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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全真模拟（一）

小学《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答案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1.C【图图解析】个体身心发展的同一方面的发展速度，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是

不平衡的。例如，青少年的身高体重在其全部发展过程中经历两个高峰：第一

个高峰是在一岁左右，第二个高峰是在青春发育期。在这两个高峰期内，身高

体重的发展较之其他阶段快得多。

2.B【图图解析】《学记》是中国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第一部教育学专著，被称

为“教育学的雏形”。

3.B【图图解析】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教育事业发展规模和速度；制约着教育

结构的变化；生产力发展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和手段。

4.B【图图解析】对于“屡教不改”的现象，教师应该长期抓、反复抓，抓反

复，因此应遵循长期性和反复性规律。

5.C【图图解析】班级活动的基本类型包括：班级活动、主题教育活动和少先

队活动。班级活动又分为：日常性班级活动和阶段性班级活动。日常性班级活

动包括：班会活动、班级晨会活动、值勤活动、班级自办报刊等舆论宣传活动。

6.D【图图解析】所谓观察法，是指在教育过程中，研究者通过感官或借助于

一定的科学仪器，有目的、有计划地考察和描述个体某种心理活动的表现或行

为变化，从而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观察法是教育心理学研究中采用的最基本、

最普遍的方法。

7.B【图图解析】由于摔倒，皮肤极易擦伤并常伴伤口污染，应先用干净的清

水或生理盐水冲洗伤口，除去污物；然后盖上消毒纱布，按压止血。

8.D【图图解析】发散性思维的主要特征有：流畅性、变通性（灵活性）、独创

性。

9.B【图图解析】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区分为七类，其中生理需要是最低层次的

需要，最高层次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

10.B【图图解析】前运算阶段的特点：自我中心、思维不可逆、泛灵论等。

11.C【图图解析】概括化理论认为两种学习活动之间存在共同要素是知识产生

迁移的必要条件，强调概括化的原理和经验是迁移得以产生的关键，对原理学

习得越透彻，对新情境的适应性就越好。各种方法、原理有利于另一种学习的

影响就是概括化理论。

12.C【图图解析】发小红花、小卡片等方式鼓励学生的良好行为改变学生行为

的方法是代币奖励法。

13.D【图图解析】实用主义教育学派代表人物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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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即社会”、“从做中学”。

14.A【图图解析】略。

15.C【图图解析】教科书是教材的主要载体，是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进一

步展开和具体化，故选 C。

16.B【图图解析】从课程的组织方式来划分，课程可分为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

学科课程是指从各门科学领域选择部分内容、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的课程体

系。它是最古老、使用范围最广泛的课程类型。我国古代的“六艺”和古希腊

的“七艺”都是学科课程。

17.C【图图解析】讲述：教师向学生叙述、描绘事物和现象。讲解：教师向学

生解释、说明、论证概念、原理、公式等。讲读：教师利用教科书边读边讲。

讲演：是讲授的最高形式。它要求教师不仅要系统而全面地描述事实、解释道

理，而且还要通过深入地分析比较、综合概括、推理判断、归纳演绎等抽象思

维手段，做出科学的结论，让学生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形成正确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

18.A【图图解析】相对评价又称为常模参照评价，是用常模参照性测验对学生

成绩进行评定，它依据学生个人的成绩在该班学生成绩序列中或常模中所处的

位置来评价和决定他成绩优劣，而不考虑他是否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水涨

船高”“矮子里找高个”都属于相对评价，故选 A。

19.C【图图解析】贝尔-兰卡斯特制，也叫导生制。这种教学组织形式仍以班

级为基础，但是教师不直接面向班级全体学生，而是把教学内容教给年龄较大

的学生，而后由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导生去教年幼或者成绩较差的其他学生。

20.B【图图解析】教学过程以传授间接经验为主。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21.【答案要点】

学校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学校把改造过的自然、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经过有目的的选择和提炼，按照人的发展特

