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初中七年级美术教案及反思
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语文童趣教案(模板5

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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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回答文后问题。

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
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

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
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
之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

余常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常蹲其身，使与台齐；
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蚊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
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
来，盖一癞虾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
神，不觉呀然惊恐。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

1、“必细察其纹理”这句话中的“其”指代什么？

＿＿＿＿＿＿＿＿＿＿＿＿＿＿＿＿＿＿＿＿＿＿＿＿＿＿＿＿＿＿＿＿＿＿

2、翻译“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心之所向，则或



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这句话。

＿＿＿＿＿＿＿＿＿＿＿＿＿＿＿＿＿＿＿＿＿＿＿＿＿＿＿＿＿＿＿＿＿＿

＿＿＿＿＿＿＿＿＿＿＿＿＿＿＿＿＿＿＿＿＿＿＿＿＿＿＿＿＿＿＿＿＿＿

3、文章生动叙述了作者从小善于＿＿＿＿＿＿＿＿周围＿＿
＿＿＿＿＿＿的事物，并且富于＿＿＿＿＿＿＿＿＿＿＿＿
而体味到的 ＿＿＿＿＿＿＿＿＿＿＿＿＿＿。

4、文章生动叙述了作者幼年生活中的那些趣事？

＿＿＿＿＿＿＿＿＿＿＿＿＿＿＿＿＿＿＿＿＿＿＿＿＿＿＿＿＿＿＿＿＿＿

5、作者幼年“时有物外之趣”的原因是什么？

＿＿＿＿＿＿＿＿＿＿＿＿＿＿＿＿＿＿＿＿＿＿＿＿＿＿＿＿＿＿＿＿＿＿

【参考答案】

1、指代“藐小之物”

3、观察　细小　幻想　物外之趣

5、目力过人，善于观察周围细小的事物，并且富于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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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整体感知课文内容，理清作者思路。

2、体会文章生动准确的语言特点，感受其语言魅力。



3、在反复的诵读中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1、同学们，在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组画面。看一看，这是
什么季节？（夏季）

2、你们能够来说一些描写夏天的诗句吗？（学生自由发言）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检查预习

填空：热烈、紧张、急促的夏天

——追问：你从哪些语段中感受到这种“热烈、紧张、急
促”？

3、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来描写夏天的景致的？

三、再读课文，体味情感

1、过渡：同学们找得非常准确，作者抓住夏天所特有的景物
来突出夏的特点。

2、我们从文章的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作者对夏天怎样的情感呢？

明确：喜爱、赞美。

3、在作者的笔下，我们感受到了夏独特的魅力。作者是一个
怎样的人呢？

大屏幕：作者简介：1946年生于山西



现任：

•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全国记者协会常务理事

师：梁衡的官位很高

大屏幕：梁晓声在《静夜时分的梁衡》里对梁衡的评价：

•梁衡很谦虚

•梁衡待人诚恳

•梁衡品格高尚得令人心颤

•梁衡的百姓心不需要强调

四、赏读课文，品味语言

2、讨论后全班交流（推荐代表：一个朗读，一个分析）

五、拓展延伸

1、比较阅读：我们再来读一首描写夏天的诗歌。

山亭夏日

[唐]高骈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师：与我们课文相比，这首诗有什么不同？（意境上不同）

生1：都写得很美。

生3：山亭少了一种紧张、热烈、急促。

（大屏幕：除课文写到的以外，你还能说出夏天的哪些景物
来吗？）

生1：夏天有荷花。

生2：夏天有蛙声、有萤火虫。

六、课堂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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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造型表现

课时：1课时

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的基本比例及其处在不同姿态情况下比例的变化。

2、学习用简单的线条描绘人物动态的基本方法和人物写生的
一般步骤。

3、通过人物全身姿态的写生练习，感知人体结构的和谐美和
人体的动态美。

活动安排：

学习与研究：



1、不同姿态的人体比例有什么不同?

2、人物的动态与重心如何掌握?

写生与表现：

1、怎样把握与表现小伙伴的动态特征?

2、试试画出照片中人物的重心线。

3、怎样把握与表现小伙伴的形象特征和性格特征?

教学过程：

1、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教具：人体比例教学挂图、人物动态录象或多媒体
演示设备等。

学生准备学具：画纸、铅笔、钢笔或其他画笔。

2、课堂教学：

(1) 引导阶段：

a 引导学生交流讨论，说一说在校园里能看到的小伙伴的各
种动作姿态，用语言描述这些动态特征，并相互表演一下这
些动作姿态。

b 利用挂图指导学生以人体头的长度为单位，测量立姿、坐
姿和其他各种姿势人体的大致比例。

c 用录象或多媒体配合，介绍人体比例知识以及表现人体动
态的要点，不同姿势下人体比例的变化;把握人物的动态特征。



(2)发展阶段：

做人物练习。先练习临摹静止画面(照片、图片、录象定格
等)中的人物，再由同学当模特儿进行静止动态姿势的写生练
习。引导学生随时注意测量自己所画人物身体比例是否正确，
动态重心是否稳定。还要注意把握小伙伴的形象特征，并尽
可能表现出他的性格特征。

