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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
总结应该怎么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
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剪纸艺术总结 剪纸教案篇一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最后两个自然段。

2.联系上下文并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理解“熟能生巧，总
剪，手都有准头了”这句话的含义。

3.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感受姥姥的心灵手巧、勤劳善良和对
“我”的浓浓的亲情，感悟作者字里行间流露的对姥姥的思
念和依恋。

[教学重点]体会“我”与姥姥之间的浓浓亲情。

一、欣赏剪纸，复习导入

1、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姥姥的剪纸》(齐读课题)，姥姥的剪
纸可有名了，老师今天专门为同学们搜集了几幅姥姥的剪纸，
请大家欣赏！

(课件出示，欣赏剪纸)

2、看着这么多精美的剪纸，你想说点什么？

二、学习1-2自然段，初次体会姥姥剪纸的“神”



姥姥的剪纸的确是又漂亮又逼真，你知道乡亲们是怎么赞叹
的呢?请你打开课文，自由朗读1-2自然段。

1、谁来当一回老乡，夸一夸姥姥的剪纸。

(指名学生朗读)

2、姥姥。真是剪什么像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人物、动物、
植物、器物，无所不能。用一个字来称赞，那就是--“神”。

3、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呢？

指名回答，并相继板书。（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惟妙惟
肖…）

三、学习3-6自然段。再次体会姥姥剪纸的“神”

1、姥姥剪纸的“神”还体现在哪里?请你快速朗读3-6自然段，
划划相关句子。

2、学生汇报：

a、噢，捂住姥姥的双眼也能剪?肯定你没捂紧，让姥姥从手指
缝里偷着往外看了。

b、你从哪些句子可以看出姥姥没偷看？

3、那让我们赶快去欣赏一下姥姥摸着黑剪的“喜鹊登枝”图
吧。

(课件出示“喜鹊登枝”图，)

4、同学们，你感觉这幅“喜鹊登枝”怎样?

5、指名朗读，读出这份惊叹。



6、姥姥这么高超的剪纸技艺是生来就有的吗？文中姥姥的那
一句话就道出了这个秘密？(课件出示句子；“熟能生巧，总
剪，手都有准头了!”)

7、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a、“熟”指什么？“巧”呢？“手能生巧”什么意思？

b、结合你的生活体验说说对这句话的理解。

8、姥姥是如何达到手能生巧的呢?谁能用文中的句子来回答？

a、齐读：数九隆冬剪，三伏…

从中说明姥姥是一位怎样的人？（板书：姥姥心灵手巧）

10、除此之外，姥姥还是一个怎样的人？

a、出示第3自然段

b、抓住“广结良缘、有求必应”进行理解

c、指导朗读

板书：勤劳善良

四、学习7-12自然段。体会姥姥剪纸的“情”

学生汇报。

指名读这两幅图,思考：

a、姥姥剪“牛和兔子”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拴住我）



b、你从这个“拴”字中读出了什么？

（读出了姥姥对我的--关心、爱护、疼爱……）

c、分角色读课文中“我”与姥姥的对话：

读出我的顽皮、可爱，读出姥姥的慈祥、读出姥姥对小孙子
的疼爱来。

如果说姥姥最初拴住的是我的身体，那后来拴住的则是我的
什么呢？

4、从那时候起，我总是缠着姥姥剪兔子和老牛，它们形象各
异--引读--姥姥剪的兔子和老牛无论形象怎么改变，都有一
个共同点，那就是--引读（兔子总是在玩耍，老牛总是在干
活）。从此段话中你体会出作者饱含了什么感情呢？（赞美、
依恋)

原来姥姥的剪纸会说话、能传情，传达的是浓浓的祖孙
情。(板书：浓浓亲情)

五、学习13自然段。体会姥姥剪纸的“梦”

2、姥姥的期待是什么?

3、请你给这幅剪纸取个名。

5、你读出了姥姥牵挂的是一颗什么样的心？（思念的心、依
恋的心、感恩的心……)

6、指导朗读最后一段，读出姥姥对我的牵挂、我对姥姥的思
念。

课外拓展



七、课堂总结:剪纸不仅展示了姥姥的心灵手巧、技艺高超，
更体现了姥姥对“我”的疼爱与牵挂，同时也寄托了“我”
对姥姥的思念和依恋。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份寄托浓浓的亲情
的见证--姥姥的剪纸（读题）。

八、作业：

1、抄写课堂上积累的四字词语和俗语。

2、课后小练笔：课件出示一幅剪纸，仔细观察，写一段话。

板书设计

12、姥姥的剪纸

剪纸：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姥姥：心灵手巧请老善良

浓浓亲情

剪纸艺术总结 剪纸教案篇二

新年快到了，各班老师都剪了很多漂亮的窗花装饰教室，这
些美丽的窗花不仅给教室增添了节日的喜气，而且很多孩子
特别感兴趣的问“老师这些窗花真漂亮，是怎么剪出来
的。”“老师为什么要贴这些东西在教室里。”剪纸蕴含这
对新年的祝福。所以，我想设计以剪纸为主题的活动。

