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美术(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美术篇一

本课由《我想》和《童年的水墨画》这两首儿童诗组成。一
首写了儿童神奇的幻想，一首正如题目一样，如水墨画般勾
勒了三个典型的儿童生活的剪影。本文是略读课文，所以所
以教学的时候我引导学生通过自主独立的读书，把课文读正
确，读流利，读出感情。引导学生充分注意到课文的体裁特
点，让学生读诗要边读边想象，要重视形象感悟、整体把握。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练习写儿童诗，学生的积极性挺高的'，所
写的儿童诗歌也不错。基本仿写儿童诗教案上能够体现出儿
童诗歌的特点。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美术篇二

4月24日，执教《童年的水墨画》，参加宜秀区小学语文优质
课比赛。课前谈话，以一首《秋千歌》引入，在朗朗的诗歌
声中开始了我的教学，此暖场环节，因为没有对学生进行充
分的了解，后来听徐老师说是第一次来这里上课，（其实他
们在这样陌生的环境是很有压力的），这又让我不禁想起了，
两年前执教《瑞雪图》，学生也是非常紧张，也和这个有关！
接下来，就经历了初读、认读生字、练读句子，最后品读诗
句，总结学法！总体感觉：

1．课堂偏冷，互动性不够！



2．在细读文本时，象很多老师说的那样，还是稍微碎了一些，
应该采取整体把握的策略。

3．课堂上讲得过多，把握好要讲什么，怎么讲！

4．心理素质，急待改进，学生回答问题时，急于讲出正确答
案，缺乏等待！

上好一节课，其实真的不简单，好好总结原因，为了下一次
的出发！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美术篇三

4月24日，执教《童年的水墨画》，参加宜秀区小学语文优质
课比赛。课前谈话，以一首《秋千歌》引入，在朗朗的诗歌
声中开始了我的教学，此暖场环节，因为没有对学生进行充
分的了解，后来听徐老师说是第一次来这里上课，（其实他
们在这样陌生的环境是很有压力的），这又让我不禁想起了，
两年前执教《瑞雪图》，学生也是非常紧张，也和这个有关！
接下来，就经历了初读、认读生字、练读句子，最后品读诗
句，总结学法！总体感觉：1．课堂偏冷，互动性不
够！2．在细读文本时，象很多老师说的那样，还是稍微碎了
一些，应该采取整体把握的策略。3．课堂上讲得过多，把握
好要讲什么，怎么讲！4．心理素质，急待改进，学生回答问
题时，急于讲出正确答案，缺乏等待！

上好一节课，其实真的'不简单，好好总结原因，为了下一次
的出发！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美术篇四

正所谓“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课后整理思
路，回忆课堂，反思总结，这是老师专业成长必不行少的一
步，下面就所教学的《童年的水墨画》第一课时反思如下：



在教授《童年的水墨画》一文之前，依据学生完成的预习单，
了解到学生产生疑问最多的词，依据词而绽开。全部设计共
分两个部分，一是整体感知，解决难懂的词，读好长句子；
二是细读溪边，细品溪边水墨画的美。课上较为满足地方是
写字设计针对性强。重视朗读。对于难懂的'句子，先理解词
再进而理解句子，并能联系上下文理解句子。不足之处有三
点：一是朗读的针对性做得不够，例如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
的镜子。学生在想象什么样的垂柳时，没有打开思路，归根
结底是朗读的不够深化。二是朗读指导方法有所欠缺，怎么
读好景物？是课上处理不到的地方，学生在读前两句时只是
泛泛而读，没有全身心感悟。三是对于学生阅读爱好的激发
没有做好引导。课中还出现了两处瑕疵，一是当读得不对，
剥读得不对，在此也感谢老师们给我提的建议。希望能将这
些问题整理再重新设计，磨合提高自己专业水平。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美术篇五

教师教学中必须关注到每个学生的个性，注重学生作品的差
异，提倡学生创作多样性的作品，使每一个学生的个性都得
到发展。下面是小编搜集的美术水墨画花教学反思，欢迎查
看!

中国画意境，是画家通过描绘景物表达思想情感所形成的艺
术境界。它能使欣赏者通过联想产生共鸣，思想感情受到感
染。绘画是否具有意境是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儿童水
墨画创作如何表现出意境是我们进行水墨画教学的一个重点
也是难点。

在本课教材中，第一次提到了意境的概念——指艺术作品通
过形象的描绘而表现出来的画境和情调。如何让学生理解意
境?如何让学生的作品表现出意境?这些问题增加了这节课的
教学难度，对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个人学科素养提出了挑
战，也成为我们研究儿童水墨画教学的重要课题。笔者对小



学生《水墨画花》创作中如何表现出意境进行了相关教学探
索和反思。

欣赏，是水墨画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手段。通过有效欣赏，
可以丰富学生的视觉经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绘画兴趣，
对学生创作中意境表现起着感悟和知觉的重要作用。

