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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设计的内容以大自然中的田园风光为载体，田园风光给人以恬静、闲适的感觉。

田园中生动多样的场景饱含丰富的结构层次、绚丽的色彩，绿草如茵、百花争艳，它给

大自然带来了无穷的魅力。通过对田园景物的照片或视频进行赏析，学生来观察和了解

田园，进而愉悦地体验并品味田园风光；引导学生从多维度感知美和发现美，感受不同

地域、不同季节的田园色彩的灵动和韵律，激发学生的创作兴趣，以此唤起学生热爱田

园风光，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本课为“造型·表现”学习领域课程，通过用绘画的方式表现田野和园圃，培养学

生的观察能力、构图能力和色彩表现能力。本课重视学习构图技巧，创作表现想象、记

忆中的田园风光。引导学生体验对田园景物的独特感受，从宏观的视角发现田园中的块

面结构的形式美感，探究块面构成中的变化和节奏感；学生在体验不同时空中田园的色

彩，用美术的视角去发现田园色彩的多样性和协调性，在欣赏发现的基础上获得色彩协

调搭配的方法，为表达感受积累经验，从而进行绘画表现。另外在欣赏解析名家作品的

基础上，感受画家如何运用色彩、点、线、面的组合来表现田园景色的美好意境。引导

学生建立从自然感受到艺术表达的方法和思维，在自我感受—记忆—想象—表现的过程

中，表达自己对自然中田园风光的独特观察和感受。 

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到田野中进行写生创作；也可以采用小组合

作的形式集体创作一幅田园风光的长卷，大胆表达大自然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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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和体验是本节课创作的基础，课堂教学中学生的体验尤为重要，引导二年级学

生用不同感官获得对田园的感受：通过看一看色彩、说一说感受、找一找结构、论一论

大师、画一画田园、评一评同龄人作品等活动来实现学生对于田园风光的综合体验，学

习建立知觉经验和个性情绪。另外，二年级的孩子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线条和色彩的表现

控制能力，通过本课的学习能流畅稳定地画出有节奏的线条，进行随意或有意的布局划

分。（设定美术语言线条表达的相关标准：如用线条表现田野的蜿蜒和层次感；线条流

畅圆润，注意粗细、疏密、曲直等变化；线条和色彩交相辉映等）。教师从促进学生发



 

 

展的角度来组织课堂内容，才会更多地关注美术课程的综合性和多样性，进而培养学生

综合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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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感受不同的田园景象，用油画棒表现美丽的田园风光。 

    2.尝试用简单的构图描绘田园的节奏变化，并能运用概括的绘画手法表现景物。 

    3.培养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生活情趣，培养对田园风光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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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感受田园的美，培养简单的构图能力。 

难点：构图方法和画面空间的划分如何体现画面内容的需要，景物的点、线、面表   

      达和色彩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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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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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具：油画棒、铅画纸；制作好教学用的课件，配备相应数量的美术教材等。 

2.学具：油画棒、铅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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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欣赏导入，漫步田园（预计用时 3 分钟） 

1.教师活动：引导学生欣赏田园风光。郊外的田园景色向我们展现了大自然灵动的

韵律和丰富的色彩，风景如画的田园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请同学们看图片，说

一说你的感受。 

整体感受：说说自己最喜欢的田园，它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 

（2）局部特写：细节景物：房屋、树木、动物、人物和农作物等。 

展现田园中的农作物和劳作的人们，观察田园中景物生长的样子和特点，人们劳动

的场面和生活的场景。 



 

 

2.学生活动：欣赏田园风光，交流表达感受。在欣赏中，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发现

田园的美。 

3.教师活动：充分肯定与鼓励学生的回答，引导学生用美术的语言回答问题，从美

术的视角观察图片，如俯瞰时田埂的交错分布，平视时近景、中景、远景的层叠，画面

的节奏变化等。 

【设计意图】通过引导学生欣赏田园风光图片或视频，激发学生的兴趣，在感受田

园美景的同时唤起学生对大自然的喜爱，用审美的眼光引导学生初步建立对画面的不同

美感的认知。 

 

