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型与表现 领域低段教学设计课例

教学内容 《机器人伙伴》 执教者 武进区政平小学 王红霞

教学目标
1.认知机器人的发展情况和科学意义等基础知识，尝试用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表现。

2.尝试绘画、粘贴、拼接、等各种技法的运用，体现机械的结构美，感受幻想的空间美。

3.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优良品质，在教学活动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作激情。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设计机器人、制作机器人等活动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实现艺术教育和科普

教育的结合。

教学难点：在认知机器人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基础上，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方法表现出

来，体现学生个体的创造性。

材料工具 “灵感光环”、随意撕的硬卡纸块、记号笔一支、作业纸……

一次作业设计 二次作业设计

练练手：
在黄色圆环上，用黑色记
号笔简单快速地画出这
个零件的外形。

创作要求：
第一层次：半成品添画
第二层次：自由设计创作
要求：巧用形的转换，注意用线的变化

（粗细、长短、曲直、虚实），关注细节的呈现

造型与表现领域教学的建构

A 导

情境：前几天，老师在收拾我家小朋友房间时，捡到了这样一个零件。这个是什么？小朋友能帮我识别一下

吗？（大黄锋）你是怎么知道的？（外形和颜色上评价语：你太厉害了，老师觉得你有当侦探的潜质。

B 想

这个零件是大黄锋哪个部位的？你能画一画吗？（拿出黑笔，请画在黄色圆环内，我们叫它“灵感之环”）

转换角度，可以成为大黄蜂哪个部位的零件？转动“灵感之环”，你想到了……

记号笔画----学生第一次试画

交流展示：……（你很有想法）

整体观察 小朋友们刚才我们相当于用放大镜去观察大黄蜂的零部件；现在，我们远远地看大黄蜂长点

像……（人）

今天，我们一起创造出一个人造型的机器人，暂且叫它未来，好吗？（出示造型，写人）

过渡：从哪里下手呢？

C 创

1、撕纸找灵感

就由它（报纸）来决定吧？我想请一个小朋友把它撕碎？随意挑选一个大碎片？大脑准备启动想象模式，开

启……它是机器人-未来的哪个部位？转动方位试试，你觉得它是哪个部分？（评价语：你绝对有设计机器人的天

赋。想象太独特了……）

过渡句：如果把比较 low的报纸碎片与高端的机器人联系起来，有点像开玩笑，那么我们一起来玩个更大的，

好吗？

2、实物找灵感

（1）焊接头盔：看这是什么，和机器人联系起来，想一想？头（预先手绘，学生贴）

（2）挖掘机臂：功能点击 这又是什么？你觉得它可以成为机器人的什么？这样，机器人未来可以有什么

本领呢？---救援，这让老师想到了 2008年汶川地震……

（3）抽水泵：功能点击 老师猜，接下来这个神秘的物件，小朋友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你们看……