(一)直观形象的欣赏感受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国传统水墨画自古以来写生的
观察和自然体验被看做绘画中笔墨的依据，非常受重视。让
学生亲近自然，了解物体直观形象特点，感受大自然的造化，
对于学生把握和表现物象的特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课中，笔者以宋代哲学家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中的名
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导入，组织学生进行讨
论和交流，引导学生感悟荷花雅致、纯洁的品质——花中君
子。学生对荷花表现要具有的意境有了初步朦胧的知觉和意
识。

荷花，又名水芙蓉、莲花，生于沼泽、池塘中。荷花与一般
花卉相比有其独特之美，花、叶、茎、蕾都有独特韵味，甚
至残枝败叶都会给人独特的美感，别有韵味的雅致、清秀、
乖巧都赋予荷花灵气。一幅幅美丽的荷花图片引发了许多学
生情不自禁的赞叹，荷花的美已在学生心中激起了层层创作
欲望的波澜。图片欣赏为学生创作中意境表现埋下伏笔。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尽可能为学生提供观察自然的机会，让
学生充分体验、感受物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对于学生创作
中意境表现有着潜移默化的铺垫作用。

(二)大师作品的欣赏感受

文以载道，古今大师创作了许多水墨画精品，这些精品成为



我们研究和学习水墨画创作的珍品。大师们用自己的心血之
作在向我们诠释什么才是意境。因此，欣赏和分析大师的经
典作品是我们指导学生创作的重要措施。

为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大师作品中意境的感悟和理解，笔者
在欣赏过程中再配以雅致的古筝曲，并结合作品朗诵意境相
近的描写荷花的古诗词。诗画相融，影音相配，令学生如醉
如痴。接着，教师提出“意境”的概念，并组织学生对大师
作品中蕴含的意境进行联想、交流就水到渠成了。

“迁想妙得”，要让学生真正感悟到作品中的意境，我们必
须让学生在欣赏过程中进行联想和比较，因为意境不在“意
象之中”，而在“意象之外”，在于与作品的“共鸣”、与
大师的心灵相通。

谢赫的六法强调“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用笔用墨是中国
水墨画的根本。对学生进行用笔、用墨的`技法指导是引领学
生进行创作的基础。意境的体现，要以笔墨的运用为载体。

(一) 有效示范，抓好技法指导

水墨画教学中教师示范的作用至关重要，教师的示范决定了
学生的创意。水墨画荷花中开放的荷花、荷叶的表现是难点，
教师必须进行重点示范。可先由教师进行示范，学生分步骤
跟学;也可先由学生自主练习，发现问题后再由教师分部示范，
再跟学。在示范过程中，教师必须讲清笔法和墨法，但点到
即止，给学生留有充分的探究空间。

在学生基本掌握花、叶、茎的绘画技法后，构图就成为示范
的又一个重点。构图，中国画称为章法。“计白当黑，虚实
相生”，能够营造出意境的构图，应该有藏有露，使人有想
象的余地。在水墨画构图中，常常以简取胜，努力使画面调
动欣赏者无限情思达到“笔简意繁”、“回味无穷”的艺术
效果。因此，教师在构图上必须进行示范指导，让学生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置陈布势”，从而引领学生对画面意境的营
造。“经营位置”成为能否使作品表现出意境的重要因素。

(二) 技能迁移，探究深入

任何形式的美术教学都要以“学生”为本，那就意味着我们
要以学生的认知、技能、心理需要、兴趣爱好等为基本要素
来实施教学。

教师示范后，为了防止学生进行机械模仿，我们必须对学生
进行技能迁移，变程式化的训练过程为自主体验、创造的过
程。在《映日荷花别样红》一课中，笔者在示范后以板书形
式给学生提出了三个技能要点，组织学生进行技能迁移：浓
淡干湿、虚实结合;侧锋用笔、水墨淋漓;错落有致、留有空
白。学生根据这三个技能要点，结合自己的想法尝试自主表
现，笔下的荷花就精彩纷呈了。学生技能迁移后的第二次练
习比第一次跟学时的作业有了很大进步。

中国画在处理主客观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始终以
人为主导，借自然形象来表现人格思想。水墨画往往借境来
显意，故有“意在笔先”之说，富有文学意味，强调“诗画
一律”、“诗画同源”。于是借诗来造境成为我们水墨画创
作中营造意境的一个重要手段。

学生通过欣赏感受、作品分析、技法学习和技能迁移已经具
备了进行有意识创作的条件，但学生还不清楚如何把自己的
主观情感和荷花表现融合在一起。这时，几句经典诗词就可
以在学生情感和绘画表现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教师可以通
过多媒体把描写荷花的经典诗词和精美的荷花图片一起呈现，
供学生朗读、选择、感悟。

学生的作品同样可以“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学生笔
下的荷花终于有了独特的美感，找到了我们苦苦追求的意境。
意境无标准而有深浅，学生营造的意境自然无法和大师作品



相比，但学生通过自己的感悟和理解，用水墨的形式把荷花
美的一面勇敢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种境界。

李老师曾说过，教学就像孕育生命一样是一个孕育的过程。
通过我们广大美术教师的不懈努力和追求，使学生的水墨画
创作“孕育”出意境，我们的水墨画教学就有了生命般的灵
性和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