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第38期读写算

《充满魅力的书画与戏曲艺术》说课稿
刘洋 1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300387）
【关键词】书法 绘画 戏曲 文化传承

学

教学设计

教学分析

《充满魅力的书画与戏曲艺术》是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第

十课，必修三教材呈现给同学们的是人类社会思想文化和科学技

术发展的历史，而第三单元：《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

则从发明发现，文学和书画与戏曲三方面来展现古代劳动人民的

智慧。且本课与必修一政治史，必修二经济史互为表里，使我们能

从社会背景与政治经济等方面来探究本课。课标要求是：能够概

述汉字、绘画的起源演变过程,了解中国书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脉

络；了解京剧等剧种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说明其艺术成就。

高二学生通过初中阶段的学习具有一定知识基础，且具有

一定的辩证思维、批判性思维，可以进行适当的探究性学习。本

课属文化史，历史遗留物、图文资料、影音资料丰富，可以激发学

生兴趣。

根据课程标准，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

我制定了如下教学目标：（1）知识与能力：通过识记汉字，书画，京

剧起源发展的历史过程、特点及名家代表，从而理解何谓书画同

源，以及京剧发展的原因。（2）过程与方法：通过五个过程，运用不

同方法，安排课堂教学，（3）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本课学习，达到

情感价值观的升华，让学生在增强艺术修养的同时，学习古人忧

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历史责任感，明白汉字书画和

京剧都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坚定我们弘扬和保存传统文化

的决心，树立历史使命感，引导学生用历史思维，创新意识，世界

观点去指导实践。

本课的重点是：书画、京剧的基本特征以及发展脉络。由于本

课内容较为抽象，且赏鉴书画与戏曲的内涵具有一定深度，所以

将体会中国书画戏曲的传神魅力作为本课的难点。

通过谈话法、直观演示法、情境教学法，辅之以探究性教学。

让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教学过程

一、挥毫泼墨书法之美

首先要大家明白书法的基础是汉字，通过后人对仓颉造字传

说的评论“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让学生明白文字出现

的意义之大，然后以直观展示的方法出示汉字发展演变的图片，

通过展示今年的生肖———“羊”字从图画文字、甲骨文到篆书、隶

书、楷书的演变过程，期间以谈话法和讲述法相结合，师生互动，

概括不同字体的特点，教师着重强调，中国的原始文字是图画文

字，从甲骨文开始，中国的文字进入象形文字阶段，隶书改象形为

表意，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形声字的开始。这样设计，能让学生更直

观的理解中国汉字发展趋势是由由繁到简，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

字的这样一个过程。从而提出问题，“为什么文字可以源远流长具

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让同学们进行小组讨论，结合以前学习

的内容总结出原因。

接着，教师点题，书法与汉字是相伴而生的，通过提问为什么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自

然而然过度到书法之美的讲述之中。通过，这样一道习题，让学生

体会，中国书法能够开始兼具审美与实用功能的原因。

而后出示，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和欧阳询的楷书，再辅助

董其昌对兰亭序的评价材料，引导学生体会行书和楷书的不同特

点，培养学生从史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通过张旭的草书，让学生

分析张旭的性格。这样设计，让学生更加直观的体会到字如其人，

书法艺术是形诸于外的个性表现，培养学生透过事物表象看本质

的历史学思维意识，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将不同书法字体的特点，

名家及代表作列出，以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点，形成系统的认识，从

而突破本课的一个难点。从而结束书法部分的学习。

二、笔墨丹青绘画之美

我们书画同源，这是为什么呢？我相信在学完笔墨丹青中国

画后会后一个深刻的理解。我将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引起学生注

意，并且让学生带着问题思考，贯穿始终，有助于集中学生的注意

力。由于绘画部分博大精深，较为抽象，不易理解，我将采取探究

学习进行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首先抛出我第一个探

究问题。而后，通过小组合作探究，通过中西两幅茅屋图对比，得

出结论，从而使学生直观的体会中国绘画的写意之美，有助于更

好的理解本课的难点。而后，回归本子目开篇提问，这也是本课的

难点之一，我将出示四则材料，结合本堂课所讲的书法和绘画的

内容，史料结合，得出如下结论，这样通过层层设问，环环递进，步

步积累的形式突破本课的难点。

中国绘画发展历经七个阶段，本环节采取探究式学习法，

教师给出本子目的表格，以谈话法提问学生补全表格，从而完

成知识体系的构建，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化，突破本课的第二

个难点。

三、百花齐放戏曲之美

通过展示欣赏沈容圃绘制的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赫赫有名的

十三位京剧名伶《同光十三绝》一画，使课堂从绘画转向京剧，欣

赏新居的魅力。我将本部分设为学生自主学习内容，让学生结合

所学知识，加之课堂小组讨论学习总结出京剧产生的原因，以及

发展历程。

拓展京剧在其当代的教化作用，统治者大力提倡忠肝义胆

的关羽等角色，并贬低奸诈狡猾的曹操等人，来教化民众忠君

爱国。

而后进入课堂小结部分，由于书法，绘画子目的小结在本子

目结束后均有涉及，京剧部分刚刚介绍完毕，学生的记忆还比较

清晰，所以在此我将重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继承和弘扬

上来，通过出示材料，让学生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席卷之下，传统文

化面临着将如何发展的问题，请大家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将何去何

从？通过这样的设计引导学生多层次，多角度的看待问题，培养学

生创新意识，世界意识，历史意识，最后给出大儒学家张载的四句

话，完成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深化，激励学生肩负起历史与时代赋

予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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