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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手工课程讲义

教

学

目

标

1、知识与技能:认识刮蜡画特点，了解、掌握刮画工

具的使用方法。

2、过程与方法:通过欣赏、讨论、教师讲解，学习运

用竹签等工具绘制刮画。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通过创新完成刮画，让学生

从中感受自我劳动成果的成就感与幸福感，提高美术

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能力。

重点 认识刮画特点，学会运用刮画工具

难点 运用点线面的知识刮画

教

学

要

点

学具：刮蜡纸、刮蜡笔、牙签 教具：多媒体课件

欣赏初步感知

教师出示师范作品，让学生说说见到这种表现欣赏、

感受画的特点形式的感受，并让学生对教师所展示的

作品进行评价。

二、欣赏深度感知

欣赏教材的示范画，说说自己喜欢哪欣赏、明确自己

喜欢的一幅作品的特点，为什么。

(二)播放课件，组织学生欣赏刮画作品，让学生欣赏、

交流讨论，明确刮画的特点，学生感受其独特的艺术



美，并组织学生讨论:

1.你知道这种画是应用什么材料创作的,教师小结，板

书:刮画

2.这种画有什么特点,(提示学生从题材、表现元素与

色彩特点去考虑)

三、教师介绍刮画的步骤:

构思:确定表现认真听讲，明确刮花步骤、主题;

2.构图:确定如何表现;

勾画草图;

刮画。

四、课堂实践，学生创作:

出示创作的注意事项。 明确创作的注意事项

根据自己对刮蜡画的理解和构思创作一幅刮画作

品。

教师播放音乐，巡视指导。

学生作品展示，组织评价。

评价：1.说说自己喜欢哪一幅作品，为什么。 2.学

生自评。 3.教师总体评价。

六、整理备品，准备下课。

校本课程讲义



教

学

目

标

认识刮蜡画特点，了解、掌握刮画工具的使用方法。

通过欣赏、讨论、自主探究和教师局部示范讲解，学习

运用竹签等工具绘制刮画。

3、通过创新完成刮画，让学生从中感受自我劳动成果的

成就感与幸福感，提高美术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能力。

教

学

要

点

一、设计动物头像

1. 欣赏视频，出示图片。

2. 教师示范制作，学生拿出一张白纸，设计自己喜

欢的植物。

3. 学生自己动手设计，教师巡视。

二、制作动物头像

1. 你最喜欢的植物是什么？（樱花、梅花、牡丹花）

2. 教师示范大部分小朋友选择的樱花刮画的制作，

学生模仿。

3. 学生自己动手，教师巡视。

三、添加创意

1、欣赏视频，出示各种种类的花朵刮画视频，让孩子

添加创意元素，如在旁边加一些树叶衬托。

2、教师示范如何巧妙添加创意元素，学生模仿。

3、学生自己动手，教师巡视。四、教师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你能自己动手做一做吗？