点，以系统化的形式作用于学生，对人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其原因如下：

（1）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人的活动；

（2）学校教育是通过专门训练的教师来进行的，相对而言效果较好；

（3）学校教育能有效地控制、影响学生发展的各种因素。

22.【答案要点】

学生学习动机的培养方法如下：

1．创设问题情境，实施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维持好奇心；

2．根据作业难度，恰当控制动机水平；

3．充分利用反馈信息，妥善进行奖惩；

4．正确指导结果归因，促使学生继续努力。

23.【答案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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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能力为重”的理念体现如下：把学科知识、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有机结合，突出教书育人实践能力；研究小学生，遵循小

学生成长规律，提升教育教学专业化水平；坚持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

不断提高专业能力。

三、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阅读材料，并回

答问题。

24.【答案要点】

（1）该教师的行为体现了疏导性原则，长善救失原则。

①教师践行了长善救失原则，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该原则要求老

师要一分为二的对待学生，善于发扬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去带动改进不足的地

方，材料中老师表扬学生救助同学的行为，同时希望他在日常纪律上更好的约

束自己体现了这一原则。

②疏导原则是指进行德育要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从提高学生认识入手，

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使他们积极向上。材料中该老师并没有因为学生的突然发

问而自乱阵脚，能够冷静处理，以不变应万变。这体现了该老师的教学机智，

也是耐心疏导的表现。

（2）该教师的行为体现了说服教育法和榜样示范的德育方法。

①说服教育法是借助语言和事实，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影响受教育者

的思想意识，使其明辨是非，提高思想认识的方法。该老师能够在课下耐心地

与学生沟通交流，并且通过讲述学生自身经历的事实诚恳地与其讲道理，提高

其理解能力，体现了说服教育法的作用。

②榜样示范法是用榜样人物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优异成就来影响学生

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方法。老师举出王进喜的例子，并得到了学生的认同，

通过榜样的力量让学生得到进一步的情绪情感体验，体现了榜样教育的力量。

25.【答案要点】

（1）该老师的行为不符合新课改中的理念，没有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教

师观，没有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进而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①新课改要求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学生身上

有巨大的发展潜能，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学生。材料中该老师只关心好学生，

对成绩差的学生则漠不关心，只以学生的现有表现去推断学生，违背了这一点。

②新课改中现代教学观认为，教学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

程。教学的实质是交往、师生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相互补充、是师生双方互

动的过程。该材料中教师只与学习好的学生互动，忽视了成绩差的学生，没有

站在成绩差的学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有做到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就会不

利于这些学生的发展。

③新课改强调教师的教学行为在对待师生关系上，应该是尊重、赞赏、民

主、互动、教学相长。材料中教师只偏爱好学生的行为没有做到平等对待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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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生，没有做到师生之间互相平等，互相尊重，没有平等公正地看待学生，

没有树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不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

（2）在教学中师生应该构建合理的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教师和

学生的行为都具有激励和调节的作用。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去构建良好

的师生关系：

①了解和研究学生。教师要与学生有共同的语言，才能使教育影响深入学

生的内心世界。教师需要了解和研究学生的个人、群体关系以及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环境。

②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念。教师既要把学生当作教育的对象，又要把学生看

作学习的主人，即要做好各项指导工作，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尊

重学生、理解学生、热爱学生。

③发扬教育民主。教师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要尊重学生的看法，鼓

励学生大胆质疑，发表不同意见，营造一个民主的氛围，保护学生的积极性，

保证学生的安全感。

④正确处理师生矛盾。教师要善于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冷静全面地分析

矛盾，正视自身的问题，敢于做自我批评，要能与学生心理互换，设身处地为

学生着想，理解和帮助学生，满足学生的正当要求，对学生的错误进行耐心地

说服教育等。

四、教学设计（本大题共 1 小题，每小题 40 分，共 40 分）

26.【答案要点】

（1）《泉水》这篇课文，使用了拟人化的修辞手法，以儿童化的口吻描写了

泉水从冲出石缝到汇入大海一路经过的地方，以及发生的故事。本篇课文语言

优美，行文和内容都像是一股清泉，潺潺地流淌着，洒下一路的爱心。

（2）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会认读“哦”“股”“缝”等 8 个生字，正确书写“瓦”“泉”

