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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世界遗产之旅 1 中国世界遗产之美

 

课题：



科目： 班级： 课时：计划 3 课时 

教师： 单位：       

一、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来源于初中美术七年级下册岭南版（2024）第一单元 世界遗

产之旅 1 中国世界遗产之美。该章节旨在通过对中国世界遗产的欣赏和学习，让学

生了解和认识我国的世界遗产，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爱国情怀。具体内容包括：

1. 对中国世界遗产的基本认识，介绍世界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意义。

2. 分析我国的世界遗产特点，探讨其历史文化价值及其在现代社会的作用。

3. 欣赏我国的世界遗产之美，包括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敦煌莫高窟等

。

4. 引导学生进行创作实践，以小组为单位，选择一个我国的世界遗产为主题，进行

绘画或设计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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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技能，如绘画、设计等。本节

课将在这些基础上，引导学生关注我国的世界遗产，通过欣赏和分析，提高学生的

审美能力。同时，结合历史、地理等学科知识，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世界遗产的

历史文化价值，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二、核心素养目标

本节课的核心素养目标主要包括审美素养、创新素养和人文素养。

1. 审美素养：通过对中国世界遗产的欣赏和分析，让学生提升审美能力，能够发现

和表达世界遗产之美，培养对美术的热爱和欣赏能力。

2. 创新素养：在创作实践环节，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新颖的方式表现

所选世界遗产的主题和内涵，提升艺术表现能力。

3. 人文素养：通过对中国世界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深入了解，让学生增强对国家

文化的认识和自豪感，培养爱国情怀，提升人文素养。

三、学习者分析

1. 学生已经掌握了的相关知识：学生在之前的学习中，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美术知识

和技能，如绘画、设计等。同时，学生也接触过一些历史、地理等学科知识，对我

国的世界遗产有一定的了解。

2. 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对于美术学科，大部分学生都有一定的兴趣

和热情。在学习能力方面，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比较强。在学习风格

上，部分学生喜欢动手实践，而部分学生则更倾向于理论学习和思考。

3. 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在学习本节课的内容时，学生可能会遇到以下困难

和挑战：对世界遗产的历史文化背景了解不够深入，影响对世界遗产之美的理解和

欣赏；在创作实践环节，部分学生可能会遇到难以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的

问题，需要教师的引导和帮助。

四、教学资源



1. 软硬件资源：多媒体投影仪、电脑、画纸、画笔、美术教材、世界遗产图片资料

等。

2. 课程平台：学校提供的教学平台，用于展示教学内容和作业提交。

3. 信息化资源：互联网上公开的世界遗产相关资料、视频和图片等。

4. 教学手段：讲解、示范、小组讨论、创作实践等。

五、教学过程设计

1. 导入环节（5分钟）

教师通过展示我国的世界遗产图片，如长城、故宫等，引导学生欣赏世界遗产之

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同时，教师提出问题：“你们知道这些世界

遗产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吗？”让学生思考并参与到课堂中来。

2. 讲授新课（15分钟）

教师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讲解我国的世界遗产之美，包括长城、故宫、秦

始皇陵及兵马俑、敦煌莫高窟等。在讲解过程中，教师强调世界遗产的历史文化

价值和现代社会的作用，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世界遗产的重要性。

3. 师生互动环节（10分钟）

教师邀请学生分享他们对世界遗产的认识和看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同时

，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世界遗产对国家的意义，如：“你们认为世界遗

产对国家的发展和自豪感有何影响？”通过师生互动，巩固学生对世界遗产的理

解和认识。

4. 巩固练习（5分钟）

教师布置练习任务，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一个我国的世界遗产为主题，进

行绘画或设计创作。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提高审

美能力和创新素养。

5. 课堂总结（5分钟）

教师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强调世界遗产之美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同时，教

师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关注世界遗产，培养爱国情怀。

6. 课后作业（课后自主完成）

学生课后进行世界遗产相关资料的搜集，了解更多的世界遗产，提高自己的文化

素养。

整个教学过程共计 45分钟，通过导入、讲授、师生互动、巩固练习等环节，引导

学生全面理解和掌握世界遗产之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创新素养和人文素养

。同时，教学过程注重师生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六、教学资源拓展

1. 拓展资源：

- 书籍：《中国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全书》等；

- 纪录片：如《世界遗产之旅》、《中国的世界遗产》等；

- 博物馆及展览：当地和世界遗产相关的博物馆及展览；

- 网络资源：教育部门官方网站、世界遗产官方网站等。

2.