这是抽水泵，谁知道抽水泵是用来干什么的？（你懂得的可真多呀！百事通的称号送给你）机器人未来有了

这个功能，哪能做些什么呢？

（4）车胎

（5）剪子

（6）螺旋桨

……



现在，我们来看未来，它具有怎样强大的功能，可以为人类做哪些事情呢？又将运用于哪个行业，哪个场合

呢？（抢险救援-课件出示河南洪灾 医用行业的机器人--用于核酸采样）

3、技法来帮忙----组合添加 复制黏贴 拉伸变形及转换角度与方向

现在我们找寻的还是未来的一些碎片，我们现在必须开启大脑重组功能，将这些碎片进行重组。让我来试试，

你也可以在大脑中试一试。

4、接通线路---线（废旧线）

未来的雏形已定，但是还不能行走自如，功能也无法一一启用。怎么办？需要我们进行内部处理：首先，芯

片植入（卡纸板贴），那是未来的心脏，接着线路接通，建立远程程序控制，还要信号接收装置。

出示线路板，电线……等科技

5、金属焊接，螺丝钉加固----点
芯片植入，线路接通，程序完善，最后还要再检查一遍，所有的接口处是否焊接牢固，是否需要螺丝钉加固……

看，我们共同制造的机器人未来诞生啦！

小朋友们，是不是也很想自己设计一个机器人伙伴？

D 赏

1、现代机器人

造型上看：人（高大威猛、漂亮可爱、性别区分）、动物（狗、章鱼）……

提问：这个机器人，哪个部位最炫？怎样的形状？跟着老师徒手画一画

功能上看：求援救护、生活助手、工作助手……

在你的生活中，还见过哪些机器人……

2、同龄人作品

《大力士》值得学习的地方，哪个地方画得最精彩？提出建议之处。

E 练

作业分层：

第一层次：半成品添画

第二层次：自由设计创作（自然形粘贴）

要求：巧用形的转换，注意用线的变化（粗细、长短、曲直、虚实），关注细节的呈现

评

1、从造型上讲 2、从功能上讲 3、从绘画角度讲 4、合理提出建议

过渡：今天，小朋友们的作品真是创意无限，一个个堪称“智多星”。知道吗，古代先辈们，也是智慧过人

呢！

F 拓

（1）击鼓车：看，一千八百年前发明的击鼓车，它是最早的计程器，每走一千米，上面的小人便会击鼓提

示。现在，我们见得最多的计程器，在哪里？出租车上

（2）木牛流马：小朋友，知道诸葛亮吗？或者是孔明，又或者是卧龙先生吗？瞧，这是他发明的木牛流马？

这个长相奇怪的机器人，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何奥秘？王老师在这里要卖个关子，小朋友可以去看看《新三国》，

答案就在那！

（3）火星探查器、深海探测器：今天我国的机器人更是让我意想不到，科学家研制的火星探测器已经登上

了火星；深海探测器能够代替人类长时间从事水下作业……这些我国自主研发机器人，虽然没有人类丰富的情感，

但确实真正成了人类的好朋友。

我们不禁为古人的智慧而感叹，为祖国的机器人研制水平而自豪，今天小朋友设计的机器人叫未来，也许它

有一天会更名为------现实。

板书设计 二次作业的创新点与改进措施

创新点：1、撕纸找灵感 2、实物找灵感 3、技法来帮忙----
组合添加 复制黏贴 拉伸变形及转换角度与方向 4、接通线路---
线（废旧线）5、金属焊接，螺丝钉加固----点

用儿童喜与接收的方式，儿童化的语言，把原本复杂的形游

戏化、简单化；通过自制的“灵感之环”，让原本处于静态的形，

变为随意变换角度的形；由电脑绘画中自由变换的功能，将儿童

僵化的思维唤醒，形变得不再那么的让孩子为难、畏难。

改进措施：二次作业的效果还可以再加强一下；从教师角度

讲，作业点评的环节，可以利用对比呈现的方式，让学生更能直

观地感受二次作业的成就感，增加美术学习自信，提高学习美术

的兴趣。



造型与表现 领域中段教学设计课例

教学内容 四年级下册《罐和壶》 执教者 政平小学 樊里香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初步感受罐和壶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实用和欣赏价值；知道罐

和壶的制作材料的多样性，了解江苏的紫砂壶的有关知识。

过程与方法目标：用撕纸的方法表现陶罐的古朴美，通过欣赏活动激发学生用自

己喜欢的方法（撕纸、线描等）设计出漂亮的罐或壶。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欣赏美丽的罐和壶，感受它们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相

连，激发学生的想象创新能力，培养他们对罐和壶的探究和表现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用撕纸添画的方法来表现陶罐；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来设计制作一个

罐或壶。

教学难点：有创意地表现一个罐或壶。

材料工具 教学范画、课件、勾线笔、色卡纸、铅画纸。

一次作业设计 二次作业设计

撕纸贴罐到壶的变化，理解结构

学生运用撕纸添画或直接绘

画的形式表现一个罐或壶，用深色

的笔勾线，动作快的学生可以为作

品涂上喜欢的色彩。加上古诗词和

落款。

造型与表现领域教学的建构

一、欣赏导入

师：同学们今天在上课前，老师请几位同学展示一下自己制作的一种器皿，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看看这些器