1、初步了解关于剪纸的一些知识，欣赏剪纸的多样性，感受
剪纸的美。

2、感受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萌发民族自豪感。



3、了解剪纸的工具和材料，尝试剪简单的窗花。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让幼儿了解剪纸的一些基本知识，注意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并
试着自己动手操作。

1、让家长协助幼儿收集各种各样的剪纸、图片或者相关书籍。

2、教师准备关于剪纸由来的相关故事。

3、剪刀、红线等制作材料。

一、观察剪纸窗花

1、老师讲述故事《剪纸的传说》，激发幼儿兴趣。

2、今天，老师带小朋友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哪里有中国特有
的艺术品，小朋友猜猜是什么呀？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二、了解剪纸

1、刚刚小朋友们看了那么多漂亮的窗花剪纸，它们都是用纸
剪的。你们想想它们都有些什么图案？都是用什么颜色的纸
剪的？（和和美美、年年有余、鱼跃龙门、十二生肖等。都
是用红色、黄色的纸来剪的。）

2、那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些颜色吗？因为红色、黄色
看上去都特别的喜庆、美丽，代表着吉祥、如意。

3、老师出示剪纸画，谁来说说这些窗花的图案代表什么意思？
（幼儿自由讨论）



4、你们喜欢剪纸吗？为什么？

5、剪纸画不仅漂亮而且又带着美好的祝愿，所以大家都喜欢
它。

三、动手剪

1、你们家里有剪纸画吗？很多地方都有漂亮的剪纸画，那我
们现在就来学一学剪纸。

2、老师示范讲解

3、幼儿尝试简单的剪纸画，老师巡回观察并进行个别指导。

四、交流、欣赏

幼儿之间相互进行学习剪纸画感受，并欣赏作品。

五、延伸活动

请家长带孩子到各商场去感受剪纸的魅力，回家后和自己一
起动手，装扮自己的小屋。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我选择了过年期间常见的剪纸并在新年
来临之际作为活动内容，贴近幼儿的生活实际。在教学时注
意对幼儿进行引导和指导。从而培养他们动手的能力和感受
人民的心灵手巧，热爱民间艺术。

剪纸艺术总结 剪纸教案篇三

丰富幼儿美术表现经验，鼓励幼儿用遮拦的画法创造性地表
现生活印象。

一、 导入



师：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小朋友都来参加，看看谁最棒。

（游戏中幼儿静止时）

师：谁能给游戏中的小朋友拍张照片？并对大家说说，你都
拍到了什么？

幼1：我看到**和**在一起。

幼2：我看到**站在**的后面。

师：你能具体说说他们都在做什么吗？

幼1：**的头低着，两只胳臂是弯着的，他的一条腿往前伸，
还有一条腿被挡住了，看不见。

幼2：我只看到**的手往上伸着，他的头昂着，其他部位被挡
住了，我看不到。

幼：好多的人在一起叫人群。

师：你在哪里见过人群？

幼1：在马路上。

幼2：在操场上。

幼3：在超市里……

师：你们能把你们见到的人群画下来吗？咱们比比，谁画的
人群最好看。

二、 作画

教师出示范画，幼儿欣赏，注意画出人物的不同角度，画出



被遮挡的人群。教师对有困难的幼儿给予一定的指导。

三、 欣赏

师生共同欣赏作品。

剪纸艺术总结 剪纸教案篇四

剪纸，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它源远流长，经
久不衰，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瑰宝，已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
的一种珍藏。那些质朴、生动有趣的艺术造型，有着独特的
艺术魅力。最早爱上剪纸是因了童年的记忆。

记忆中，每到秋末冬初，北风肆虐时，土屋的窗棂，总是从
缝隙里吹进刺骨的寒风。这时，母亲总是买回一些白纸和红
纸，白纸贴窗户，红纸则用来剪窗花，贴在窗上做装饰。那
时，看着一张张普通的红纸，在母亲手中霎时变成一幅幅美
丽的图案，心里既好奇又崇拜。不一会，一朵朵花绽放，一
只只蝴蝶振翅欲飞，中间有一个美丽的团花图案。再看窗户，
变得焕然一新。那时，幼小的心中已经播下了对剪纸喜爱的
种子。

