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厨房 项目时长：1课时

学科：美术 教师：周阳 年级：三年级

相关学科：信息技术

项目简述：《厨房》属于造型表现模块。民以食为天，厨房与同学们的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小朋友们对于家的记忆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厨房。本课帮助学生了

解厨房的基本功能和配置，感受厨房的发展变化，初步了解空间透视，并熟悉厨

房用品的表现手法，鼓励学生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厨房家务活 ，体会父

母的辛苦。

教材和相关资料：《厨房》、空间透视相关知识

核心知识 1. 列出这一项目所涉及的主要知识点

（1） 了解厨房的基本功能和配置；

（2） 厨房的发展变化；

（3） 厨房的功能分区；

（4） 空间透视。

2. 学科关键能力和核心素养

（1）养德：感恩父母家人劳动的琐碎和辛苦，结合我校食

育，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劳动意识。

（2）养智：了解厨房的基本功能和配置，初步了解空间透

视，并熟悉厨房用品的表现手法。

（3）养身：引导学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厨房家务活，尝试

通过超轻粘土表现厨房或厨房的一角。

（4）养心：观看厨房的图片和视频，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

活，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美。

（5）养根：知晓新旧厨房的发展变化，感受中国传统饮食

文化。

驱动性问题 1. 本质问题

如何用绘画语言表现现代厨房？

2. 驱动性问题

如何在家居3D设计DIY应用的帮助下，合理设计厨房？

成果与评价 个人成果：设计并画出自己喜

爱的厨房

评价的知识和能力：

画面效果



团队成果：互相欣赏并评价 评价的知识和能力：

小组都顺利完成任务，并能够

相互评价和指导

成果公开方式：

网络发布（ ） 成果展（√）张贴（√）

高阶认知： 主要高阶认知策略

问题解决（ √ ）决策（ ）创见（ √）

系统分析（ √ ）实验（ ）调研（ ）

实践与评价： 涉及的学习实践：

探究性实践（√）

社会性实践（ ）

调控性实践（ ）

审美性实践（√）

技术性实践（ ）

评价的学习实践：

探究性实践（√）

社会性实践（ ）

调控性实践（ ）

审美性实践（√ ）

技术性实践（ ）

所学资源 1、导入：家里是谁烧饭的？ 你最喜欢吃的是家里的哪道菜？

可以描述一下它的样子吗？邀请三名同学分享自己做菜的经

历，可上台边演示边介绍自己是怎么烧这道菜的。师引导学生

分享做菜的感受。

2、新课：（板书 厨房）

（1）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为我们的一日三餐每天忙碌

着，那你们知道爷爷奶奶他们小时侯的厨房是什么样的吗？.

时至今日我们仍旧能在一些古镇中找到这些古朴而神秘的老厨

房。（欣赏旧式厨房）你看到了厨房里的什么？和我们现在的

厨房一样吗，有什么区别？老厨房里的点点滴滴纪录着当年岁

月。承载着你们的爷爷这一辈人童年的记忆。

（2）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厨房也在一点一点的发生着变

化。(出示PPT:中国厨房的演变)总结：每代人的厨房都不一

样，但都承载了我们对家的爱和思念，无论厨房怎么改变，家

的味道都是不变的。

（3）我们的厨房都有哪些物品？展示超轻粘土制作的厨房用

品。

（4）比一比：整洁与杂乱厨房照片对比，总结：要按不同的

功能分区合理摆放物品。

（5）我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厨房照片，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出示图片)

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厨房，介绍现代厨房三种样式：一字型、

L型、U字型，示范三种厨房的构图方法。



（6）同学们你能回忆一下自己家中厨房的样子么?厨房中的用

品，环境等等。

（7）欣赏厨房用具的粘土作品图片，并引导学生认一认，联

系自己的实际说出各种用具的功能。并尝试按不同的功能分区

分好。

（8）俗话说的好“民以食为天”，我们其他的小朋友也用粘

土记录了他们心目中厨房的样子，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欣赏

优秀学生作品)

（9）说一说，你想表现一个什么样的厨房。

（10）分小组打开平板内家居设计DIY软件，尝试合理安排各

个不同的分区，并使用物品模块自己摆一摆、放一放、议一

议，尝试完成厨房的设计图。

3、学生创作

用粘土的方式设计厨房或者厨房的一角，四人一小组合作完

成。

4、展示评价

5、拓展

出示家人做饭的照片。

师：我们的家人每天都在为我们的一日三餐辛勤劳作，看到这

些照片，你想说些什么呢？

师：同学们，你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厨房不仅给我们的餐桌带来美味，它也更多地传递着家人之
间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