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四年级美术教案(优质7篇)
教案是教师备课的基础，它为教学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指导。
我们整理了一些高二教案范文，以供教师们在备课过程中参
考和借鉴，希望能够提高课堂效果。

小学四年级美术教案篇一

了解三原色的组合，感受间色

学生调色、配色技能

体验与发现：感受三原色，发现自己表现色彩的才能

实践与创造：借助丰富的想象，创作自己喜欢的画面

欣赏与评议：从各方面去自己和他人的作品

三原色的搭配

画面的构思与水分的掌握

1．展示大师作品，并介绍大师生平和作品特点。

2．欣赏、讨论，交流对大师作品的感受。

3．分析作品所呈现的节奏感。

1．教师示范水粉画的技能技巧。

2．学生临摹书本范画。

3．教师巡视，发现问题及时指出、纠正。



1．允许学生按大师的用色方法进行再创作。

2．教师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用以启发他人。

3．给画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学生继续画纸，以便再创作。

4．教师帮助能力相对欠缺的学生完成作业。

1．因作业颜色未干，面积展示时，用电吹风吹干。

2．欣赏、评论同学画的创意和优点。

3．问题：因水分的原因，三原色之间的互相衔接会产生什么
结果？

小学四年级美术教案篇二

二、欣赏激趣，导入新课。

三、复习上一节课知识：

1、       制作方法步骤：

a、设计草图。

b、选择合适的色彩卡纸，剪出各部分。

c、将各部分进行粘贴组合，完成作品。

d、装饰玩具。

2、怎样才会走。

四、学生练习，教师巡视辅导 



1、用什么方法才会走。

2、玩具需要什么部件才会走。

3、会走玩具各部位的要怎样安排。

4、注意卫生和用刀安全。

五、展示小组的作品，并向全班介绍探究成果。学生互相评
价：并评出制作小能手。

六、大家说说本节课的学习心得。

板书设计

会走的玩具

制作方法步骤：

a、设计草图。

b、选择合适的色彩卡纸，剪出各部分。

c、将各部分进行粘贴组合，完成作品。

d、装饰玩具。

课后小结

在课前准备阶段，学生找到了许多会走的小玩具，比如肯德
基的指套足球、民间的“推着走”等等。在玩玩具的过程中，
我引导学生发现其会走的规律，然后再想自己的玩具准备怎样
“走”，再设计之前就把原理掌握好。



小学四年级美术教案篇三

1、初步了解敦煌壁画的由来，懂得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
瑰宝。

2、欣赏飞天的软盈、飘逸的身姿，迎风飘动的衣裙，飘飘翻
卷的彩带所呈现出的动感美。

3、尝试用肢体表现出飞天的柔美姿势。

影片《飞天》，音乐，以及若干飘带。

一、播放影片，导入主题

1、这是哪里？（从06：37开始播放）

2、教师小结：这个地方叫敦煌，是我国甘肃省的一个地方。

3、沙漠里有一座古时候的宫殿，里面非常的黑，我们一起点
着火把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01：05）

二、重点欣赏一幅飞天图1.刚才我们从宫殿的墙壁上看见了
什么？（有图案）

教师小结：我们看到的是壁画，是一千多年前古时候人们雕
刻在石壁上的。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宝藏。

1、我们来欣赏其中的一幅。（打开大图05：20）

2、她在干什么？（飞）从哪里看出来她在飞？（引导幼儿观
察衣裙和彩带所呈现出的动感美）她飞的姿势给你什么样的
感觉？（引导幼儿感知飞天肢体的柔美）。

3、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她飞的姿势。



4、她身上穿的衣服是用什么料子做的？从哪里看出来？（引
导幼儿感知古人的高超技艺）

6、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飞？

三、欣赏敦煌壁画的影片

1、让我们一起再去看看宫殿里其他的飞天图。

2、看了那么多的飞天图，发现都用了哪些颜色？（什么颜色
都有）

3、那这么多的颜色放在一起给我们什么感觉？

4、你在影片中还看见了什么？（很多人在唱歌跳舞）

5、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唱歌跳舞呢？

6、教师小结古时候人们的生活不好，于是他们希望有一个神
仙，他整天唱歌跳舞，十分快乐，也会把这种快乐带给人们。
人们很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实现，于是把这种画刻在石壁上，
来表达自己美好的愿望。这些神仙在佛教里就叫飞天，飞天
的意思就是神仙在天上歌舞。

