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圆的世界美术教学反思(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圆的世界美术教学反思篇一

《圆的世界》属于一年级上学期美术的“造型·表现”内容。
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运用圆形概括表现生活中的物象，培养
观察、想象力和用圆形进行造型的表现能力，培养善于观察
的习惯，并感受生活中的圆形之美。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发现
很多圆形的物品，它可能是一个七彩的肥皂泡，一个颜色鲜
亮的热气球，一个红色的大灯笼，可能是浩瀚宇宙中的一颗
行星。这些我们都能通过回忆、联想，发现生活中能用圆形
概括的物象，然后学习用图形大胆的表现。在课上我通过吹
泡泡游戏导入，让小朋友产生兴趣，再通过欣赏课件中的'大
量圆形物件来让小朋友把思维打开。我鼓励学生在课上“把
嘴巴打开”，回答问题尽量自信，声音放开，大胆回答老师
提出的问题，应到小朋友一起思考生活中还看到过哪些与圆
相关的物品，总结出生活中你可以见到许许多多的圆。播放
课件时小朋友们很积极地抢答图片上的物品都有哪些，在教
师示范这一环节有的小朋友开始跃跃欲试却又不知从何开始
着手下笔。这时候就要靠老师答疑解惑的机制了，一边示范，
一边讲述回话的细节要点。画圆时先画一半弧线，画慢一点
不要心急，画完一半再画另一半。把同类的物体概括到一个
画面中，画饱满，演示中渗透大小、在画面中的位置、多少、
在变化中体现美感。不要过于潦草，简单，圆形物体宁大勿
小，宁少勿多。涂色时可以有几种方法，可以是和《看谁涂
得更好看》一样在圆里圆外画上自己喜欢的线条和色块；可
以是画出生活中见到的和你知道的圆形物品；可以是将圆进



行再创造，画一幅属于自己的有趣的圆的联想创意画。

通过该节课的作业反馈发现，大部分小朋友们都能较好掌握
画圆的技巧和方法，但还有几点不足：

1.部分同学画圆时不够大胆，导致圆画的比较小，后续造成
涂色上的困难，不能再在圆内画出有趣的花纹和装饰细节。

2.圆的变化不够丰富，有的同学没能很好的组织画面构图，
形式比较单一。这两点在今后的课程中我将寻找更好的解决
方法，继续不断鼓励学生大胆创造和发挥。

圆的世界美术教学反思篇二

课堂教学的设计中,我先让孩子们在吹泡泡的体验活动中观察
泡泡的形状和颜色，然后问孩子泡泡是什么形状的？有什么
特点？学生的回答真的很精彩，有的说：“泡泡有很多很的
颜色。”“五颜六色”、“一碰就破”等之后，趁热打铁让
学生说一说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是圆的呢？学生的回答真的
让我大吃一惊，有的说：“闹钟是圆的”、“鸡蛋”、“太
阳”我心里都在偷着乐，因为有很多的答案，我都没想到。
果然学生的想像力极其丰富的，只需我们老师起到“砖”的
作用，学生的“玉”就顺其自然的出来了！然后学生就可以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表现《圆的世界》了.

通过这堂课,我认为要深入研究教材,在教学设计中以某一方
面为切入点展开教学.发展学生的创造性,让学生在广泛的美
术文化氛围中增强了想象力和表现力,而作为老师,最大的收
获是在教学中适时地引导学生在游戏中发现美,创造美,并愉
悦地参与了他们的活动.面对一年级的孩子,我发现我的教语
言还不够儿童化,语速过快.其次如果我当场在黑板上用圆作
画然后再让孩子来评评老师的作品,这样会让孩子更喜欢上美
术课.所以在今后的教学设计中,我要更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
想象,创新潜能,关注学生的新发现,新思路,抓住他们的思维



火花,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会不断努力的。

圆的世界美术教学反思篇三

很荣幸，被学校学选送到城四校上“20xx涪陵区小学数学专业
委员会第三届年会”的交流课。这次交流课一共有三节，分
别是四校、七校和我们实验小学。我所执教的是六年级的
《走进圆的世界》。

这是我第一次到外面上这种公开课，感觉压力挺大的。一是
没有出去上课的经验，二是感觉总不能辜负学校的信任，给
学校丢脸吧！所以开始上课时还是有点紧张的。当我上到要
学生自己研究这个环节时，心想怎么这么快呢？才发现自己
漏掉了一个判断的环节，当我返回去再做时，感觉整节课就
没有那么流畅了，没办发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失误二：过渡语言不够清晰，显得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不够流
畅。说我没过渡语，我是不服气的，只是我没有表达得清晰。
上课时，有时候我自己都感觉得到自己没把话说清楚。我想
原因有二吧：自己的表达、描述的能力还有所欠缺;其次就是
普通话还有待提高，没能做到字正腔圆。

失误三：课堂气氛不够。平时在自己学校试上，觉得学生还
可以，可是没想到当时学生就是不够来气。这也不能怪他们，
其实你想呀：我上课都还有点紧张，何况是在这种场面下的
学生呢？真后悔，该在上课前几分钟好好和学生交流一下，
一来可以活跃气氛，缓和学生和老师的紧张；二来还可以展
示一下自己的组织艺术多好呀！

上课后的一些感受：

老师的一句话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当我在课上拍着一位
学生的肩膀，说她是老师的知己，说她很棒时，我能从她的
眼神中看出她从内心中流露出的喜悦和激动，自今都让我很



