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伙伴美术教学设计一年级 我和我的小伙
伴四年级美术教学设计(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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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美术教学设计一年级篇一

复习三原色的组成，能用三原色画一幅想象画。感受三原色
带给自己的冲击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三原色的巩固和使用

教学难点：三原色的交替使用和色块比例

教具准备

学生范画、自制幻灯片

教学过程

一、提问导入

2、小结：三原色分别是柠檬黄、大红、湖蓝，它们互相调和
以后就变成了橙绿紫，画面效果很鲜艳，很好看。

二、欣赏范画

1、出示范画提问：你看到了什么?(从形到颜色的使用或者构



图与感受这方面来谈谈)

三、学生作业

1、大胆的运用红黄蓝三色，自由的画一幅想象画

2、请小朋友将三原色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3、可以使用黑色勾线，也可以不勾线

四、老师巡回指导

五、给自己的画取一个美丽有趣的名字

六、总结欣赏下课

伙伴美术教学设计一年级篇二

教学要求

1．写田字格里的六个生字，做到笔顺正确。

2．正确认读十二个生字。

3．借助汉语拼音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了解课文内容，培养学生互助友爱、团结合作的精神。

教材分析

课文是一篇小散文，以一颗小水滴自述的方式讲述了“我”和
“我”的小伙伴们托起搁浅的木船、救活干渴的禾苗的过程，
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只有齐心协力、团结合作，才能干成事
情。



《我和我的小伙伴》教学建议

一、自读课文，自学生字词语

学生自读课文，说出不认识的生字词语，同学问、师生间互
相帮助，共同解决。

二、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可以采用教师范读、听录音朗读、指名读、分角色朗读等多
种形式提高朗读兴趣。

指导有感情地朗读第一段。“有水啦，有水啦，我能航行
啦！”――要读出木船见到“我”之后的欣喜、激动。
而“我”的力量太小了，不能够托起木船――读出惋惜和失
望。

学生自读体会第二、三自然段。同学问互相评评说说什么地
方读得好，还有哪些地方有待改进。

第四自然段可以分角色朗读。

“我跑回小河，唤来了我的小伙伴。”(小水滴独白)――要
表现出小水滴的果断和自信。

“我们流到木船下……托起了木船。”(小水滴齐声说)――
要表现小水滴们齐心协力救助木船的勇气和信心。

“谢谢你和你的.小伙伴。”(小木船独白)――突出小木船的
喜悦与感激。

学生自己练习朗读第五自然段，同学之间互相评议。

三、联系实际，深化理解



同学之间互相说一说：你和你的小伙伴一起做过什么事?调动
学生的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结合实际说一说，深化理解。

四、发挥想象，表演课本剧

以小组为单位把课本改编成课本剧，在班内上演。比一比哪
个小组、哪个同学演得好，由全班同学一起评出各个奖项。

教师要启发学生开动脑筋，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把课本中
的故事改编得更加完整、连贯。比如，第四自然段的第一句
话，“我跑回小河，唤来了我的小伙伴。”“我”会对小伙
伴说些什么呢?动动脑筋，发挥想像，把这部分内容表现出来。

五、识记、书写生字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识记、书写生字。

《我和我的小伙伴》教学设计（一）

教学要求：

1、会写田字格里的六个生字,做到笔顺正确。

2、正确认读十二个生字。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了解课文内容,培养学生互助友爱,团结合作的精神。

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小木棒

2、学生准备:自己喜欢的人物头饰。



第一课时

一、激趣揭题

同学们，你们喜欢做游戏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个游戏。
（出示一根小棒）谁能把它折断？（指名学生试一试）

谁能把这一捆小棒折断，谁就是咱们班的大力士！（多找一
些同学试一试）

谁来告诉老师，为什么一根小棒能折断，一捆小棒就折不断
了呢？（学生回答）

-今天我们学习的这篇课文也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快来一起
看看吧！（板书课题：23、我和我的小伙伴）

