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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圆的认识是苏教版小学五年级数学下册教学内

容。学生在学习了平面直线图形的认识和圆的初步认

识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是研究曲线图形的开始。通

过学习圆的性质，学生可以体会到自然界和数学世界

中的和谐之美，培养孩子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育人价值：
基于对圆的认识，学生理解和谐与统一的价值观。

圆具有完美的对称性，象征着和谐、完整和平衡。教学

中通过说说在生活中哪里见到过圆以及思考车轮为什

么是圆的，带领学生感悟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一致

性，思考数学现象背后的数学原理，感悟数学的审美价

值，形成数学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主动参与数学的探究

活动，发展创新意识。同时，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培养学

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安全意识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学情分析：
圆的认识，学生在低年级认识图形接触过圆。本节

内容是在初步认识圆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对于大多

数学生来说，虽然已经初步认识过圆，但对于建立正确

的圆的概念以及掌握圆的特征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从思政方面分析：这个阶段的学生可能对于团队合

作、公平竞争等概念有一定的懵懂认知，但还需要进一步

引导和强化。在学习圆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小组合作探究

圆的特征，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让他们明白合作能

够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共同取得进步。同时，圆的知识中蕴

含着对称美、和谐美等美学元素，引导学生感受数学中的

美，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教学目标：
1.学生经历操作、观察、思考等探索活动，能学会用

圆规画圆，掌握圆的各部分名称及其特征。

2.根据对象不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动手实

践能力，发展空间观念。

3.通过学习圆的知识，学生感受古代文化的魅力，

体会圆形的艺术之美，同时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安全意识和审美情趣，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教学重点：体会并理解圆的特征，学会用圆规画
圆的方法。

