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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美术《 漂亮的建筑》教学设计（精选 16 篇） 

作为一名辛苦耕耘的教育工作者，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将教学诸要素有

序安排，确定合适的教学方案的设想和计划。如何把教学设计做到重

点突出呢？以下是店铺精心整理的一年级美术《 漂亮的建筑》教学设

计，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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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材分析 

1、编辑指导思想 

低年级美术造型与表示，主要是引导同学尝试不同工具，用纸以

和身边容易找到的媒材，通过看看画画做做等方法，大胆自由地把所

见所闻所感所想的事物表示出来，体验造型活动的乐趣。 

这是一节动手课，目的在于培养同学的制作能力。通过对旧画报、

海报、旧挂历、蜡光纸进行粘贴、剪刻等方法进行制作。同学剪贴画

时，思维活动贯穿整个取材、撕、摆、组合、粘贴的全过程，如同积

木游戏一样是一种手、脑、眼的综合训练。 

课本第 38 页展示了同学剪贴的各种作品，风格多样，稚拙有趣，

充沛表示出小作者热爱生活的情感。 

2、⑴ 、教学内容与目标 

a、 显性内容与目标 

尝试使用不同纸材，体验造型快乐 

b、 隐性内容与目标 

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对生活的热爱 

⑵、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美术游戏中尝试用不同纸材撕贴一幅《漂亮的建筑》 

难点：引导同学体验不同纸材赋予作品的不同感受 

3、学习资料 

废旧挂历纸 广告纸 蜡光纸 剪刀 固体胶等 



二、优秀教案 

１、 教学活动的方式与教学方法 

⑴、 同学介绍自身最喜欢的建筑 

今天学习《漂亮的建筑》，这里的建筑主要是指房子，生活中我

们每个人都见过各种各样的房子，请你和周围的小朋友自由交流一下，

说说你见过的最漂亮的房子是什么样的？请几名同学用自身喜爱的方

式（说说、画画）向大家介绍自身最喜爱的建筑。 

⑵、 欣赏不同风格的建筑图片 

人类最初的建筑物是遮风避雨的住所，虽然较其简陋，但它凝聚

了人的劳动与发明，使人感到舒适和平安。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人

们在追求实用功能的同时，还要求它的外形和空间更加完美和理想化，

由于不时地追求和发明，使中国的建筑艺术形式多样，并且具有鲜明

的风格。师生一起欣赏建筑图片，教师引导同学说出建筑的名称，回

忆在哪儿见过，观察建筑的形状、色彩、装饰特点。 

《天坛祈年殿》 北京 三层圆顶、蓝色琉璃瓦、红色门窗、白色的

基座和栏杆 

《天安门城楼》 北京 雄伟壮丽，金碧辉煌，红墙黄瓦、雕梁画柱

高台基、大屋檐、多圆柱屋顶多样，等级分明屋脊“仙人”、“走兽” 