二、认读

1、借助汉语拼音自由朗读课文，要求把字音读准。

2、把课文中不认识的字词圈出来，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进行
解决。

3、认读生字、词语。

伙伴一滴木船高兴大喊航行禾苗救活跑回齐心协力汇成尽情
稻田浇灌

4、认读带生字词的句子。

（1）小伙伴们在高兴的做游戏。

（2）木船在大海中航行。

（3）好多小水滴把干枯的禾苗救活了。



三、指导朗读，理解课文内容

1、较师范读课文，说说你从中知道了些什么？

（一颗小水滴和他的伙伴托起搁浅的木船、救活干渴的禾苗
的故事）

2、学生自由朗读，把自己喜欢的地方划出来，读一读，说说
理由。

3、指导有感情的朗读。

“有水啦，有水啦，我能航行啦！”――要读出木船见
到“我”之后的高兴与激动。而“我”的力量太小了，不能
托起木船，读出惋惜与失望。

“我跑回小河，唤来了我的小伙伴。”――要表现出小水滴
的果断和自信。

“我们流到木船下……托起了木船”――要表现出小水滴们
齐心协力救助木船的勇气和信心。

“谢谢你和你的小伙伴”――要突出小木船的喜悦和感激。

4、分角色读课文

5、总结

四、联系实际，深化理解

第二课时

一、教师范读课文，学生闭眼认真听，头脑里想象整个动画
过程。



二、发挥想象，创编课本剧。

1、以小组为单位，把刚才头脑中想象到的画面加上自己的语
言和动作，改编成课本剧。

2、在班内表演。比一比哪个小组，哪个同学表演的好。

3、由全班同学一起评选出各个奖项。

三、识记，书写生字

1、让学生认真观察这六个生字，说一说你是怎样记住它的。

2、让学生先描红，再仿写，把字写工整，写准确。

3、同桌互相评一评，哪个字写得好，哪个字还要进行修改。

4、学生书写，教师巡回指导。

四、作业：

和自己的小伙伴共同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伙伴美术教学设计一年级篇三

教学目标：

1、了解人物的大体比例和不同姿态。

2、学习用泥或彩泥来表示人物的各种造型。

3、在教学活动中，引导同学体验同学间的友谊，感受人与人
之间的美好情感。

教学重难点：



1、初步理解人物的大体比例关系。

2、通过泥工活动，掌握泥塑的一些基本方法，培养同学空间
想象力和发明力。

3、引导同学如何在作品中表示情感要素。

教学准备：

教具：多媒体教学仪器，图片资料，泥塑作品。

学具：雕塑泥，彩泥，辅助工具，绘画工具等。

教学过程：

一、引导阶段

1、欣赏导入

2、观看人物雕塑资料，激发同学学习兴趣，引导小同学了解
儿童，少年和成人不同的人物比例。

3、通过观察，交流讨论，认知小同学的比例关系：1站立时
约六个头长，2坐在椅子上约五个头长，席地而坐约三个头长。

教学意图：从感知到认知，初步掌握人体比例规律。

二、发展阶段

1、同学尝试制作。

2、同学自评，互评。

a、通过纠错发指出作品的缺点。



b、通过模特动作的对比指出缺乏

3、欣赏优秀泥塑作品，感受雕塑的语言，体会作品中表示情
感要素。

教学意图：感受雕塑的空间体积感，掌握泥塑的基本方法，
感受雕塑语言。

三、深入阶段

1、分小组交流，讨论创作内容，

2、分小组合作，添加场景，完成组群泥塑，用彩泥时还有注
意色彩的搭配。

教学意图：综合练习。相互协助，相互学习。陪养协调合作
能力，体验同学间的友谊，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

四、作业展评

1、小组自评，互评。

2、师点评优秀作品。

五、课堂小结与延伸

1、师点拨本课教学活动要点。

2、鼓励同学先创作草稿，用绘画的形式来创作一副作品。再
通过泥塑来表示自身的创作，通过两种艺术形式的比较来拓
宽同学空间想象力和发明力。

执教时间：4月10日——4月12日

第2课时



一、引导阶段：

提问:你喜欢和你的好朋友一起做什么游戏？

鼓励同学说一说，或和自身的好朋友一起扮演一下。

二、发展阶段：

1、出示教师制作的立体的小纸人，请同学分析一下它们是怎
样站住的，又是怎样连接起来的。

2、讨论、研究一下还有那些方法可以使小纸人站住。试着做
一下，看哪一组想的方法最多最好。

展示一下各组做的站立小纸人。

总结一下使小纸人站住的`方法：折、粘。

3、启发同学想出更多的表示自身和好朋友一起往的形式，最
好做出来的是立体的。

鼓励同学们能大胆、自由的运用画、拼贴和立体制作等方法
表示新同学。

在同学制作时，教师还要引导同学表示出新同学团结友爱、
互相协助的思想感情。如：表示几位同学一起打扫卫生、一
起做游戏、一起学习等。同时强调一起制作时的团结协作。

三、展示、游戏：

随着“你的朋友叫什么”的音乐互相观赏作品，并向自身的
好朋友献上一句祝福的话。

执教时间：4月17日——4月19日



札记：其实一年级时就用绘画加手工的方法作过类似的课题
作业，这次用橡皮泥来制作，立体人物的塑造还是难点。我
通过欣赏、比较、讨论、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伙伴美术教学设计一年级篇四