教学难点：在动手操作中体会并表达圆的特征。
学具准备：圆形纸片、圆规、直尺、细线及表面

是圆形的物体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从奇妙的自然界到文明的人类社会，从精巧的手

工艺品到宁静悠远的园林建筑，到处都可以看到大大

小小的圆。（欣赏图片）

出示“圆，一中同长也。”揭示课题：我们一起走进

圆的世界，认识美丽的圆。（板书课题：圆的认识）

【设计意图】学生思维处于经验逻辑思维阶段，
思维的形成和发展，依赖具体形象的材料来理解抽象

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利有多媒体观看圆形物体

图片，很好的建立了圆的表象，再由数学文化“圆，一中

同长也”引出圆的定义。

二、动手操作 探究画圆
毕达哥拉斯曾说过：“在一切平面图形中，圆是最

美的。”请你们利用手中的材料想办法画一个标准的

圆，并小组内分享。（学生操作并交流。）

学生汇报交流。

圆规画圆

（1）认识圆规（课件）
（老师录制视频）介绍圆规各部分组成。

【思政教育】在使用的时候，因为针尖比较锋利，
所以尽量针尖不对着自己，也不对着他人，使用的时候

注意安全。

（2）尝试圆规画圆。
请画得比较成功的学生分别展示画出的圆，并交

流画圆的方法和体会，同时组织其他学生讲评。

（(3）纠正画法。
展示错例，让学生阐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错误。

通过汇报、交流。

明确：用圆规画圆时要注意两脚之间的距离始终

不变，针尖也要固定在一点不动。

（4）教师示范画圆。

学生说画圆步骤，教师在黑板上示范画圆。

（5）学生再次用圆规画圆。

三、自主学习圆的基本概念
学生自学课本第 86 页有关圆的各部分名称的

内容，并试着在自己画的圆内标出圆心，再分别画一

条半径和一条直径并用字母表示。学生自学课本，教

师巡视。

提问：自学过课本中的相关内容后，你有哪些收获

呢？学生汇报：

（1）认识圆心。
结合画圆的过程认识了圆心，画圆时，针尖固定的

一点就是圆心，通常用大写字母 O表示。随机板书。

（2）认识半径。
引导思考：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同学的作品，他们画

的也是半径吗？（出示学生的不同画法）

明确：圆上有无数个点，连接圆心和圆上任意一点

的线段，就是半径，通常用小写字母 r表示。（随机板

书），半径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它是一条线段:第二，

它连接圆心和圆上任意一点，

（3）认识直径。
教师在圆上画一条线段，引导学生思考:老师画的

是这个圆的直径吗？为什么？

明确：经过圆心，且两个端点都在圆上的线段

是直径

（4）半径与直径的关系。
提出问题:认识了半径，那么圆到底有几条半径？

哪一条半径决定圆的大小？所有的半径长度都相等吗？

直径呢？在同一个圆里，半径和直径有什么关系呢？

小组合作探究，看哪个小组探究的最深刻，方法

最多。

【设计意图】：通过折一折、量一量、画一画的探

究过程，学生自主发现圆的半径与直径的数量、长度关

系，以及圆是轴对称图形的特点，学生在表达交流中进

行思维的碰撞和融合，进一步内化圆的结构特征。

（5）动画演示、小结特性
利用希沃动画进行画圆等演示，小结圆的特性。

【设计意图】学生识别不同的线段，明确了半径

和直径的定义、关系及圆的特征等，为后续学习打下

了基础。

四、学以致用，拓展延申
1.车轮为什么是圆的？（用圆的知识解决问题）

【设计意图】通过这个问题的讨论，学生明白数

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让学生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发

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激发学生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

2展示一些圆形的建筑和艺术品，学生感受圆形

艺术之美。

【设计意图】学生学会欣赏美、感受美，提高学生

的艺术修养，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同时，让学生

明白数学与艺术的紧密联系，激发学生对数学的

兴趣和热爱。

感受古代文化魅力，体会圆形艺术之美
———苏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下册《圆的认识》教学设计

姻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玉门花园小学 郭彧

教材解读：
本节课是人美版六年级下册第十七课，属于

“综合·探索”领域中的美术与社会板块，教学内容
主要是引导学生认识苗族服饰上的刺绣图案和其
美好寓意，了解苗族服饰上记载的历史和传说，并
引导学生创作设计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

育人价值：
本节课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通过对苗族服饰的欣赏与
学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
观、文化观，坚定文化自信，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魅
力，唤醒学生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学情分析：
六年级学生的造型表现和观察能力逐步提

高，能够客观地分析、表现事物。对于绝大多数学

生来说，刚刚接触本课会感到比较陌生，但本课为

我们展现出一个个苗族人用心传承民族文化的美

丽故事，能够激发起学生探究的欲望，满足他们的

好奇心。从思政角度来看，学生通过欣赏美术作

品、创作艺术作品的方式，深入理解和感受其中所

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探究的过程中培养

学生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和意

识，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教学目标：
1.了解苗族服饰上的图案和寓意的过程中，感

受苗族服饰图案的深刻内涵和美感。
2.将苗绣图案通过剪纸、刺绣、手抄报或版画

等形式创作艺术作品，掌握苗族服饰的主要特征，
增进学生的感知能力、理解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

3.了解苗族服饰图案的历史、文化、习俗，培养
学生的民族审美情趣和审美观，提高学生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意识，进行民族文化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
了解苗族的文化、历史、习俗，感受苗族服饰

的深刻内涵和美感。
教学难点：
绘制美观、精细并美好寓意的创意苗族图案。
教学流程：
初步感知苗族服饰的神韵
教师穿着苗族服饰出场，让同学猜猜是哪个

民族的服装？
伴随着背景音乐和视频，老师讲述苗族的历

史故事，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苗族的服饰以色彩斑斓的刺绣和制作精巧的银饰
闻名中外，苗族妇女的一套服装也是苗族历史文
化的缩影,所以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诗”。
【设计意图】通过身穿民族服饰导入的形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能够直观感受到苗族
的独特魅力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为接下
来的艺术创作活动的开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深入探究苗族服饰的密码
学生观察苗族服饰，请小组讨论：苗族服饰美

