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的美术说课稿 小学美术教案说课稿
(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的美术说课稿篇一

我说课的内容是xxxxx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美术教材第x册第x课
《xxxxx》一课（课件），下面，我着重从教材分析、教法学
法、教程程序、板书设计四个方面来谈谈我对本课的教学设
计。（课件）

一.教材分析（课件）

1首先我根据《美术课程标准》所确立的阶段目标，确定
《xxxxxx》一课属于“造型·表现”学习领域，即通过看看、
画画、做做等方法表现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事物，激发学
生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愿望。

2本节课在整体知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xxxx是一节集欣赏性、合作性、互动性等特点于一体的美术
课，在本节课前面安排了xxxx等课，已经让学生接触到了用
颜料彩笔等工具进行绘画，用彩泥、彩纸等手工材料来表现
画面，而《鱼儿游游》这节课是在此基础用“剪纸、撕纸、
彩笔绘画、彩泥制作、综合材料”等方法来表现画面，复习
运用了前几节课的学习内容。而在本节课后面安排了xxxx等
课，这几节课主要是通过彩纸彩泥以及综合材料来表现画面，
为此打下基础。所以本节课在整体知识结构中起到了承上启
下的桥梁作用。让学生在观察欣赏中感受美、体验美；在实



践操作中表现美、创造美。

3教学重点是：xxxxxx。

4教学难点是：xxxx合理性和协调性。（将xx巧妙的设计在造
型中）。

二、学情分析：

一年级学生已经初步认识了美术工具和材料，对不同的材料
和工具的使用已有一定的掌握，会用简单的线条和色块来表
现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现在的孩子以独生子女居多，他们接
受信息的途径很广，思维活跃、想象丰富、联想奇特，他们
以自我为中心，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的表现画面；好奇
心重，爱表现自己，但动手能力较差，只能用简单的工具和
绘画材料来稚拙地表现自己的想法。而《鱼儿游游》这节课
就是让他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无拘无束地表现自己的想法，
符合学生发展的特点。

本节课要面对的教学对象是小学x年级的学生，这一学龄儿童
是想象力与创造力非常丰富和活跃的时期，结合小学儿童的
学龄特点，使学生提高对美的感受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

三教学目标：

体会xx的意义，形成xxxx的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

通过教学活动，让学生了解xx，尝试运用不同的表现形式设计
和制作。

培养学生对生活情感的表达能力，发展创新思维和审美能力。

二.教法学法 在教学中，为了更好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体现课程设计注重人文关怀，侧重学生的体验过程，针对小



学x年级儿童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我遵循“教为主导，学
为主体”的教学思想，通过情景创设，引导学生主动探究，
体验学习的过程，培养自主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通过评价
激励，引导学生积极互动，体会创作的快乐，发展学生的想
象力、提高学生的创造力。

三.教学过程（课件）

为了使学生都能在视、听、说、做、思等行为环节中经历美
术的过程、体验审美的快乐，顺利达成教学目标，我设计的
教学流程如下：

（二）引导启发 了解xx 其次由于每个学生的成长经历、知
识层面、生活环境的不同，观察力与认识层面自然不同，因
此，我设计了“引导启发 了解xx”一环节。先出示一组图片，
通过“？”等问题引导学生观察探索，了解。接着出示一组
有错误的xx，让学生观察分析：设疑引路，归纳总结，突破难
点，避免发生同样的错误。这一环节的设计为学生的制作设
计了一个坡度，减低了难度。通过语言表述与语文课相结合，
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教学活动中，以此调动学生勇于表
现、释放个性的积极性，让学生真切体会到学习的成功与快
乐。

（三）自主探究 折制xx 接着我设计了“自主探究——折制
种表”一环节，因为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是新课程标准特别
倡导的一种学习方式，他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合
作意识，所以在这环节我先用激励的语言表扬学生的学习精
神，x正当学生情绪高涨，产生积极的探究动机的时刻，我给
学生5分钟的时间，引导学生到书中寻找答案，鼓励他们根据
书中提示，相互交流，积极互动，讲解自己的制作想法，了
解不同的方法步骤，并大胆地展示出一个设计与众不同的表
面。通过这种安排，让学生在小组中交流、在小组中合作、
在小组中探讨，使重、难点在小组合作、自主探究中得到了