《黄鹤楼》 武汉 外观层层飞檐，金黄色的玻璃屋面古朴富丽主楼

净高 51.4米，共 5 层葫芦形宝顶， 

《高楼大厦》 大都市 造型简洁、明快、庄重、错落有致、布局合

理 

《乡村民居》 乡村 

《城堡建筑》 游乐场等 

⑶、 欣赏同学作品 

刚才我们欣赏了许多漂亮建筑的图片，小朋友们是如何用撕贴画

的方法表示这些漂亮的建筑，教师引导同学欣赏课本 39 页同学作品： 

Ａ、说说你最喜欢哪幅作品，为什么？（房子的形状、色彩、装

饰以和周围的环境） 

Ｂ、凭自身的观察和学习经验，你认为完成作品需要哪些工具资



料？（剪刀、固体胶、废旧挂历纸、广告纸、蜡光纸等） 

⑷、 听故事《做房子》，学习房子的剪贴方法和步骤，体验造型 

在茂密的树林里，有一座小屋，里面住着幸福的一家人，他们是

爸爸妈妈和两个儿子。等儿子们稍稍长大一点后，爸爸妈妈就决定让

他们出去独立生活。有一天，爸爸妈妈叫到面前，语重心长地说：

“小朋友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再也不能依靠爸爸妈妈了，准备独立

生活吧！不过，在独立生活之前，我希望你们首先要各自为自身建造

一座房子。”兄弟俩一听说要独立，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一

大早，他们就起来忙着为建房做准备。一个月过去了，哥哥准备好做

房子要用和各种资料，就开始建房子啦（教师边讲故事边用剪贴画的

方法演示做房子的步骤）。第一天，只见他做了一个方形的墙体，第

二天，他在墙体的上方盖上梯形的房顶，到了第三天，他家房子安上

漂亮的门窗和烟囱。望着新盖成的房子，哥哥高兴得合不拢嘴…… 

弟弟虽然也准备好了做房子要用的各种资料，但是他并没有急着

盖新房，而是先到各地仔细考察了一番，并用手中的笔记下一些漂亮

房子的图案（教师展示房子线描图例），他神气地说：“我要建一座

世界上最漂亮的房子……” 

讨论： 

你认为故事中的弟弟可能会建一座怎样的房子？请两至三名同学

说说自身的想法。 

⑸、 作业要求 

请你用撕贴画的方法将想像中弟弟的房子表示出来 

作业形式：独立制作或是合作制作同学自由选择 

⑹、 同学创作，教师辅导 

辅导要点： 

Ａ、运用多种纸材撕贴一幅漂亮的建筑 

Ｂ、鼓励同学发挥想象，大胆发明（房子可以是见过的，也可以

是想像中的） 

Ｃ、根据画面需要，可以适当添加环境（教师适时在范画——哥

哥的房前屋后添加花草树木等环境，使画面更完美） 



［设计意图］ 

⑴、⑵了解建筑有关知识，欣赏不同风格的建筑，激发兴趣，培

养审美 

⑶欣赏同学作品， 

⑷讲故事创设情境，学习剪贴房子的方法和步骤；展示图例，启

发创作思维，情境设疑，激发想象 

⑸、⑹发挥想象，自由发明 

２、 解决重点与难点的要点 

通过观察分析大量的图片（实物图片、同学作品），对比启发；

情境设疑，听故事学习剪贴方法步骤，活跃思维，启发发明，寓教于

乐。 

３、 学习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⑴、 作品提倡立意造型的新颖，就是要抓住一切新意的苗头，善

加激发。 

⑵、 鼓励用多种纸材进行组织画面。 

⑶、 小组合作，分工要明确。 

⑷、 教师可适当准备一些纸材，以备同学纸材的缺乏。 

三、教学评价 

1、（自我评价）鼓励同学大胆上台展示自身的作品，介绍自身的

画面和创作体会 

2、（互相评价）集中展示同学作品，欣赏、讨论谁的作品好，为

什么？教师请两三位同学点评。 

3、上了这节课有什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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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1.中国古代建筑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通过天坛祈年殿的欣赏，让学生初步体验中国古建筑的美感。激发学

生对祖国优秀传统艺术的热爱。 

2.的学生的制作图暗示了本课练习可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作

业。 



3.制作技法中的剪、撕、贴在本册教材中多次出现，学生也有多

次的实践经验，因此本课的练习内容侧重于发散性思维的培养，即设

计一幅有个性、有特色的建筑，而技法可忽略教学，对个别出现制作

中的难处时，教师可个别辅导。 

【教学目标】 

1.感悟与发现：了解中外建筑的特色与美感，培养学生对优秀艺

术的热爱。 

2.实践与创造：用各种彩纸剪、撕、贴的方法，设计一幅漂亮的

建筑图，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3.欣赏与评议：讲述自己的作品，并能对同学作品的优缺点进行

简单的评论，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4.体验与合作：在小组分工合作的过程中，体验合作所带来的乐

