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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教学设计 

艺术与设计学院：宋紫莹 

 

教学课题 《我的名字》 授课课型 新授课 

授课教师 宋紫莹 授课时间 2024年 12月 12日 

教材 

分析 

新教材一年级上册美术第一单元“龙的传人”，本课以“我的名字”为主题，结

合单元要点“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引导学生探索中国汉

字的独特魅力，特别是象形字，并通过创意绘画活动，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创新能

力。 

学情分析 

本次课程针对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刚刚踏入正式的学习阶段，对汉

字的认知和书写能力非常有限，但好奇心特别强，对新事物充满探索欲望。学生已经

初步掌握了拼音，但对汉字的学习还处于起步阶段。他们对形象生动、色彩丰富的事

物特别敏感和感兴趣。因此，课程需要特别注重直观性和趣味性，通过丰富多样的活

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同时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给予必要的指

导和支持，帮助他们顺利过波到正式的学习环境中。 

教 

学 

目 

标 

知识与 

技能 

知道最早的汉字是由简单图形演变而来以及悠久的历史；理解象形字的基本概

念、特点，尝试运用身边的自然物、人造物以及线条、形状、色彩等造型元素，创造

性地表现自己的名字。 

过程与 

方法 

通过欣赏、观察、对比、思考，发现象形文字的造字方法，体会象形字的字形

美，在探究自己“名字的故事”过程中感受象形字的意象美。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在感受象形字的字形美和意象美的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增强学

生对民族传统文化和自我的认同感。 

教学重点 
了解象形字的造字方法及发展历史，感受象形文字的美，运用点、线、面及色彩

装饰自己的名字。 

教学难点 
根据想要表达的名字字形大胆展开联想，运用象形造字法表现出新颖有趣的名

字画作品。 

教学方法 讲授法、直观演示法 

教学准备 幻灯片课件、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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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师：请看老师带了什么到我们的课堂？猜猜它是谁？ 

生：龙！ 

师：（模拟小龙说话）好多人啊！你们好。请问你们是谁？ 

师：同学们请自我介绍一下吧。 

学生自我介绍。 

师：咿，我们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师：（模拟小龙说话）这是我的名字。（象形文字：龙） 

师：同学们你们认识这个字吗？ 

学生回答。 

师：（模拟小龙说话）我的名字是龙，你们可以叫我小龙。同学们太多人了，

小龙记不住。 

师：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我们把名字做成名字卡，这样看到名字卡

就知道谁叫什么名字了。如何制作呢？让我们走进新课《我的名字》。 

（板书：我的名字） 

 

（二）新课讲授 

环节一： 

1.师：制作名字卡前我们好好了解“汉字”。小龙，为什么你的文字跟我们现在

的汉字不一样呢？ 

师：（模拟小龙说话）这个叫象形文字。跟着我，带你们去了解我们远古龙族的

文字。 

小龙：同学们，请你们记住象形文字，待会还要玩象形文字的游戏哦！ 

观看视频《商人的一天》 

2.小龙：这就是远古时期的文字。小龙我要考考大家记住了没有。男生女生各为

一组进行男女 pk。当我出示象形文字时，同学们要找出对应的汉字看看哪个小组最

厉害！ 

两个小组派代表上台进行游戏，准备好后教师点击空白处，会出现象形文字。 

学生开始玩游戏。 

小龙：看来第一关是我们（男/女）方答对了。 

教师点击“小红花”，在对应的小组下点亮“小红花”。再点击“第 2 关” 换代

表上来继续闯关。 

小龙：看看第 2 关会是哪方胜出呢？同学们可以一起帮助他们哦！ 

学生玩游戏，胜者教师点击“小红花”进入的页面里，点亮胜方的小红花。再点

击“第 3 关” 换代表上来继续闯关。 

小龙：这次换了个游戏方式，同学们对应象形文字找图片，胜者得一朵小红花。 

学生玩游戏，教师按照上方步骤重复操作。直到第四关结束。 

小龙：看看我们的小红花，哪方胜出了？ 

学生回答。 

3.师：同学们可真厉害，刚才闯关中出现的象形文字，请观察，你是通过什么认

识它们的？它们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学生回答。 

师：古时候人们如何通过图案变成象形文字的呢？请观察，这是什么？ 

生：月亮 

师：人们通过观察月亮变化，根据它的创造出象形文字，外面的线条表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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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弯弯的月亮。 

师：里面的点，表示发光的意思。说明月亮会怎么样？ 

生：发光。 

4.师小结：这些古文字都是象形字，它们像画一样生动形象，美丽有趣。我们的

祖先最早是根据事物的形象来造字的，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慢慢变成今天的规范汉

字。 

环节二 

1.师：请看课本第二页，谁来说一说，这些象形文字是什么汉字？ 

学生回答。 

教师出示“杨”字 

师：请观察，“杨”字哪里可以用象形文字表示？ 

生：木字旁可以用象形文字表示。 

师：把木字旁换成象形文字。一个有趣的名字卡就完成了。 

2.小龙：还可以把它变得更漂亮吗？ 

师：当然可以，同学们想象一下，这个木字，你联想到生活中的什么景物？ 

生：树木。 

师：老师跟你想的一样，也是联想到了树木，那老师把木字画成一颗树！杨字右

边飘的两条老师联想到了柳树的树枝，看看老师是如何给它进行美化。 

3.师：老师运用自然物添加到名字里，让名字变得漂亮起来。再看看这个字，什

么字？ 

生：张 

师：观察它，你联想到什么？ 

生回答。教师引导弓字旁像弓箭。长字联想不到等艺术字出示后再解释点、线。 

师：通过联想，张字变成了这样。一旁的长字联想不出，老师就用了美术中常用

的一种装饰手法，请观察长字里面有什么小图案？ 

生：点、圆、线条等 

4.师：对，点和线装饰我们的名字。点和线就属于人造物。 

师小结：这下我们掌握了两种方法给文字进行装饰，一种是？一种是？（指着板

书） 

生：自然物、人造物 

师：这种方法是依字而画 

环节三 

1.师：小龙也学会了这个办法，看看它是如何装饰自己名字设计名字的吧！ 

教师播放示范视频 

师：小龙是如何装饰的？ 

生回答（教师引导是利用自然物进行装饰龙字） 

2.师：看看同学们是如何创作的 

欣赏学生作品，学生说出名字，并说出利用了什么进行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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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同学们发现吗？不管同学们如何设计，我们依旧能看出是什么文字，所以等

会同学们设计的时候，要注意，设计后我们还能看出文字原来的样子。 

3.教师出示作业要求 

学生进行创作 

（1）展示与评价 

学生作品展示 

师：这些是已经完成的作品，请这位同学向小龙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卡。 

学生评价作品 

（2）总结与拓展 

师：课堂接近尾声，同学们，这节课你收获了什么？ 

学生总结 

课后拓展：回家询问父母自己名字的寓意。 

作业要求： 

利用自然物、人造物装饰我们的名字，大胆上色，制作名字卡。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一、教学效果及其分析 

 1.效果：学生基本能用绘画表现自己的名字，大部分作品具有一定的创意和个

性。通过课堂互动，学生对自己的名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提高了自我认知能力。 

2.优点：教学方法十分有效。采用故事导入的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示范教学法直观明了，化解教学难点。小组讨论法分享了创意，开拓了思维。 

3.不足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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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把握不够，导致学生展示作品和交流的时间相对较少。 

二、改进措施 

 在今后的教学中，更加注重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创新，培养学生的创造

力。进一步提高时间管理能力，合理安排各环节，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展示和交

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