：讨论各小组不同指偶的制作方法。

4、探索：请小朋友开动脑筋，想想还有什么不同的方法或不
同的材料，可以制作出更好的指偶。

5、：老师把小朋友的意见进行，并稍做示范、引导。

请小朋友和老师一起去欣赏一些不同的指偶作品，学习别人
的长处。

（第2课时）

1、检查作业情况

2、复习知识

3、学生继续作业，教师巡回指导。

将作品展示到戏台上表演，看看谁做得最棒，表演得最好。
（强调表演时只伸出操作指偶的指头，其他手指要收紧。）

引导学生爱惜作品，并进行变废为宝的环保教育。

教学后记：

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了表演的基本因素，我们不



仅可以用纸张、彩泥进行指偶制作，还可以用布、废弃材料
等，用不同的方法制作人偶，可以表演这种短剧，也可以表
演人物较多的内容，例如，我们民间的“布袋戏”、“皮影
戏”等。学生对这样的课充满学习兴趣，但在制作过程中对
于一些技法掌握和工具的使用不太熟练，教师要耐心指导。

吹画的教案篇四

奇妙的脚印

想象与表现

一课时

1、引导学生根据人的脚印和动物的脚印，想象出各种形象。

2、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形象思维的能力。

培养学生从具现到形象的再创造的能力。

学生想象力的创新。

水桶、水、录像、图片、彩纸、彩笔、剪刀等。

彩笔、彩纸、剪刀、双面胶等。

1、让学生拖掉鞋子，脚底在水桶里沾上水，然后将脚低印在
地板上。

2、引导学生观察自己的脚印，想象着自己的脚印象什么。师
指生点名回答。表扬有丰富想象力的学生。

3、小组讨论，说出动物脚印的样子。比一比哪一组说出最多
种动物脚印的样子。



4、出示课题——奇妙的脚印

1、师具体逐个播放动物的脚印，请同学欣赏观察并讨论它们
的造型特征、以及你所想象的其他形象。

3、师：

我们感受大千世界的美丽，就别忽略了他的每一件馈增，哪
怕是一个小小的脚印。这小小的脚印能为小朋友们带来许许
多多的想象力，我们可以从它的外形，特征来展开丰富的想
象。

引导学生于小组为单位讨论：每个学生将它对某种动物的脚
印有什么样的想法说出来，然后经小组讨论。

先考虑你对哪种动物的脚印比较熟悉，可以先从它的形状打
开思路。师提示学生展开思路，以脚印原来的形状，如圆形，
半圆形，不规则形等去展开想象。师将各种脚印扩大挂在黑
板上供学生观察。

2、以小组为单位，布置一组脚印的世界。

3、完成作业的手法可以多样，但以绘画和剪贴为主。

1、否有集体合作的。

2、是否能把自己想象脚印的造型与色彩，大胆的表现出来。

3、想象的脚印思路是否有创新，独特。

4、是否能在完成作业的方法上有所创新。

1、赏图例，引导学生课后应用其他材料，如大的硬纸板来绘
制你最喜欢的脚印。



2、教育学生平时要善于观察生活中的小事，多动脑筋。

创设轻松愉快的学习气氛。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及生活情趣。
培养学生的团体意识与探究能力。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师
给予指导。鼓励学生要大胆创新。让学生通过交流，提高自
主审美感知能力。

吹画的教案篇五

1、认识重叠图案的艺术特点，增强学生审美感受能力。

2、发掘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想象力。

教学重点：学习多种形式的重叠排列方法。

教学难点：如何处理重叠的遮挡关系。

课件、彩纸、剪刀、胶水、彩笔。

（一）导入（展示课题）

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看见物体互相重叠排列的现象，今天我
们来试试看物体互相重叠会产生什么效果。

（二）授课

1、通过课件演示，引导学生欣赏并提出问题，通过欣赏这些
重叠的图形你有什么感觉？

师归纳：通过把大小、形状相同或不同的图案运用多种排列
方式进行重叠排列，能产生不同的美感。

2、启发学生观察生活中的事物，你们在生活中看见什么物体
重叠排列，具有什么美感？



3、师示范步骤：先构思设计好图形后画出或剪出图形再进行
重叠排列。

4、启发学生进行创作设计。

5、引导学生欣赏教材中的作品。

（三）作业要求：画出或剪刀动物、人物重叠排列。

（四）教师巡视辅导。

（五）作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