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湘教版一年级美术变脸教学反思 一
年级美术教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湘教版一年级美术变脸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教学通过画戏剧脸谱和画戏剧人物两个活动，使学生认
识、了解和掌握戏剧脸谱和戏剧人物的基本表现方法及步骤，
画出自己了解、熟悉的戏剧脸谱和戏剧人物。在题材内容上
主要体现了我国传戏曲人物的化妆、服饰和动态形象，原教
材对表现方法并没有限定，可以是线条刻画、色彩涂画、也
可以是水墨表现，而我在教学中选用了国画这一形式，一是
觉得国画和戏曲都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用水墨更能表现
出戏曲的形式美;二：在高年级的美术教学中，学生的绘画表
现已经逐步脱离低年级的意象期，他们更希望像成人一样作
画，所以教学中应多注重技法和知识性，融欣赏与技能训练
为一体。

那么这节课，可以说是在第一课时“欣赏、了解戏曲知识，
教学环节的设计上是：欣赏了解——分析回顾——尝试应
用——示范概括——创作表现——评价鼓励。

首先通过一段flash动画的欣赏让学生从视听上感受戏曲的一
些形式美，结合学生平常对戏曲的了解，让学生讨论，分析
出戏曲人物的独特美，包括化妆、服饰、道具、动作造型等，
从而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他们的创作欲望。

接着，在分析回顾的环节中，以一组画家的戏曲人物作品作
为切入点，让学生分析其中的用笔用墨技法，回忆以前学过



的一些国画技法，比如说运笔、浓淡等，同时也让学生感受
国画基本技法在具体绘画创作中的运用。

在对绘画步骤的示范中，通过对比分析，让学生不仅掌握水
墨人物画的'一般方法、步骤，还注意到表现画戏曲人物时所
运用到的绘画技巧，比如夸张、装饰手法的应用，线条的流
畅、变化，上色时的干、湿控制等。最后在通过一组画家和
学生的作品，让学生领会到“画有法，而无定法”，从而让
学生在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大胆创新，画出富有个性和感染力
的作品。

总的来说，这一课的教学流程，是从学生的兴趣出发，经探
究理解之后进入想象和创作的过程，符合学生的认识和创作
过程。学生琳琅满目的作品也体现了他们充满想象力的创造!

当然这一课的教学中也有不足之处，如教师讲的太多，还有
就是对学生主动积极性的培养不够。

湘教版一年级美术变脸教学反思篇二

低年级学生活泼、好动，有意注意力时间短。如何才能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这就需要教师有智慧的对教学流程精心设计。
同时，还要符合本年段学生的特点。同时，对问题的设计要
简练易懂、具有针对性。在本课中，我发现有的问题，学生
没有答到我所预料的答案，出现了答非所问的情况。我想，
这是问题的针对性不强所导致的。本课中，就出现了这一问
题，针对两幅画我想引导学生从线条上观察但由于问题的设
计太宽泛，学生不能达到应有的理解水平，所以，出现了答
非所问的现象。

针对课堂上出现的学习资源，不能很好的利用。由于学生的
想象力比较丰富，有些学生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但是，有些
问题虽然是反面的。如果教师能够及时的抓住这一资源进行



讲解，相信，学生的对此知识的认识会更有印象。

“重复学生的话”,课堂上我常犯错误，针对学生讲的比较好
的，不能够很好的进行提炼，而是对学生的话进行重复，这
里的重复不是原封不动的重复。我想，这是缺乏教学经验的
缘故。对此情况，我主动请教了老教师，她们传授了宝贵的
意见……让我明白了，对讲的好的学生要进行表扬并对语言
进行提炼，不好的学生要能够对学生一个评价并及时的提出
意见。

湘教版一年级美术变脸教学反思篇三

年画的特点：色彩夸张，大胆使用红、黄、白、绿、黑等颜
色。造型夸张、构图饱满，内容质朴，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美
好情怀。

我们将年画艺术与儿童画结合，运用年画的特点，让学生创
作了一系列年画作品，并在构图、色彩、形象上得到了集中
体现，不仅用美术的手法表现了年画艺术的独特寓意及特点，
还使学生率真的个性在画面中得到体现。但是年画是一种反
映特定时期生活的美术作品，由于缺乏特定的环境氛围，孩
子们的.情绪进入比较缓慢。如果在过年前后时间段开展此活
动，可能学生的情绪状态会更加好些，能够易于理解年画的
美好寓意，画面也会更具表现力、感染力。

