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美版三年级美术下册全册教案 

  

 小学美术第六册教材分析及教学计划 

本册教材分析：  

浙美版第 6 册实验教材的编写，以国家一系列有关教改的为指针、依

据，打破过去以美术学科知识、技能为主要目标的教材体系结构，构

建以促成美术素养的形成为核心，探究性美术实践活动为主线，人性

单元结构为基本特征和美术教材新体系。  

本教材的注重学生审美感受和视觉经验的培养，强调学生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的协调发展，以“接近社会、贴近学生、学以致用”为原则，

选择符合三年级学生身心特点的教学内容设计题。全册共有 1，分为

时代新貌、校园生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创造天地、艺术瑰宝六

个单元，内容涵盖造型&#8226;表现、设计&#8226;应用、欣赏&#8226;

评述、综合&#8226;探索 4 个学习领域，其中造型&#8226;表现和设计

&#8226;应用占有较大比重，欣赏&#8226;评述有专题欣赏，但大多随

堂教学，因而均分配在各之中。  

本册教学内容中的美术知识和技能是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

排列的。渐进关系如下：“造型&#8226;表现”内容安排一般为：欣赏

→观察写生或记忆画→制作或想象画；“设计&#8226;应用”内容安排

一般为欣赏→分析→局部设计→整体设计。  

本册单元及节教学内容中，人教学内容也有一定的递进关系，如：《家

乡的桥》一中按欣赏了解家乡古代的桥→现代的桥→未的桥。  



本册单元及节教学内容除递进关系之外，也有并列的内容，如《家乡

的桥》与《新老厨房》、《我的喜怒哀乐》与《幽默大师》、《照猫画虎》

与《我爱大熊猫》等。因此，教师在安排教学时，序可以根据季节、

学校及学生的实际情况而做一定的调整。 

序号 题 教 学 目 标 重点、难点  

1 首页图版 

(1时) 1 以强烈的视觉形式展示青铜工艺品，使学生获得一种视觉上

的体验，并进一步直观地了解青铜工艺的造型特色与艺术价值。  

2 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对传统艺术的熏陶，培养学生从小热爱祖

国优秀的传统化的美好情感。 重点：启发观察记忆重点，激发记忆

的积极性。  

难点：经过记忆思考后的创造性表现。  

2 家乡的桥 

(2时) 1了解有关桥的相关化，欣赏桥的美丽。  

2 了解桥的基本结构和形状， 通过对桥的描绘进行爱家乡的情感教

育。  

3 培养观察力、记忆能力以及根据记忆表现画面，表现视觉感受能力。 

重点：启发观察记忆重点，激发记忆的积极性。  

难点：经过记忆思考后的创造性表现。  

3 新老厨房 

(1时) 1通过观察新老厨房的变迁，切实地感受时代新貌，激发热爱

生活的情感。  



2通过画画家中现在的厨房或想象中的未厨房，进一步提高观察能力、

绘画表现能力和创新能力。 重点：观察厨房、用自己喜欢的绘画形

式表现厨房。  

难点：表现出厨房的细节。（特别是厨房中常用的物品。）  

4 设计小板报 

(2时) 1了解板报的基本组成要素，感受不同板报的特点和作用。  

2学习简单的板报版面设计，提高学生处理信息资和学以致用的能力。  

3 培养学生热爱美术、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 教学重点：尝试用不

同形式表现人物的表情神态。  

教学难点：人物表情的主要特征的把握与夸张表现。  

