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术茂密的花 小学美术教学反
思(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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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茂密的花篇一

学校安排我担任一、四、六年级的美术课教学。然而,又正逢
一年级是新教材，我如觅知音，便倾注了较多的精力，各种
各样的教学思路也充分地得到实践。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实战
实施，我大致地整理了以下几点：

每个人都会对其感兴趣的事物给予优先关注和积极探索，并
表现出心驰神往的状态。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对某项工作
有兴趣，就有可能发挥他全部才能的80％－90％，并长时间
保持高效率而不感到疲劳。相反，只能发挥出20％－30％，
也容易精力疲劳。兴趣还可以开发智力，是成才的起点。后
来，我尝试把课本以外的内容渗透到教材中。借鉴课标的理
念，我几乎把大部分的教材题目改成学生所感兴趣又容易理
解的主题，让他们进行自由大胆地创作。有时还甚至先创作
再引题，也就是说根据学生的作品自由取名。这样的方式普
遍受到各班学生的欢迎，效果也不错，也可让学生从中树立
自信，发展个性！

由于班级不同，学生性格各异，同样的教学手段所显现出来
的效果也是大不相同的。这时，在课堂纪律的组织还有提问
方式等方面应该因人而异，防止一样画葫芦！否则，学生鲜
明的个性又会被再一次地抹平，乃至同化。注重培养每个学
生的发散思维和丰富的想像力。



哲学家詹姆士精辟地指出：“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要求是渴
望被肯定。实践使我懂得，教师一句激励的话语，一个赞美
的眼神，一个鼓励的手势……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
收获。教师对学生小小的成功，点滴的优点给予赞美，可以
强化其获得成功的情绪体验，满足其成就感，进而激发学习
动力，培养自信心，促进良好心理品质的形成和发展，有助
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营造一个奋发向上的班集体氛围。
我在孩子作业本的背面都会写几句激励性的评语，比
如：“你真棒！”“进步了！”“小画家”等。学生画的更
认真了，还会经常和别人比“谁的星星多”。教师的赞美越
多，学生就越显得活泼可爱，学习的劲头就越足。教师的赞
美就像是一种无形的催化剂，能增强学生的自尊、自信、自
强，更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有效途径之一。

美术茂密的花篇二

美术是一门特别的学科，它能让学生学到绘画与制作的本领;
能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发挥学生在各个方面的才华;能使学
生感受美;能使学生热爱学习。新课程标准下的美术课已不再
是从前那样，教师在上面画，学生在下面画。素质教育已渗
透到了美术教学中，在课堂中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成为课
堂的主人;在作业过程中，更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探究，
让学生学得轻松、学得快乐。而美术课堂就好比一个乐园，
让学生乐在其中。

美术课要想上好，其实还真不是那么容易。不论是课前的精
心准备，还是教学中课堂的情景创设、多样评价，以及课后
的反思等等一样都不可少，都需要美术教师下工夫来思考、
推敲。

美术课的准备绝不单单是教具的准备那么简单，它还需要有
更为广泛的内容。如在，教具是制作好的各种各样的剪纸作
品。为了让课堂更有氛围，我在课前准备了一些民族味较浓
的曲子，这些曲子在课堂气氛的烘托上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



用。除了充分的课堂资源之外，更要准备的是老师多方面的
知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讲课之前我自身就必须先要明白
剪纸是怎样的一种民间艺术，有什么样的特点，剪纸都分为
那些类型等等。这些不光是靠临时抱佛脚得来的，还要靠老
师长期的一些积累，才能将别人的东西转化为自身的一种文
化素养。

