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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路》教学设计 

 

艺术与设计学院：李红 

 

教学课题 《远去的路》 授课课型 新授课 

授课教师 李红 授课时间 2024年 10月 14日 

教材 

分析 

   

 《远去的路》是六年级美术教材中聚焦于透视知识的重要一课。教材通过丰富多

样的图片，展示近大远小、近高远低、近宽远窄的视觉现象，引导学生理解透视规

律，把立体空间表现在二维画面，提升造型表现力，衔接基础绘画与专业技巧，为

后续复杂的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学情分析 

 

六年级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和观察能力，但对专业透视原理仍然掌握

不熟练。他们想象力丰富、好奇心强，日常绘画多凭直觉。部分学生画面常出现空

间表达问题，亟需更加深入地学习透视知识，将生活中的视觉感知转化为科学的绘

画表达，提升他们的美术表现能力。  

 

教 

学 

目 

标 

知识与 

技能 

学生能理解透视基本原理，掌握焦点透视中的近大远小规律，精准绘制含消失

点、视平线的简单透视图，提升空间想象能力和造型能力。 

过程与 

方法 

学生经观察生活、模拟创作、赏析经典画面的学习过程，培养他们敏锐的观察

力与空间想象能力；以透视原理为基础传达对生活的感受。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感受透视增添的画面美感与真实感，激发对生活场景观察的热情和意识，增强

创作自信。 

教学重点 深入并熟练运用近大远小、近高远低、近宽远窄的焦点透视规律。 

教学难点 能在绘画里正确运用焦点透视规律。 

教学方法 讲授法、示范法、讨论法、观察法、练习法 

教学准备 教具：PPT课件、示范画，学具：教材和图画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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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游戏导入 

师：今天上课之前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一个互动的小实验，大家拿起一支笔，捂住 

自己的一只眼睛，同学们观察你们手中的笔和老师手中的笔那个更长呢？举手 

回答，好！这位同学你说说看？ 

生：我手中的笔最长。 

师：对，你们的笔最长，老师手中的笔最短。那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近

大远小现象。那今天这堂课呢，老师带领你们一起去发现生活当中类似这些现象。 

板书课题：远去的路 

（二）讲授 

师：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小动画，动画当中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两辆小车，一辆

车向前驶去，一辆车原地不动，那你们发现这辆汽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哪位

同学来说说？  

生：向前驶去的那辆变小了，但是原地的那辆车还是原来的大小。  

师：那这是什么现象？ 

生：近大远小的现象  

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铁轨下的枕木，我们发现目前看到的枕木是不是每

一个根长度都是一样的呢？当我们变换角度，你们发现枕木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

化？  

师：你来说说？ 

生：越靠前的枕木越宽，越靠后的枕木越窄。  

师：那这就是一种近宽远窄的现象。  

师：接下来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路灯高度是不是一样的

呢？那我继续变换角度，路灯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好，这位同学你来说说。  

生：路灯发生了近高远低的现象  

师：对，路灯呈现一个近高远低的现象。  

师：好，接下来老师要出示一张摄影图来考一考大家来，我们来看，这张摄影

图片中，是否也存在我们刚刚发现的这几个现象呢？  

师：你来说说？  

生回答，师总结：(路—近宽远窄，路灯—近高远低，人物—近大远小)  

师：我们把这些现象统称为透视现象，那同学们，这种现象在绘画中应该如何

表现呢？你们都知道吗？有没有同学知道的？接下来，老师要给同学们介绍这个方

法。 

首先，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确定一条线，也就是我们拍摄中眼睛等高的一条

线，我们将这条线叫做视平线；然后我们再来找找物体向外延伸的一条线，刚刚让

同学们指出的这些线，我们将它延伸画出来，有有一个相交的点，这些线就叫做消

失线，而这一点，我们称之为心点，也是叫消失点。 

师：那接下来老师就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觉得心点、视平线是固定不变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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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探究  

首先我们站在路的底端，如果我们站在视平线的下方，也就是我们站在低处去

看的时候，视平线是在我们的上方，消失点会比我们的眼睛（视点）高；相反，会

在我们的下方。那我们再来变换角度，我们现在站在路的左侧去看，我们看消失点

在左侧还是右侧方向？（在右侧）。那我们再来变化，我站在路的右侧取看，消失

点在哪边？（左边） 

老师边示范草图边讲解。 

师：好，通过这个小实验，我们发现我们的消失点和视平线会随着什么样的变

化而变换呢？  

师：好，这位同学你来说看，会随着什么变化而变换？  

生：会随着眼睛观察的角度变化而变换。  

师：非常棒！好请坐。的确，会随着我们观察的方向变换而变换。  

师：好，接下来同学们进行一个练习，请同学们小组合作，认真讨论，找出你

们桌面上图片的视平线、消失点、心点，然后用不同的笔借助尺子标记出来。然后

每组选一名代表上来标记画出。  

师：好，倒计时一分钟，各小组开始。（教师下去与学生互动观察）  

师：老师观察到第 X 组已经完成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画的和老师找到

的是不是一样呢？ 

老师及时总结并进行示范。 

老师先示范，画的过程中，我再强调一下绘画步骤。首先确定视点的位置，根

据视点的位置确定消失点并画出小路，接着，在路的两旁按照透视原理添加树木，

画的过程中注意树木前后遮挡关系，最后调整细节。 

教师展示拼贴风景写生和素描风景写生  

展示 3幅作品（拼贴，彩色，简笔） 

 

(三)巩固练习  

挑选一个小组同学上台来制作一副大的拼贴画（3-4 人），其他小组在座位上创

作作业。 

①设计以路为主题的一幅风景画，要运用我们刚刚学习的透视关系，对我们的

画面进行一个处理。②合理的添加路边的景物。③作业内容形式多种，风景素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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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描）、色彩画，也可以是拼贴形式创作。 

教师巡回辅导（提示所有同学注意路的透视变化和前后遮挡关系） 

（四）评价与总结 

通过自评、同学互评和师评完成。教师在此基础上进行本课小结。 

 

 

教学反思 

 

采用游戏导入的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迅速地进入了学习状

态。示范教学直观明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了如何用透视原理。小组讨论让学生

在交流中开拓思维，分享创意，学生对枯燥的透视原理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学习兴

趣。 

但实践运用时，部分学生在绘画过程中过于注重模仿，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

少数学生还存在找不准消失点与视平线，构图拘谨的现象。后续应强化练习，多设

趣味实操，结合游戏竞赛来巩固知识；还可进一步丰富赏析作品，拓宽视野，为创

作注入灵感，持续提升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