 我的喜怒哀乐 

(1时) 1 了解人物的各种表情，学习运用夸张、变形等方法表现人物

的不同神态。  

2 欣赏运用各种方式表现人物表情的图片资料，提高学生对人物表情

的感性认识，以及懂得拥有良好的心理品质的重要性。  

3 尝试不同工具、材料和表现过程，丰富视觉和审美经验。 重点：

创作自己喜欢的漫画作品。  

难点：创作的作品有一定的表现力和创意。  

6 幽默大师 

(2时) 1欣赏优秀漫画作品，初步了解漫画的特点。  

2 学习漫画夸张的表现手法，能根据自己或同学的面部特征，或某一

个主题画一些有趣的漫画像，培养学生对生活的初步概括力及创造能



力。  

3培养学生以幽默的心态对待生活，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富有情趣。 

重点：创作自己喜欢的漫画作品。  

难点：创作的作品有一定的表现力和创意。  

7 灯彩辉映 

(2时) 1了解传统节日挂彩灯的含义，知道制作灯饰的一般步骤。  

2 学习制作彩灯的方法，能利用各种材料制作彩灯，在制作过程中培

养学生的制作技巧及综合能力。  

3 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情感以及细致、耐心的品质。 重

点：利用各种材料制作彩灯。  

难点：巧妙利用各种材料，使彩灯更漂亮、更有吸引力。  

8 杂技表演 

(2时) 1能用黏土或橡皮泥塑出一个表演杂技的人。  

2 通过欣赏中外杂技,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通过练习与创作，提高

学生对立体造型的审美认识和泥塑语言的应用能力。  

3 通过启发引导学生回忆并塑造出杂技演员的形象，使学生感受杂技

艺术的美，进一步培养学生对生活的热爱。 重点：了解杂技艺术，

启发学生记忆, 并能抓住人物在运动中特有的姿势，塑出杂技人物的

动态和组合造型。  

难点：泥塑形态特征的表达和造型变化。能抓住运动时某一特有的姿

势塑造形象。  

9 巨大的恐龙 



(2时) 1 了解恐龙生活的环境、种类以及消失的原因，增加对恐龙的

认识，激发学习兴趣。  

2 以想象和仿制结合的方式，用大与小对比的方法塑制恐龙的造型，

能根据已有的知识和想象表现恐龙的故事。  

3 培养关注、热爱、保护自然的情感。 重点：抓住各种恐龙的各种

特征独立捏制完成恐龙造型。  

难点：正确把握不同体型恐龙的身体各部分的比例。  

10 照猫画虎 

(1时) 1通过观察、比较和归纳，了解猫科动物的基本特征。  

2 学习“照猫画虎”的方法，运用各种方式表现虎和其他猫科动物，发

展学生形象思维，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创造能力。  

3 认识到动物无论是凶猛还是可爱，都是大自然的一员，树立起从小

热爱动物、保护动物和保护生态的意识。 重点：如何利用观察、比

较的方法抓住动物的特点，进行大胆表现。  

难点：组织画面，表现自己独特的创意。  

11 跳舞的点与线 

(2时) 了解中国画的艺术要素。  

2 增强学生对毛笔运行的轻重、缓急、提按、快慢等方面的体验，以

及感受由此产生的点、线的浓淡干湿的趣味变化。  

3 采取游戏方式，启发学生想象，运用点、线、面构成多样式的彩墨

画作品，体味中国画的笔墨乐趣。  

4 感受中国画的独特魅力，激发学生由衷的民族自豪感。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6 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国画的基本常识，提高动手能力。  