趣，增强合作意识，分享合作成果。 

【教学重点】 

感受古代建筑的美，并能用各色纸张，通过撕、剪、贴等方法设

计一幅漂亮的建筑图。 

【教学难点】 

启发学生设计出有个性，有特色的建筑图。 

【教学具准备】 

生：各色纸张，剪刀，双面胶 

师：课件、组合图形、示范作品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谈话：今天老师要带小朋友去游览首都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

（图片：带领学生游故宫、颐和园、白塔、卢沟桥、天坛） 

2.（出示天坛祈年殿） 

看到这座建筑了吗？ 

它就是北京天坛公园的代表性建筑——祈年殿。 

这座建筑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预设：漂亮、雄伟。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漂亮的建筑。 

（出示课题） 

【设计意图：通过带领学生看图片游故宫、颐和园、白塔、卢沟

桥、天坛，让学生感受建筑的雄伟和漂亮，激发学习兴趣】 

二、探究式学习 

1.介绍祈年殿 

请同学们继续看大屏幕，老师告诉大家这座漂亮的中国古代建筑。

有三层的圆顶，蓝色的琉璃瓦，红色的门窗，白色的基座和栏杆，真

好看啊！ 

2.请同学们回忆一下，你在生活中还知道或见过哪些建筑？ 

（学生自由回答） 

3.同学们的课外知识可真丰富，那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建筑，

让我们一起看看。 

（大屏幕出示 5 张建筑图片） 

4.看了这么多图片，谁来说说这些建筑的外形，从整体上看像什

么？预设：像火箭、帆船等。 

5.可以用哪些形状组成？长方形？三角形？等等 

6.游戏互动：拼一拼 

请三位同学用黑板上的形状拼一个建筑，谁来试试？ 

（尝试组合建筑，总结出建筑外形独特） 

7.唐老鸭也建了一个房子，可是它并不满意，让我们一起来帮它

想想办法吧。如何让它的房子更好看呢？谁有办法？ 

（出示幻灯片，解决色彩美、环境美。） 

小结：唐老鸭对他的新房子非常满意，看来要想建筑漂亮，外形

要独特，色彩要丰富鲜艳，还要注意环境的搭配。 

【设计意图：低年级美术造型与表现，主要是引导学生尝试不同

工具，用纸以及身边容易找到的媒材，通过看看画画做做等方法，大

胆自由地把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事物表现出来，体验造型活动的乐

趣。】 

三、教师示范 



看了唐老鸭的房子，老师也想动手做一做了。 

月光下的小屋： 

1.准备色彩不同的两张卡纸 

2.在一张纸上画出建筑的外形 

3.再用剪刀剪下来并粘贴在另外一张卡纸上。 

4.装饰画面，色彩美、环境美。如果用红色制作房子，我还用红

色做背景好看么？是的，色彩可以多一点。还可以在你的建筑周围布

置上美丽的环境。让我们的建筑更加漂亮。 

四、作品分析 

有几位同学也为我们带来了他们的作品，谁来说说你喜欢哪一副？ 

（引导学生从构图、造型、色彩、材料等方面进行分析） 

五、学生作业 

1.作业提示：用彩色纸货其它纸任意撕、剪、粘贴后，完成一张

小房子的画。（要求：构图饱满，色彩丰富艳丽，注意环境的布置与

美化。） 

在制作的时候要把建筑做的大一点，让整个画面构图饱满，色彩

上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最后别忘了，把剪下来的废纸装在袋子里。

保持我们教室的干净。 

2.学生动手制作，教师巡视指导。 

【设计意图：让学生亲自动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制作能力。

通过对彩纸进行粘贴、剪刻等方法进行制作。学生剪贴画时，思维活

动贯穿整个取材、撕、摆、组合、粘贴的全过程，如同积木游戏一样

是一种手、脑、眼的综合训练】 

六、展示评价 

老师这里有几位同学的作品，你们喜欢哪一幅？ 

谁来夸夸他们，或者给他们提一点意见？ 

（师评、互评相结合的方式） 

【设计意图：通过为展示评价，使学生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同时获得学习活动的满足感。】 