在哪里？
（学生可以从色彩、纹样、寓意等方面来欣赏服饰。）
【设计意图】学生学会艺术观察的方法，学会

用美术欣赏语言对作品进行描述，进而锻炼学生

语言表达能力，形成自己的审美价值。
教师总结：
1.色彩：
盛装在袖、肩、背部都绣有方形图案，以红色

为主，兼有黄、蓝、绿等色，色彩艳丽、对比强烈、装
饰性强。

2.纹样及寓意：
纹样：百鸟衣、蝴蝶纹、牛首龙纹、几何纹。
寓意：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

来的憧憬，是文化传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们
精神世界的一种寄托、追求。
【设计意图】学生从吉祥寓意的图案中了解

到，纹样是通过象征、符号、图案等形式来传达，感
受到吉祥寓意具有丰富而深远的意义。

巧妙设计苗族服饰的故事学生欣赏三张造型
不同的蝴蝶纹样图片。

小结：这三只造型不一的蝴蝶是苗族妇女根
据所绣部位不同以及自己的审美，对传统纹样进
行了适当的调整。构图饱满对称、色彩艳丽、对比
强烈、造型夸张。
【设计意图】通过欣赏不同图案纹样的服饰，

感受苗族服饰图案的深刻内涵和美感，增强对祖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共同演绎多彩苗族服饰文化
学生完成作品，讲解寓意，进行自评互评活动。

【设计意图】自评互评活动，学生真实地表达
情感,感受少数民族特有的风情。

拓展欣赏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哪些？山西的晋

剧、河南的打铁花、云南的扎染。
大家还知道其他民族记载传说的方法吗？文

字记录、绘画、雕刻、歌谣、戏剧表演。

【设计意图】通过欣赏精美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价值观有了更

直接的感受和认识。

总结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习近平总书记说：“在中

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

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

【设计意图】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继续弘

扬民族团结的精神。

教学反思：
（一）重视发展学生艺术素养—重学轻教

将审美感知、艺术表现的培育贯穿艺术教学

的全过程，以“苗绣”为载体，围绕色彩、图案、版

式、寓意引导学生以兴趣带动自主实践，激发学生

想象力与创造活力，唤醒学生对苗绣这一珍贵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二）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思政教育

在拓展欣赏中，通过了解不同地域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艺术，增强学生对艺术的深层体验，丰富

学生的精神世界。感受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

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展现了华夏儿

女勤劳、智慧、勇敢的品质，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

怀和民族精神。

璀璨民族服饰 演绎多彩文化
———六年级下册美术《绣在服装上的故事》教学设计

姻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玉门花园小学 韩雪 贾蓉 赵俊玲 李钰姗

教材分析：
《吊饰》是人美版二年级下册教材中设计·应

用学习领域的一节课。通过教材中呈现的吉祥寓
意的吊饰作品，引导学生感受中国传统吉祥寓意
的深厚内涵与文化底蕴，激发学生创作思维，提高
学生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育人价值：
学生通过了解生活中的吊饰，注重培养学生

的设计意识和能力，通过学生合作完成任务，发展
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美化生
活环境的意识，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教
学中融入了中华传统纹样及其有关的寓意，增强
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学情分析：
二年级的学生已初步掌握了一定的美术基本

功，对手工具有较高的兴趣，乐于主动感知身边的
美，认识美存在于我们的周边。但学生缺少创新与
设计意识，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观察给予
学生启发。学生在生活中也经常见到中国结、福字
挂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吊饰，但不了解其中蕴含
的文化价值，在交流对这些吊饰的认识时及用相
关图案创作中，引导学生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培养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小组讨论、教师演示等多样的教

学方法，学生了解吊饰的种类，知道吊饰与生活的
关系，感受吊饰装饰生活美化生活的作用。

2.通过剪、粘、画、卷、折等制作方法及多种材
料的运用，利用合作学习，设计制作既美观又富有
吉祥寓意的吊饰作品，启发学生大胆创新，体会
“设计为人服务”的理念。

3.由举办“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与“冬奥
会”时出现的“中国结”导入，坚定了文化自信，铸
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学生热爱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情感。

