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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教学设计十六篇》
 

摘要：能正确读写燕子、赶集、聚拢、增添、掠过、稻田、尾尖、偶尔、一圈、荡漾、音符、演奏、赞歌、生机勃勃等词语，

学生准备：彩笔、卡纸、尺子、铅笔、橡皮 教学过程，多媒体教学课件、学生用纸、墨、彩笔、直尺、圆规、剪刀等 

 

羧酸 酯教学反思 

羧酸、酯是两种重要的烃的含氧衍生物，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羧酸和醇的酯化反应规律

“酸脱羟基醇脱氢”更是高考命题的热点，尤其是羧酸和酯的相互转化，是有机合成题中的常

考点。要求学生.认识乙酸、乙酸乙酯的组成和结构特点；明确羧酸、酯的分子式通式、同分

异构体的判断及书写；掌握羧酸、酯的化学性质，明确二者转化规律。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下册 《触摸春天》教学设计 

生命的真谛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是人类思考的永恒主题。本组教材，就是围绕“生命”

这一专题展开的，选编的四篇中外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对生命的思考感悟。《触摸春

天》告诉我们：谁都有热爱生活的权利，谁都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缤纷世界。编组这组教

材的目的，一是引导学生通过读书感受生命的美好，激发对生命的思考，从而更加珍惜生命，

热爱生命。二是深刻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词句的意思，发现并引导总结体会句子的方法，培养

理解语言的能力，并引导学生不断积累语言，增强语感。 

学生年龄较小，对生命的意义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本组课文就是从过一个个形象、具体的人

物和事物来体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1 能正确、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 通过感悟、品读课文语言文字，感受盲童对生活的热爱，激发学生热爱生活，创造美好生活

的思想感情。 

3 领悟“谁都有生活的权利，谁都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缤纷世界”的内涵。 

教学重点 通过读、悟、品读课文语言文字，感受课文的美。 

教学难点 感受盲童对生活的热爱，领悟“谁都有生活的权利，谁都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缤纷世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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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通过启发，找出文中的重点词句，让学生在合作交流，探究活动中，

联系上下文，结合生活实际理解句子。 

春天在同学们的眼中真美啊！那同学们是用什么方式发现春天的美呢？（学生自由说）是呀我

们可以用明亮的眼睛观赏美丽的春色，用鼻子感受花草的清香，而我们 17 课主人公安静却用

自己独特的方式触摸到了春天。（板书触摸） 2齐读课题 

谁能说说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学生说） 

2 接读课文，边听课文边思考，把你认为与奇迹有关的语句画下来。 

预设 

预设 

预设 

课件 

4 带着这样的渴望，我们读一下第六自然段，点名读。 

安静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得独特感受，感受着你也深深地感动着作者，难怪作者会发出这样

的感叹。 

课件：谁都有生活得权利，谁都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缤纷世界。 

老师这里也有一个例子。 

海伦·凯勒从19 个月时，就双耳失聪，双眼失明，却依然是快乐的，她也创造了自己的缤纷世

界，我们来阅读一下。 

奇迹  伸向 生命是美好的   拢住 

《背影》教学设计教案教学设计 

教材分析： 

《背影》是语文版教材（八年级下）第一单元的一篇讲读课文。这是朱自清先生写于 1925 年

10 月的一篇回忆性记叙散文。文章深刻的表现了父亲的爱子之心和作者的念父之情。背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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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描写的焦点，也是叙事的线索。作者除了对背影作了笔酣墨畅的细致描写外，还以背影为

中心，安排了许多精彩的衬托和铺垫。《背影》无论记人、叙事、抒情都十分平实，语言淳朴

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处,却打动了几代读者的心。在一个平凡、朴素的背影上刻下了两个质

朴而深沉的大字“父爱”。而这一主题的表达在物质充裕的今天，无论对我们还是学生都具有

极其现实的教育意义。 

教学依据: 《背影》是一篇家喻户晓的名篇，作者以洗尽铅华的质朴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

义：亲情、孝道与感恩。新课标中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的精神领域影响是

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重教

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因此，我在教学中利用多

媒体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强调情感体验，让学生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得到审美

愉悦和道德情感的熏陶。 

教学理念：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和文本之间的平等对话。 

教学目标： 

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该课的特点以及所教班级的实际情况，我制定了如下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走近作者，认识生字、生词。抓住某一感情的聚焦点展示人物心灵的写作方法；散