“然”等 9 个生字；认识泉水“多、清、甜、美”的特点，能够正确流利、有

感情地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通过随文朗读和自学认字，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交流

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会泉水一路奉献的精神和奉献的幸福感，激发热爱大自

然的情感。

（3）教学过程：

【情境导入】

导语：同学们，开学已经一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你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变化了

吗？对于北方来说，春天来得比较晚，进入四月，春天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

你们听，（播放流水的声音）)看画面（泉水从山上流下来），听到了什么？看

到了什么？

教师出示课文第一段，自由读，过渡语：泉水就是从岩石的裂缝或地下涌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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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水，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第《泉水》。齐读课题，教师板书课题。

【初读课文，勾画生字】

1.教师范读

2.学生自由读，对照屏幕画出生字。

3.检查生字认读情况

（1）读音节，纠正字音。

（2）把生字的音节去掉，找朋友。

（3）齐读生字。

【再读课文，随文识字】

1.请大家借助小组内的生字卡片，用多种办法记住字形。

2.小组汇报生字

教师解释生字和文意。

第一段：“哦”“股”“缝”

“哦”有什么好办法记住这个字吗？这个词表示明白了，在句子中该怎样读

呢？个别读。师生对读。

“股”，月字旁的字大多跟身体有关，“股”指的是大腿，提问：在这句话中指

什么呢？读一读，用“一股”说话。指导书写。

同学们和老师一起看看自己的手指缝，“缝”就是物体间的空隙，引导学生用

“缝”组词。

第二段：“塔”“罐”

“塔”，出示“塔”的图片，引导学生观察，理解“水塔”含义，明白“天然

水塔”形容泉水从山上不断流淌，很多。

“罐”泉水很多很多，出示 “瓦罐”的图片，引导学生识记，罐是缶字旁，

出示课件，知道缶是一种大肚子小口的器皿。所以，带有缶字旁的字大多跟器

皿有关。

第三段：“杜鹃”

出示“杜鹃花”的图片，由鹃字的鸟字边，引出并出示“杜鹃鸟”的图片。可

见，鹃字也是形声字。师生对读第三段。

小组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的 4、5 自然段，看看泉水又遇到了谁，说了

什么？

播放画眉鸟的叫声，引导学生学习“脆”

【再读课文】

1.（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文（自读、同桌读、对话读）

（2）齐读

2.课件领读生字、新词两遍

3.小组合作学字、词。

4.检查自学情况。

【巩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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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戏辨字，点击花朵，读出句子或词语。

2.配乐读全文

【拓展延伸】

把课文读给爸爸妈妈听。

27.【答案要点】

（1）数对是一个表示位置的概念，相当于坐标，前一个数字表示列，后一个

数字表示行，比如(2,5)表示它的位置是第二列第五行。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出

某一处的位置。有了数对，我们就能很容易的表示出某一点的位置。数对不仅

能表示二维空间（长，宽）还可以表示三维空间（长，宽，高）或四维空间（长，

宽，高，时间），世界上的所有点都可以用数对表示，数对将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极大的方便。

（2）【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1.通过解决问题，体会确定位置在生活中的应用，了解确定位置

的方法。2.学会通过测量描述物体在平面图上的位置，并会根据描述在平面图

上画出物体的具体位置。

过程与方法：通过小组合作交流探讨，掌握画圆的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学生能体会到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感受到生活中