七、总结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万里长城、北京故宫等等建筑，学

习了建筑所独有的外形美、色彩美、环境美，感受到了建筑的独特魅

力。希望同学们在课后设计制作一幅漂亮的建筑送给我们的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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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1、中国的古代建筑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通过欣赏，让学生感受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体验古建筑的美感。 

2、本课练习可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作业。 

3、多样的制作技法在本课中多次出现，学生也有多次的实践经验，

因此本课的练习内容侧重于发散性思维的培养 

即设计一组有个性、有特色的建筑，而技法可忽略教学，对个别

出现制作中的难处，教师可个别辅导。学生分析： 

童话中的神秘城堡，森林里小动物们的家，一直是低年级同学心

中向往的地方。 

而彩纸、橡皮泥等用具又是孩子们熟悉并且容易掌握的材料。 

通过看看、画画、做做等方法如同玩沙子、堆积木一样，自由地

把心中的梦想以立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教学目标： 

1、了解中外建筑的特色与美感，培养学生对祖国优秀建筑艺术的

热爱。 

2、采用各种材料及不同的方法，设计一幅漂亮的立体建筑，培养

学生的制作能力和创新精神。 

3、讲述自己的作品，并能对同学作品的优缺点进行简单的评论，

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4、在小组分工合作的过程中，体验合作所带来的乐趣，增强合作

意识，分享合作成果。 

重点：感受古代建筑的美，并能用各种材料，通过不同的方法设

计一组漂亮的立体建筑。 

难点：启发学生设计出有个性，有特色的建筑。 

教具：课件（天坛的录像片段，小精灵，建筑图片） 



学具：彩纸、剪刀、瓦棱纸（纸箱用纸）、橡皮泥等。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新课 

1、故事导入：师：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发现了一片美丽的草地，想

在这里安家 

请来小精灵帮他们找房子（课件展示一精灵），我们和小精灵一

起找，好吗？ 

二、欣赏中 

外建筑，发散思维 

1、师：我们先去北京找一找（课件：小精灵游北京主要建筑） 

2、欣赏天坛祈年殿 

大家有何感受？它的外形和色彩有哪些特点？ 

师简介祁年殿 

欣赏研究其它建筑（课件展示） 

师生从建筑外形、色彩、环境分析。 

三、欣赏学生作品，讨论比较 

1、师：今天我们就来设计一座漂亮的建筑（板书课题） 

2、师：让我们先来欣赏几组小朋友的作品。（课件展示） 

研究问题： 

（1）说说这些建筑都是用了哪些基本型。 

（2）使用了什么材料？为何这样使用？（从质地及效果上启发。

例：窗帘 

—花布汽车—橡皮泥屋顶--瓦棱纸） 

（3）采用了那些制作方法。（重点讨论立体制作） 

3、小结 

4、师：小动物们今天也来到这里（出示小动物头像），我们每个

小组设计一座漂亮的建筑送给它们，好吗？（把小动物送给各小组） 

四、小组制作 

1、小组讨论确定创作的内容后，组长分工，构图安排、任务分配、

废纸的处理等。 



、师巡回指导。 

五、欣赏品评 

1、互相评价：你想住在谁的房子里？为什么？ 

2、自我评价：我最喜欢我的小建筑的哪一点？ 

3、我当时是怎样想的？如果再让我改造我会把哪里做的最好？ 

教学反思： 

1、导入部分略长，应该再简练、明快一些。 

2、小组讨论确定创作的内容前，教师可以让每个小组各自设计出

建筑的类型及风格特色。 

3、在进行互相评价和自我评价教师应该参与其中。 

点评： 

1、，引起共鸣 

此课教师准备充分，为了开阔学生眼界，引起他们对中国古代建

筑———世界建筑艺术瑰宝的共鸣，课前教师精心制作课件，并准备

很多精美图片。 

图片和课件在教学中发挥很大作用。 

2、从兴趣入手，设计精心 

画建筑并不是特别吸引学生，教师以学生喜欢的动物开场，激发

学生创作欲望和学习热情。 

3、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动手动脑 

整节课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彩纸、橡皮泥等身边常见的用

具进行手工创作，使学生像做游戏一样创造出心中的房子。 

4、指导学生大胆想象，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和创新意识 

《美术课程标准》中提出“在美术学习过程中，激发创造精神，

发展美术实践能力，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 

本节课教师在引导学生大胆想象、大胆描绘中，培养学生想象力

和创新精神。 

板书设计：美丽的建筑——立体制作 

一、构思 

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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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尝试使用不同纸材，体验造型快乐。 