文的特点及散文的选材。 

能力目标：学习在平实的叙述、抒情中蕴藏着的极为精巧的构思；关键语句含义的理解。 

情感目标：，认真体会文中所表现的父子之间的深厚的感情，理解语文与家庭生活的关系。 

教学重点： 

背影是全文描写的焦点，但背影不仅是父亲的形与行；要深刻理解父亲的爱子之心和作者的念

父之情，不能不顾及父亲所说的话。因此，我把父亲的形、行、言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进行分

析并以此为重点引导学生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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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还要求学生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主要内容把握文章结构。初二

学生，他们的阅读范围还不是很广，掌握的阅读技巧不是很多。抓住某一感情的聚焦点展示人

物心灵的写作方法；如何理解文中父亲那个不怎么优美的背影？学生还无能为力。因此，我把

此当作本文的教学难点。 

学情分析： 

学生受年龄和阅历的限制对亲情的理解远不如作者深刻，教学过程中需加大感性教育。 

教学策略及手段： 

教学过程： 

设计意图：便于学生理解课文 

要求：将那些自己读不准的字标出记号；将自己不能理解的词语框出来 

给加点的字注音（出示课件） 

奔丧 

差使 

狼藉 

簌簌 

妥贴 

踌躇 

迂 

蹒跚 

箸 

拭 

琐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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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莹 

可以分为四个部分：1-3 段、4-5 段，6 段，7 段分别找不同的小组读。 

设计意图：扫清字词障碍，通过配乐朗读使学生更好的把握文章的感情基调。 

设计意图：使学生进一步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培养学生整体感知和概括能力。 

学生默读课文，思考下列问题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 

设计意图：学习本文抓住某一事物的聚焦点展示人物心灵的手法，通过找关键词体会文章朴实

细腻的叙述中所饱含的深情。突破教学难点。 

（1）文中作者围绕背影还组织了哪些材料？（组织学生讨论交流）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了解 

（2）送别过程中父亲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有什么特点和含义？（小组活动，各组代表发言） 

（3）文章出了写父亲，还写了作者的感受，作者通过什么细节表现出来的？表达了作者怎样

的情感？ 

（4）学生用低沉舒缓的语调配乐齐读项关于语句。教师配以相应的多媒体画面。 

设计意图：把父亲的形、行、言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进行分析，引导学生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突出教学重点。 

设计意图：结合课文设题，引发学生思考，达到阅读延伸的目的。 

设计意图：体会真挚的亲情，理解语文与家庭生活的关系。 

结合本节内容以“亲情”为话题，完成一段 200 字左右的细节描写。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通过朴实细腻的描写表现人物心灵的写作能力。 

板书设计： 背 

影 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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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选编这篇课文的意图，不仅是要让学生了解赶集似的聚拢来的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体会

燕子的外形特点和活泼可爱，激发学生对充满活力的春天的向往和热爱的感情；还要鼓励学生

在生机勃勃的春光中主动学习，去发现、去探索、去想象。深思熟虑，我决定把《燕子》一课

的教学，在美上下功夫，让学生去感知美、品味美、欣赏美，从而感悟到燕子的活泼可爱，感

受到春天的美丽和勃勃生机。 

体现学生主体在阅读实践中自读、精思、感悟，吸纳、运用的学习过程，运用读中研，研中悟

的方法使学生感受燕子的美，春光的美，体会春天给人们带来的愉快心情和蓬勃向上的力量。 

三.教学目的 

四.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结合文中插图，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按一定顺序抓住特点的观察方法。 

教学方法：阅读为主，以读带记，读背结合。 

教学用具：五线谱画图，课文插图，媒体资源：视频《屋檐下的燕子窝》、动画《燕子:情境

动画》。 

教学时间：三课时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师问：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鸟吗？我们再来猜一个谜语，大家就知道它是什么鸟了。 

念儿歌《春天多美好》： 

小燕子，真灵巧，拖着一把小剪刀。 

剪彩云，彩云飞，剪柳条，柳条摇。 

一幅图画剪好了，春天风光多美好。 

让学生自由回答。 

（１）读准注拼音的生字，划出生字组成的新词，把你认为难写的字用手指在桌子上认真写几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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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由读课文，注意读错的句子要重读，直到读通为止。 