皿究竟是什么？

生：罐子。

教师板书：罐。

师介绍：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制造使用各种陶罐，他们用陶土掺水塑造成一定的形状，用火加热到

一定的温度，烧成坚硬的陶罐。

现在老师就请你们来欣赏美丽的陶罐。

课件展示——罐的图片。

二、游戏探究

师请学生看图片，讨论：陶罐的造型有什么特点？

学生：罐身较大，左右对称，有的有把手，在罐身上面有花纹，集中在罐的中部。

师问：你能用身体来模仿陶罐的外形吗？

（请两位上台来学生模仿造型，鼓掌表示感谢）

师：你们看陶罐上的花纹有什么特点？

生：有曲线、折线。

师：除了用美丽圆滑的线条外，还有花、鸟、动物等图案。（播放课件）

师：看到了这些美丽的陶罐，今天老师和大家来做个陶罐好吗？

1. 课堂教学演示一：撕纸陶罐。

教师示范：

（1）对折彩纸，提醒学生注意开口向右；

（2）选择自己喜欢的陶罐，撕出外形——沿着折线先撕出罐子的口，再撕外形，尽量撕大一些，用手一点

一点拧纸头；

（3）用勾线笔在陶罐的中部添加花纹。

学生课堂操作练习：学生制作，教师指导，欣赏部分作品。

2. 课堂教学演示二：撕纸添画。



师在学生制作的陶罐的基础上添加上盖子、壶嘴、把手，看看变成了什么？

学生：壶！

教师板书：壶。

教师：你知道壶可以用来装什么？

学生：茶水、酒、醋等。

师：壶的用途很广泛，可以贮水、盛酒、煮汤、烹茶。从古至今许多优秀的工匠制作了各种美丽的壶，现在

就让我们踏着历史的足迹，走进那神秘的壶的世界中，领略悠久的壶文化。（课件展示——壶的图片）

三、名壶欣赏

陶壶——船形、鸟形、虎形、人形；草纹、各种线条、几何图形、具象纹饰。

瓷釉壶——鹦鹉形、鸳鸯形、鸡首、人形、僧帽形；写实纹饰。

青铜壶——盘口壶、普通壶；龙纹、人物、动物、葫芦。

提梁壶——壶把安装在壶的上方，并与流在一条直线上。上虚下实、上轻下重，飘逸而沉静。

皮囊壶——形似游牧民族使用的皮革缝制的水囊，便于携带。其造型为扁体，直身，下部丰满。壶两面随形

起线，如缝合皮革的痕迹。

倒流壶——由于逆转了传统的壶顶注水法，需要把壶倒转过来，将水从壶底注入壶里，放正后倒出，故而得

名“倒流壶”。

紫砂壶——汉族特有的手工制造陶土工艺品，制作原料为紫砂泥，原产地在江苏宜兴。紫砂壶以宜兴紫砂壶

最为出名，用宜兴紫砂壶泡茶，能较长时间保持茶叶的色、香、味。紫砂茶具还因其造型古朴别致、气质特佳，

经茶水泡、手摩挲，会变为古玉色而倍受人们青睐。

教师精选了丰富图片，展示了古今中外各种有特色的壶，揭示了壶的造型美、纹饰美、材质美，引导学生在

美术学习中学会欣赏和尊重不同时代和文化的美术作品，关注生活中的美术现象，涵养人文精神。

四、赏析交流

师：看到这些名贵的壶，你能说说做壶的材料有哪些？

生：有陶器、青铜器、瓷器、玉、铜等。

师：今天，老师也带来了自家的壶，就让我来介绍一下吧！

师：同学在课前也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就请大家拿出自己的壶和罐，同座位或前后的同学相互欣赏交流一