2、创新精神，集体合作精神，对生活的热爱。 

教学重点与难点： 

在美术游戏中尝试以不同纸村组织画面。引导学生体会不同纸材

赋予作品的不同感受。 

教学准备： 

废旧挂历纸、电光纸、海报、各种大小的纸盒、纸箱、剪刀、胶

棒等。 

教学过程： 

教学活动的方式与教学方法： 

回忆： 

“我们每个人都见过各种各样的房子，你见过的最漂亮的房子是

什么样的？在哪里？你梦想中的最漂亮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向大家

介绍自己最喜欢的建筑。欣赏：师生共同欣赏不同建筑风格的图片。 

教学理念： 

我们生存的星球上有着丰富的建筑格局与样式，它们体现着深厚

的文化内涵。课本第 36 页引导学生欣赏了天坛的祈年殿，它创建于明

代，有三层蓝色琉璃瓦屋顶，建在一座圆形的基座上，阳光下，蓝、

红、白、金分外耀眼。 

讨论：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谈谈自己最喜欢的建筑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喜

欢它？ 

选材： 

如果你用旧报纸或旧的海报，上面的一些画面也许可以成为你的

小建筑的最好的挪花纹，（赏析优秀作业）“动动脑筋，比比谁想的

最巧妙？”如果我们用基本形表现，都可以用哪些形状？在童话故事

里、在游乐场里、在你的想象中，建筑有哪些可爱的小窗？小门？ 



 

选择适合的颜色，剪出建筑各部分的基本形，摆一摆、看一看。

在装饰细节时注意添加一些有生活情趣的摆件，如：随风飘动的窗帘、

门前的小路、甚至一条跑来的小狗……也许不会非常形似，但只要儿童

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很轻松地表现出来了，就会是一幅好的作品。欣赏：

对于学生作品的欣赏，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既对创作者起到鼓励的

作用，又对集体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开拓大家的思路。 

评价： 

学生互相评价——“你最想住在谁设计的建筑里？”为什么？  

学生自我评价——“我最喜欢我的小建筑的那一点？”“我当时

是怎么想的？”“如果再让我进一步改造，我会把哪里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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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欣赏中外不同风格的建筑的造型美，了解其历史背景以及所承载

的文化内涵。 

感受建筑艺术的多样性，萌发对身边美好事物的热爱之情。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活动前组织幼儿观看《开国典礼》录像片段。 

物质准备： 

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北京天安门、悉尼歌剧院、长城、埃菲尔铁塔

图片若干张。 

材料配套： 

教育挂图《领域活动·社会·我们的首都--北京》 

①、《领域活动·艺术·悉尼歌剧院》，亲子手册《领域活动·中外着

名建筑》。 

活动指导 

1.出示教育挂图《我们的首都--北京》 

①，引导幼儿观察、欣赏。 

提问：这是什么建筑？是哪个国家的？建在什么地方？天安门城

楼主要是什么颜色的？看起来有什么感觉？（宏伟、庄重。）天安门



线，你会发现什么？（左右对称。）这样的建筑给人什么感觉？（浑

厚、稳固。）小结：天安门城楼是中国古代最壮丽的城楼之一。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告日，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2.出示教育挂图《悉尼歌剧院》，引导幼儿欣赏。 

