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绘画构图初步美术教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绘画构图初步美术教学反思篇一

一、教学目的、要求

1、指导同学运用折、剪、镂等制作方法，创作富有个性和形
式感的新颖城堡。

2、初步掌握立体造型的基本方法。

3、提高同学对建筑物的审美能力和创新意识。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让同学形成立体造型的`初步意识

难点：运用不同制作方法，发明新颖的城堡

三、教学用具

卡纸剪刀双面胶多媒体设备

四、教学课时

一课时

五、教学过程



1、组织教学：常规进行

2、讲授新课

a、导入

（1）同学们认识这个字吗？凹。谁能将这个字在纸边上剪出
来

（2）老师这里还有一个凸，谁又会剪这个字？

（3）真棒，你们愿意接受挑战，将凹凸两个字同时剪在纸边
吗？大家试试

b、欣赏

你们真聪明，我也剪好了，和大家不同的是老师多剪了几个
凹字，大家看像什么？

c、示范

3、同学练习，教师巡回指导

4、作品展示

绘画构图初步美术教学反思篇二

三年级的小朋友天真烂漫，喜欢新奇的东西，《梦幻中的城
堡》带有一些神秘的感觉，给小朋友很多想象的空间针对小
朋友都喜爱动画片这一特点，我特地搜寻了一些在美丽的动
画片中城堡的种种造型在课堂上展示给小朋友看，让他们自
己亲身体验一下不同的城堡会带来怎样的感受。

在这节课中的重点是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创作技法，如如何



运用剪贴、镂空、折、画等技法，难点在于如何让学生了解
什么是梦幻，引导学生体会城堡的不同造型，引发学生的想
象和创作能力。

在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多媒体城堡的展示，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语言必须
要生动，所选的动画题材必须具有吸引力，而又不离开“梦
幻城堡”这个主题，通过现实中的城堡和动画片中的城堡造
型对比，加深学生对“梦幻”这个词的理解，并从不同的多
媒体题材当中不知觉中体会到城堡的各种造型，对其后的创
作可起到启发的作用。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必须让学生多
发言，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加强小组合作的意识，让学生在作品展示中得到肯定和赞赏，
激发学生爱好艺术的情感。

最后还需注意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要提醒学生注意剪刀的
安全使用和创作完后收拾和整理桌面，培养学生环保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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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的整体化处理效果比较理想。

2、倡导了自主参与、思考创造的学习方式。

3、课堂气氛活跃，和学生配合默契。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小孩子们身上更是蕴含了许多成人想象
不到的能力，只是平时我们成人包办、代替的太多，不要小
看任何一个学生，很多时候不是他们真的“不行”，而是我们
“不认为”他们行。让孩子们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
他们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让他们尽情地舒展自己的枝叶，
展开想象、创造的翅膀，这样他们才能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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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及有创意的角色模仿，启发学生对城
堡展开想象。通过对动画片的欣赏，开拓学生思路。

2、指导学生用各种材料采用折，剪，镂，绘制等方法，创作
出富有个性特点和形式感的新颖城堡。

课时2课时

教学实施

一、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好提供给学生的彩纸，线，橡皮泥，kt析，像塑
板等各种材料，及欣赏用的动画艺术作品。

2、学生准备一些废旧盒子和其它材料。

二、课堂教学

1、引导阶段

让学生扮演国王与王后，王子与公主，并且分别夸张地描写
自己城堡的外形，他们想对自己的城堡进行改造请“大臣
们”（学生）为他们出谋划策。

让学生分小组相互交流自己对城堡的理解与想象，“大臣
们”（学生）根据自己对城堡的理解与想象，交流设计想法
和表现的形式。

2、发展阶段

肯定学生的大胆构思，激励学生打破常规，自由地创造和表



现。

鼓励学生选用自己喜欢的材料进行创作，通过大胆的想象与
构思，用剪，镂，折，贴，画等制作或表现的方法，表现一
幅较抽象的画面。

在作业过程中，指导学生设计的形式要与使用的材料相适合。

展出制作完成的深长作品，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描述自
己设计的作品，收拾和整理桌面，地面，保持教室环境整洁。

三、课后拓展

1、积极指导学生如何去欣赏动画片中的城堡，培养学生欣赏
美，发现美的能力。

2、鼓励学生根据生活与学习中各种有趣的内容，采用变形与
夸张手法进行创作，也可以收集各种材料尝试作，学做小艺
术设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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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公开课，想摆脱已往总是讲“造型.表现”领域的课。
于是把课定成了三年级的“设计.应用”课——《机器人》。

讲课之前有很多的担心，最担心的是学生对机器人的了解不
够多，其次担心的是学生能不能在预留的十五分钟时间内完
成机器人的设计草图等。把教辅上的教学目标、重难点反复
琢磨后，觉得教材预设的目标太过高大上，要让学生能将自
己的生活与机器人又所连接，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目标，或
者说有侧重点的达到一个目标，或者是创意，或者是造型，
我选择了创意。考虑到学生现在看久了大屏幕，所以就换了
个思路，自己用卡纸做了一个机器人手偶，让机器人手偶
以“使者”的身份，带领师生一起走进机器人世界。接下来



用抢答环节的三个问题完成机器人概念的教学。礼包奖励环
节让学生大致明白机器人操作系统的分类。以参观机器人家
族为主线欣赏不同功能的机器人，欣赏过程中带领学生分析
机器人的外形、功能。以机器人外出工作为由参观机器人画
展，也就是欣赏学生创作的机器人。总结出机器人的外形要
服务于它的功能。最后我做了简单的示范，根据自己生活中
的需求为自己设计的机器人添加不同的功能。整个讲课过程
用二十分钟，预留十五分钟给学生创作，五分钟进行展评和
拓展。在课堂上，一切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思路进行。学生的
参与度比预想的情况要好些，半数学生在预留的十五分钟内
完成了机器人草图的设计。课后，我将学生的作品进行了分
析，也邀请组内的教师及时进行了评课。从中发现了自己在
这节课上的设计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自己在课前的准备还是不够细致，导致自己在各环节
的过渡时语言不够准确和精炼，随意性较大，讲课用时较长，
学生创作时间紧张。因为时间关系，提前备好的拓展部分没
能进行。

其次，对学生思维的引导太过于局限，局限于解决学生自己
生活中的问题，没有将机器人的社会属性渗透在学生的学习
中，所以学生的创作也就主要是围绕着为家庭服务来进行，
这是整节课很大的缺失。有部分学生临摹和参照了我的范画，
说明在课堂上还是没有挖掘出他的创新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