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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峥嵘岁月——美术中的历史第 1 课 情感表

达



授课内容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人数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来自于初中美术七年级上册（2024）人教版（2024）第一单元“
峥嵘岁月——美术中的历史”的第 1 课“情感表达”。课程内容将围绕情感表达在美术作

品中的应用展开，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美术作品，使学生了解情感表达在美术创作中

的重要性。

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的联系：学生在之前的学习中已经接触过一些美术基本概念

和技巧，对美术作品有一定的认识。本节课将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从历史角度审视

美术作品，分析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进一步深化学生对美术作品的理解。通过本节

课的学习，学生将能够更好地欣赏美术作品，提高审美能力。

核心素养目标

本节课的核心素养目标旨在提升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通过分

析不同时期的美术作品，学生将学会如何欣赏和理解作品中的情感表达，提高审美情

趣。同时，通过实际操作，学生将有机会尝试将自己的情感通过美术作品进行表达，

培养情感表达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将锻炼自己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培

养创新思维。此外，学生还将学会如何运用美术技巧和材料，提高实践能力。通过本

节课的学习，学生将更深刻地理解美术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增强对美术的热爱和认

同。

学情分析

考虑到学生来自不同的背景，他们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各不相同。大部分学生对美术

有一定的兴趣和认识，但可能在历史背景和情感表达方面知识有限。在知识层面，学

生可能对一些基本的美术术语和技巧有所了解，但需要进一步拓展对不同时期美术作

品和历史背景的认识。在能力方面，学生可能具备一定的观察力和创造力，但在美术

作品的情感分析和表达方面有待提高。在素质方面，学生需要培养审美情趣、创新思

维和实践能力。

在行为习惯方面，学生可能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主学习等问题，这对课程学习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规范。同时，通过小组合作、讨论等

方式，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他们的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

教学方法与策略



为了达到本节课的核心素养目标，我将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与策略，以适应学生的不同

学习需求和促进他们的积极参与。

1. 讲授与示范：我将通过讲授的方式，向学生介绍美术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及其在历史

背景中的重要性。同时，我将通过示范，展示如何将自己的情感通过美术作品进行表

达，以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一技能。

2. 案例研究：我将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让学生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分析

这些作品，学生将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情感表达在美术创作中的作用。

3. 小组讨论：我将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让他们分享对美术作品情感表达的看法和

理解。通过互相交流和讨论，学生将能够拓展自己的思维，并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美术

作品。

4. 项目导向学习：我将让学生参与一个项目，要求他们创作一幅能够表达自己情感的

美术作品。通过这个项目，学生将能够将所学的情感表达技巧应用于实际创作中，并

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

为了促进学生的参与和互动，我将设计一些具体的教学活动：

1. 角色扮演：我将让学生扮演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家，通过他们的角色扮演，学生将

能够更好地理解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要表达的情感。

2. 实验：我将组织学生进行一些美术实验，如尝试不同的绘画技巧和材料，以便学生

能够亲身体验并理解情感表达的效果。

3. 游戏：我将设计一些与美术作品情感表达相关的游戏，如情感猜谜游戏，以增加学

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

为了有效地支持教学，我将使用以下教学媒体和资源：

1. PPT：我将制作 PPT，包含相关的图片、文字和动画，以清晰地展示美术作品和情感

表达的相关概念。

2. 视频：我将播放一些关于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的视频，以提供更多的视觉和听觉信

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美术作品中的情感表达。

3. 在线工具：我将利用一些在线工具，如艺术作品欣赏网站和创作工具，以便学生能

够更方便地欣赏美术作品并进行创作实践。

教学实施过程

1. 课前自主探索

教师活动：

- 发布预习任务：通过在线平台或班级微信群，发布预习资料（如 PPT、视频、文档等

），明确预习目标和要求。

- 设计预习问题：围绕“情感表达在美术作品中的应用”，设计一系列具有启发性和探究

性的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思考。

- 监控预习进度：利用平台功能或学生反馈，监控学生的预习进度，确保预习效果。

学生活动：

- 自主阅读预习资料：按照预习要求，自主阅读预习资料，理解情感表达在美术作品中

的知识点。

- 思考预习问题：针对预习问题，进行独立思考，记录自己的理解和疑问。

-



 提交预习成果：将预习成果（如笔记、思维导图、问题等）提交至平台或老师处。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自主学习法：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 信息技术手段：利用在线平台、微信群等，实现预习资源的共享和监控。