解决，教师只是组织者、引导者，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
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四）大胆创作 制作xx 为了给学生一个自由发挥、创造的
空间，我设计了“大胆创作——制作xx”这一环节，鼓励学生
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再创作，在再创作过程中，我强调学生注
意色彩的搭配协调，钟面指示明确。制作同时，并播放儿童
歌曲x，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优美的旋律中展开思
路、大胆创造，体验造型活动所带来的乐趣。在学生创作作
品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材料的选用、颜色的
搭配等问题。我引导学生相互讨论，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
学会解决问题。

（五）展示欣赏 评价xx 我接着设计了“展示欣赏——评价
钟表”的环节，这样就做到了问题由学生提，方法由学生想，
思路由学生讲，从而真正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在学生创作基
本完成时，我让学生采用自评为主，互评与教师简评为辅的
方法进行评价，从而学生参与到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信心，
体验成功的喜悦。

（六）课堂小结 扩展延伸 科学精练的结束语能起到“课虽
尽，但趣无穷”的效果，因此我最后设计了“课堂小结——
拓展延伸”环节，在课程即将结束时，问学生：“这节课哪
一点给你带来了快乐？”学生学会从创作的快乐、成功的快
乐、合作的快乐，甚至会从老师和同学的评价中体会到快乐。
这一环节对快乐的回顾，既加深了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印象和
体验，同时又是对这节课的总结和梳理。

最后，我给学生留了一个拓展延伸的作业：和家长共同创作
一个更漂亮的xx拿到学校来，把自己的创作感想和乐趣跟大
家共同分享。

2.互评：学生之间相互谈谈自己的看法，让他们在共同的参
与过程中产生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提高审美能力。



3.教师评价：根据激励性的原则，在学生互评的过程中，我
相机结合学生作品的不同特点，肯定孩子们的各种表现，保
护他们的积极态度和创新意识。点评时注意给能力较弱、性
格内向的学生学生更多的展示机会，找出其优点，甚至扩大
其优点，并发自内心赞扬他们，使他们摆脱自卑心理，相
信“我能行”。这样，让全体学生都成为“学习的主人”。

四.板书设计：（课件）根据教学活动的安排，板书设计分三
部分：课题xx基本特征示意图和展示区。

总之本节课通过精心设问、合作探讨、动手探究，引导学生
进行再创造，他强调把学生当成发现者、鼓励学生积极思考，
自行探究，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互助、参与合作意识，实
现了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真正实现了知
识与能力的同步提高，教学效果很好，一句话：只要教师转
变观念，大胆的放手把课堂还给学生，满足他们好奇、好动、
好说的特点，教学效果一定会事半功倍。

的美术说课稿篇二

评委老师早上好！我今天要说的是《》这一课。我就本课的
教材分析，教法学法，教学过程做一下说明：

一·说教材

本课是义务教育小学美术第（）册第（）课的内容，是一堂
（·）课。按照《美术新课程标准》，我将本课略加改动，
成为集欣赏与技能训练于一体的综合课。以审美教学为主线，
加以必要的技能训练，使它能与生活，情感，文化，科学相
联系，更具人文性，综合性，创造性。在这之前学生已经学
习了一定的美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本课的设计可以说是
对前面所学的知识技能的巩固与深化。

（）年级学生天真，好动，活泼可爱，思维独特，个性鲜明。



在教学中只有充分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创设一定的情境，激发
他们的求知欲，并让他们时时体验成功的乐趣，从而形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

1·认识目标；

2·能力目标；

3·情感目标；通过学习（），了解（）。

二·说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学习（）。

教学难点：通过学习（），了解（）。

三·说教法学法

为了突出重点，并突破难点，体现课程设计注重人文关怀，
侧重学生的体验过程，针对小学（）年级儿童的心理特点和
认知规律，我遵循“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教学思想，通
过情景创设，引导学生主动探究，体验学习的过程，培养自
主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通过评价激励，引导学生积极互动，
体会创作的快乐，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学生的创造力。

四·说教学用具：

学生（）

教师（）

五·说教学过程

首先——开设情境，趣味导入



（一）作品欣赏

1的积极性，让学生真切体会到学习的成功与快乐。

（二）自主探究

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是新课程标准特别倡导的一种学习方式，
他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合作意识，所以我在本课
开设疑问：“（）谁能告诉老师吗？”正当学生情绪高涨，
我给学生5分钟的时间，引导学生根据书中提示，相互交流，
积极互动，并大胆地说出自己讨论得出的结果。这样可以让
学生在小组中交流、合作、探讨，使重、难点得到了解决。
这里教师只是组织者、引导者。这个环节体现了合作，讨论
的学法。