四、情感体验

1、如果你是这位神仙，你会怎么飞（歌舞）？现在老师放一
段音乐，你们每人拿一条飘带，模仿飞天的动作。

2、请幼儿自己创编动作，让幼儿自己动起来。并表演给大家
看，相互欣赏。教师在其中指导。老师还带来了一段敦煌飞
天的舞蹈，请一边看一边跟着飞起来吧！



小学四年级美术教案篇四

1、了解瓜果在大小、形状、色彩和质感等方面的不同特点

2、能掌握切挖、拼接、组合等多种方法设计制作作品

能创造性地使用材料、大胆地想像

一、引入新课

1、播放课件故事。提问：看到刚才的动画故事，你能说一说，
你学到了什么内容。

2、引导学生说出：瓜果的想像可以有添加、切割、拼接的方
法来造型。

二、教学新课

1、谁是最佳设计师

引导学生自己设计。说说自己的创意和方法。

2、大家齐动手来设计

动动手、说一说、做一做。

3、学生自己设计交流作品

三、作品展示

议一议，你最欣赏谁的作品

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发现作品中的新方法、重点介绍有创
意，别具匠心、与众不同的新颖作品。



小学四年级美术教案篇五

本课以美术课与民族文化相结合为特色，开展造型表现活动，
增长学生有关民族服饰、装束设计和民间美术方面的知识。

激发对民族服饰的热爱。

设计一套服饰；

学习民族服饰的特点，并应用。

示范、练习

图片

一、导课

师：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
汇集成绚彩、风格多样的中华服饰。他们或斑斓厚重，或丰
富华丽，或简洁朴美，最为完整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
审美理想。

二、授课

1、欣赏、分析民族服饰

出示图1傣族姑娘的服饰

提问：这件服饰有什么特点？

学生讨论。

师：傣族的服饰有许多纹样。

出示图2藏族妇女服饰



提问：这件服饰的色彩上有什么特色？

学生讨论。

“藏族的服饰色彩鲜艳，有红色、蓝色、绿色、黄色等，各
种颜色搭配。”

出示图3汉族妇女绣花衣

提问：汉族的服饰衣服上的花纹有什么特点？

学生讨论。

出示图4布依族服饰图5维吾尔族服饰图6苗族服饰

提问：你能找出这些服饰的不同之处吗？那么，它们各有什
么特点？

学生讨论。

“布依族按民族习俗，头上所缠绕勒条的数量，代表了少女
的年龄。苗族服饰的标志是银饰，装饰图案以龙凤花卉和象
征吉祥的植物为主，寓意高贵、华美。”

2、出示范例，讨论制作方法

师：多变的款式、鲜艳的色彩、丰富的装饰纹样、精巧的戴
饰，构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织锦、刺绣、挑
花、蜡染等民间工艺，在服饰上被充分地展现出来，美丽的
民族服饰蕴含了各民族的风俗、礼仪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学生分组讨论制作的方法。

分别从：款式、颜色、花纹、材质几方面讨论。



3、老师示范制作

1）剪出衣服的款式；

2）上色、添加花纹；

3）制作服装的配饰；

4、学生小组制作。

要求：根据民族服饰的特点，设计一套服装。要美观、实用、
有民族特色。

老师指导。

5、展示学生作业，讲评作业。

服装表演，学生穿上自己设计的服装表演。

集体评议。

“你认为谁的服装设计得好？好在哪儿？”

三、小结

“服饰还有一定的含义，有一定的环境意识，有一定的文化
底蕴，课后同学们多去了解学习一下更多有关民族服饰的知
识。”

民族服饰

作业要求：根据民族服饰的特点，设计一套服装。要美观、
实用、有民族特色



小学四年级美术教案篇六

从平面造型走向立体造型，通过绘画、卷贴、组合等手法，
巧妙地利用色纸进行的立体造型。本课的要点是让学生抓住
要表现的事物的特征，充分利用和放大其特征部分，使其形
象。由于本阶段的学生在形体知觉上处于从平面知觉向立体
知觉过渡的.阶段，因此要根据学生实际的水平设计练习形式。
纸卷魔术是以纸为材料，根据纸材的特点造型，造型力求简
洁、单纯、概括，产生独特有趣的艺术效果。

1、运用色纸和各类废旧纸张，通过绘画、卷贴、组合等方法
进行立体造型活动，掌握设计、制作的方法，体验制作过程。

2、通过剪、折、卷、贴等练习，使学生进一步学习纸卷造型
技能技巧。

3、通过纸卷造型的设计与制作，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创新能
力和耐心、细致操作的心理品质。