教学重点：
1.了解吊饰的结构、材质。
2.用不同的材料通过剪、折、贴、画、卷、粘等方

法进行简单的组合并装饰制作出一件带有吉祥寓
意的吊饰。
教学难点：
用简单的组合及装饰方法，创作出造型美观

且具有吉祥寓意的吊饰。
教学环节：
初识吊饰
（一）生活中的吊饰
1. 出示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与冬奥会时出

现的“中国结”图片，了解中国结有独特的东方神
韵，其象征着团结、和谐、温暖的人际关系。

2. 说一说生活中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什么样的
吊饰。

3.了解生活中与课本中的吊饰在材料、形状、
颜色上的不同。
【设计意图：中国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

装饰艺术形式之一，吊饰文化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感受不同材质、形状、颜色制作的吊饰带来
的不同美的感受。】
（二）感知吊饰寓意
出示带有“福”“春”字和“鱼”“大象”图案的吊

饰，引导学生感知其美好寓意。
大家还知道哪些吉祥元素呢？
元宝、铜钱———招财、财源滚滚，祥云———祥

瑞，苹果———平安，葫芦———福禄、吉祥长寿
【设计意图：了解不同的字与图案象征着不同

的美好寓意，深刻体会吉祥寓意在中华传统文化
中的内涵，表现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愿望、追求、寄
托和向往，为后期制作积累素材。】

探究吊饰
（一）吊饰的结构
仔细观察，吊饰由哪几部分组成呢？
小结：挂线、挂件、吊坠。
【设计意图：了解吊饰的组成结构，为学生制

作吊饰奠定基础。】
（二）吊饰的制作方法
1. 仔细观察图片中的吊饰是用哪几种制作方

法制作的？
小结：画、剪、折、卷、贴。
2.图中的小鱼吊饰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对折———画———剪
出示利用对折方法制作的吉祥元素、“福”、

“元宝”“春”。
3.怎样连接挂线、件、吊坠这三个部分呢？
绳子、双面胶、打孔、粘土等方法。
【设计意图：通过已有知识和技能，进行知识

迁移，明确吊饰的制作方法，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中
吊饰具有的丰富文化内涵。】

吊饰欣赏
出示优秀学生作品，展示教师作品。
【设计意图：开拓学生的思维，为小组合作提

供更多的创作思路。】
小组讨论
1.你们组打算设计制作一款什么样的吊饰？
2.你们的吊饰里蕴含着哪些吉祥寓意呢？
【设计意图：交流设计思路，培养学生的设计

意识，激发学生巧用不同材料进行创作。】
创作吊饰
（一）绘制草图
1.实践要求：根据媒材的特点，四到五人一组，

讨论并由组长画出设计图。在设计制作时要注意
大小、长短、颜色等方面的搭配。

2.展示评价：生生评价与教师评价。
【设计意图：在交流中学生明确“设计在前，制

作在后”的设计过程。强化学生的设计意识，通过
评价及时引导设计思路。】
（二）艺术实践
实践要求：分工明确，团结协作。
【设计意图：学生体验设计到制作的全过程，

锻炼小组合作意识、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
展示总结
1.展示小组合作的作品，小组代表上前说出本

组的吉祥寓意并由同学及老师点评。
评价要点：巧用材料、设计创意、制作精美、吉

祥寓意等。
2.投票选出一组最喜欢的吊饰作品，奖励其小

组成员。
【设计意图：交流促进提高，体验制作出一件

美观且带有吉祥寓意的吊饰带来的乐趣。】
教学反思：
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谈设计思路—画草图—巧

制作的步骤，在学生大胆尝试后，有了先设计后制
作的创造意识。吊饰中融入了多种中国传统艺术
中的纹样和色彩，学生感受到了其带来的美好祝
愿及寓意，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渗透，增强
学生文化自信，激发学生中华民族自豪感。

感受吊饰魅力，讲好中国故事
———二年级下册美术人美版《吊饰》教学设计
姻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玉门花园小学 贾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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