下，看看谁带来的壶和罐最有特色？

（学生交流展示，小组讨论。）

师：你们有什么新发现吗？现在就请部分同学上来介绍一下。

（有意识请带紫砂壶的同学来介绍。）

师：知道吗，在我们江苏的宜兴就盛产紫砂壶。

介绍名壶产地——江苏宜兴，紫砂壶是由紫泥等天然泥和砂混合而成，因呈现紫黑色而得名。据说用紫砂壶

泡茶不失原味，能保持茶水的温度，使用久的紫砂壶即使加白开水也能散发出茶水的香气。你们说是不是很神奇？

师：同学们看到了这么多的名壶，你能说说自己最感兴趣的壶吗？为什么？（学生交流）

教师介绍：你们看，壶的基本造型以圆形为主，还可以设计成其他的几何形，也可以根据生活中的事物设计

成具象形。

讨论：现在老师请你想一想，若你是设计师你会设计一把什么样的壶？外形像什么？上面有什么样的花纹或

图案？（学生讨论）

师：你们想的可真好。现在我们看看我国珍藏的罐与壶的艺术珍品吧！

（播放视频短片——故宫宝藏。）

●白陶鬲：陶器，新石器时代作品，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莲鹤方壶：青铜器，春秋战国时代杰出代表作，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粉青贯耳穿带方壶：南宋官窑，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青花人物纹扁壶：景德镇窑，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五彩鱼藻大盖罐：景德镇窑，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探究演示

1. 师：今天我们也来设计属于自己的壶。（欣赏教师范例剪纸、线描）

2. 师生互动演示。（可以生说师画或师生合作完成）

●思考：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剪纸、线描、彩笔绘画等。

●设计草稿：壶身的基本造型是几何形还是具象形、仿生形；先在中间靠下的地方画出壶身再添加壶嘴要与

壶口平齐、壶的把子。

●在壶身中部用勾线笔添画纹样、涂色。

备注：提示学生在设计时要注意罐或壶的口和底部要体现出一定的弧度，在设计纹样的时候，要注意整体

纹样也要形成的弧度，以此表现出罐体或壶体的体积感。

六、创作感受

学生运用撕纸添画或直接绘画的形式表现一个壶，用深色的笔勾线，动作快的学生可以为作品涂上喜欢的色

彩。再加上与壶有关的古诗词，加上落款。

七、欣赏评述



集体赏析，请学生说说自己喜欢的作品，自我或相互点评。

八、延伸拓展

1. 欣赏大师作品：毕加索的鸟形壶、人脸壶；

2. 了解南京的名壶：南朝的鸡首壶，盖子已经遗失；

3. 趣味尝试：倒流壶的秘密。

板书设计 二次作业的创新点与改进措施

罐和壶

壶

盖子

壶嘴

把手

肚子

在课堂上二次作业在小练笔的基础上，学生们都很容易上

手，作业达到预期效果。我对二次作业的想法，更倾向于三次、

四次，能在学习的基础上做发散性表现，创新表现形式，成为

更有趣的美术作品。

本堂课如果上成泥塑课，也许孩子的兴趣点就更浓厚了，

所以在表现上来说，下一课时用泥塑表现，就更是本课的第三

次作业了。所以我觉得美术二次作业只是一个泛指的概念。



造型与表现 领域高段教学设计课例

教学内容 五年级下册《藏书票》 执教者 政平小学 樊里香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了解藏书票的相关知识。学习设计藏书票，并制成小型版画。

过程与方法目标：学习设计制作一个藏书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感受藏书票的构成美、图案美，体验创作的乐趣。培养学生动

手能力，培养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的情感，加强文化意识和文化修养。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藏书票的相关知识，能制作一枚完整的藏书票，体现自己的性格和爱好。

教学难点：掌握“KT 板”版画制作的方法，票面内容完整，符合藏书票制作要求，设

计体现个性。

材料工具 每人自己准备一本书、KT 板、水粉、水桶、水、宣纸

一次作业设计 二次作业设计

课前自学：上网查找藏书票相关资料，下载观

看老师录制的 KT 板藏书票的制作视频，动手

试一试，并完成课前下发的导学单。

课堂作业：先设计藏书票草图

设计制作一枚藏书票，在印制后，再次调整修改，用铅笔

划出背景，以及刻痕不够深的地方。

造型与表现领域教学的建构

一、课前自学

1. 老师课前下发自学导学单，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自学藏书票的相关基础知识，完成导学单。