通过剪、折、卷、贴、拼等技巧，制作一个纸卷造型。

启发学生大胆想像、构思进行创作，设计出一个有趣的纸卷
造型。

（学生）双面胶、剪刀、各种色卡纸或其他质地较厚的彩色
纸

（教师）多媒体课件、实物投影、纸卷作品范例

一、魔术导入：

1、师：开始，我以谈话的方式导入，找学生熟悉的话题问同
学：“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格外精彩，如果你们是评委，你
们会评选哪个节目得优胜奖呢？”



2、生：学生议论开来：赵本山的小品、宋祖英的歌、刘谦的
魔术……

3、师：适时地说：“提到魔术，今天李老师也准备跟你们露
一手。想不想看？”

4、师：拿起事先准备好的色纸说：“这是三张大小、长度不
同的长方形，我一卷就变成了三个高矮、胖瘦不同的三个圆
柱体；这是半圆，一卷就变成了圆锥体。”

5。师生共同朗读童谣：一个卷儿是身体，加个卷儿成鼻子。

小学四年级美术教案篇七

1、理解新闻特写的含义和价值；

2、掌握本文的写法，制作新闻特写评价量表；

3、掌握消息和特写两种体裁的不同。

重点：把握新闻特写的文体特点；

难点：把握新闻特写的写法。

一课时

自主学习法、讨论法、讲授法、直观演示法、任务驱动法等

一、了解体裁

1、了解写作背景

屏幕显示，学生阅读：《“飞天”凌空》是一篇新闻特写，
发表于1982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由夏浩然，樊云芳采
写。仅540多字的特写。别具匠心地选用了百余个动词，堪称



精当运用动词的新闻经典范文，30多年了，今天再来读它，
依然觉得比赛像刚发生在昨天一样，现场动态感十足，是那
样的真切感人，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了新闻，而且还具有美学
价值，因此作品被评为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2、了解新闻特写

屏幕显示，教师讲解：

(1)“特写”，作为电影学中的术语时,指电影中拍摄人像的
面部、人体的一个局部、一件物品或物品的一个细部的镜头。

(2)新闻特写含义：以形象化的描写作为主要表现手段，截取
新闻事件中有价值、最生动感人、最富有特征的片段和部分
予以放大，从而鲜明再现典型人物、事件、场景的一种新闻
体裁。

(3)新闻特写价值：满足读者想进一步了解“事情是怎样发生
的”,甚至想现场目击“具体情况如何”的需求。

二、感知全文

朗读课文，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章内容。

明确：吕伟跳水之前的场面，吕伟跳水动作全过程，吕伟跳
水后观众的反应和裁判评分等情况。

三、探究写法

1、动作分解

第一段：镜头1：

起跳前的一刹那（示范）



第二段：镜头2：

在空中一瞬间的停滞

第三段：镜头3：

展示身体优美线条的1、7秒

第四段：镜头4：

“入水”的刹那

第五段：镜头5：

观众的反应

2、描绘准确

细读课文，完成填空

轻（舒）双臂，向上（高举）起，只见吕伟轻轻一（蹬），
就向空中飞去。

紧接着，是向前（翻腾）一周半，同时伴随着旋风般的空中
（转体）三周。

还没等观众从眼花缭乱中反应过来，她已经（展开）身体，
像轻盈的、笔直的箭，“哧”地（插进）碧波之中。

3、比喻生动

细读课文，完成填空

一瞬间，她那修长美妙的身体犹如被空气托住了，衬着蓝天
白云，酷似（敦煌壁画中凌空翔舞的"飞天"）。



动作疾如（流星），又潇洒自如。

她已经展开身体，像（轻盈的、笔直的箭），“哧”地插进
碧波之中，几串白色的气泡拥抱了这位自天而降的仙女，四
面的水花则悄然不惊。

4、语言简洁

细读课文，完成填空。

她站在10米高台的前沿，（沉静自若），（风度优雅），白
云似在她的头顶飘浮，飞鸟掠过她的身旁。这是达卡多拉游
泳场的八千名观众一齐（翘首而望）、（屏息敛声）的一刹
那。

紧接着，是向前翻腾一周半，同时伴随着旋风般地空中转体
三周，动作（疾如流星），又（潇洒自如），1.7秒的时间对
她似乎特别慷慨，让她（从容不迫）地展示身体优美的线条，
从前伸的手指，一直延续到绷直的足尖。

填完，大家发现本文使用了很多四字词语，本文语言简练。

5、写法小结

1）采用动作分解的写作技巧，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

2）多次使用比喻手法，描绘生动形象，富有画面感；

3）用词准确，客观地呈现事件；

4）频繁使用四字词语，语言简洁精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