教学目标：

1、喜欢和小伙伴交往，能体验到交往的快乐。知道朋友多，
快乐多。

2、尝试处理在与伙伴交往中遇到的问题，初步体会与伙伴交
往要互相尊重、友爱、公平，有了问题要协商解决。

教学重点：尝试处理在与伙伴交往中遇到的问题

教学难点：有了问题要协商解决。

课前准备：

教师：授课教师和朋友在一起的照片。

学生：小伙伴的资料或照片。

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设计：

一、导入：

1、提问：放学后，节假日里你都和谁一起活动？(指名说一
说)

2、谈话：在课外和你一起活动的小朋友我们把他们叫做小伙
伴。今天这节课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自己和小伙伴的



故事吧。

板书：我和小伙伴

二、说说小伙伴，体会和小伙伴交往的快乐

1、教师投影出示像片讲自己和朋友间的小故事。

教师：请同学们说一说你们和小伙伴之间的故事吧。

2、指名学生来讲。(投影出示学生所带照片和书中典型图片)

3、提问：如果没有伙伴将会什么感觉？心情会怎样？

4、小结：和小伙伴在一起很快乐。朋友多快乐多。

三、活动：该怎么办？

1、请一小组同学到讲台上选一样教师提前准备好的一些小东
西。(有学生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出现了几名同学同时选择一
件东西。

2、提问这一小组同学：大家说说该怎么办？

3、提问全体学生：说一说、那种方法合理？那种大家满意？

过渡：刚才大家出的主意都很多，而且都有自己的道理。最
后解决的比较满意。现在还有一名同学也遇到类似问题，大
家帮他想办法，看怎么解决那个问题。

投影出示分玩具事件。学生讨论。指名说一说。

板书：大让小轮流玩猜拳一起玩

4、投影出示分蛋糕事件。



分组讨论：该怎么办？

指名到讲台前表演一下。

5、小结：许多同学想到将大的让给别人。提到最多的词也是
谦让。最后不管是吃大的还是吃小的`，大家都很高兴。这就
是谦让的结果。互相谦让，想到别人，是在大家共同分享，
所以大家都快乐。

四、意见不统一怎么办？

1、讨论：你们小组听谁的？(投影出示插图)

说一说：你们小组是怎么解决的？

2、小结：在许多人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大家要商量解决。

板书：商量解决

五、犯了错误怎么办？

1、想一想：不认错有什么不好？那个小朋友说的好？(投影
出示插图。)

指名到前边表演一下。

板书：勇于认错

2、小结：和小伙伴在一起很快乐。如果在相处中遇到问题，
一定要解决好。不论是什么方法，一定要有道理。不论什么
问题，不仅要想到自己还要想到别人。这样，大家才能相处
愉快。



伙伴美术教学设计一年级篇五

通过游戏使学生了解三原色的组成红、黄、蓝以及由红黄蓝
相互调节变成不同的橙绿紫。学生通过吹画三原色使其互相
混合自然变成三间色。培养学生自主探求知识的过程与习惯。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三原色的认识以及吹画的方法步骤

教学难点：画面表现完整，三原色与三间色相互协调变化自
然

教具准备

彩色墨水、白纸、课件

教学过程

一、故事导入

1、今天老师带来了三个小伙伴，你们看它们是不是很可爱?
这三个小伙伴分别叫红红、黄黄和蓝蓝，他们想和我们做朋
友，大家欢迎吗?红红黄黄和蓝蓝可要好了他们经常抱在一起
创造出了许多美丽的图画同学们看：这就是他们的杰作。

2、吹画作品欣赏

3、大家猜一猜他们是怎么在一起游戏的呢?有谁愿意试一试?

4、学生尝试，老师不予评价

二、上新课

1、请同学们请出三个小伙伴红红黄黄和蓝蓝，把他们摆在桌



子上

2、提问：红红是什么颜色?大红黄黄是什么颜色?柠檬黄蓝蓝
是什么颜色呢?湖蓝。

3、刚才大家尝试游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红黄蓝三种颜色相互
重叠会出现什么颜色?对了，橙绿紫。

4、简单的概念：红黄蓝这三种颜色在色彩知识中叫做三原色，
他们可以调出许多许多的橙绿紫，三原色是调不出来的。

5、如果红黄蓝同时在一起，那么会出现什么颜色呢?——黑
色

三、根据不同的纸张进行作业

2、在生宣纸滴上红黄蓝三种颜色看他们互相混合浸染出现的
效果是不是色彩绚丽

四、作业展示

1、互相观赏互相评价

2、三原色带给我们的视觉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