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嚣 2012耳第11期 

彩绘脸谱 
彭得众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井冈山小学 157000) 

一  教材分析 

彩绘脸谱的课型属于小学美术教学中的 

工艺类图案教学。作为中年段教学，本课不仅 

仅是使学生学习绘制出一张张生动的脸谱， 

而且应让学生清楚认识到京剧对中外文化艺 

术的交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前是“洋 

为中用”．而今却是外国人远涉重洋来学中国 

的国粹——京剧艺术．从而使学生更加热爱 

民族艺术．并增强民族自豪感。 

二、地位和作用 

根据课标要求．本单元的训练重点是培 

养学生表现人物的形象特征和面部表情 本 

课是本单元的第二课。学生通过第一节课的 

学习．在头脑中已经初步建立了人物形象特 

征的感性认识 本课是具体落实从表现人物 

特征的过渡课．它是对上节课知识的发展和 

延续．同时又为以后学生刻画更为细致的形 

象打下基础 

三、教学目标的确立及学生状况的分析 

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绘画面貌变化最大． 

他们已从意向期近似概念的画法逐渐改变为 

画具体的事物 由于我校学生接触美术作品 

和阅历的增加 ．他们较早地具有了写实的眼 

光．开始追求真实和具象。但手法却缺少低年 

级儿童的大胆、泼辣的作风 虽然他们开始追 

求工整细腻的线条．但有的线条却缺少肯定。 

因此在四年级学生已有美术知识的基础上 ． 

我根据美术课程标准．根据四年级学生的有 

好奇心．求知欲强，喜欢直观、新颖的东西．并 

初步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与他人合作的 

欲望．结合井冈山小学“和谐合作创新”的教 

学特色．确立了本课的教学 目标 

(一)知识目标：通过本节课学习．使学 

生学习了解脸谱的有关知识和绘制脸谱的 

方法 

(二)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对人物的分析 

能力和表现能力 

(三)情感目标：通过本课学习增强学生 

对民族文化艺术的真挚情感 

四 教学重难点的确立 

根据美术课标和学生的实际绘画能力． 

确立了本课的重难点 

重点：学习了解脸谱的知识和绘制脸谱的 

方法步骤 

难点：绘制有个性和贴合人物的京剧脸谱。 

五、教法、学法及教学技能媒体的运用 

在教学中我采用发现法、谈话法、观察 比 

较法、游戏活动、讨论法等方式充分调动学生 

的头、眼、耳、四肢，使其多方运动，从而营造 
一 个学生互动、老师与学生互动的和谐氛围， 

并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使学生在想、说、看、 

画、玩的和谐氛围中共同创造出生动的脸谱， 

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使学生处于积极的 

学习状态中 本课我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并 

通过自己亲自制作的脸谱袋、脸谱色盘和相 

关课件等等来辅助教学调节课堂气氛．以达 

到吸引学生注意力．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教 

学内容的目的 

六、教学程序设计 

根据本课教学重难点及本课自身特点． 

我设计了以下教学环节来完成教学目标 

(一)导人环节 

我使用课件设置悬念导人．请学生边看 

录像边想录像里演的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 

有效地调动学生积极性．从而导人课题。 

(二1新授环节 

为了使学生对脸谱有初步的了解．我选 

用学生熟知的水浒当中的人物的脸谱 很自 

然地切人本课的教学。并通过学生释题．把学 

习主动权交给学生．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和教 

如画面中问的农村干部是根据当年北京劳动 

模范李墨林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正是由于对 

现实的长期观察和高度概括 ，才有了《天安门 

前》的成功 ；也正是因为它的成功，才为中国 

现代油画留下了可资参照的创作实例．为未 

来的观众留下值得回味的视觉记忆 

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审美 

价值 

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 

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和毛泽东关于“文艺作品 

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基本理论．成为特定 

历史条件下艺术作品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标准 

《延河边上》和《天安门前》采用革命现实 
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创作方法．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生 

活．表现生活．从现实的革命斗争发展中真实 

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通过典型人 

物、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的 

本质．并在现实的基础上．用想象和夸张的手 

法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以鼓舞人民的意志， 

《延河边上》和《天安门前》真实地再现了中国 

共产党所经历的那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岁月 

这些优秀的油画作品在创造和建构新中国形 

象的过程中起到了难以代替的作用。我们还 

可以看到艺术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 

所展现的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之心以及高 

度的历史责任感．他们用自己的画笔谱写出了 

那个时代的不朽诗篇 因此．不同时期创作的 

艺术作品总是代表着不同时期的审美价值和 

审美取向。 

四、结语 

《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会描述、分 

析、解释、评价美术作品和美术现象的方法．了 

解和探索美术某一门类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 

轨迹．获得有关的美术知识．理解美术作品的 

文化含义和风格特征” 课堂教学中对作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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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导师”地位。接下来．我采用“自学讨论 

法”．运用看中质疑——说中解疑——生生合 

作(师生合作)——促学升华”模式完成教学任 

务 在教学中．让学生了解脸谱的特点是彩绘 

脸谱的前提 为了让学生形象直观地观察其特 

征．我自制了脸谱袋．使学生清晰地识别不同 

种类的脸谱．明确脸谱的种类与特点 为绘制 

脸谱做铺垫 另外随后我又展示出自制脸谱色 

盘．展现色彩和人物性格关系。直观的教具迎 

合了学生心理．激发了学生绘制脸谱的欲望 

结合人物性格绘制有个性的脸谱是本课 

的难点．为了突破难点．我采用多媒体辅助教 

学．师生结合绘制进行交流．并请学生总结出 

绘制步骤．加深印象。最后我将落实到彩绘两 

字．也是本课的亮点．即鼓励学生大胆畅想不 

同工具、材料以及不同表现手法绘制出的脸 

谱 同时为增加情景效果，在学生绘制过程中 

播放说唱脸谱．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绘制出 

风格各异的脸谱。 

(三)结束环节 

最后．我以“游戏活动”的方式结束本课 

教学．即师生在音乐伴奏下．模拟一次小型京 

剧演出 从而延伸所学知识 让学生从中感受 

国粹的魅力 升华了爱国情感 

板书设计! 

彩绘脸谱 

角色——谱式——颜色——绘画步骤 

时间分配：导人2’，新授l3’．学生作画 

2O’，结束3’。 

七 效果预测 

通过本课学习．学生基本上能掌握绘制 

脸谱的方法．并且能够以本课为契机．在今后 

生活中能够去关注民族艺术．并且能够增强 

民族自豪感 

(责编 张敬亚) 

全面地分析、研究和评价就是对课程“目标要 

求”的积极诠释 以钟涵、孙滋溪及其代表作为 

主要鉴赏对象．从生平、生活背景和各时期作 

品的风格逐一进行分析和评价．切合国家美术 

课程标准的性质和课程的基本理念．能够使学 

生进一步“拓宽美术视野”．不断“引导学生深 

入地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增强对 

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逐步实现“陶冶审美情 

操，提高生活品质”。在“对美术作品进行感受 、 

体验、联想、分析和判断”过程中“获得审美享 

受”．以达到“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发展学生 

的审美能力”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f11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 

1 20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 

『31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责编 张晶晶) 

207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