（１）出示新词语，指名认读，全班齐读。 

（２）理解词语的意思。 

这篇文章写的确实很美。下面仔细读第一节，说说你脑子里浮现出来的燕子是什么样的。 

１、学生自由读。 

具体指导长句子的朗读与理解。 

第二课时 

大家再读第三自然段，从这一段话中你知道了什么？ 

（燕子飞行的情景，燕子飞得很快，很轻）  ２、你从哪些语句中看出来的？再读第三节第一

句。 

（板书：斜、掠过、唧） 

师：小圆晕是什么？想过吗？（教师板画） 

师：作者为什么不说小圆圈而说小圆晕晕是什么意思？想过吗？ 

师：晕就是日光或者月光透过云层折射出来的七彩圈，你们见过日晕或者月晕吗？那七彩的光

圈可真美！在作者的眼里，燕子点水荡起的一圈一圈的波浪就像日晕、月晕。不但作者笔下的

燕子美，就连这小圆圈也是美的！咱们再读读这一句，领略一下其中的美。 

结合媒体资源《燕子:情境动画》中停歇一节，学习第四自然段。 

师：这是一个多么贴切而又生动的比喻！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惊人的想象力！同学们想一想，

这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正等着我们去演奏的曲谱？ 

这里的痕字用得好，为什么不用条？（因为电线远，而且高，看不清楚，在蓝天里只留下一丝

痕迹） 

第三课时 

结合媒体资源《燕子:情境动画》中从哪里来一节，学习第二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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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句写什么？指名同学读句子。 

（２）要求学生用理解长句子的方法来理解。 

（３）指名同学说说你是怎样理解这一句长句子的。 

师：什么形成了光彩夺目的春天？是怎样形成的？其它词语有什么作用？ 

（４）什么叫赶集？ 

师：去买的，还有卖的，都叫赶集请说说赶集的情况，再想想赶集和春天的草、叶、花生长和

开放有什么相似之处。 

师：古人说：红杏枝头春意闹，春天，万花盛开，确实给人以热闹的感觉。 

（５）齐读第三句。 

这么热闹、美丽的春天，少了燕子可不行，请大家朗读第四句。 

（１）谁能简单地说说这句话的意思。 

（２）增添是什么意思，生机是什么意思？ 

（３）师：同学们，画家画春天少不了燕子，诗人写春天少不了燕子，歌唱家歌唱春天也少不

了燕子，可以这样说，少了燕子，春天会失去一半的美，下面让我们以赞美的语气来朗读这一

段。 

教后记录 

教学总结 

【教材说明】 

《长征》：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一册课本第四组中的课文。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学习全诗，把握诗句内容，领悟诗句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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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理解诗句含义，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难点： 

透过重点词句体会红军战士的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媒体应用策略 

一进入情境 

二理解感悟 

三激情明志 

四回味升华 

五拓展实践 

（课前课件播放《长征》歌曲） 

《长征》诗是毛泽东于 

１9３５年１0 月红军长征胜利之后饱蘸胜利的喜悦和革命豪情所创作的。 

（教师板书：毛泽东１9３５年１0 月） 

过渡：在我们对长征有一定的了解之后，让我们共同步入长征，同红军战士一起走长征路。 

交流时出示五岭乌蒙细浪泥丸等配图帮助学生理解诗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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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欣赏一下长征中的一些感人的场面，看看它们是否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诗句的意思。

（课件播放影片） 

过渡：是啊，红军在长征中经历了千难万险，面对着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对着万水千山的阻隔，

面对着饥锇的威胁，他们啃树皮，吃草根，咬牛皮带，咽鱼骨头这些都是他们经历过的呀。 

短短的几行诗不可能包罗万象，下面我们从诗句中找一找，诗中写了红军遇到的哪些困难？红

军又是怎样看待这些困难的？ 

提示：这种种艰难险阻都可概括为一句话 

小结：这正是整首诗的灵魂所在。 

（板书）： 

远征难 

不怕 

万水千山 

只等闲 

指导学生从故事内容来理解具体字词的意思。 

课件出示庆祝长征六十周年纪念邮票，启发学生想象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的喜悦情景，让学生

想一想红军战士可能会有哪些表情和动作，进而理解更喜、尽开颜。 

（根据学生的不同答案，给予不同的评价） 

（拿出自己的书法作品作为奖品） 

学习完《长征》，你有心理话要对红军战士说吗？ 

红军战士正是因为有这种英雄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才能跋山涉水，披荆斩棘，纵横于万里征程。