（三）教师示范引领

小学生的思维特点是以形象思维为主，抽象思维较弱，这时
教师的亲自示范，必将能让学生很好地获得直观的视觉信息，
激发了兴趣，增强效。

（四）欣赏同龄人作品，欣赏画家作品

不同内容，不同技法，拓展知识面，激起学生自我表现的欲
望，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来。

（五）布置作业大胆创作

这一环节是给学生一个自由发挥、创造的空间，鼓励学生对
自己的作品进行大胆创作。要求：大胆创作，细心装饰。

作业1·（低）（）

作业2·（中）（）



作业3·（高）（）

在创作过程中同时，播放轻音乐，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让
学生在优美的旋律中展开思路、大胆创造，体验造型活动所
带来的乐趣。

（六）展示评价

1·自评你画的是什么？你觉得自己的作品哪里最棒？

2·互评谁的作品最美？谁的作品哪一点给你印象最深？

（引导学生发现美,把握学生的闪光点。）

3·教师评好的作品要给学生激励，肯定，表扬。要找出其优
点，甚至扩大其优点，使他们摆脱自卑心理，相信“我能
行”。这样，让全体学生都成为“学习的主人”对存在不足
的作品可以对他们说“怎么才能把自己的作品变得更美
呢？”等。

（七）课堂总结延伸

科学精练的结束语能起到“课虽尽，但趣无穷”的效果，在
课程即将结束时，问学生：“这节课哪一点给你带来了快
乐？”学生学会从创作的快乐、成功的快乐、合作的快乐，
甚至会从老师和同学的评价中体会到快乐。学生对快乐的回
顾，既加深了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印象和体验，同时又是对这
节课的总结和梳理。

总之，本课从新课标出发，从学生实际入手。力求做到导课
体现一个“趣”字，授课体现一个“活”字，创作体现一
个“新”字，评价体现一个“巧”字。我相信这节课是能达
到预期的目标的。我的说课完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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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术说课稿篇三

首先说教材，本课是人美版小学四年级美术下册第·课的内
容，属于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学习领域。本节的主
要内容是···，通过学习·方面的知识，增加在·方面的
知识，提高在·方面的能力，也为后面学习··打下基础。
根据上述对教材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我确定了本课的重难点，
重点是···，难点是····。

根据《美术新课程标准》和教材要求，结合学生发展特点，
我制定了以下的三维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学习·内容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活动，提高·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拓宽美术思维，体验到·的乐趣，
培养·的情感

为了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根据学生发展的年龄特点、行为
特点，我将采用以下的教学方法。首先是创设情境法，通过
开放式问题的提出来启发学生观察、思考。再利用多媒体教
具，演示相关资料，并讲解相关内容，将讲授法和演示法有
机结合，更好的引导学生听看思考讨论，同时，我还会采用
观察交流法、讨论法，多层面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彭杨学
生的创新能力。

在学法上，结合前面制定的教法，我将引导学生采用观察、
分析、探索实践、小组交流的学习方式。先请学生观察思考
相关内容，等学生用了感性认识后，再进行创作。充分调动
学生手眼脑参与学习，在学生自己体验、操作实践的过程中
主动的汲取知识。



下面具体的谈谈教学过程，新课程标准指出：教学过程应该
是师生互

首先是导入环节。新课程标准指出“兴趣是学习美术的动力
之一”，而好的开始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兴趣，所以在上课
伊始，我会先用多媒体展示相关图片/短片，提出相关问题后
从学生的回答引出课题。在看听说的过程中，唤起学生
对··已有的认知和记忆，从而达到“课未始，兴已浓”的
良好效果。

接下来是新授环节，为了更好的帮助学生把握重点，突破难
点，我将用演示法和讲授法相结合的方式来引导学生观察思
考讨论。首先ppt出示相关资料，然后提出··问题，同桌之
间讨论。再请学生欣赏课本上内容，回答相关问题。通过问
和答，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和表达能力，做到人人参与课堂，
人人乐在其中。

在实践创作环节，先观察课本中学生的作品，指出创作时应
该注意的问题，然后由学生自由组成小组并选出组长来完成
本课的创作内容。这样不仅给学生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
他们还能体验到受到尊重，受到信任的情感。在小组合作中
培养了彼此热爱，相互尊重的情感。接下来是赏析评价环节，
在学生作品即将完成时，小组内先自评作品，然后相邻小组
互评，引导学生从构图、色彩、线条等方面来评价，学生自
评完毕后我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简评。通过这种方法，提高学
生分析评价能力。