校本课程讲义

教

学

目

标

1、熟练掌握刮画工具的使用方法。

2、通过欣赏、讨论、自主探究和教师局部示范讲解，学

习运用竹签等工具绘制刮画。

教

学

要

点

一、认识建筑

1.欣赏视频，认识各种不同的建筑，如房子、塔、桥等。

2.你最喜欢哪种建筑，喜欢做哪种建筑？

3.学生四人小组讨论，定好制作的建筑种类，教师巡视。

二、示范制作建筑刮画，学生模仿

1.欣赏视频，观察刮画的制作过程。

2.教师示范制作建筑刮画，学生模仿。

3.学生自己动手，教师巡视。

三、展示作品，总结评价

1、选出好的作品，请小评委来评价

2、说一说能做出好作品的秘诀在哪里

四、教师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你能自己动手刮一刮吗？



校本课程讲义

教

学

目

标

1、熟练掌握刮画工具的使用方法。

2、通过欣赏、讨论、自主探究和教师局部示范讲解，

学习运用竹签等工具绘制刮画。

3、学会观察，通过人物刮画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朋

友。

教

学

要

点

一、观察人物特征。

1、先让小朋友们选择自己最重要的人（父母或朋友），

进行为期一周的观察。

2、让小朋友们说说人物的特征，还有有关他们印象最

深的事。

3、激发小朋友们对制作人物刮画的兴趣。

4、先让小朋友用竹签进行最简单的轮廓描画。

5、评价。

二、制作人物刮画 。

1、先出示各种人物刮画，引起幼儿的兴趣。

2、出示制作步骤，让学生根据步骤（先刮主要部位，

再刮次要部位，周边的景物等）。

3、培养小朋友们刮画的兴趣和初步的相互合作能力。

4、评价。

三、刮出独具特色的人物头像

1、刮出主要轮廓后，四人小组讨论这个人的特点，外



形上的，如：头发、鼻子、嘴巴或动作上的,如撇嘴、

翻白眼等。

2、刮出人物的特定表情或特定动作并加以修饰。

3、评价作品



校本课程讲义

教

学

目

标

1、本课主要通过观察人物的躯干、四肢、头部的动态变

化，来感受认识、学习人物动态变化的一些规律和特征。

2、通过观察人物动态，用捏、摆泥及欣赏人物泥塑作品

等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分析人物的哪些

动态适合用泥条、泥片、泥块等捏塑方法；引导学生善

于抓住人物动态的美好瞬间，来适当夸张表现人物动态，

学习人物动态的泥塑造型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对人物

动态的观察能力、立体造型能力。

3、培养学生对泥塑人物的兴趣，提高对人物动态的审美

能力，用动作、动态表现情感。

教

学

要

点

1、重点：学习用泥塑的方法表现人物动态，提高对人物

动态的观察力、立体造型表现力。

2、难点：用泥塑的方法，稳定表现人物动态。

课前准备

1、（学生）泥塑基本工具一套，水桶每小组一只，工作

服或围裙袖套。

2、（教师）泥塑基本工具一套，作品展示台，实物投影

仪等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过程

1.设问式趣味导课，激发学习兴趣。

出示一件老鼠偷油或其他主题的糖塑作品图片，通



过多媒体让学生观察，猜猜是什么？是怎样制作出来

的？引出吹糖人。

2.赏析民间传统泥塑作品的动态，体会泥塑具象写实表

现人物动态的形式。

（1）用动作模仿表演，感受观察，体味人物运动特点、

动态特征。

让学生想象、模仿表演吹糖人吹糖时的动作，并进行观

察，吹糖人的五官及身体动态特征，探讨归纳出：五官

特征为鼓出的腮帮子，全神贯注的眼神等；饱满的身体，

紧张用力的四肢等等。

（2）欣赏艺术家的泥塑作品造型特征，初步学习艺术家

泥塑表现人物动态的造型方法。

多媒体先出示泥人张第二代传人张兆荣《吹糖人》

作品，对比学生的动作模仿表演，对比观察动态特征结

果，进一步赏析、观察半蹲吹糖人的动态造型特征：整

体如一充满气的圆球；重点观察艺术家对五官、身体、

四肢的细部写实刻画。让学生对泥塑具象写实表现人物

动态的形式有一定的认识。

继续出示刘士铭《母与子》、卢波《好喜欢》的泥塑

作品，进一步让学生欣赏动态人物的生动性，学习艺术

家对直立人物不同姿态的泥塑方法。对比感受直立人物

的不同姿态特点，观察人物头部、身体、四肢的细微变



化，从人物比例、不同身体姿态、表情、衣服、五官去

观察。

3.学习人物动态的泥塑基本方法。

出示制作过程图例，让学生观察制作方法。教师可

演示制作过程，让学生看清头部捏塑成球体并进行五官

头发的刻画；身体四肢用泥片卷成衣服外套包裹而成，

并注意让学生观察头部和身体的衔接方法。在衔接部位

用竹刀或牙签刮一刮粗糙，再蘸用泥浆水衔接。也可大

胆启发学生用自己实践的方法进行捏塑。

4.探究学习泥塑人物动态稳定性的方法。

教师出示不易稳定的泥塑人物进行观察分析，让学

生带着问题，通过表演体验、实践尝试、小组合作等方

法探究学习。

（1）想一想, 人物的哪些动态适合用泥塑形式表现?