2. 课前老师将藏书票制作的相关视频放在班级网站，请学生观看学习，自行在家尝试制作。

3. 导学单内容。

（1）查一查：请你在家提前预习，收集资料，并完成下面的题目。

①藏书票起源于哪个国家？

②藏书票一般是什么形式的作品？

③藏书票的尺寸大约是多少厘米？

④藏书票一般贴在书的哪里？

⑤藏书票的票面上包括哪几个要素？

⑥藏书票上写的“EX—LIBRIS”（拉丁文字），是什么意思？

⑦藏书票贴在书上是做什么用的？

⑧藏书票被人们誉为什么？

（2）做一做：微课自学，动手制作一枚藏书票，将遇到的问题写下来，课中小组共同解决。

①在第一步起稿、反拓中遇到什么问题吗？

②在第二步装饰背景中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③在第三步上色、拓印中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3）思考。

人们为什么要舍易求难，用藏书票这种形式来标明自己的书？

二、导入新课

教师引导：你们平时常用什么方法来标明自己的爱书？（学生回答：写名字、盖印章、贴贴

画等。）

教师展示自己的书：看看老师用什么方法标明自己的书？（学生回答）

教师介绍藏书票的定义：贴在书籍扉页上的，并且标明某某藏书的小型装饰画我们叫它藏书

票。（板书）

三、自主先学，小组讨论

1. 拿出自学任务单，小组共同研究第一大项关于藏书票基础知识的答案，自主学习 2 分钟。

教师巡视了解小组意见是否统一。

2. 交流展示：

教师出示导学单上第一项关于藏书票基础知识的问题，请每组的一名同学回答，不对的由本

组其余成员进行补充。

四、欣赏作品，走近藏书票世界

1. 世界上第一枚藏书票：在大约 560 年前，一个聪明的德国人突发奇想，为自己的爱书设

计了一枚小小的木刻版画，我们看看他画的内容是什么？一只可爱的刺猬口衔鲜花，正在落叶丛

中散步，上面的拉丁文字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谨防刺猬随时一吻。

2. 关祖章藏书票：在中国，藏书票的创作起步较晚，现今发现的第一枚藏书票约出

自 1914 年。1990 年 7 月一位姓吴的先生在北京琉璃厂淘书时，从一部 1913 年版的《图解

法文百科辞典》封面内正页发现的。票面上是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正在展卷阅读，他的

后方是整架的线装书和卷轴，右上方的书箱打开，并架上烛台，前方则是四周散落一地的

古籍，左下方是包好准备远游的物品和一把剑。这款小小的藏书票，制作精美，内容生动，

令人回味无穷。

3. 基金会藏书票：这幅藏书票是个人的还是一个单位的？可见藏书票还可以表示一个单位

的藏书。这枚基金会的藏书票表现了我国古典建筑典雅、沉稳的建筑风格，结构清晰，线

条流畅。

4. 花旦藏书票：这是我们京剧人物花旦的形象，下面的 1/4 是什么意思？右下角的签名



指的是谁？（小组讨论回答：1/4 表示一共印了四张，这是第一张，右下角的签名是指藏书票的

制作者）

5. 小猫藏书票：这是一枚外国的藏书票，票面画的是什么？它在干什么呢？看来这

个主人一定是个爱看书的人，连他的小猫都受到了熏染。

6. 小莹之书藏书票：这幅藏书票充满了美妙的想象力，书中开满了鲜花，带来阵阵

书香。

7. 红狐狸藏书票：藏书票上的图案非常丰富，可以是人物、动物、建筑等，也可以

是一个小故事。瞧，这枚藏书票就表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小狐狸采用红色，在票面上显