湘教版一年级美术变脸教学反思篇四

这节课是新教材第二册的内容，它涉及到“综合·探索”这
一学习领域。

这节课中，孩子们通过体验、创造，不仅学会了画各式房屋，
还学会了怎样辨识方向，也培养了他们的团结协作精神，孩
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中结束了这一课的学习。



湘教版一年级美术变脸教学反思篇五

我心目中的“愉快教学”就是千方百计设计新颖的教学内容
让学生喜欢学，学生喜欢学后进一步使他们达到——愿意学，
再发展成为——愈学愈有趣，快乐在其中的状态。当然我不
指望每一名学生都画出精美的画面、做出优秀的作品，我的
目的就是通过“愉快教学”使每一名孩子能够接受教师的指
导，快快乐乐地拿起画笔来画画。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与
创造力!

一、灵活运用教材，更新内容开展愉快教学

美术教学的教学内容直接决定学生的绘画兴趣，好的美术课
设计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小学美术教材的
内容来看，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每一节课都有一个较好的
教学内容，但并不是每一节课的设计都是完美的，不需要补
充的。这就需要美术教师能灵活运用课堂内容，根据每个学
生的特点，每一个班级的特点来增加或减少教学内容，从而
让每一名学生都能从美术课堂中找到乐趣!例如《农家宴》一
课，有的孩子很快就完成了泥塑食品，而有些学生却要花费
很长的'时间。这种情况下，我便设计了一个游戏：让完成食
品泥塑的学生进行表演，其他没有画完的同学一边欣赏一边
完成。这样他们在课中相互交流，使整节课很充实，所有学
生都体会到了其中的快乐。

二、根据儿童特点，运用游戏开展愉快教学

三、丰富活动形式，适当竞争开展愉快教学

棋迷、球迷们为什么会“迷”呢?因为这里有竞争。如果直接
参与竞争更能入迷，“迷”即是高度“兴趣”之意，有了极
高的兴趣，自然就会在愉快中学习了。《农家宴》一课中，
采用了分组竞争的形式贯穿整堂课。黑板布置成一个“食品
店”的大幅图画，这幅图在渲染气氛的同时又是一个评比台，



哪一个小组完成的最好、最快、纪律最好，哪一小组就可以
选取样食品贴在上面。学生们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同时黑
板上也布满了各种食品，也给学生们起到参考作用。

在教学中引起学生参与竞争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措施。
如果你细致观察，学生在竞争中是非常活跃的，连后进生都
不甘示弱!用竞争的形式进行作业评价，这是调动学生热情、
使他们快乐的有效方法，是使学生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自己的
活动。

我们可以尝试在每节课中都有一个小比赛，每个班级都有一
个美术课的评比台，“看谁画得好”“我们的画大家评”等
等。小比赛的结果就发布在评比台中，(老师要注意不能总评
个别学生)这样学生在每节课中都能保持良好的情绪，认真地
学习并且能够体验到成功之后的喜悦。

法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我们认为
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
舞。”一个学生曾对我说：“老师，您上课一笑，我们可高
兴了!”事实表明，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情绪和情感具有强烈的
感染力，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影响极大。教学是师生双边活
动的过程，既有知识的交流，又有情感的相互作用。爱教学、
爱教育、爱学生应是教师的职业情感。教师在课堂上应能控
制自己的情绪，排除干扰创设良好的课堂气氛。曾经听过一
位教师刚刚失去亲人，他上课前摘下臂上的黑纱，说要带给
学生积极乐观的情绪。马卡连柯也说过：“我从来不让自己
有忧愁的神色抑郁的面容，甚至有不愉快的事情，我生病了，
也不在儿童面前表现出来。”

总之，教师乐教就会带着感情上课，就能创造和谐的气氛，
就会教出意趣来。学生在愉快中学习就会更好地领会课堂内
容，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就会使美术课上得有情有趣，师
生乐在其中!让我们携起手来，让我们的美术课堂成为学生最
喜欢、最快乐的课堂!让我们的孩子在愉快中茁壮成长!让我



们的孩子运用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完成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