7 对点、线的造型进行大胆的想象与表现，进一步丰富学生的创造能

力。  

8 通过中国画形式的点、线欣赏研究与游戏式练习，培养学生对祖国

优秀传统化——中国画的喜爱之情。 重点：引导学生在游戏中发现

彩墨在生宣纸上产生的一种特殊变化，充分感受水墨、色彩浓淡干湿

变化的趣味性。  

难点：用水的多少与用力轻重缓急不同所产生的变化，启发学生进行

富有创造性的点、线、面构成探索。  

12 我爱大熊猫 

(2时) 1 学习用水墨画的形式表现大熊猫，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表

现能力和想象力。  

2 感受水墨造型的乐趣，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水墨画的兴趣。  

3 了解大熊猫的生活习性和生存状态，树立保护珍稀动物的意识。 重

点：进一步培养学习中国画的兴趣。  

难点：动态大熊猫的笔墨造型。  

13 五彩斑斓 

(2时) 1认识三原色红、黄、蓝；三间色橙、绿、紫。  

2 掌握用原色调配间色的技能。  

3 培养学生对色彩的感性认识，学习调色的方法。 重点：使学生认

识三原色和三间色及其色彩特性。  



难点：掌握原色与间色的色彩关系,学会用原色调和间色的调色方法。  

14 彩色撕贴画 

(2时) 1 学生能利用五颜六色的彩纸、广告纸、彩色报纸等材料撕贴

出一幅有趣的画。  

2 通过思考、比较、想象与讨论，使学生感知绘画与撕贴画的画面效

果的不同。培养学生的造型能力，在合作中感受创造活动的乐趣。  

3 通过与同学合作一起收集废旧挂历、广告纸、彩纸等，增进合作意

识、集体意识，体验成功感。并且在作业过程中养成专心、细致和耐

心的作风。 重点：能充分利用纸材的特性采用撕纸拼贴的方法，设

计一幅有趣的撕贴画并表现出色彩对比鲜明，形象生动饱满的画面。  

难点：  

1、色彩的搭配  

2、撕成的纸片大小、形状要均匀，拼贴小块的碎片时可以用牙签或

小木棍帮助粘贴。  

1 星星闪烁 

(2时)1学习简单的星状图案设计方法。  

2 欣赏作品中、生活里星状纹样的运用，感受其造型美感。  

3 培养学生的创造设计能力，提高学以致用的能力。 重点：学习星

状图案的设计和制作方法。  

难点：运用点、线、面、色设计不同美感的星状图案。  

16 皮影 

(2时) 1了解皮影的造型及表演特点。  



2 学习皮影的制作方法，培养学生动手动脑及实践能力。  

3 提高对民间传统艺术的兴趣，充分发挥其艺术魅力，弘扬中国的皮

影艺术。 重点：用卡纸等坚实的纸张模仿皮影的造型和制作特点，

做一个人物。  

难点：做一个能动的皮影人物。  

 

新标浙美版美术三年级第六册第一教案 

 

家乡的桥 

第一时 

前准备 

（学生）事先了解桥的实用和审美作用,水彩笔等绘画材料。 

（教师）各种桥的图片资料，有关桥的字作品、范画等。 

教学过程 

1 导入题。  

教师：桥，像彩虹一样美丽；桥，可使天堑变通途；桥，把希望送给

苦难的人们；桥，把友谊传遍世界。  

看到题里的“桥”，首先浮现于我们脑海中的是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形

象。你们知道的桥有哪些呢？我们的家乡有哪些有名的桥？ 

学生：赵州桥、卢沟桥、南京长江大桥、上海南浦大桥、泸定桥……  

2 桥的化。  

（1）桥是艺术品。  



教师：下面我们一起欣赏一些桥，这些桥有中国的、外国的；有古代

的也有现代的。 

教师出示桥的图片，学生讨论以下问题： 

①你比较喜欢哪种桥，能否从美术的角度谈谈喜欢的理由。（从桥梁

的形体、线条、色彩、光影及其周边环境的协调等方面赏析）  

②能否用优美的语言描述一下桥？（结合图片资料的展示描述） 

范例：桥是自然界一道靓丽的风景。 

“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 大桥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壮丽。波涛滚滚的江水中，九个巨

大的桥墩稳稳地托住桥身。正桥连接着二十二孔引桥，仿佛一条钢铁

巨龙卧在大江上面。 ”  

