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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博览（欣赏·评述） 第 1 课 传神写照——中国人物

画

 

课题：

科目： 班级： 课时：计划 3 课时 

教师： 单位：       

一、课程基本信息



1. 课程名称：初中美术七年级下册苏少版（2024）中华博览（欣赏·评述） 第 1 课 
传神写照——中国人物画

2. 教学年级和班级：七年级（1）班

3. 授课时间：2024 年 3 月 10 日

4. 教学时数：1 课时（45 分钟）

二、核心素养目标

1. 美术鉴赏：通过观察、分析中国人物画的技法、构图和表现手法，提高学生对美

术作品的理解和鉴赏能力，使其能够识别并欣赏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

2. 文化理解：通过对中国人物画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的探讨，加深学生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3. 创意实践：鼓励学生在欣赏中国人物画的基础上，尝试运用所学的绘画技巧和构

图理念，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的人物画作品，提升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4. 美术表现：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中国人物画的基本表现手法，如线

条、墨色、构图等，并在实践中提高美术表现力和技巧。

三、教学难点与重点

1. 教学重点：

- 理解中国人物画的艺术特点：包括人物画的线条运用、墨色搭配、构图技巧等，如

通过分析《清明上河图》中的人物描绘，让学生掌握线条的流畅性和力度表现。

- 鉴赏中国人物画的历史价值：通过讲解《簪花仕女图》等经典作品，让学生了解作

品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提升对传统艺术的尊重和认识。

2. 教学难点：

- 线条的细腻表现：学生在绘制人物画时，往往难以掌握线条的粗细、曲直、轻重变

化，例如在描绘人物衣纹时，如何用线条表现出衣服的质感。

- 墨色的层次感：中国人物画中，墨色的运用非常关键，学生难以把握墨色深浅变化

，例如在绘制人物面部时，如何用墨色表现出肤色和光影效果。

- 构图的平衡与和谐：学生在构图时，常常难以把握画面的整体布局，例如如何在画

面中安排人物的大小、位置，以及与背景的关系，达到整体和谐的效果。

四、教学资源准备

1. 教材：确保每位学生都配备《初中美术七年级下册苏少版（2024）》教材，以便

于学生跟随课程进度学习和复习。

2. 辅助材料：准备中国人物画的相关图片资料，包括经典作品如《簪花仕女图》、

《清明上河图》等，以及视频资料，如中国人物画技法演示视频，用于课堂展示和

讨论。

3. 实验器材：无需特殊实验器材。

4. 教室布置：将教室划分为小组讨论区，每组配备画纸、画笔、墨水等绘画材料，

以便于学生在课堂上进行绘画实践和交流讨论。

五、教学过程



1. 导入（约 5 分钟）

- 激发兴趣：展示一幅著名的中国人物画作品，如《簪花仕女图》，并提问：“你们

知道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吗？它有什么特别之处？”以此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 回顾旧知：简要回顾上节课学习的中国绘画基础知识，如绘画工具和材料，以及基

本的绘画技法。

2. 新课呈现（约 30 分钟）

- 讲解新知：详细讲解中国人物画的历史发展、艺术特点和技法，包括线条、墨色、

构图等要素的运用。

- 举例说明：通过展示《清明上河图》中的局部人物描绘，解释线条如何表现人物的

动态和情感，以及墨色如何营造空间感和立体感。

- 互动探究：将学生分成小组，每组分析一幅中国人物画作品，讨论其艺术特色和表

现手法，随后每组选代表分享讨论成果。

3. 巩固练习（约 20 分钟）

- 学生活动：每组学生根据所学内容，尝试创作一幅简单的人物画，运用课堂上讲解

的线条和墨色技巧。

- 教师指导：在学生绘画过程中，教师巡回指导，针对学生的具体问题给予个别指导

，帮助学生完善作品。

4. 课堂小结（约 5 分钟）

- 总结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强调中国人物画的艺术价值和表现技巧。

- 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作品，并进行简单的评述，让学生感受到创作的乐趣和成就感

。

5. 作业布置（约 5 分钟）

- 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选择一位自己喜欢的历史人物，用中国人物画的技法创作一