提问：这建筑象什么？在哪个国家？建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称？ 

讨论：为什么建筑设计师要把它设计成象帆船、贝壳一样的形状？

（引导幼儿感受建筑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小结：悉尼歌剧院的外

形犹如即将乘风出海的白色风帆，与周围海景相映成趣。它位于澳大

利亚。这座综合性的艺术中心，在现代建筑史上被认为是巨型雕塑式

的典型作品，也是澳大利亚的象征性标志。 

3.引导幼儿发现天安门和悉尼歌剧院这两种建筑的不同之处： 

建筑结构的不同：对称与不对称。 

建筑材料的不同：木头、砖头与钢精、混凝土。 

建筑风格的不同：古典美与现代美。 

4.引导幼儿欣赏其他中外建筑（如中国的长城和法国的埃菲尔铁

塔等）。 

5.讨论：你喜欢哪一种建筑？为什么？ 

活动建议： 

区域活动：在美工区，教师与幼儿共同布置中外建筑长廊，延伸

欣赏活动。 

家园共育：请家长与幼儿共同欣赏亲子手册《中外着名建筑》，

并进一步收集其他中外着名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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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在主题《小鬼显身手》中，幼儿对于各种劳动、各种职业的劳动

人民的认识有了一定的基础与认识和兴趣。结合本班幼儿对于线条画

的经验基础上开展。同时做到结合幼儿两者的兴趣，同时呈现建筑师

的风采，设计不一样的房子。将活动与幼儿的经验基础有效结合进一



 

教案设计： 

活动目标： 

1、愿意大胆想象并设计有趣的房子并用各种线条和图案来装饰。 

2、感受线条带来的美感，并体验帮助他人带来的快乐。 

活动准备： 

1、范作、背景音乐 

2、塑封纸、记号笔人手一份 

3、绘本式展示板一块 

活动过程： 

一、我喜欢的房子 

1、今天，森林里的小动物想请小朋友帮忙设计新房子，你们愿意

帮忙吗？ 

2、提问：你想设计怎样的房子？ 

3、出示范作：来看看老师设计的房子，看看有什么不一样？（重

点引导线条及图案） 

4、交代要求： 

——请帮小动物们设计不一样的房子。 

——用各种线条和图案来装饰。 

二、我设计的房子 

1、重点引导幼儿设计不一样的房子 

2、引导幼儿用直线、曲线、波浪线以及喜欢的图案色块来装饰 

3、对个别幼儿进行帮助 

三、我欣赏的房子 

1、展示作品 

2、交流作品：“你喜欢谁设计的房子？为什么？”引导幼儿从设

计的外型以及线条的运用上进行评价。 

3、“小动物们好开心啊！谢谢小朋友们！”说说帮助小动物设计

房子有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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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启发学生对二十二世纪的建筑展开想象，