处处有数学，养成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科学探索的精神。

（3）【教学过程】

一、创境激趣

1、交流有关台风的消息。

（1）同学们听说过台风吗？你对台风有什么印象？

（2）教师充当天气预报员播报有关台风的消息：目前台风中心位于 A 市东偏

南 30°方向、距离 A 市 600KM 的洋面上，正以 20 千米/时的速度沿直线向 A

市移动。

师：听到这则消息，你有什么感想？

启发学生交流，引导学生关注台风的位置和动态。

2、导入新课

现在台风的确切位置在哪里呢？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确定物体位置的知

识。[板书：位置与方向（二）]

【设计意图】通过交流台风的相关信息，引导学生关注到具体位置的数学知识，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教学的展开做铺垫。

二、探求新知

（一）教学题例 1

1、投影出示例题 1.学生观察情景图，思考从图中得到哪些信息？（启发学生

观察时关注以下几方面的信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哪里；以哪里为观

测点；图中台风中心的个体位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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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流确定台风中心具体位置的方法。

（1）提问学生尝试说说台风中心的具体位置。

（2）教师结合学生的汇报情况进行引导。

提问：东偏南 30°是什么意思？

（东偏南 30°表示的是台风中心位置相对于 A 市所在的方向，也就是台风中

心位置与 A 市的连线和正东方向的夹角是 30°，即正东方向往南偏 30°）

（3）小结确定位置的方法。

提问：如果只有一个条件，能够确定台风中心的具体位置吗？

引导学生得出：要确定台风中心的具体位置必须知道两个条件，即物体所在的

方向和物体在这个方向上距离观察的的距离，简单地说就是要用“方向+距离”

的方法来确定物体所在的具体位置。

3、组织计算。

师：现在我们知道台风中心所在的具体位置来，那台风大约多少小时后到达 A

市呢？

学生独立计算，组织交流。

600÷20=30（小时）

（二）教学例题 2

1、投影出示例题

2、提问：在例题 1 的图中，B 市、C 市的具体位置应该标在哪里呢？请你在例

题 1 的图中标出 B 市、C市的具体位置

三、启思导疑

1、尝试画图。

（1）学生独立思考怎样标出 B 市、C市的具体位置。

（2）小组交流作图的方法。

（3）尝试画图。

教师巡视交流，参与部分小组讨论，辅导有困难的学生。

2、组织全班交流。

投影展示学生完成的作品。

组织交流和评议，通过交流明白在图上标出 B 市、C市位置的方法。

B市：先确定方向，用量角器量出 A市的北偏西 30°（量角器中心点与 A市重

合，量角器 0 刻度线与正北方向重合，往西量出 30°）；再表示距离，用 1cm

表示 100km，B 市距离 A市 200km，在图上也就是 2cm。

C 市：先确定方向，直接在图上找到 A 市的正北方向，再表示距离，用 1cm 表

示 100km，C 市距离 A 市 300km，在图上也就是 3cm。

3、算一算。

台风到达 A 市后，移动速度变为 40 千米/时，几小时后到达 B 市？

200÷40=5（小时）

4、总结画图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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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你们认为在确定物体在图上的位置时，应注意什么？怎样确定？

总结：

（1）确定平面图中东、西、南、北的方向。

（2）确定观测点。

（3）根据所给的度数定出所画物体所在的方向。

（4）根据比例尺，定出所画物体与观测点之间的图上距离。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的观察，交流，动手，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留给学生

