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美术课教案详案 小学美术课教
案参考(优质8篇)

高三教案的编写需要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高考
的考点和重点。小学音乐教案示例：《欢乐歌声——唱一首
儿歌》

小学美术课教案详案篇一

首先展示各种款式的风铃，让学生欣赏后，选择自己最喜欢
的风铃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它？”鼓励学生大胆评价，激
发学生的创作热情。然后在黑板上用不同颜色的卡纸贴出风
铃结构图，让学生明确风铃是由主线、铃托、吊线、铃铛等
部件组成的。

小学美术课教案详案篇二

利用实物投影仪或幻灯片，根据一张老房子的现场照片，讲
解写生时取景与构图，并做相应的示范。

提出外出写生注意事项:

l写生时注意安全。(不要逗留水池边、马路上、建筑工地等
地。)

2写生时尽可能不在太阳直射下作业。

3选景时果断，不要游移不定。

4写生时注意景物的取舍及主题的表现。



小学美术课教案详案篇三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落实教学目标，解决本课
的重难点，我主要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情景教学法：我运用实物、游戏、演示、音乐演渲染等手
段，创设与本课内容相关的情景，并把儿童带入这种情景，
让其在浓烈的课堂氛围中进行智力活动，开发儿童智力潜能。

2、演示法：根据心理学原理，再造想象是根据词语的描述或
图样、图解、符号、记录等的示意，在人脑中形成新形象的
过程。因此，我采用演示法，把演示与讲解有机结合，帮助
学生更直观、清楚地掌握风铃的制作方法。

同时，我还运用引导发现法、观察分析法、讨论法等教学方
法，多层面地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陶冶学生的审美
情趣，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小学美术课教案详案篇四

先让学生装说说：“风铃给我们的生活还来哪些乐趣？”然
后小结：风铃可以美化居室，美化生活（出示图片）。接着
再出示图片并介绍：古代佛殿、宝塔等檐下悬挂的铃铛给人
们还来吉祥如意。风铃还可以当作送给亲朋好友的节日礼物。
（出示：在优美的音乐声中，请把你的祝福送给你最喜欢的
人。）

小学美术课教案详案篇五

组织教学：

1、课前准备：

师生共同收集可乐罐、沙、石、瓶盖、体育用品等排列材料。



大家都来做

导入新课：

师生共同交流所准备的物品，及所带材料可排列成哪些物体
和造型。

讲授新课：

1、思考与讨论阶段

分组展示自己所具备的物品，引导学生思考座谈、开展积极
想像，怎样利用手中的材料，分小组集体一起排列出新颖的
立体造型。

2、发展阶段

人人参与，把瓶罐重叠或向四周扩展加上碎石、沙土排列成
一种抽象或具象的图案与造型。通过组与组参观，相互补充，
拓宽思路，了解自己小组所设计排列作品的优点与不足，进
行修改。

3、收拾与整理

作品完成后，督促学生收拾整理好工具与材料，保持环境清
洁卫生。

小学美术课教案详案篇六

1、师引出对比色感念。

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因为有了鲜艳的色彩对比，使我们的生
活变得更加美丽。今天我们来认识在色彩中对比最强烈、最
鲜明的颜色。我们称两个相互作为补色的颜色为对比色。



2、师出示色彩的对比图片。学生了解色彩知识，直观感悟。

3、欣赏和分析

（1）、欣赏民间年画，谈一谈运用了哪些对比色？说一说你
有什么感受。

（2）、绘画中色彩的运用（讲解绘画比对色彩的运用技巧）。

4、生活中色彩对比的运用

师出示课件：让学生为小女孩配裤子、游艇上的救生圈。

运用对比色配色，说说自己的配色习惯？为什么要选择强烈
的色彩？

5、师生总结梳理

小学美术课教案详案篇七

1、导语：送小朋友一件神秘的礼物。

2、出示三个袋子，到门口打开，听到音乐声进来。

3、学生表演。把面具展示在黑板上。

4、你想做一个吗？

5、出示课题：面具

二、制作步骤

1、这三个面具都是什么形状？板画：三角形、正方形、菱形。

2、还可以做成其他形状吗？什么形状？



3、学生汇报，教室板演。

4、教师示范（学生共同参与）。u选一个自己最喜爱的脸型。u
还少什么？做嘴巴。学生从教师做好的嘴巴中选一个贴好。u
做鼻子。学生比赛（2分钟），要求：新颖、快。讲评：选一
个最好的贴上。u做眼睛。注意：剪洞的方法，洞的距离。u做
其他装饰。（如耳朵、胡须等）u用纸条固定。

三、面具欣赏

1、看书本：哪一个面具或哪一个面具的哪个部分最新颖？

2、欣赏世界各地的面具。（小学美术同步练习第十册）

3、学生讨论：准备做一个怎样的面具？有何新颖之处？

四、学生作业制作一个有趣的面具。要求：新颖。教师巡回
指导

五、学生游戏自由表演四人小组选一位同学上台表演。

六、课后延伸用其他材料做做看。

小学美术课教案详案篇八

1、请说说你对这两幅画的色彩感受。

2、组织学生用色彩推移排列成一个色环。

（课的开始以复习旧知识引入，引导学生回忆冷暖色的表现
力，以巩固所学过的色彩知识。让学生总结冷暖色的特点，
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过渡导入新知，并以排列色彩
推移环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