(3) 展示讲评：

交流作业，师生共同评述作业的优缺点，总结出存在的共性
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建议和方法。

3、课后拓展：

(1) 随时做一些校园生活中的人物速写练习，一方面巩固本
课所学知识技能，一方面为以后的创作搜集积累素材。

(2) 运用所学的人体比例知识以及表现人物动态的方法，用
线条对家庭成员或社区中的人物进行写生练习，除画静态姿
势外，还可以初步尝试用速写方式练习画运动状态中的人物。

教学评价：

1、是否基本掌握了人体比例的大体测量方法。并正确运用于
对人物的描绘中。

2、课后能否养成随时观察人物动态形象并用本课所学知识进
行分析、描绘。

3、在课堂写生过程中能否愉快地相互合作。

相关课题研究：

关于透视教学的课外拓展的研究。



教学参考资料：

人物速写，是在较短时间内概括而生动地表现人物的形象和
动态的一种绘画形式，其任务是迅速捕捉人物的形象特征、
运动姿态和生活情趣。一般是以线造型，强调简练、概括、
生动的笔法。是为绘画创作搜集素材最为常用的手段。

《人体的比例与结构》

《人体解剖》

《人物速写画法》

相关教学研究课题：

转型期(抑制期)少年儿童的人物画教学。

人教版初中七年级美术教案及反思篇四

学习领域：造型表现

课时：2课时

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人物题材绘画的一般创作方法。

2、进行在一定场景中以成组人物及情节表现一定主题的绘画
合作。

3、培养热爱校园生活的情感，提高对周围事物敏锐的观察和
感觉能力。

活动安排：



选材与构思：

1、选择什么样的学习生活作为表现题材?

2、想要表现什么样的意义和主题?

讨论与交流：

1、谈出自己对校园生活的突出感受与表现意图。

2、其他同学的选材与构思对自己有什么启发?

表现与绘制：

1、采用什么样的构图最能表现自己的构思?

2、采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才能达到好的表现效果?

教学过程：

1、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教具：校园活动场景照片一组、以校园生活为题材
的画家绘画作品图片若干、同一课题的学生作业若干。

学生准备教具：平时搜集和积累的校园生活题材的创作素材、
根据自己采用的画种、准备的所需的工具材料。

2、课堂教学：

(1) 引导阶段：

a 引导学生回忆、交流自己在校园生活中印象最深刻，最有
意义的事物，并讨论如何才能作为绘画创作的主题加以表现。



b 向学生提供校园活动场景照片、校园生活题材的画家绘画
作品图片、同一课题的学生作业等资料作为构思的参考。

c 让学生拿出平时积累的有关校园生活的创作素材，进行选
择、分析、改造，用于本课的创作实践。

(2)发展阶段：

a 将自己的创作构思画成简单的草图，师生之间、同学之间
进行交流与讨论，对各自的构思草图进行修改与完善。

b 根据创作意图、作品主题的需要，选择一种表现手段，如
线条画、色彩或纸版画等，进行绘制。

c 创作过程中，仍可进行相互交流，交换各自所需的素材，
或根据需要临时进行场景写生和人物动态写生。

d 要鼓励学生大胆表现自己的构思，大胆落笔，细心收拾。
要独立思考，表达出自己的意思，交流的目的是启发创作灵
感，而应避免相互照搬或套用一个模式。

e 教师应在辅导中，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透视知识画场景，
运用所学的人体比例及动态表现的知识处理画面中的人物，
成组人物的表现，应注意画面的均衡构图、前后遮挡、远近
虚实等关系的处理。

(3)收拾与整理：

作业接近完成时，指导学生从整体上对自已的作品进行调整
和修改，最后完成作品。

整理资料、素材、画具。恢复教室的整洁。交还暂时借用别
人的资料、工具材料等并表示谢意。



3、课后拓展：

(1) 课后可让学生进一步审视自己的作业，找出成功与不足，
并利用课余时间尝试用另外的构图、方法和手段表现同一主
题，看看会出现什么不同的效果。

(2) 进一步选取新的创作主题，从另一个角度表现校园学习
生活。

(3) 尝试将所学的创作方法运用于校外生活的绘画创作中。

(4) 以《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为主题办一个作业展览，展
示每个同学的作业，组织参观与评述活动。

教学评价：

1、是否表现出自己的创作意图和主题。

2、采用的方法和手段是否适于主题的表现。

3、创作过程中是否正确运用了以往所学的透视、人体比例等
知识的技能。

4、在创作活动中能否与同学愉快地交流与合作。

相关教学研究课题：

1、学生生活经验与中学生绘画创作教学。

2、对学生绘画创作进行选材指导的研究。

3、拓展思维领域，启发学生的构思联想，进行绘画创作教学。

4、关于“双基”与中学生绘画创作教学关系的研究。



人教版初中七年级美术教案及反思篇五

单元总目标：

通过对校园环境、人物以及校园内各种活动的绘画表现，加
深对校园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的体验以及自己与同学、老师
之间的和谐关系，培养学生热爱校园生活的情感，并了解对
相关环境、人物活动的最基本的造型语言和表现方法。

单元课时：

第一课 优美的校园(2课时)

第二课 校园伙伴(1课时)

第三课 在校园中健康成长(2课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