长大后，热衷于一些具有民族风情的东西，更向美术老师学
着剪一些简单的图案。也曾向母亲学习，也只是学来了一些
皮毛而已。可是那份对剪纸的喜爱却与日俱增。

后来，走上了工作岗位。这份兴趣也不觉搁浅。一次偶然，
要去讲一节公开课《轴对称图形》，因为对称的知识里面涵
盖了很多的剪纸艺术，剪纸这一古老的文化再一次走入了我
的脑海，给了我灵感。数学课和手工课的整合，或许能够开
启另一扇数学几何教学之门。整堂课由剪纸贯穿始终，让学
生对剪纸的观察引出对称，由学生渴望做一幅简单的剪纸图
案，进入对轴对称图形的学习，剪纸完后又让学生说剪纸的
方法，渗透数学知识，最后应用所学知识制作一幅对称的图



案，最后到学生的作品展示和欣赏，把整堂课推向了高潮。
那是一节最难忘的课，一直到下课，我看到了孩子眼中的不
舍，看到了听课老师眼中的欣赏。剪纸，让一群陌生的孩子
喜欢上了我，从而也喜欢我所教的学科。也是那一节课，为
我以后的事业打开了成功之门。剪纸，给我的事业增色。

平时闲暇时，也曾在自习课上教孩子们做一些简单的剪纸，
看着一幅幅平淡无奇的各色纸张，在他们的手中变成一幅幅
美丽的图案，看着他们脸上绽开的笑容，那份欣慰也暖了我
放飞希望的心。而我最喜欢剪蝴蝶，也能把蝴蝶剪得栩栩如
生。内心中因了对梁祝化蝶的凄美，因了对破茧成蝶的美丽
和执着，才对蝴蝶钟爱有加，所以总是一次次让手中的纸变
成一只只振翅欲飞的蝴蝶。剪纸，丰富了我的业余时光，也
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

今日，看着相册中那一幅幅的剪纸图案，又一次触动了被封
存的记忆。那一年的那一天，一份来自千里之外的剪纸，曾
帮我在那堂课上让孩子们耳目一新。那栩栩如生的三边剪纸，
一幅幅关于大西北人生活的画面，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文
化，和同样淳朴的人!艺术，从来都是来源于最真实的生活。

剪纸艺术总结 剪纸教案篇五

从字里行间体会姥姥的心灵手巧，读出姥姥的舐犊情深，读
出作者的心梦之境，读出对亲人的感恩、对童年的眷恋之情。

第二课时

一、教学1－3自然段。

1．作者只要忆及乡亲们的啧啧赞叹声，他立刻就会回想起左
邻右舍的窗子上姥姥剪的窗花。书上哪几自然段写了这些内
容？（1-3自然段。）



知道什么是“小屯”吗？这个开头写得很有特色，特色在哪
里？

（由远到近地写。从大平原到小屯到左邻右舍最后到窗子，
一步一步缩进，像电影镜头推进一样，最后定格在窗户上。）

这种写法，让你感受到什么？一个“都”字，还让你感觉到
什么？

当作者写下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是怎样
的？

带着自豪的赞叹的开心的温馨的心情读读。

出示：“你姥姥神了，剪猫像猫，剪虎像虎，剪只母鸡能下
蛋，剪只公鸡能打鸣。”（指导有韵律地、有节奏地赞叹一
番。）

4．请注意这番话中乡亲们仅仅是在赞叹姥姥剪什么剪得活灵
活现？

除了动物，姥姥还会剪什么？书上怎么说的？

请你扮演乡亲们，学着书上这句话的韵味和形式来夸夸姥姥
剪的其它东西，前后同学先互相夸夸。（大屏幕出示：你姥
姥神了，剪像，剪像，剪个，剪个。）

5．听着乡亲们的啧啧赞叹，也难怪作者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忆及乡亲们对姥姥的这些啧啧赞
叹声，我的心境与梦境就立刻变得有声有色。（师指点板书
上的“有声有色”。）

二、教学4－12自然段。

2．默读课文中描写这些事情的段落，把你觉得甜蜜的、温馨



的、依恋的地方用波浪线画下来，反复地在心中读上几遍，
让心绪随着波浪荡漾开去。

3．交流朗读:把你觉得甜蜜的、温馨的、抑或是依恋的地方
读给大家听听。师点拨理解。

你能把“我”的调皮劲儿读出来吗？

我的“刁难”手段就是——死死地捂住姥姥的双眼，让她摸
着剪窗花。

谁再来读读这句话，把姥姥的眼睛捂得再紧点儿？

（2）“我服了，可还耍赖：‘姥姥，你从我手指缝里偷着往
外看了！’”

剪纸艺术总结 剪纸教案篇六

1.学习运用剪纸的方法和技能进行人物剪纸。

2.培养学生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创造精神。

3.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的民间艺术。

教学重点与难点：剪纸的技巧。

1、剪纸人物范作。

2.幻灯。

3.彩色纸、剪刀、小刀、浆糊、铅笔。

剪纸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剪纸作品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民
间传统手工艺品之一，它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如贴在窗户上、门楣上等等。它是把绘画和雕刻相结合的一