学生探究一：稳定的动态本身就很容易用泥塑表现。

让学生寻找哪些动态是很稳定的，如坐、蹲、直立、倒

立、睡、躺、趴等身体呈垂直或水平线时较稳定。

如身体倾斜时，手脚的张开或支撑地面时会较稳定。

（2）注意泥塑时人物身体的稳定性。

学生探究二：实践演示泥巴上下用量的多少与稳定

有关。如泥塑时，腿部可适当夸张，加粗腿部，下大上

小些，泥塑人物容易站稳。



学生探究三：演示不稳定泥塑人物，让学生探究怎

样放稳。也可用添加辅助物支撑的方法，使人物动态稳

定。

5.欣赏儿童泥塑人物作品，启发学生进行主题创作。

（1）多媒体欣赏儿童泥塑人物作品图片，让学生感

受儿童各种有趣的或天真活泼或夸张的动态，体味儿童

泥塑的稚拙美，激发创作。

（2）启发学生回忆自己印象最深的动作瞬间，进行

创作构思，可选几位构思好的同学演示自己想表达的主

题动作。（3）教师对泥塑创作方法作进一步深入指导：

创作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和要求。

6.学生给自己的泥塑作品定好主题，稳定的表现动态，

尝试五官、手脚、服饰细部的修饰，作品表面不必光滑，

宜尽量保留手捏的率真质感，可独立完成一件作品，也

可几人合作完成一组人物群像。

7.写上作品主题标签，展示作品，集体观摩，教师评价

鼓励，学生自评。

8.收拾整理：将剩余的土回收至桶，桌面擦干净。注意

抹布、竹刀及碎土不要直接在水池清洗，可先在水桶内

洗，最后在水池冲洗，以免泥浆、泥块堵住水管。作品

每个部位结合处要特别粘紧，在专用教室通风处风干，

注意不要碰坏。



校本课程讲义

教

学

目

标

1、 合理利用费旧物品，培养环抱意识。

2、 使用粘贴装饰，变化出各种物品，培养孩子对动手

制作的兴趣。

3、 提高手部肌肉动作的灵活性。

教

学

要

点

活动准备：

1、 一次性的饭盒和盘子，泡沫、乒乓球或棉花。

2、 已经制作好的作品：台灯、船、脸谱、桌子、椅子、

花盆、钟、煤气灶、镜框、包等。

3、 水彩笔、剪刀、镊子、胶水、细铅丝、自粘纸。

活动过程：

一、 观看录象，讨论

师：出示一次性饭盒和盘子，看看录象中的他们把盒子

放哪里了？你喜欢吗？你看到了，你想怎么办？（观看

录象）

师：谁告诉我你喜欢这样的行为吗？你看到了，你想怎

么办？

（**：应该把一次性饭盒和盘子放到垃圾箱里。2-3 位）

师：你们的这种行为真好，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呢？

你们可以讨论一下。

师引导：扔在垃圾箱里就没有了，能不能利用一下，美

化一下我们的环境呢？



师：谁来说说可以怎么办？（可以做成东西）

师：可以做成什么东西？（花盆、椅子、包……）

二、 参观制作好的物品，自由结伴探索讨论。

师：你们想的办法真好，等一下请你们去参观一下小朋

友与老师共同制作举办的一个“一次性饭盒和盘子”手

工艺展，你们几个几个结伴自由研究讨论一下，如何制

作的，等听见老师的信号你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

（孩子参观）教师指导观察：看看这个包的带你有什么

发现？是怎么粘上去的呢？看看煤气灶上面的盆子你有

什么？旁边的开关是用什么做的？

师：谁来告诉大家，你发现镜框的下面的脚是怎么做的？

（剪两小块一样大纸盒，然后剪一刀，就能把镜框插上

去了，另外一种是将饭盒带边剪下一块，然后贴在后面）

边讲边演示一次。

师：谁来告诉大家，你发现脸谱是怎么做的？

（把饭盒分成两半，然后在后面划上两道，然后粘上布、

线、纸）……

三、 孩子操作

师：老师为你们准备了好多的东西，第一张桌子上的材

料是制作台灯、包、船；第二张桌子上是制作钟、脸谱；

第三张桌子上是制作镜框和花篮；第四张桌子是制作桌

子、椅子和煤气灶，做好后，请放在“一次性饭盒和盘



子”手工艺展中，等一下，我们要拿到外面去展览。

（孩子操作，教师个别指导）

四、 小结

师：今天我们一起作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把费旧的

物品利用起来了，来装饰我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