课堂的教学是重点，很多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在这里
我想谈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课堂教学的有组织性和引
导学生自由创作可能会出现的无序性的矛盾。所有老师都知
道，课堂教学的有组织性是上好一节课的必要保证，这也是
大多数教师认可的一个原则。可往往有些类型的美术课却不
需要孩子们规规矩矩、端端正正地去完成要求的作业。比如
一些手工课，也学需要几个学生去共同合作完成。几个同学
凑在一起共同创作难免会各抒己见。而且他们也不会像成人
那样有克制力，这样势必就会造成纪律的不好。就比如，不
仅要剪的像样，还要分清楚阳刻与阴刻的区别，这样势必就
给此课增加了难度，授课教师就会考虑小组分工合作，相应
的课堂纪律也会混乱。还有一些课加入了游戏、舞蹈等活泼
的形式，课堂也会显得“杂乱无章”，问题是这样形式上
的“乱”却并非无效。我曾看过一片文章说，国外的老师在
上美术课时不需要孩子们坐得端端正正，他们给了孩子足够
的空间去想象、去创作，学生甚至还可以画在桌子上，还可以
“乱涂乱画”。德国纽伦堡丢勒中学的谢尔先生曾经说
过：“在丢勒中学，学生作画时可以戴耳机听音乐，边听自
己喜欢的音乐边作画。”我想这在国内肯定是禁止的。学校
要求的是课堂必须要有秩序，但一味的整齐、安静，往往会
抹杀孩子的自由发展的个性，限制孩子的创造性。可怎样才
能使两样兼顾呢?那就要求教师在组织教学上既要收放自如，
又要做到不放纵，不压制。例如：，可以尝试采用比较开放
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借助一些外界的媒体，引导学生走向
自然、走向社会，投身于五彩缤纷、五光十色的校外生活。
可以带领学生去博物馆参观一些剪纸作品展;有同学说他(她)
的奶奶(姥姥)很会剪纸，还可以把这些老人请来当成他们的



课外辅导员。而作为教师的我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到更
多关于剪纸的一些知识。能让学生在不同的学习氛围中掌握
知识、学到知识。而且我认为，有时候把公园、田野、村庄
等一些环境作为学习美术的大课堂，反而获取知识的效果会
更好。大家可以想想，在大自然中学美术，感受生活中的红、
黄、蓝，感觉是那样的贴近自己，其实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
情。更何况这种学习方式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主动
学习的能力以及在生活中发现美、表现美的能力。我觉得是
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美术茂密的花篇三

一节美术课的时间很短，似乎一说就过去了，我很珍惜上课
的时间。我把课堂教学的'重点都放在美术教学上。有时在课
堂的组织上难免会出现无序性的矛盾。比如一些手工课，需
要几个儿童合作完成，小朋友凑在一齐难免会各抒己见，不
会像成人那样有克制力，这样势必造成纪律不好。还有一些
绘画课为了更好地调动孩子的进取性，加入了游戏、等活泼
的形式，课堂也会显得杂乱，对于这样的情景我都会有机的
抑制一下他们。但也不会很强硬的要求他们端端正正，规规
矩矩的坐在那里自我画自我，有时课堂的太过有秩序往往会
让他们交上来的画“大众化”。

美术茂密的花篇四

《艳丽的大公鸡》一课属于造型表现学习领域范畴，通过本
课学习，使学生了解、认识冷暖色，了解冷色和暖色之间的
相互关系，感受以冷暖色对比为主要表现方法的作品所产生
的特有的美感，并且学习运用冷暖色对比的方法来表现作品，
科学的认识、理解色彩现象，培养学生的色彩美感意识，激
发学生学习色彩的兴趣，丰富学生对色彩的感受，提高学生
对色彩的感知能力和运用表现能力。

本节课的教学思路：冷色和暖色的认知-冷暖对比所产生的艳



丽色彩-不同色调的画面所产生的不同视觉感受-如何用艳丽
的色彩表现大公鸡-解决大公鸡的构图、动态、色彩搭配等问
题-学生绘画-师生共同评价-拓展延伸。学生对本课的学习很
感兴趣，教学目标达到，有效的突破了教学重难点。将自育
自学教学模式用于美术课堂，有收获也有困惑，课堂要给予
学生充足的时间自学，那么教师的讲课时间减少很多，如何
把知识点提炼出来，如何最优化的设计自学提示，还需不断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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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茂密的花篇五

学生们了解到，真实的物体与影子之间的`相同与不同画法，
也了解了应该怎样画影子，解决了本课重难点。倒影真是太
美了，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怀。学生的作品形式多样，
有的画动物，有的画景物。学生的设计构思都较以前有了很
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