让我们用铿锵有力的朗读，再现红军的豪迈气概！ 

（播放《长征》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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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流传千古的诗就是一曲久唱不衰的歌，让我们学唱这首曾经让我们的祖辈父辈为之满腔豪

情、热血沸腾的《长征》歌曲，让我们去领略长征的惊险悲壮，让我们去感受纷飞的战火，让

我们呼吸呼吸弥漫的硝烟，让我们去追寻先辈的足迹 

（《长征》歌曲再次响起） 

唱《长征》歌曲 

歌曲名为《长征》，是毛泽东作词的 

自由谈自己对长征的了解（可以谈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可以谈长征的线路；也可以谈长征中

的故事；可以谈长征中的英雄） 

听老师小结 

听老师朗读课文，并谈一谈全诗的大概内容。 

小组学习活动 

①说说诗中所描写的红军遇到的种种困难及红军战士的表现； 

②有感情把这些诗句读出来，并说说这样读的理由；  ③学生齐读。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①理解万水千山、只等闲； 

②读一读，把只等闲的那种英雄气魄读出来。 

认真读读诗句，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或谈谈自己的发现。 

①暖与寒的意思。 

学生根据收集的资料 

讲巧渡金沙江故事，帮助大家理解暖字；根据飞夺泸定桥的场面理解寒字。 

（暖反映出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后的喜悦心情；寒表现了红军飞夺泸定桥时的惊险悲壮） 

②更喜 

酯教学设计十六篇 --第11页

酯教学设计十六篇 --第11页



 

. 

（相互拥抱；放声高歌；跳舞；把帽子抛向空中） 

③尽开颜 

（全都眉开眼笑、捧腹大笑、笑逐颜开放声大笑笑得前俯后仰） 

①练习感情朗读，读出暖的喜悦、寒的心惊胆寒、尽开颜的无比欢乐 

②个别读，说说为什么要这样读； 

③学生评价； 

④小组读，齐读； 

②朗诵比赛； 

③学生评比； 

（具体可结合长征中红军战士遇到的种种困难来说；可从红军战士面对困难的表现来谈；可联

系自身生活经历来谈；也可从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来谈） 

学唱《长征》歌曲 

（在歌声中结束学习活动） 

读读有关长征的故事； 

唱唱有关长征的歌曲。 

课前播放《长征》歌曲，为课堂教学渲染气氛。 

利用长征路线图直观、形象、生动地展示红军长征的历程，化空洞的叙述为具体的感知。 

影片的播放拉近了时空的距离，能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红军长征中的种种困难和惊险悲壮。 

形象的画面能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红军长征胜利之后的无比喜悦的心情，有利于打开学生思维。 

课件出示诗句朗读节奏，实现高效反馈。 

在《长征》歌曲声中总结全诗，加强了师生情感上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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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情境，以唱带诵，增强感染效果，更加激发学生对红军的敬仰之情，使学生的思想感情得

以升华。 

【板书设计】 

11 长 征 

毛泽东 

1935 年 10 月 

远征难 不怕 (英勇、无畏) 

万水千山 只等闲 (乐观) 

《孤独之旅》教学设计 

沁园中学 郭静楠 

【教学目标】 

1．体会环境描写在本文中的作用； 

2．理解题目的深刻内涵，联系生活实际，深层感悟小说意味。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师：同学们，今天，老师要带着大家进入一个男孩的世界。这孩，他曾经可是一个人物。

他年龄比大家还要小几岁，是个班长，而且还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一名学生。除此之外，他家还

是当地最有钱的人家，当别的同学穿着单衣哆嗦着进入冬天时，他却拥有一年四季都穿不完的

衣服；当别的孩子即使到了小学六年级也只能用草绳当裤带时，他却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拥有了

一条油汪汪的皮带；当别人几乎还没有见过自行车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已经骑上了专属于他

的自行车。这孩，大家知道他是谁吗？是的，他就是小康，是昨天油麻地少年中那个呼风

唤雨的杜小康。不过，今天我们要去认识的杜小康可不再是这样的了。下面，让我们跟着他，

去走一趟孤独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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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我们了解到，本文节选自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在选入课本时作者加了标题《孤