教师总结：通过欣赏，我们知道桥有着美丽的姿态，它既给我们带极

大的实用价值，又是精美的艺术品，成为人们审美观赏的很好对象。  

2 桥是效益的纽带。  

教师提问：桥除了是人们审美观赏的对象外，它还有什么功劳吗？  

学生根据事先了解到的知识进行讨论后回答。 

教师总结：桥是经济发展的纽带。要想富先修路，要把路修得四通八

达就需要造桥。如：北京的立交桥、杭州的钱塘江大桥、南京长江大

桥等，都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着贡献。同学们还记得北约轰炸南联

盟的历史吗？对南联盟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2 千亿美元，其中被炸毁的

桥梁有 0多座。  

3 桥是历史的见证。 



教师：桥除了是精美的艺术品，是效益的纽带，它还能使我们联想到

什么吗？  

请大家看一首诗：“晓月照芦沟，大河曾流泪和血；狼烟腾燕蓟，长

桥犹记恨与仇”。你们知道这首诗描绘的是哪座桥吗？芦沟桥。  

教师归纳：芦沟桥使我们想到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桥上的古狮，曾亲历了战地烽烟，看到它，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

桥成了历史的见证。 

4 欣赏大师笔下的桥。 

出示图片资料，学生欣赏。 

教师提问：①美术大师们用怎样的形式再现美丽的桥？ 

②大师笔下的桥在造型上、色彩上、功用上分别有什么特点？ 

③你得到了什么启发？ 

教师：大师们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再现桥的美丽、桥的历史，用这

种方式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拓展《心中的桥》。  

教师：还有一种桥，它既不架在水上，也不架在陆地上，建造它们甚

至用不上一砖一瓦，可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发挥着 “桥”的作用，你们

猜猜是什么桥呢？  

学生猜测回答。 

欣赏“心中的桥”有关图片，学生讨论。 

教师提问：资料中的“桥”与现实生活中见到的桥有什么差别？学生从

桥的形、色、材质、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 



教师：心中的桥有许多种：有友谊的桥，有关爱的桥，有希望的桥。  

教师：这节，我们就根据有形的桥设计制作立体贺卡，传递那份友谊、

那份关爱和那份希望。 

学生快速用单线勾勒的方式将心中的桥画下。 

6 评述讨论。 

教师：下面我们欣赏同学们设计的桥。  

在欣赏的同时，请思考下列问题：  

（1）同学设计的桥，有什么特点？ 

（2）有哪些可取之处？说说你最欣赏的作品。 

（3）如果根据设计图稿建造大桥，你建议用怎样的材质更合适？  

7 小结。  

教师：今天这堂，我们学习了有关桥的化，欣赏了桥的美丽的姿态，

艺术大师笔下的桥以及同学设计的桥。下节美术，请同学们带好彩纸

或彩泥把漂亮的桥制作出。  

  

第二时 

1 教学目标。 

学生能够选择合适的废弃材料或彩泥进行设计与制作简单的桥梁模

型；  

学生能运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情感；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设计能力。  

2 重点、难点。 



重点：设计与制作的方法步骤。  

难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前准备 

（学生）毛线、纸张、纸盒等废弃材料，彩泥，剪刀，胶水等。 

（教师）制作及绘画工具。 

教学过程  

1 导入题。 

教师：上堂，我们学习了有关桥的化，欣赏了大师笔下的桥以及同学

们设计的桥，今天这堂我们就一起制作漂亮的“桥”。 

2 讨论用什么方法制作“桥”。 

说说自己准备的废弃材料以及制作设想。 

教师：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废弃材料，如纸盒、纸箱、毛线

等，将它们巧妙地利用、组合、插接，可以创造一新的艺术品，一座

特别的桥。 

3 欣赏图片，各种各样的桥、一座特别的桥。 

学生边看边思考，自己准备的材料可以用干什么？ 

教师：国内外有许许多多的桥，它们造型、材料、色彩各异。今天我

们也要像这些设计师一样，用这些材料设计创造一座特别的桥。 

4每四个人为合作小组，学习制作桥的方法步骤。 

（1）教师示范捏做一座泥“桥”。 

教师特别强调拼接、捏压等操作要点。 

（2）师生合作，示范综合材料制作一座立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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