作用与目的：

- 帮助学生提前了解本节课的主题，为课堂学习做好准备。

-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2. 课中强化技能

教师活动：

- 导入新课：通过一个情感丰富的美术作品案例，引出“情感表达”这一课题，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 讲解知识点：详细讲解情感表达在美术作品中的不同方式和技巧。

- 组织课堂活动：设计小组讨论，让学生分析并讨论不同作品中的情感表达。

- 解答疑问：针对学生在学习中产生的疑问，进行及时解答和指导。

学生活动：

- 听讲并思考：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

- 参与课堂活动：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分析作品中的情感表达。

- 提问与讨论：针对不懂的问题或新的想法，勇敢提问并参与讨论。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讲授法：通过详细讲解，帮助学生理解情感表达的知识点。

- 实践活动法：设计小组讨论，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情感表达的技巧。

- 合作学习法：通过小组讨论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

作用与目的：

- 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情感表达的知识点，掌握相关技巧。

- 通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通过合作学习，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

3. 课后拓展应用

教师活动：

- 布置作业：根据本节课的内容，布置适量的课后作业，巩固学习效果。

- 提供拓展资源：提供与情感表达相关的拓展资源（如艺术家传记、艺术理论书籍等）

，供学生进一步学习。

- 反馈作业情况：及时批改作业，给予学生反馈和指导。

学生活动：

- 完成作业：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巩固学习效果。

- 拓展学习：利用老师提供的拓展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思考。

- 反思总结：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成果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改进建议。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自主学习法：引导学生自主完成作业和拓展学习。

- 反思总结法：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成果进行反思和总结。

作用与目的：

- 巩固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情感表达知识点和技巧。

- 通过拓展学习，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思维方式。



- 通过反思总结，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促进自我提升。



学生学习效果

1. 知识与技能：

- 学生将能够理解情感表达在美术创作中的重要性。

- 学生将能够识别和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美术作品中的情感表达方式。

- 学生将能够运用所学的情感表达技巧，创作出具有情感共鸣的美术作品。

2. 过程与方法：

- 学生将能够在小组讨论中，有效地与他人交流和分享对美术作品情感表达的看法。

- 学生将能够通过自主学习和实践活动，提高自己的美术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

- 学生将能够利用在线资源和拓展材料，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探索。

3.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 学生将对美术作品中的情感表达产生更大的兴趣和热情。

- 学生将能够欣赏和尊重不同历史时期的美术作品，增强对美术的认同感。

- 学生将通过创作和欣赏美术作品，培养情感共鸣和人文关怀。

板书设计

1. 目的明确，紧扣教学内容：

- 情感表达在美术作品中的应用

- 情感表达的历史演变

- 不同历史时期美术作品中情感表达的特点

2. 结构清晰，条理分明：

- 情感表达的概念和重要性

- 情感表达的历史背景和影响

- 不同历史时期美术作品中情感表达的具体案例分析

3. 简洁明了，突出重点，准确精炼，概括性强：

- 情感表达的技巧和手法

- 情感表达与美术创作的关系

- 情感表达在现代美术作品中的应用和影响

4. 艺术性和趣味性：

- 情感表达在美术作品中的视觉表现

- 情感表达与艺术风格的关联

- 情感表达在美术创作中的创新和突破

教学评价与反馈

1. 课堂表现：教师将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包括听讲、思考、提问和讨论等

，以评估他们对情感表达在美术作品中的应用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2. 小组讨论成果展示：教师将评估学生在小组讨论中的表现，包括分享观点、交流想

法和合作完成任务等，以评估他们分析和应用情感表达的能力。

3. 随堂测试：教师将设计一些与情感表达相关的随堂测试问题，以评估学生对不同历

史时期美术作品中情感表达特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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