独之旅》，看到这个标题引发你哪些疑问？ 

（预设）生：谁孤独？他为何孤独？“旅”到哪去旅行？孤独带给他什么？ 师：请结合小说

三要素概括本文主要内容。 

概括故事：少年杜小康因家道中落，被迫辍学，跟随父亲背井离乡远到芦荡去放鸭，在孤独中

逐渐成长坚强的故事。 

师：曹文轩曾在他的散文《前方》中说：“人离家原因有三：一是外面有一个广大无边的世界。

二是离家也许是出自无奈。三是人的眼中、心里，总有一个前方在召唤着他。”请同学们关注

文本第一段，看看，杜小康离家的原因是曹文轩讲的哪一点？ 

（预设）生：无奈。 

师：你们从哪个词读出了无奈？ （预设）生：只好。 

师：请大家齐读一遍，读出杜小康被迫离家时的无奈之情？ 师指导朗读。 

师：就这样，杜小康无奈的踏上孤独之旅。还是在散文《前方》中，曹文轩说：“命运把人抛

到了路上，人们借着路，向前流浪„„而前方到底是家还是无边的旷野？” 

杜小康就这样被命运无情的抛弃，跟着父亲赶着鸭群向无边的芦荡流浪。下面，请大家关注文

本第二部分，也就是第 2—第 32 节，看看，这无边的旷野带给杜小康 

1 什么样的心理感受？你从哪些地方能直接或间接感受到杜小康的这些心理？ 

生带着这个问题结合文本和自己的理解思考，然后全班交流。（温馨提示：在文本中，大家可

以通过环境描写去把握人物心理。） 

（预设）生：茫然和恐惧、害怕、胆怯、恐慌、孤独。 

1.无家：“就什么都没有了”、“熟悉的树木„„遥远之物”、“陌生的天空„„从未见过的面

孔”、“它们才忽然觉得自己已成为了无家的漂游者” 

师明确：此处人物心理的展现不仅通过直接的心理描写，更多的间接通过环境描写来烘托人物

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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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小结：是啊，离家后，杜小康原有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改变了，尤其是渐行渐远的家、空旷陌

生的环境和前途莫测的迷茫使得年仅十三四岁的他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面对这无处

不在的孤独，周围的一切让他无法忍受了。于是，杜小康希望逃离孤独。但是逃离能解决问题

么？正是在孤独的磨砺之下，他也终于接受了孤独。下面老师来读第 33 段，同学们感受一下

杜小康的心理变化。 

(三)感悟孤独收获 

师：杜小康战胜了孤独，这正如《前方》中说：“前方充满艰辛，充满危险，然而它又能够壮

大和发展自己。”就在我们替小康感到欣慰的时候，更大的磨难随之而来了。那是什么？ 

（预设）生：暴风雨。 

师：请同学们研读文中暴风雨来临后的段落，结合具体词句有感情的朗读，并说说从中你看到

了一个怎样的杜小康？ 

生独立思考后，小组交流，全班展示。 

（预设）生：勇敢、坚强、有责任心、冷静。 

1.父亲“几乎晕倒在地上”，而杜小康却“忘记了父亲，朝一股鸭子追去。„„” 2.“还是分头

去找吧。”（从“我不去放鸭了，我要上岸回家”到“我要回家”再到现在的“还是分头去找

吧”，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杜小康从逃离孤独转变成了直面孤独。 

8.“但他没有哭。” 

师：此处明确环境描写对于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 

师小结：暴风雨驱散了他的鸭群，也驱散了他对孤独的恐慌。是的，暴风雨中，我们看到了一

个壮大了发展了的杜小康，他勇敢、坚强、冷静、有责任心，他面对孤独，已不再逃离，他勇

敢地直面，并且后来甚至似乎开始享受孤独了。于是，他所有的感官都复苏了。接下来，让我

们齐读 46—48 段，美美地感受一下暴风雨后的 

2 那个晚上，杜小康战胜孤独后的那份美。（时间不够，此环节删去） 

师：杜小康长大了，所以我们说，一路走来，与其说这是一趟孤独之旅，不如说这是一趟—

—成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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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跟着他一起长大的还有什么呢？ 

师：是的，鸭们也长大了。（重读：也）于是，在“八月的一天早晨”，他发现鸭子下蛋了，

杜小康惊喜地跑过去捡起，然后朝窝棚大叫：来，让我们一起大声地满怀惊喜地朗读一下杜小

康在文中的第四句话。 

师：大家觉得这句话，曹文轩写得好不好呢？（他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表达惊喜之情的，明确