足够的探索实践和空间，从而体会到在图上确定位置的方法。

四、巩固练习

1、课后“做一做”练习题 1

这道题物体所在的具体方向和距离都没有直接给出，需要学生自己测量和计

算。

（1）让学生独立进行测量、计算、填空。

（2）组织交流。

让学生说说是怎么测量方向的，怎样计算距离的。

2、课后“做一做”练习题 2

（1）学生独立进行画图。

（2）投影展示，组织评议。

（3）交流画图的方法。

【设计意图】通过课后练习，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确定位置的方法，在以后的生

活中更轻松容易地解决此类题。

五、课堂小结

引导学生做出以下总结：今天我们知道要确定物体的位置，关键需要方向和距

离两个条件。在平面图上标明物体位置的方法是先确定方向，再以选定的单位

长度为基准来确定距离，最后画出物体的具体位置，标出名称。

【设计意图】学生自主总结，教师必要补充，体现“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

教学思想。

28.【答案要点】

（1）情景教学在英语课程的运用

①通过实物及简笔画创设情景

②通过各种活动创设情景

③通过教学设备创设情景

4.善于表演，模拟生活

（2）【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

①能听、说、认读单词和词组：friends, long hair, short hair, thin,

strong, quiet 并理解相应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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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能听懂会说 My friend is strong. He has short hair....

过程与方法目标：

①会用 long hair, short hair, thin, strong, quiet 等词简要描述一个

人的模样和特征。

②通过对图片的观察，增强善于观察的意识和能力，形成从图片中提取信息

和表达信息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培养交朋友的意识，形成朋友之间和平共处的态度。

（3）【导入环节】

1．猜谜语。教师说，学生猜。

It's so big. It has a long nose and a short tail. What is it?(An elephant)

It's small. It has two long ears. What is it? ( A rabbit)

2．教师出示猴子和兔子的图片，启发学生说：The monkey has a long tail.

The rabbit has a short tail. 教师再出示长颈鹿和梅花鹿的图片，让学生

说出：It's tall. It's short.

3．复习单词 big, small, long, short, tall, 并说出中文意思。

【新授环节】

1．教师出示 ChenJie 的面具，问：Who is she? 学生回答：ChenJie。教师说：

She has long hair. （一边说一边做动作帮助学生理解）

教师出示 Amy 的面具，问：Who is she? 学生回答：Amy。教师说：She has short

hair. （一边说一边做动作帮助学生理解）

教师同时拿着两个面具，说：ChenJie and Amy are friends. They are friends.

2．让学生看着面具在教师的提示下学说：She has long hair. She has short

hair. They are friends.

3．让学生指着班里的同学说：She has long hair. He has short hair. 教

师出示单词卡教读 long hair, short hair 和 friends。（把单词卡贴在黑板

上）

4．教师出示 Sarah 和 Miss White 的面具，问 Who is she?学生答：Sarah, Miss

White。教师把面具贴到黑板上相应的单词前，鼓励学生说出 She has long

hair.She has short hair.

5．教师指着班里很瘦和长得很健壮的同学说：She is thin. He is strong.

并让学生指着班里的同学学说这两句话。教师出示单词卡教读 thin 和 strong。

教师要提醒学生在读 thin 时，注意咬舌尖儿。

6．教师出示 ZhangPeng 和 Mr.Black 的面具，并把它们贴到黑板上相应的单词

前，让学生说出：He is strong. He is thin.

7．教师把右手的食指放在嘴上，做出让学生安静的动作，让学生说出单词

quiet。并出示单词卡，让学生认读 quiet。（把单词卡贴到黑板上）再把 ChenJie

的面具贴到这个单词前，让学生说出：She is quiet. 让学生翻译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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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师导入课文对话：John has a friend.你能根据他的描述猜出这个人是

谁吗？让学生观看课件［Unit 3 Let's learn/A］教师问：Who is he ?(板书)

9．听录音带，跟读对话。［Unit 3 Let's learn/A］

10．教师：你能根据我的描述猜出这个人是谁吗？My friend is thin. She has

long hair. She has quiet.Who is she? (板书)

11．让学生模仿课文对话来描述黑板上所贴出的人物，让大家猜。

29.【答案要点】

（1）歌曲特点：《放牛歌》是一首轻快活泼的民歌风谣的歌曲，不同的音符出

现的频率较高。这首歌出现了音乐知识反复记号，通过演唱这首歌曲，学生了

解山村自然景色，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2）【教学目标】

①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聆听、学唱歌曲，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用