得非常醒目生动。

8. 再来欣赏一些藏书票。

9. 欣赏用铅笔在 KT 板上刻画的底版，再看看别的小朋友制作的藏书票。

五、解决微课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1. 了解学情：

课前通过下载微课视频，学生已经在家自学了 KT 板藏书票的制作过程，现在请学生把导学

单拿出来，教师了解存在的问题。

2. 带领巩固：

要想制作一枚成功的藏书票，制版和拓印都非常重要，教师播放视频，带领学生把制作步骤

和要点进行巩固，在播放中及时提问并解决制作中的难点。

3. 小组共商解决遗留问题：

如果还有不理解的地方，请小组其他成员共同帮助解决，解决不了的，再请别的组或老师帮

助解决。

六、设计制作

指导学生设计创作一枚藏书票，印制完还可以再印制一张。

七、独特展示，多元评价

1. 请学生将做好的藏书票贴在自己的课前带来的书的扉页上，将书展示在教室前面的书架

上。

2. 请学生下位参观，说说自己喜爱的藏书票，从构图、制作手法、色彩等多种角度进行自

评、互评、师评。

八、拓展延伸



教师展示学生的彩色藏书票，提示下节课要继续学习。

九、文化渗透，情感提升

教师提问：人们为什么要舍易求难，用藏书票这种形式来标明自己的书？（请小组讨论回答）

是因为他们爱书、爱读书、爱书中的知识，知识是我们成长的养分和力量。我们从小也要做

个爱书、爱读书的人，成就自己的书香人生。

板书设计 二次作业的创新点与改进措施

藏书票

EX—LIBRIS 纸上宝石

草稿、画底板（反）、刻、印

选择课堂上易操作的材料进行制作，学生在提前的视频以

及学习单上就能自己学习。老师的作用是起到答疑解惑，解决

学生忽视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二次作业就是课后选择其他的

材质，进行感兴趣的藏书票设计。

改进的地方是其他材质藏书票的设计制作视频，要多多拓

展学生的视野，让他们在课余能有更多的创新。搞几年的孩子

更需要进行自我挑战。



造型与表现 领域高段教学设计课例

教学内容 《表情丰富的脸》 执教者 武进区政平小学 王红霞

教学目标
1.观察各种表情，了解表情与内心世界、情绪变化的联系。

2.根据文字表述，创作富有感染力的“脸”。

3.体会文字的魅力，感叹美术的表现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表现眼睛、嘴巴的系列变化；了解五官整体的走向与表情与情绪的关系

教学难点：根据文字表述，创作富有感染力的“脸”。

材料工具 揉皱后染了墨汁、金粉的旧报纸、彩色软纸、超轻黏度、剪刀、双面胶……

一次作业设计 二次作业设计

（一）课前练手

1、播放制作视频（利用超轻黏土制作一双眼

睛的眼眶和眼白；眉毛、鼻子、嘴巴搓成泥条

或是半成品）

2、学生尝试制作（教师指导，学生交流方法）

学生第二次作业：
选择一种表情，在白纸上模仿着摆一摆。

体验眉毛和眼睛的变化。

造型与表现领域教学的建构

（一）课前练手

播放制作视频（利用超轻黏土制作一双眼睛的眼眶和眼白；眉毛、鼻子、嘴巴搓成泥条或是半成品）

学生尝试制作（教师指导，学生交流方法）

（二）新课新授

第一板块：部分着手

A眉眼变化

谈话：

同学们，来看这个小 baby，他怎么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引出表情）

那人的表情是通过什么反应出来的呢？（五官）

过渡：都说眉眼会说话，是这样？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观察欣赏-----赏
出示各种眼睛。同桌讨论：（眉与眼）你能说说这些眼神的特点吗？你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观察和分析？