标点与短句的作用） 

师：当杜小康用双手捧起那温热的鸭蛋的时候，他拥有了同龄少年不能拥有的成长收获。而回

望成长背后这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杜小康最应该感谢的是什么？ 

师小结：是的，正是孤独，或者说是那个以孤独为底色，由无边芦荡、茫茫大水、狂风暴雨、

饥饿忧伤、无助恐慌等所构成的荒无人烟的世界。曹文轩是这样评价孤独的，我们一起来读一

下这句话：“有些孤独，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我们要成长，就不能

不与这些孤独结伴而行。” 五：学以致用，抒写人物 

师：我们感受杜小康一路成长的变化，不仅通过直接的心理描写，更多的是通过本文成功的环

境描写。我们来明确小说中环境描写的作用„„下面，让我们也学以致用，来当小记者，续写本

文结尾，要求结合环境描写展现杜小康此时的内心世界。 

孤独，是杜小康在被命运抛弃后所直面的第一道难题，后来，也正是孤独，使他重新诞生了。

而我们的人生之路，同样漫长而艰辛，走在成长路上的你是否想过，如果有一天，命运也把你

抛出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你做好了在绝境中重新诞生的准备了吗？这些思考留给大家。最后送

给大家一句话，请齐读。 

“少年时就有一种对待痛苦的风度，长大时才有可能是一个强者。” 

——曹文轩小说：《青铜葵花》 

字 体 设 计 

教学目标 

重点：黑体字、宋体字的书写方法 

难点：如何对常见字字体进行适当的变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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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卡纸、排刷、颜色、彩色粉笔等 学生准备：彩笔、卡纸、尺子、铅笔、橡皮 教学

过程 

师：大家都知道刘谦的魔术风靡全球，却不知道老师也会变魔术，今天老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

个小魔术，想不想看一下？ 生：想 

师：这是一张普通的卡纸（边说边把它贴在黑板上），哪位同学想上来帮个忙？（老师一边举

手一边问）好，这位同学。（让学生上台帮着涂色） 

师：大胆往上面涂色。（学生涂色过程中）师：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当出现字时）师：哎！怎么有字了？咱们大声读出来，（我行，我能行，我一定能行）老师

也相信同学们一定行，好，请回。 

师：请同学们比较一下这几个字的字体形状是不是一样？ 生：不一样 

师：对，这是美术字中三种不同的字体，宋体、黑体和变体美术字。这么漂亮的字体同学们想

不想学？ 生：想 

师：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近“字体设计” 板书课题——字体设计（用变体字板书） 

美术字就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字体，具有图案意味或装饰意味。 

宋体美术字——横细竖粗，点如瓜子、撇如刀形。 

黑体美术字——粗细一致，方点、方角 ,结构均匀 。 

师：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宋体字与黑体字，下面我们来做个小游戏： （竞猜字体） 

师：同学们说得都很棒。 

打完格子再进行结构布局，这时要注意每一笔所占的位置，还要注意各部分所占的比例。 

构思好布局定骨架，用单线确定字形，用笔要轻。 

紧接着我们根据骨架双钩字形。 

最后填色，填色时一般先画轮廓，再在中间填色。 

酯教学设计十六篇 --第17页

酯教学设计十六篇 --第17页



 

. 

生：学生讨论一分钟后回答 

师总结：字形多样、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夸张多变等 

生：讨论一分钟后回答（这里要教师注意引导） 

作品二：这几幅同样是把笔画夸张变形，组合成象形美术字。 

作品三：这几幅是“正大综艺”四个字的多种变形方法。 

作品四：金丝猴的字体虽然相同，但不同颜色的对比也会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感受。 

作品五：还有象形美术字、装饰美术字等表现方法在一幅作品中同时出现的。例如这一副“首

乌村” 

作品六：出示老师设计的自己的姓名。 

欣赏了这么多美丽的字体，同学们是不是手有点痒了？那就大显身手，根据本节课所学知识，

任选一种字体设计一下自己的姓名。 

美术字应用非常广泛，比如壁报、海报、标语、产品包装等都能用到它，就连我们经常制作的

手抄报同样也离不开它。看一下这几幅手抄报作品，它们的标题设计也是丰富多样的。 

课余时间出一张手抄报，利用本节课所学知识为其设计标题。 

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同学们脑海中对美术字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愿这些丰富多彩的美术字

把你们的生活装扮得更加美好。 

创意的魅力——――招贴设计 

一． 教学依据： 

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新课标实验教科书《设计》第５课内容． 二． 学时设置 

２课时 

三． 教学目标： 

（１）知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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