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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品的创作》教学设计

科 目 美术鉴赏与实践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课时序号

授课内容 第一单元《鉴赏基础》 课型：新课
总课时 3
分课时 1

课 题 第二课《美术作品的创作》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了解美术作品的创作过程。

能力目标 掌握美术作品创作的基本方法。

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
感受作者对艺术作品和对现实生活的积极情感。

教学重点 了解美术作品的创作方法。

教学难点 美术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关系。

教法学法
教法：体验式、启发式。

学法：自主探究、小组合作。

教学过程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教 学 意 图

导入

新课教学

你知道美术作品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吗？今

天我们将学习美术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首先我们来现实一幅作品《奔马》。

我们看到过很多描绘马的作品，为什么这

幅作品能够充分、准确的表达艺术家心系家国

的高尚情怀呢？你能试着说一说吗？

要牢记美术作品的创作一定离不开对作者

相关信息的了解，例如：生活年代、时代背景、

社会发展、经济水平、个人情感、国家状态等

等与作者息息相关的信息。

一、艺术源于生活

同样是画家，在表现同样的场景、人物、

事件上又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请对比鉴赏《奔

马》《梅杜萨之筏》两幅作品，思考并回答下

面问题：

1. 两幅作品哪件运用了“写实”的表现方法，

哪件运用了“写意”的表现方法？

带着问题观看

《奔马》

思考、讨论并回答

问题：

讨论作品特点

欣赏不同类型作品

讨论、发言、归纳、

总结

提升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把作品与

情感联系起来思考

通过对比鉴赏培养

学生从多维度观察

事物，了解事物，表

达事物的思考表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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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结

2. 作品想表达哪些情感？说说你的理由？

3. 为什么要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这样的情

感？

4. 你能通过作品读出这些信息吗？为什么？

播放相关视频或查阅资料，介绍《奔马》

《梅杜萨之筏》两幅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作者信

息。进一步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

美术创作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表

达。所有的创作都离不开时代，离不开艺术家

对生活的理解、感悟和研究。只有在生活的源

泉中汲取营养，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并真诚地

表现对生活的感受，作品才会具有生命力。徐

悲鸿与籍里柯的这两件作品创作背景、核心主

旨不同，但他们的创作皆来自对生活的真切体

悟。

二、艺术并非复制生活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不是现实生

活的翻版。

通过进一步了解《奔马》《梅杜萨之筏》

两幅作品的背景和创作表现手法，你能试着从

《转战陕北》这幅作品中分析找到作者想表达

的意图吗？

思考：

如果你是作者，你会选择从什么角度来表

达和创作这个主题的作品？为什么？

实践：

尝试创作一幅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

重大成就的事件或人物的美术作品。并谈一谈

你的创作意图。

本节课介绍了美术作品的创作方法，艺术

作品的创作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不是简单的

复制和直接的表达，它是通过一系列手法和技

巧对生活的再加工再创作得来的，掌握美术作

品的创作方法有助于帮助学生了解作品、欣赏

作品，为读者和作品之间建立情感共鸣建立基

础。

观看视频

聆听讲解

设置情景

回答讨论

实践操作：绘制一

幅主题作品

并说明创作意图

拓展知识

增加学生体验感

增强作品创作力和

表现力

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激发学生对美术作

品的创作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