 拓展建议：

- 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阅读相关书籍，深入了解世界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

- 观看相关纪录片，身临其境地感受世界遗产之美；

- 参观当地和世界遗产相关的博物馆及展览，近距离感受世界遗产的魅力；

- 利用互联网资源，了解世界遗产的最新动态和相关资讯。

此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课后实践活动，如参观考察、社会调查等，让学生亲

身体验世界遗产之美，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素养。同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

参加世界遗产保护活动，增强他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通过多元化的拓展资源和

建议，学生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遗产，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七、教学反思与总结

教学反思：

在今天的课堂教学中，我通过展示我国的世界遗产图片，引导学生欣赏世界遗产之

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在讲解新课时，我尽量详细地介绍了我国的世界遗产，

让学生了解其历史文化价值。在师生互动环节，我发现学生们对世界遗产有一定的

了解，并能积极参与讨论。这让我感到欣慰。

然而，我也发现了一些不足。首先，在讲授新课时，我可能过于注重历史文化价值

的讲解，而忽视了学生对美术技能的培养。其次，在创作实践环节，我没有给予学

生足够的个别指导，导致部分学生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困难。这些问题都需要我在

今后的教学中加以改进。

教学总结：

在今天的工作中，我深感教学相长的重要性。学生们在课堂上表现出对世界遗产的

极大兴趣，他们的积极参与和热情讨论让我对教学充满了信心。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学生们对我国的世界遗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在欣赏世界遗产之美的同时，

也增强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然而，我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更加注重对学生美

术技能的培养，通过实际操作让学生更好地体验世界遗产之美。同时，我会针对不

同学生的学习需求，给予更多的个别指导，帮助他们克服学习中的困难。

此外，我还将加强与学生的互动，鼓励他们在课堂上积极提问，提高他们的思维能

力和问题解决能力。通过不断的教学反思和改进，我相信我会更好地完成教育教学

任务，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八、课后拓展

1. 拓展内容

- 阅读材料：《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旅游指南》等书籍，以及相关的

学术论文和报道；

- 视频资源：纪录片《世界遗产之旅》、《中国的世界遗产》等，以及网络上的相

关视频和讲座。

2. 拓展要求

- 学生应利用课后时间自主选择拓展资源进行学习和研究，深入了解世界遗产的历

史文化价值和艺术特点；



-



 鼓励学生针对学习中的疑问和困惑，进行思考和总结，并与同学或老师进行交流和

探讨；

- 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一种或多种世界遗产进行深入研究和创作

，如绘画、设计、写作等；

- 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拓展学习进展，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如推荐阅读材料、解

答疑问等；

-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拓展学习的分享和展示，鼓励他们相互学习和借鉴，提高

自己的综合素质。

第一单元 世界遗产之旅 2 外国世界遗产之美

科目 授课时间节次 --年—月—日（星期——）第—节

指导教师 授课班级、授课课时

授课题目

（包括教材

及章节名称

）

第一单元 世界遗产之旅 2 外国世界遗产之美

教学内容分

析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外国世界遗产之美。教材为初中美术七年级下

册岭南版（2024）第一单元世界遗产之旅 2。本节课将引导学生了解外

国世界遗产的特色和美学价值，通过欣赏和分析世界各地的世界遗产，

提高学生对美术作品的欣赏能力和审美水平。

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对美术作品的基本认识和欣

赏方法。学生在之前的学习中已经掌握了美术作品的基本元素，如线条

、色彩、形状等，并学会了如何运用这些元素进行创作。本节课将在此

基础上，引导学生进一步关注世界遗产的美学特点，学会从不同的文化

背景和艺术风格中欣赏和评价美术作品。

具体的教学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介绍世界遗产的概念和意义，使学生了解世界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

重要性。

2. 通过图片和资料，展示外国世界遗产的多样性，包括建筑、雕塑、

绘画等不同艺术形式。

3. 分组讨论，让学生分析并介绍自己选择的世界遗产作品，引导学生

从形式、内容、风格等方面进行深入欣赏和评价。

4. 总结外国世界遗产的美学特点，引导学生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对艺

术创作的影响。

5. 进行美术创作活动，让学生尝试运用所学的欣赏方法，创作出具有

世界遗产美学元素的作品。

6. 展示学生作品，进行评价和交流，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提高



。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97064035022006162

https://d.book118.com/197064035022006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