（二）讨论探究，开垦田园。（预计用时 5 分钟） 

1.教师活动：出示两张田园图片，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形状？ 

2.学生活动：观察图片，然后回答（长方形、正方形、不规则图形）。 

模拟拓荒者，将画纸当作未开垦的土地，用线条画出一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将

“田地”分割。用线分割布局，把这片土地分成好多块“田地”，近处可以稍微大一点，

远处的小一点。也可以通过画田埂、河流或其他景物再分出几块田地。 

    学生知道不同视角下田园结构线主次，找到画面的关键分割线和次要分割线，体会

近疏远密，长短粗细的变化，观察景物的遮挡关系等。 

    3.教师活动：巧设疑，巧激励。肯定学生合作讨论出来的方法，表扬学生学习中探

究讨论的好习惯。接着继续抛出问题：通过两张图片的比对，找出分割线，两张画面的

分割线有什么不同？说说是怎样的线条把田园分成有趣的田格子的呢？ 

    4.学生活动：讨论分割方法：一是曲线分割，田间小路线条弯弯曲曲，体现一种俯

瞰大地的视野效果；二是直线分割，表现了机械作业环境下的现代化田野。 

    【设计意图】通过示范和交流，引导学生观察、思考田园布局和构图方式之间的关

系，进而关注田园的平面构成和视觉效果。启发学生对分割画面的节奏的感悟，感受景

物与结构相互依靠的关系，拓展学生的视野和想象空间，创造机会展现每个学生的独特

体验和感悟。 

 

（三）欣赏感悟，田园拾色（预计用时 3 分钟） 

    1.教师活动：引导学生欣赏田园在不同季节、不同时间和状态下所呈现出来的色彩

和景象。课件展示不同色彩风格的田园风光图片，体会色彩协调的画面和色彩丰富的画



 

 

面的区别。 

    2.学生活动：感受色彩为田园带来的美，体会不同色彩的魅力，知道美的形式多种

多样。协调的画面色彩让人感到和谐宁静，丰富的画面色彩让人觉得律动活泼。通过分

析比较色彩协调的画面与色彩丰富的画面，学生进行交流表达，感受田园中色彩的魅力、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 

【设计意图】强调审美意识的建立，注重学生对画面色调的视觉经验积累，大量的

色彩倾向性明确的摄影作品欣赏为后面的创作活动奠定基础，当学生们对画面色彩整体

感受更敏锐时，学习的效率就会大幅度的提高。 

（四）走近田园，观察细节（预计用时 4 分钟） 

1.教师活动：出示图片，看看田园里都有什么？人们都在做些什么？ 

2.学生活动：观赏图片，回答问题。 

 

（五）作品赏析，田园畅想（预计用时 4 分钟） 

    1.教师活动：引导学生欣赏画家和同龄人笔下的田园风光，学习画面中不同的表现

方式所传达的意境和趣味。 

2.学生活动：观赏作品，表述自己的欣赏感受。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了解艺术大师的水墨作品和油画作品，理解名作的内涵。引

导学生在美术欣赏的同时形成审美判断，在创意实践中加强文化理解。 

 

（六）创作实践，表现田园（预计用时 20分钟） 

1.教师活动：提示创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作业要求：用绘画的形式表现田园风光。 

    请在已经“开垦”好的田园里添加一些有特色的景物。想象画或者照片写生，用油

画棒进行创作。 

（1）构图饱满，结构线主次分明；  

（2）色彩丰富或者协调，景物富有主次、疏密、高低、大小等节奏变化。 

创作提示：相邻的颜色要有变化，田埂才分明。景物大小有区分，前后有遮挡，造型有

虚实变化。 

（3）画面整体富有美感。 

    2.学生活动：学生创作，教师巡视指导。 



 

 

    【设计意图】明确创作思路，绘画审美标准的指向性对于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美术

专业要求的引导，既是学生在体验绘画的过程中的重要指标，又能够增强学生的审美意

识，满足学生的学习欲望。 

 

（七）展示评价，我们的田园（预计用时 4 分钟） 

    1.教师活动： 引导学生展示自己的作品，介绍自己的作品，并对自己的作品命题。

评价方式直观。在展示评价环节预留足够的时间，通过“喜欢哪个，为什么？”正确引

导学生学会欣赏，学会表扬同学，学生交流充分，把课堂推向高潮。 

    2.学生活动：  

（1）介绍自己的作品。 

（2）互评作业，说一说，你最喜欢哪块田园？为什么？ 

（教学提示：展示作品时，尽量让学生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营造愉快、轻松的评

述氛围，发现学生作品中生动且自然的一面。） 

【设计意图】采用自评、互评和师评三结合的方法可以激励学生的学习动力。从个

体作业到合作，让学生自我命题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八）拓展延伸（预计用时 1 分钟） 

1.教师活动：欣赏被沙漠化的田园景象，呼吁学生保护大自然，引导学生留心并真

实生活中的田园风光，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最后请学生整理好学习用品，并布

置下节课准备的工具材料。 

 2.学生活动：再次走进大自然，最后整理绘画工具，保持桌面干净，保存好自己

的作品。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热爱大自然，同时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美术学习习惯。整理

绘画材料是美术课堂学习的重要常规。因为这既便于学生的优秀品行习得，也利于教师

今后的教学活动得以正常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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