的美术说课稿篇四

尊敬的各位老师，你们好！我今天说课的内容是《

》。我将围绕教什么，怎样教和为什么这样教从教材分析、
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准备、教法学法和
教学过程等几个方面来汇报我的这节课。首先，来说教



材，(内容、地位、作用)本课是冀教版美术第（）册第（）
课的内容，是一堂（·）课。按照《美术新课程标准》，我
将本课略加改动，成为集欣赏与技能训练于一体的综合课。
以审美教学为主线，加以必要的技能训练，使它能与生活，
情感，文化，科学相联系，更具人文性，综合性，创造性。
在这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一定的美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本课的设计可以说是对前面所学的知识技能的巩固与深化。

下面来说学情

（）年级学生天真，好动，活泼可爱，思维独特，个性鲜明。
在教学中只有充分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创设一定的情境，激发
他们的求知欲，并让他们时时体验成功的乐趣，从而形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

1 2 接下来说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学习（）。

教学难点：通过学习（），了解（）。三·说教法学法

为了突出重点，并突破难点，体现课程设计注重人文关怀，
侧重学生的体验过程，针对小学（）年级儿童的心理特点和
认知规律，我遵循“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教学思想，通
过情景创设，引导学生主动探究，体验学习的过程，培养自
主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通过评价激励，引导学生积极互动，
体会创作的快乐，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学生的创造力。

2·讨论法

3·合作法 四·说教学用具：

学生需要准备（）



教师（）

》

在学生进行作品欣赏时，我先出示一组图片，通过提问引导
学生观察，探索，了解。接着出示一组有存在问题的作品，
让学生观察分析：归纳总结，突破难点，让学生真切体会到
学习的成功与快乐。

第二个环节是自主探究，学习新课

（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是新课程标准特别倡导的一种学习方
式，他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合作意识，这样可以
让学生在小组中交流、合作、探讨，使重、难点得到了解决。
这里教师只是组织者、引导者。这个环节体现了合作，讨论
的学法。）

1、教师首先进行示范

（小学生的思维特点是以形象思维为主，抽象思维较弱，这
时教师的亲自示范，必将能让学生很好地获得直观的视觉信
息，激发了兴趣，增强效果）。

2、下面是给学生一个自由发挥、创造的空间，鼓励学生对自
己的作品进行大胆创作。 要求：大胆创作，细心装饰。

（在创作过程中同时，播放轻音乐，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
让学生在优美的旋律中展开思路、大胆创造，体验造型活动
所带来的乐趣。）

第三个环节：学生展示，自主评价

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自评、互评。



1·自评

你画的是什么？你觉得自己的作品哪里最棒？

2·互评

谁的作品最美？谁的作品哪一点给你印象最深？

（引导学生发现美,把握学生的闪光点。）

科学精练的结束语能起到“课虽尽，但趣无穷”的效果，在
课程即将结束时，问学生：“这节课哪一点给你带来了快
乐？”学生学会从创作的快乐、成功的快乐、合作的快乐，
甚至会从老师和同学的评价中体会到快乐。学生对快乐的回
顾，既加深了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印象和体验，同时又是对这
节课的总结和梳理。

最后，我给学生留了一个拓展延伸业：把自己的创作感想和
乐趣跟大家共同分享。

六·板书设计

这就是我的板书设计

七、说教学预评估： 在本节课中，（）环节学生可能（），
我在（）的同时可能（）去做

总之，本课从新课标出发，从学生实际入手。力求做到导课
体现一个“趣”字，授课体现一个“活”字，创作体现一
个“新”字，评价体现一个“巧”字。我的说课完毕，谢谢！

的美术说课稿篇五

为了更好的上好本课，我对本课的教材和学生的学情进行了



深入分析。

1、教材分析

《唐代墓室壁画》属墓室壁画中的精品，具有很高的美学价
值。唐代墓室壁画进入中学美术课堂对培养学生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识，对唐代丰富多彩的壁画艺术表现形式的理解，
以及对个人品味和审美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

