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 比例的时间旅行——认识比例 

课时 第 1 课时 授课类型 欣赏与评述 

 

教学目标 

1、 了解比例的两大类型：标准和变化，理解两者各自的表现形

式及表达的感情色彩，从而掌握从比例层面来鉴赏艺术作品的能

力。 

2、 通过观察和体验两大比例不同的特性，提升学生对艺术作品

的感知能力、赏析能力及艺术知识储备。 

3、 学生能够体验不同的比例带来的乐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

情趣和能力，产生对美术的持久热爱。 

教学重点   使学生认识和理解比例的两种类型，理解对应的表现方式，感

受所表达的情感。 

教学难点   使学生能够从比例的方面分析作品，感悟作品蕴含的情感色彩，

并且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直观演示法。 

教学准备   教学 PPT 准备、教学头身比教具准备、名作照片准备、报告板

准备。 

教学过程  

一、 趣味导入： 

引导学生背诵《望庐山瀑布》并且点出“飞流直下

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于是在黑板上画出

等大的瀑布和李白，提问学生是否有此句诗的感觉。

答：没有。师问：那怎样能营造这种感觉呢？生答：

把李白缩小，或者把瀑布放大。师答：这就是改变两

者的比例，本课我们来学习美术中的比例。板书：比

例。 

 

二、 遨游美术史，感受新知： 

1、认识标准比例： 

引导学生开启本课的美术史时间旅行。在旅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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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请我们同学完成一份调查表格。（板书：分类、表

现形式、表达感情） 

 

（1）、 表现形式：头身比和眉脸比； 

表达感受：真实且科学。 

首先来到 15 世纪文艺复兴的欧洲，遇到了达芬

奇，他拿出他所绘制的《维特鲁威人》向我们介绍他

所研究的标准比例。（板书：标准比例） 

随后老师请一位同学来用教具实践一下，达芬奇

所绘制的标准的人体比例是多少。（教具使用）教师总

结。（板书： 头身比：1：7） 

引导同学思考人体中还有什么比例，展示各个年

龄阶段的面部图片，引导同学思考面部的哪个部位的

位置对面部影响最大，思考完毕选一位同学上前来画

出来，学生画出眉线位置，教师总结。（板书：眉面比） 

结合图片，体会感受，生答：真实、科学。（板书：

真实） 

 

（2）、 表现形式：黄金比例； 

表达感受：协调且完美。 

告别了 15 世纪的达芬奇我们继续出发，这次时光

机将我们送得更远了，我们来到了公元前 300 年的古

希腊，我们遇到了数学家欧几里得，他跟我们介绍了

黄金比例，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欧几里得研究的黄

金比例究竟是什么？ 

播放视频，（板绘黄金比例螺旋）向学生介绍什么

是黄金比例。 

以名作《神奈川冲浪里》《带珍珠耳环的少女》为

示例，请同学们思考其中哪里运用了黄金比例。请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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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学上台画出黄金比例螺旋。 

引导学生思考运用黄金比例的作品给我们什么样

的感受，生答：完美，协调。 

 

 

2、认识变化比例。 

引导学生思考除了标准比例还有什么样的比例。

答：变化是扭曲的比例。 

 

（1）、表现形式：变化某一部分的比例关系； 

表达感受：诙谐，讽刺。 

乘坐时光机返回近代，我们来到了哥伦比亚，碰

巧遇到了被誉为国宝的画家博特罗的画展，我们来看

看他的作品中是怎样运用比例的。 

作品展示，将博特罗的蒙娜丽莎与达芬奇的蒙娜

丽莎对比，问作者改变了什么比例，答：把人变胖。

教师总结，补充博特罗喜欢将人画胖借以讽刺那些虚

伪的政客。 

引导同学思考变化比例的其它表现形式，答：把

人变瘦。 

乘坐时光机我们来认识一位专门创作瘦人的艺术

家，他的名字叫做贾科梅蒂，他说他是一名雕塑家，

我们跟着他来到了他的雕塑展，教师补充介绍十九世

纪的二战背景对人们的影响，引导学生思考他为什么

将人雕刻得这么瘦。 

教师补充，贾科梅蒂是一位反战艺术家，他所创

作的瘦小的人，表现出人们在十九世纪二战时期所遭

受的苦难与折磨，而雕塑本身所用的物质又是及其坚

硬和沉重的，从而表达人的肉体虽然干瘦，但却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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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充满“质量”的灵魂。 

引导学生思考，从这两幅作品分别感受到了什

么？生答：诙谐、讽刺。 

 

 

三、 角色扮演，鉴赏实践： 

诚邀各位美术评论家完成老师所发布的鉴赏任

务： 

任务 1、在五分钟内，结合本课所学知识从比例

角度鉴赏分析本幅作品，并结合自身知识储备撰写一

份鉴赏报告。 

任务 2、撰写完毕组内进行分享讨论，推选出最

优美术评论家稍后进行分享和讲解。 

 

 

四、 成果展示： 

任务 3、邀请每组最优美术评论家进行鉴赏分享，

且将本组的作品资料和鉴赏报告贴到告示板上以供其

余小组评论家课后进行欣赏学习。 

任务 4、全班推选一位本课最佳美术评论家并颁

发奖章。 

  

 

五、 作业布置： 

根据老师发布的作品内容，结合本课学习过的知

识以及自身储备知识进行鉴赏评述，上交一份不少于

200 字的鉴赏文章，优秀者的鉴赏文章将被编入本学

期美术鉴赏书刊中，美术鉴赏书刊会在期末发放给每

位同学的家长进行阅读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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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该课程在原来的比例书本内容上进行了拓展，但设计多探讨

人体比例，对于建筑作品比例探讨较为缺少。本课在课程的开始

发布调查任务清单，以时光旅行的方式带领同学，游览艺术史上

各种活用比例的艺术家和名作，使学生身临其境，同时拓展了学

生的美术史知识储备，并且在赏析实践环节进行了充分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