相机板书：眼睛（眼睛外形、眼珠的位置、颜色……）板画

眉毛（整体走向；眉头、眉梢……）板画

体验尝试------练
过渡：光说不练，假把式。眼睛和眉毛随着表情到底有哪些变化呢？

学生第二次作业：选择一种表情，在白纸上模仿着摆一摆。体验眉毛和眼睛的变化。

怎么摆呢？看一下老师是怎么做的……

同学们心中有数了吗？那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交流发现

同学们刚才做的非常的专注，从你们的脸部表情上，我已然感受到了。

来，说说你们的感受吧！（展台演示）

过渡： 五官中除了眉眼最能反映人的表情外，其实还有一个器官，你知道吗？（嘴）

B百变大口秀

过渡：对的，是嘴巴。你们看！

1出示一系列口提问：你能找到与刚才眉眼相匹配的嘴巴，说说有什么特点？

2交流体会

你觉得用了什么艺术手法？（板书：简化）

3丰富的脸部表情

提问：你对哪张表情最感兴趣，说说他的特点。

整个脸部，你觉得哪个五官我们可以夸张的表现，尽量地突出重点表现，其他五官我们可以稍微简化一下。

第二板块：整体感知-----五官关系 肌肉与脸型变化

C总体感知

过渡：请看这样两张照片。请用一个词语形容照片 1的表情，照片 2呢？

1、对比观察



眉开眼笑 VS 愁眉苦脸

提问：从整体上观察，五官各有什么特点？

2、观察分析

观图（学生的表情包）猜表情

分析五官特点（强调鼻孔形状的变化）（眼睛、眉毛、嘴巴的走向图）

提问：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自己的表情包。说说五官的特点？

3、细节观察

不知你们是否发现，人的表情除了反应在五官上，还反应在……？。（脸部肌肉和脸型变化……）请你看这

样两幅图片。说说你的发现？

D欣赏感知

1、欣赏大师之作（板书：夸张 简化）

2、欣赏同龄人之作（趣味大胆与勇敢）

过渡：感受了大师的作品，我们也来尝试一下创作。请看大屏幕……

3、视频出示 了解创作步骤

（三）实践操作

E创作表现

要求：参照自己的表情，利用夸张变形简化的手法，创作一幅具有感染力的作品

教师：音乐渲染 巡回指导

（四）评价延伸

F交流评价

1、我展示，你来猜：说优点，提建议。

2、我作品，你来评：说理由，表看法。

提问：在这么多张脸中，哪一张最吸引你，那一张最能打动你？你猜，他表现的何种表情，用一个词来形容

也可？你能分析一下他五官的走向吗？你是否能提出改进的建议？

点题：今天同学们创作了一张张《表情丰富的脸》，感受到了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表情之间的密切联系。让

老师也感受到了你们最真挚的情感，真的要非常感谢你们给老师带来了欢乐和惊喜。

G拓展延伸

课的最后，还请同学们来欣赏一下几张图片。

1、呈现书中资源 生活中的运用

2、地方文化资源 天宁寺的菩萨

3、国家文化脉络 从古至今人脸造型的雕塑作品

领略了我们中国文化艺术的魅力，不得不感叹我们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匠人精神。下节课我们继续走近表情丰

富的脸。

板书设计 二次作业的创新点与改进措施

表情丰富的脸

五官：

眼睛板画 夸张

眉毛板画 简化

鼻子

嘴巴

创新点：当人物的五官因为材料的改变，可以再创作者手里

轻松的变形，五官造型与相应的表情变化，一切变得那么的轻松

有趣。超轻黏土本身具有延展性，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地拉伸与扭

曲变形，在加上夸张的艺术手法，孩子们的作品具有相当惊人的

张力。从平面的作业到半立体的作业，孩子们在课堂上获得了作

品创作的愉悦感与成就感。

改机措施：超轻黏土在彩色纸上的牢固程度，是让我始料未

及，如果改为泡沫胶，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创作时间有限也是

一个进一步要解决和改进的问题。



造型与表现 领域中段教学设计课例

教学内容 三年级下册《我设计的卡通形象》 执教者 政平小学 周苗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了解卡通形象绘画的基本特点及绘制、设计方法。

过程与方法目标：学习卡通画的表现方法，用夸张、变形、拟人、简化等方法设

计礼嘉镇葡萄“礼小淘”的卡通形象。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卡通画学习，体会卡通世界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幸福

与快乐。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学习卡通画的表现方法，用夸张、变形、拟人、简化等方法设计礼