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内容方面来分，
除了我们学过的角花剪纸、纹样、花边剪纸外，便是我们今
天要学的人物剪纸(板书课题)。

2.学生回答上述问题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欣赏、分析。
这些剪纸人物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但是它们所采取的剪的
方法却不一样。有的是剪，有的是刻，有的是剪与刻相结合。
刻的时候，又同时运用了阴刻和阳刻两种方法。教师结合课
前剪好的范作分析这些方法的处理和运用，使学生了解得更
加清楚明白。

教师一边讲解一边示范剪法。

1.轻轻地、简洁而概括地描出草图(背面更好);

2.处理剪刻方法。要注意剪纸的整体性，千万不能散落。教
师随时把剪刻的每一步放在幻灯上打出来，必须让每一个学
生明白这一点。

3.选好与剪纸颜色相配的底纸进行粘贴，粘贴时浆糊不能太
多，而且要相当的耐心细致。

要求学生按步骤进行：大胆构思，轻描图样，精心剪刻，小
心粘贴。(板书)

教师巡视指导。

剪纸艺术总结 剪纸教案篇七

。

1、引导学生基本了解剪纸的特点。

2、初步掌握剪纸的设计制作过程。



3、激发激发对民间艺术的热爱，培养学生对美术的持久兴趣。
教学重点了解我国民间剪纸艺术的历史文化和相关识。

认识和学习阴刻和阳刻的特征和制作方法。

1、收集各种剪纸作品。

2、准备彩纸、剪刀等制作工具和材料。

（一）导入。

1、同学们看，老师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剪子）

3、师现场剪制作品。

（1）看老师剪出了什么？（连体娃娃）

（2）在什么时候能用到它？（过年里，节日里，舞台上）

4、：剪纸是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它历史悠久，风格独特，
深受国内为人士所喜爱。

（二）新授。

书中也有一些漂亮的剪纸作品，我们来共同欣赏。

1、看书中有两幅剪纸图片，谁知到这剪的是什么？（狮子）
师：狮子在我们国家可是一直带有吉祥的动物，所以人们喜
欢把它制作出各种各样的作品。

3、在我们有两种剪纸风格一种是（北方的剪纸）风格（朴素、
简练）一种是（南方的剪纸）风格（清秀、细腻）

（三）小组讨论：



师：（剪掉的是阳刻，留下来的是阴刻）“在黑板出示剪纸
图片”。

2、能给他们起个优美的名字吗？（可以用四个字的成语）

3、书中啊还有一幅美丽的剪纸作品，你们想不想去看一看？
（介绍抓髻娃娃）

4、我们已经欣赏了这么多的剪纸作品，那你们知道剪纸的方
法吗？

（1）先叠后剪。

（2）先画后剪。

5、第一种方法同学们在剪制之中，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
采用第二种方法先画后剪。

（四）学生展示作品。

（五）师：，剪纸艺术小到我们的农家小院，大到电视舞台
上，老师希望你们能把剪纸艺术延续下去。

剪纸艺术总结 剪纸教案篇八

今天我参观了博物馆，其中民俗文化的丰富让我大开眼界，
我特别喜欢那些美丽的剪纸。

中国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因材料易得，而且贴近生活，所
以剪纸成为了最普及的民间传统艺术。

“楼空做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唐，李商隐。

“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



剪纸在民间是用剪刀铰出而主，有的艺人使用刻刀，还有的
可以一刀多纸提高效率。人们在节日，用彩色的纸剪成各种
花草、动物或人物故事，贴在窗户上，叫“窗花”、门楣上叫
“门签”作装饰，也有作为礼品或刺绣花样的。

剪纸能延续到今天，是经过那些乡村巧手的一辈辈传承，是
他们默默地谱写着民族艺术史中无声的乐章，才让我们今天
能够看到这些精美的传统剪纸艺术。

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今天，我要向大
家介绍的就是传统文化——剪纸啦!剪纸的种类有很多，比如：
窗花、喜花、礼花、鞋花、门筏、湾州布影、斗香花、剪纸
团花、剪纸旗幡、剪纸汉字、剪纸图画等等。我次就只介绍
介绍剪纸图画、剪纸汉字和剪纸旗幡。

剪纸汉字也是先拿出一张纸，然后在上面剪出一些汉字，还
可以剪艺术字呢!我也曾经剪过，非常的漂亮，不信，你自己
试试!你看了准会说很好看，因为这是以前传下来的吗!

剪纸旗幡我也做过，我先拿来一条分米的棍子，再拿来一张
纸，吧之间成一个三角形的形状，最后再把纸粘上去。就做
成了，你试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