2、学情分析

在本节课前已经学习过了《敦煌莫高窟》,学生已经对壁画艺
术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并掌握了壁画的制作方法,这些都为
学生学习唐代墓室壁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大部分学生
没有接触过墓室壁画,所以我在课件中展示了多幅作品让学生
欣赏,引导学生了解和认识唐代墓室壁画,开拓学生的眼界,激
发其探索墓室壁画的兴趣。本课我采用对比分析法和小组合
作探究法，通过比较分析唐代墓室壁画和唐敦煌莫高窟壁画
的异同，使学生对唐代壁画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知。

3、教学目标

作品结合教学内容，从知识与能力、方法与途径、情感与评
价、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等4个方面提出明确的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了解唐代墓室壁画的有关基础理论知识和艺术特
征;学会用对比分析法分析比较唐代墓室壁画和唐敦煌莫高窟
壁画的异同。

方法与途径:欣赏唐代墓室壁画,了解唐代墓室壁画的历史和
意义;在讨论与交流过程中,了解唐代墓室壁画和唐敦煌莫高
窟壁画的不同艺术特征,能用线描的形式临摹壁画作品的局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与评价:感悟唐代墓室壁画的艺术美,分



析壁画的不同表现形式,提升欣赏水平,培养学生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热爱。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运用具体的，
有针对性的评价用语，多激励，多引导。

4、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唐代墓室壁画，学会用自己的语言分析评价
唐代墓室壁画的美。

教学难点：运用比较分析法探究唐代墓室壁画和唐敦煌莫高
窟壁画的异同。

参观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唐代壁画珍品馆，撰写观后感。查
阅唐墓室壁画相关的文献资料。研究总结唐代墓室壁画中的
题材、构图、人物造型、色彩特点艺术特色。分析比较唐代
墓室壁画与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异同，并结合壁画图片详细列
举，将所需要的图片配上简要的文字资料制作成幻灯片在开
课前循环播放。制作多媒体课件供详细讲解需要。

教学方法：欣赏法、对比分析法、小组合作探究法

课时数：1课时

【导入】用已学知识，引出课题(2-3分钟)

1、课前循环播放敦煌莫高窟壁画和唐代墓室壁画经典代表作
品。

2、提问：同学们，我们已经学习了哪里的壁画?

3、回顾敦煌莫高窟壁画，引导学生说一说敦煌莫高窟壁画的
特点，引导学生思考唐代壁画除了莫高窟壁画以外，你还知
道哪些优秀的作品?引出唐代墓室壁画。

【讲授】欣赏感知，合作探究(8-10分钟)



1、什么是墓室壁画?(课件展示)

墓室壁画作为中国传统壁画的重要一翼，它一般绘于墓室的
四壁、顶部以及甬道两侧。墓室壁画的内容多是反映死者生
前的活动情况，也有神灵百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日月
星辰以及图案装饰，目的主要是说教和对亡者的纪念或者希
望死者在冥间能过上好日子。

2、唐代墓室壁画

(1)、唐墓壁画简介

唐墓壁画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独具特色的珍贵藏品，共有20多
座唐墓的壁画精品近600幅，达1000多平方米。其中5
件(组)18幅被国家定为国宝级，69件(组)82幅被定为一级品。
唐墓壁画以风格独特的建筑、简约传神的人物、特色鲜明的
器物、简洁明快的山水与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描绘了当时的
仪礼规范、生活习俗、服饰特色、娱乐方式与建筑风格，是
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重要形象资
料。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墓壁画包括章怀太子墓客使图、马球图、
狩猎出行图，懿德太子墓阙楼图、仪仗图，永泰公主墓宫女
图在内的壁画珍品97幅;以及辅助文物18件组，其中有些是上
展壁画墓出土，有些则与画面内容有关。为了便于观众比较
唐墓壁画和唐代传世绘画，还专门选出唐代前后的传世名画
复制品作为辅助展品。

(2)、欣赏永泰公主墓壁画

永泰公主墓，李仙蕙(684-701年)中宗李显的第七女，谥永泰
公主。其墓为高宗乾陵陪葬墓，长87.5米，由墓道、过洞、
天井、前后甬道、前后墓室组成。出土随葬品1300遇见。壁
画题材有青龙、白虎、建筑、仪仗、列戟、宫女等。