难忘。或许若干年后，她还会记得我给她上的那节课吧。

要上好一节公开课还真难。有人说上公开课就是上表演课，
只要你会表演就行了。其实我是很不认同的，就算你会表演，
学生会表演吗？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工”就算给你
个剧本，没有你平时的教学积累你就能把它演绎好吗？我相
信公开课上得好的老师，平时的教学肯定也是非常好的。公
开课是一个教师综合素质的体现。语言、动作、表情、眼
神……无不展示着一个教师的魅力。有了魅力你还怕学生不
喜欢你、上不好你的课吗？当然如果你不能从内心里喜爱你
的学生，学生又怎能喜爱、信任你呢？…………真难！！！

上完课后，朱校长和李老师都说还可以，比以前有了进步。
其实还真得感谢她们的指导和支持，如果没有她们我也不会
有这么大的进步。有时候真的感觉和智者交流自己也慢慢的
变得聪明起来了，和高手下棋自己的棋艺也提高了！

最近看电视剧《士兵突袭》，常常被主人翁许三多的那种坚
持所感动。他有一句话“人要好好活，好好活就是要做许多
有意义的事。”很为我勉励。我想我们教师也应该有一份坚
持，好好教书，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圆的世界美术教学反思篇四

在上这节课的时候，我先让孩子们玩带来的吹泡泡、溜溜球、
皮球等圆形的玩具，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观察玩具的形状和
颜色，然后问孩子泡泡、溜溜球、皮球是什么形状的？有什
么特点？学生的回答真的很精彩，有的说：“泡泡有很多很
的颜色。”“他们都是圆形的”等之后，我请学生回忆生活
中的圆形物体，再在教室里找找圆形的物体再让学生欣赏生
活中的圆形物体，让他们知道原来这么多的东西的都是圆形
的，接着我用手做成了一个圆形，让学生透过这个手做的望
远镜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问你看到了什么样圆形世界？学生
的回答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有的说：“我看到了圆圆的海底



世界，圆圆的小鱼吐着圆圆的泡泡”。我心里都在偷着乐，
因为有很多的答案，我都没想到.接着我趁热打铁，变魔术一
样把同学们说的圆圆的世界在一张白纸上刷上漂亮的颜色，
一副美丽的圆圆的世界就变出来了，同学们的那个激动劲就
甭提了。也有的同学把我的小把戏给揭穿了，虽然这样，但
是他们都很愿意去表现作品，而我的教学目的也就达到了。
过了一会儿，孩子们陆续画完了。

我边走边浏览，很大一部分的孩子的作品是这样的：圆圆的
小鱼在吐泡泡；圆圆的水果世界在举行晚会；圆圆的小熊在
晒太阳；美丽的向日葵花在跳舞……画很美，很有趣！孩子
们的作品，他们知道是在用圆形的基本组合来创作他们所能
联想到的`与圆有关的！果然学生的想像力士极其丰富的，只
需我们老师起到“砖”的作用，学生的“玉”就顺其自然的
出来了！

在课后我也进行了反思，我觉得本课重在启发学生的思维，
去展开丰富的想象，拓宽他们的创作思路。可是在实际教学
中学生的思维似乎受到了什么牵制，并不能如我开始所设想
的那样去发现很多生活中常见的物体。我想如果能和学生一
起观察和表现圆形物、引导学生将圆形物刻画得更细致、更
有趣、更生动，鼓励学生主动、大胆的进行图形的联想，这
样可能会更好去进—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表现能力和创
造能力！

圆的世界美术教学反思篇五

学生的回答真的很精彩，有的说：“泡泡有很多很的颜
色。”“他们都是圆形的”等之后，我请学生回忆生活中的
圆形物体，再在教室里找找圆形的物体再让学生欣赏生活中
的圆形物体，让他们知道原来这么多的东西的都是圆形的，
接着我用手做成了一个圆形，让学生透过这个手做的望远镜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问你看到了什么样圆形世界？学生的回
答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有的说：“我看到了圆圆的海底世界，



圆圆的小鱼吐着圆圆的泡泡”。

我心里都在偷着乐，因为有很多的答案，我都没想到。接着
我趁热打铁，变魔术一样把同学们说的圆圆的世界在一张白
纸上刷上漂亮的颜色，一副美丽的圆圆的世界就变出来了，
同学们的那个激动劲就甭提了。也有的同学把我的小把戏给
揭穿了，虽然这样，但是他们都很愿意去表现作品，而我的
教学目的也就达到了。

过了一会儿，孩子们陆续画完了。我边走边浏览，很大一部
分的孩子的作品是这样的：圆圆的小鱼在吐泡泡;圆圆的水果
世界在举行晚会;圆圆的小熊在晒太阳;美丽的向日葵花在跳
舞……画很美，很有趣！孩子们的作品，他们知道是在用圆
形的基本组合来创作他们所能联想到的与圆有关的！

果然学生的想像力士极其丰富的，只需我们老师起到“砖”
的作用，学生的“玉”就顺其自然的出来了！ 在课后我也进
行了反思，我觉得本课重在启发学生的思维，去展开丰富的
想象，拓宽他们的创作思路。可是在实际教学中学生的思维
似乎受到了什么牵制，并不能如我开始所设想的那样去发现
很多生活中常见的物体。我想如果能和学生一起观察和表现
圆形物、引导学生将圆形物刻画得更细致、更有趣、更生动，
鼓励学生主动、大胆的进行图形的联想，这样可能会更好去
进—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