嘉镇葡萄“礼小淘”的卡通形象。

教学难点：设计与众不同的卡通形象。

材料工具 教学范画、课件、勾线笔、色卡纸、铅画纸。

一次作业设计 二次作业设计

油画棒画出你吃过葡萄颜色

想象创意：

请你为我们礼嘉葡萄设计一个“礼小淘”的卡通形象。可以

是一粒，可以是一串。

运用夸张、拟人和变形的方法。

用马克笔勾线，油画棒填色，注意色彩的渐变和搭配。

造型与表现领域教学的建构

一、激趣导入（小练笔）

1、今天先来考考大家，同学们，我们学校属于什么镇？（礼嘉镇）

2、夏天了，礼嘉镇有什么特产？（葡萄），葡萄好吃吗？你吃过什么品种的葡萄，有什么颜色？

3、老师为大家准备了一张小练笔，看看同学们用油画棒能不能画出你吃过葡萄的颜色。

4、评价：

二、目标布置

在上周老师接到一个任务：我们礼嘉镇为创建“葡萄小镇”的工作，决定开展“礼小淘”我为礼嘉农产品代

言活动。“礼小淘”品牌，取自“礼嘉葡萄”的谐音，公开征集礼嘉葡萄手绘卡通萌物形象。今天我们就来设计

“礼小淘”的卡通形象。（出示板书课题）

三、欣赏讨论（方法指导）

1、从外形和颜色来比一比，生活中的水果和卡通形象做比较，有什么不同？

（1）添加了人物的五官和动作。用了“拟人”的手法。

（2）出示水果人物形象：夸张的表现水果人物，把水果的造型当头饰、保留水果的颜色，头大、身体小，

用对比的手法凸显水果的特征。

（3）出示国宝特工的图片：把水果的色彩留下，水果卡通外形上用了“简化”的方法，四肢用圆表示。

2、教师归纳总结卡通的特点和设计方法。（板书）

造型：拟人、夸张、变形、简化、幽默

3、小结:他们都保留了最大的特征，使用简化、夸张、拟人和变形的方法，就可以将水果设计成一个卡通。

4、卡通是英文 cartoon 的音译，简称为漫画和动画，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四、交流欣赏

1、你还知道我们身边有哪些卡通形象做的吉祥物吗？同学们知道的可真多，老师这也为同学们准备了两张

图片，看看同学们认识吗？

2、花博会的和和美美：用叶子和花朵做装饰，色彩沿用了本体的颜色。

3、2008 年奥运会“北京欢迎你”的谐音：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妮妮。用了哪些原型呢？

卡通都是生活中的动物、人物、植物、生活用品、甚至食物变来的。在选择的原型上运用简化、夸张、拟人

和变形的方法进行创作。

五、学生尝试设计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下我们刚画的葡萄粒，运用哪些方法可以进行变化成卡通形象。

一串葡萄可以怎么改？谁来说说看？



1、想象创意：

请你为我们礼嘉葡萄设计一个“礼小淘”的卡通形象。可以是一粒，可以是一串。

运用夸张、拟人和变形的方法。

用马克笔勾线，油画棒填色，注意色彩的渐变和搭配。

2、学生创作，教师巡回指导。

六、展示评价

1、我们的“礼小淘”都准备好了吗？（展示在黑板上）

2、准备好为你心仪的“礼小淘”投票。每人一票贴到画的下方。

3、随机采访 2—3 位小朋友:“你为什么把票投给这张作品？”“是用了哪些方法的造型吸引了你？”“还是

葡萄的色彩引诱到你了？”

总结：老师把同学们的作品收集再整理，去参加“礼小淘”的卡通征集活动。感谢同学们的参与，希望大家

的作品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欢，为我们礼嘉的葡萄文化宣传做贡献。

板书设计 二次作业的创新点与改进措施

我设计的卡通形象

造型：拟人、夸张、变形、简化、幽默

根据活动设计作业。学生通过学习，让自己的创意在技法

的辅助下能实现。

而课后的作品再整理才体现出二次作业的方向——变得更

完美。

改进措施：我觉得可以用学生互改的方式，评价不仅体现

在嘴上，在美术课堂上的评价更可以体现在笔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