《永泰公主墓宫女图》是陕西省乾县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前
室东壁南侧出土的画，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高176厘米，
宽196.5厘米。李仙蕙是唐中宗第七女，初封永泰郡主，后赠
永泰公主。此图场面宏大，保存较好，画中人物为九位风姿
绰约的宫女，头梳高髻，肩披纱巾，长裙曳地，个个体态丰
盈，婀娜多姿。她们手捧方盒、酒杯、拂尘、如意、团扇、
蜡烛等，在为首女官的引领下款款徐行，或低语、或回顾、
或凝神，神态被描绘得细致入微，生动传神。体现了大唐喜
好秀丽丰满、华贵艳媚的女子的风尚，真实的展示出唐代皇
室贵族奢靡生活的一瞬间。整体构图既注意到各显人物特点，
又顾及到画面和谐统一，色彩丰富，线条流畅，人物的装束、
服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精美的画面又有极高的艺术性。
画师着重通过人物的正、侧、背、转各种微妙的变化，使单
调排列的宫女神情相应，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是唐墓壁画
中的精品，达到了艺术效果与历史价值的高度统一。

(3)、总结永泰公主墓壁画中的人物造型与色彩特点

充满气势的构图、朴拙生动的造型、流动飞扬的线条、丰富
热烈的色彩

3、自学探究章怀太子墓壁画、懿德太子墓壁画

(1)、小组合作思考、讨论章怀太子墓壁画中人物的造型与色
彩特点。

(2)、小组合作思考、讨论章怀太子墓壁画中人物的造型与色
彩特点。

(3)、小组派代表总结发言

小组合作运用对比分析法分析比较唐墓室壁画与敦煌莫高窟
壁画的异同，将讨论结果写到黑板上。(8-10分钟)



老师总结(4分钟)

相同点：

1、社会背景相同。尽显唐朝的繁荣文化、当时所盛行的厚葬
文化和墙绘画风气的流行。

2、相同的材料与绘画思维方式。运用毛笔蘸墨在墙上勾勒出
人物，山水、花鸟的形体，然后赋予应有的理想色彩，其用
色方法、绘画技巧、构图方法和文化习惯，都透漏出中国人
的审美和人生哲学，与西方美学相异。

3、都是心灵的寄托。论两者的产生原因，都是源于心灵的寄
托。唐莫属壁画所服务的是皇亲国戚、贵族后裔，表达他们
希望自己在死后或转世人能享受荣华富贵、权利、地位等。
莫高窟壁画则是贫苦老百姓、商户、官员的心理愿望，祝福
祖先在另外一个极乐世界幸福，寄托自己在外经商平安，脱
离尘世的痛苦，来生可以投胎到富贵权势人家，过得比今生
更好。

不同点：

1、题材的选定各有不同。唐墓室壁画是贵族皇室流行厚葬所
产生的绘画作品，大体表现自己奢华的生活和历史事件。主
要有仪仗出行、外交、狩猎、宫女、乐舞等，希望死后仍能
享受今世的快乐。取材关注自己的生活，作品富有生活化、
真实化的特点。敦煌莫高窟壁画则是寄托百姓所想，题材大
都选自佛经故事、佛教教义、佛教历史画、西方净土等，经
变画是这时期的重点内容，供养人也渐渐进入了画面，绘画
题材与百姓的生活逐渐融合起来。

2、构图处理手法相异。两者共有长方形构图和长卷式构图，
三联式构图和立体藻井构图是盛唐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独特的。



3、艺术语言各有追求。唐墓室壁画，构图简约，形象生动，
故事情节简练，追求自然生动、生活气息浓郁的真实感受;用
笔用色虚实相生，具有中国画的写意属性;设色为工笔淡彩但
又不失该有的厚重感。莫高窟壁画中，故事内容丰富，构图
饱满，气氛活跃，人物造型比较丰满，显示佛家的大度与佛
法的广大，具有普度众生之意;场面宏大，画面复杂，装饰性
比较强烈，颜色丰富多彩，表述了佛国的一派盛世之象。其
用笔设色属于传统的工笔重彩画。

【展示与评价】(3-5分钟)

1.组代表发言，自评本小组的讨论结果，分享心得。

2.激励学生学会有针对性、抓重点进行高效讨论。

3.小组互评讨论结果，说说自己在今后的课堂讨论中该如何
改进。

【总结】(2-4分钟)

鼓励学生谈一谈本节课学到了什么，教师补充总结本课学到
的知识点，同时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渗透。

【课后作业】

1.周末去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唐代壁画珍品馆参观。

2.撰写200字左右的观后感，在课余时间和同学交流感受。

3.尝试用线描形式划一划壁画中的人物。

以上内容3选2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