对科幻片的欣赏，开拓学生思路。 

2、引导学生用、绘画、手工等方法，创作出富个性特点和形式新

颖的建筑。 

教学重点： 

二十二世纪的建筑的形状 

教学难点： 

如何启发学生创造二十二世纪的建筑 

教具准务： 

彩色笔、彩纸、卡纸、废旧盒子 

教学教程： 

1、课前准备 

一、 

①欣赏科幻片段（让学生观察片中人们生活、交通、建筑发生怎

样的变化）。 

②学生讨论、交流、发言 

③师：二十二世纪人们在各星球之间，自由地来往，人们设计了

许多先进的交通工具与外星人进行交流、工作，那么，二十二世纪建

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设计了什样的房屋。 

④学生交流、发言 

二、揭示课题，《二十二世纪的建筑》 

①欣赏科幻画作品，让学生观察，了解房屋的外形，结构，功能，

色彩，有什么变化。 

②生：发言 

师： 

1、外形千变万化，还有会长上飞翔翅膀的房屋 

2、功能无所不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变成各种厅特的房

屋。 

3、人们穿着各种各样的宇航服，在太空中自由工作学习，做各种



运动。 

三、欣赏课文图例。 

四、创作。 

1、绘画步骤： 

①构思 

②得用各种形状来综合画二十二世纪的建筑 

③人类在太空中的表现 

④太空的表现其他星球和星云的描绘 

⑤着包 

2、手工步骤： 

①根据所带材料、进行重叠插接。 

②引导学生用剪、镂、折、画等制作，表现二十二世纪的建筑物。 

五、学生练习、教师巡视辅导。 

六、展示作品，让制作者根据自已的理解对自已设计的作品进行

描述。 

七、收拾与整理，保持教室整洁。 

一年级美术《 漂亮的建筑》教学设计 篇 8 

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成就及其特点，有

所了解和认识，达到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学生的审

美情趣，培养学生欣赏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能力。 

教学重点： 

一是通过对中国结构建筑体系的介绍以及对北京故宫总体布局、

主要建筑的屋顶形式和色彩的运用等方法的分析，了解中国古代建筑

的主要特色；二是通过课文图版提供的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典型实例，

了解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主要特点。 

教学难点： 

本课的教学难点是对建筑艺术的欣赏，最好是实地参观，现在仅

凭课文提供的一些图片，难以真正理解课文的内容。教学时应想方设

法克服这一困难。 



教学时间： 

1 课时 

教具准备： 

图片、录象资料、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 组织教学： （常规） 

二． 复习： 

提问：建筑的社会作用有哪些？ 

三． 引入新课： （出示课题） 

园林建筑： 

与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同样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艺术成

就的，是中国古代的园林艺术。它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高度的成就，

而且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与欧洲、阿拉伯园林艺术并称世界三大园

林体系。 

中国园林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的灵囿

（“囿”是中国古代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的一种园林形式。）

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园林逐渐形成独特的

民族形式，自成体系。它的主要特点是崇尚自然而又妙造自然，把人

工美与自然美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自然山水式园林。

由于文人参予园林的建设，中国古代的园林充满了文人气息和诗情画

意。“诗情画意”是中国园林的精髓，也是造园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

界。为达到这一目的。造园艺术家常利用古人诗文与造景的结合。其

中，苏州园林是我国园林艺术的代表作品。 

欣赏： 

苏州拙政园“与谁同座轩”：取苏轼词“与谁同座，明月清风我”

之句为名。苏轼词的原意是标榜清高不群，这里只借以写景，使意境

更为丰富。 

苏州网师园月到风来亭和濯缨水阁：其中，亭中横匾“月到风

来”，取自唐代韩愈的诗句“晚年秋将至，长月送风来”；“濯缨水

阁”是引用《孟子》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



兮，可以濯我足”，以示其志之清高。 

苏州网师园殿春：其得名是由这一景区庭院内种植芍药花而来，

因为芍药花开在春末，宋代诗人苏东坡有诗云：“多谢花工怜寂寞，

尚留芍药殿春风”。“殿春”即春末，“”是与阁相连的小屋。所以，

将庭院内留住春天的一角天地，美其名曰“殿春”，是很富于诗情画

意的。 

中国古代园林，是把自然的和人造的山水、花木以及建筑等融为

一体的游赏环境。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皇家园林，面积较大，气派宏伟，如圆明园、颐和园等。 

二是私家园林，风格因园主的情趣而异，如苏州 的拙政园、网师

园等。 

三是城郊风景区和山林名胜，如杭州西湖、无锡鼋头渚等。这种

园林规模较大，多是把自然的和人造的景物融为一体。 

中国的自然山水式园林，其主要特点表现在摹仿自然，以人工的

力量创造自然的景色，体现了中国古人尊重自然并与自然相亲近的观

念。在园林的布局上强调自由曲折。我们江南面积较小的私家园林中

表现得尤其突出。 

中国园林布局的另一个特点是划分景区和空间，以及善于“借

景”。借景是中国古代园林突破空间局限、丰富园景的一种传统手法。

把园林以外的风景巧妙地引“借”到园林中来，成为园景的一部分。

例如无锡寄畅园“借”锡山的景。 

（录象） 

课堂小结： 

思考题：中国古代建筑有哪些主要特色？ 

板书设计： 

第十二课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世界三大建筑体系： 

中国建筑 

欧洲建筑 

伊斯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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