自然优美的歌声表达牧童快乐生活的心情。

②过程与方法目标：认识双响筒，并通过探索式的学习掌握其演奏方法。

③知识与技能目标：学唱歌曲《放牛歌》，学习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的基本知

识，能在间奏处加入打击乐器的伴奏。

（3）“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教学环节:

①复听歌曲《放牛歌》录音范唱。

用“X X |XX X | ”节奏让学生感受间奏。学生仔细聆听，感受节奏

老师示范一下，吹笛子再次感受。示范节奏节奏“X X |XX X | ”。

【设计意图：通过节奏区分乐句，引导学生关注音乐，会听音乐，知道哪里是

间奏】

②再听歌曲，亲身体验“X X |XX X | ”节奏。

全体学生尝试边读“X X |XX X | ”节奏，边做吹笛子的动作，记歌词

【设计意图：通过亲身体验，为下面歌曲的学习打下基础】

③熟悉歌词，指导学生按节奏朗读歌词，注意字正腔圆。

边按节奏边轻声、高位置地朗读歌词，遇到间奏嘴里还要模仿小笛子“嘀嗒|

嘀嘀 嗒|”的声音。

【设计意图：继续熟悉歌曲，逐步训练学生听音乐读节奏的能力】

30.【答案要点】

（1）肩肘倒立的教学重点：伸髋立腰，两手撑腰背，脚面绷直。

教学难点：伸髋立腰与两手撑腰背的配合。

（2）【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学习掌握肩肘倒立动作，学生能使用术语描述已学动作，说

出同类动作的不同变化。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肩肘倒立的练习，学生发展了腰腹、上肢力量及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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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和平衡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体验运动乐趣，增强安全意识和能力，学会同伴间

的保护与帮助方法，培养自信、勇敢、坚毅和克服困难的良好品质。

（3）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有：

1.伸腿方向不正，不能一步到位。

纠正方法：仰卧屈体伸髋伸腿成肩臂倒立，还原成仰卧屈体。

理由：由简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

2.倒立不稳或立不住。

纠正方法：原地站立，练习两手撑腰背的方法（两肘内收）；练习屈腿的肩肘

倒立，立稳后，再慢慢将腿伸直。

理由：倒立不稳或立不住是姿势不正确或重心不稳造成的，通过本练习帮助学

生逐渐改正错误动作，建立正确的动作概念

3.倒立不直，屈髋。

纠正方法：语言提示，立腰，挺髋，挺腹，伸腿，绷脚尖；两人合作，在帮助

下练习（两手上提练习者踝部的同时一膝抵住腰部）；帮助者托练习者的脚做

45°的肩肘倒立进行挺髋练习。

理由：通过同学之间互帮互助，进一步提高动作的完成质量，并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团结合作精神和安全意识。

31.【答案要点】

1.画人物的线条多采用曲线，线条较细，很流畅，脸部一般线条很少，景物一

般线条种类多而且复杂。根据不同物体的特点，线条有粗有细。

2.【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通过本课学习，了解线条这种绘画语言，通过仔细观察，认识不

同动势的线条。

过程与方法：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对线条的观察，了解艺术家的表现风格和

情感，能用线条表现自己身边的景物。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了解中国古代作品，了解中国灿烂的绘画艺术，培养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通过观察不同画家用线条表现的作品，初步体会画家不同

的情感，认识人类丰富的情感世界。

3.【导入】

教师准备几件物品（铁丝、木棍、树枝、树皮、网兜等） 欣赏我国古代画家

从生活中寻找到并运用到绘画中的线条，讨论： 1、 画中运用了哪些线条？

它们有什么特点？ 这些画面多是以曲线为主，通过线条的表现体会到当时的

情景。 2、通过线条的表现你感受到些什么？ 任选美术作品的一个局部进行

临摹。通过临摹尝试线条表现力。 请同学说说画线条的感受。互相说说自己

对画中线条的不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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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理由】通过学生讨论，进一步了解、体会，使学生对用线造型产生浓厚

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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