幅人物肖像画，下节课进行展示和讨论。

六、拓展与延伸

1. 拓展阅读材料：

- 《中国绘画史》相关章节，了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脉络和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 《中国美术鉴赏》中关于人物画的鉴赏方法，帮助学生提升鉴赏能力。

- 《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中的人物画技法介绍，包括勾勒、皴擦、渲染等技法的详细

说明。

2. 课后自主学习和探究：

- 鼓励学生参观美术馆、博物馆，实地欣赏中国人物画原作，增强直观感受。

- 要求学生收集不同时期的人物画作品图片，分析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异同。

- 提倡学生阅读中国古代画论，如《画山水序》、《画鸟谱》等，了解古人对人物画

的见解和创作理念。

- 指导学生尝试临摹经典人物画作品，通过实践深入理解中国人物画的技法和精神内

涵。

- 鼓励学生创作现代人物画作品，将传统技法与现代审美相结合，探索中国人物画的

新表现。

- 建议学生关注当代中国人物画家的创作动态，了解传统艺术在当代的发展和创新。

-



 鼓励学生参与绘画社区或论坛，与其他绘画爱好者交流心得，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

七、板书设计

① 中国人物画概述

- 人物画定义

- 发展简史

② 人物画艺术特点

- 线条运用

- 墨色搭配

- 构图技巧

③ 人物画鉴赏要点

- 技法分析

- 文化内涵

- 艺术价值评述

八、课堂

1. 课堂评价：

- 提问：通过课堂提问，检查学生对本节课重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例如，询

问学生对中国人物画的基本技法和历史背景的了解。

- 观察：观察学生在小组讨论和绘画实践中的表现，了解学生的参与度和创作能力。

- 测试：在课程结束时，进行简短的书面测试，评估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

2. 作业评价：

- 批改：对学生的绘画作业进行认真批改，关注学生在线条、墨色、构图等方面的运

用和创意。

- 点评：在作业批改后，给出具体、针对性的点评，指出学生的优点和需要改进的地

方。

- 反馈：及时将作业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鼓励学生根据反馈调整学习方法和创作策

略。

- 鼓励：对学生的进步和努力给予积极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继续学习的动力。

具体评价内容如下：

① 课堂参与度：

- 学生在课堂讨论中的发言次数和质量。

- 学生在绘画实践中的参与程度和创作态度。

② 知识理解：

- 学生对中国人物画基本概念和技法的理解程度。

- 学生对经典人物画作品的分析和鉴赏能力。

③ 技能掌握：

- 学生在绘画作业中线条、墨色和构图的运用技巧。

- 学生对人物画创作过程的掌握，包括起稿、定稿、修饰等环节。

④



 创新能力：

- 学生在绘画作业中展现的创意和个性。

- 学生将传统技法与现代元素结合的尝试和效果。

⑤ 作业完成情况：

- 学生作业的完成质量和提交的及时性。

- 学生对作业反馈的接受和改进情况。

造型天地（造型·表现） 第 2 课 关注你、我、他

 

课题：

科目： 班级： 课时：计划 3 课时 

教师： 单位：       

一、课程基本信息

1. 课程名称：初中美术七年级下册苏少版（2024）造型天地（造型·表现） 第 2 课 
关注你、我、他

2. 教学年级和班级：初中七年级

3. 授课时间：2024 年春季学期第 2 周星期三第 2 节

4. 教学时数：1 课时（45 分钟）

二、核心素养目标

1. 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通过观察和分析不同人物形象，提高对人物特征和情

感表达的敏感度。

2. 增强学生的创意表达能力，鼓励学生运用线条、色彩和形状表现自己和他人的特

点与情感。

3. 培养学生的审美创造力，引导学生通过绘画创作，展现个性化的审美追求和艺术

风格。

4. 提升学生的美术批判能力，学会评价自己和他人作品中的造型表现，以及作品传

达的情感和意义。

三、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重点：

1. 人物形象的观察与表现。

2. 线条、色彩和形状的运用技巧。

难点：

1. 如何准确捕捉人物特征和表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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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034042046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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