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涂颜色教案反思(大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涂颜色教案反思篇一

1、以读为本，注重读中品味。

我采用“以读为本，读中品悟”的教法，指导学生反复诵读，
从读正确、读通顺，到读懂古诗，再到感悟吟诵、背诵，层
层递进，让学生读出诗的节奏美、语言美、诗境美。我引导
学生抓重点字词品读古诗，例如，抓住“绿遍”引导学生思
考：“四月的乡村，哪里会是的？”“绿的颜色仅仅只有一
种吗？”由此让学生展开想象，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手法，
将学生头脑中的画面再现，既让学生体会字里行间丰富的内
涵，又进行了语言训练，一举两得。

2.创设情境，重视学法指导。

我紧扣“诗中有画”展开教学，利用优美的画面，创设情境，
引导学生想象画面，把“绿原、白川、子规、烟雨”的意象
巧妙串联，变抽象为具体，使一幅完美的图画呈现眼
前。“读准音，明诗意，悟诗情”的学习方法，也在潜移默
化中得到强化，为今后的古诗古文学习做好铺垫。

3.想象拓展，赋予课堂生命力。恰当的想象拓展，能让课堂
焕发新的生命力。例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我引导学生围
绕“在这四月农忙怕时节，人们会忙些么？”展开想象，理解
“闲人少”的意思。接着让学生说说除了“蚕桑”和“插
田”，农民们还会忙些什么？引导学生模仿“乡村四月闲人



少，才了又”的意思，也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学生
理解古诗意思后，让学生在充分想象的基础上，写出农民们
除了“才了蚕桑又插田”，还会忙些什么？学生表达能力得
到了锻炼，对古诗的'理解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不足之处。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设计三个层次的朗读，
初读把诗读正确、读通顺，这个环节学生把握还可以前；第
二次是自学让学生结合注释，弄懂词意的基础上，了解诗意，
学生只是简单照搬资料上的意思，目标实现得不好，在朗读
方面学生的能力不欠佳，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敢放手。在后
面的读出诗的节奏和韵律环节，也只是一带而过，显得过于
肤浅。

在学生第一次初步感知诗意后，引导学生抓重点词展开想象，
本环节的设计第一是培养学生想象能力，感悟诗的意境，第
二个目的也是为了学生更好的理解诗句的意思。在学生
对“绿原、白川、子规、烟雨”等景物开展想象后，应该再
让学生回过头来说说一、二两行诗的意思，可能学生对诗意
境的理解会更深入一些，这样也为后面体会作者的情感做下
铺垫。在说的过程中，学生概括能力也得到训练。

在时间的调控上，前松后紧，把握不是太好。这首诗作者抓
住典型景物的描写，表现江南田园风光的美与农民的勤劳。
在写作方法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没有来得及指点。

涂颜色教案反思篇二

《画感觉》是一堂用美术来表达抽象感觉的课,目的是让学生
对感觉、知觉的体验和描绘，但它并不能孤立存在。应该与
《画声音》、《画味觉、画嗅觉》、《画触觉》、《画性
格》、《画情绪》等课程教学来让学生由简到繁、由浅到深、
由感性体验到理性认识的循序发展。

教师应该考虑到低年级学生的生理、心理的.特点，通过各种



方式去引导学生自己去体验、感悟，用点、线、形、色大胆
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

本课面向低年级的学生，学生具备了初步的色彩基础，但在
注意力的集中和延续上还不够。教师应多使用趣味性的教学
手段进一步让学生体会如何去用点、线、形、色来对感知觉
进行描绘。

1.认识感官，了解感受能力。让学生比较地全面认识自己的
各种感官，了解自身各种感官的感知能力。知道以不同的点、
线、形、色彩来表现不同的感觉。并建立一定的保护感官的
意识。

2.让学生尝试用不同的点、线、面、色等形式来表现各种感
觉，培养学生的美术表现能力以及大胆作画能力。

3.让学生通过探究活动来生成知识，引导学生大胆想象和创
造，激发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

：培养学生的创新动手能力，并能用不同的点、线、面、色
彩等绘画形式表达自己的感觉。提高学生对线条，色彩、形
状的感知与感悟能力。

：如何让学生容作品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感受，并让别人认同
并感受到美。

涂颜色教案反思篇三

1.复习侧面人及背面人的画法，能画出升旗时人物的简单动
态。

2.注意画面整体布局及人物比例。

3.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并能根据所观察到得现象大胆



地在同伴之间交流。

4.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5.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1.彩笔、剪刀、白纸、红纸、黄色小方纸、糨糊。

2.活动前有过参加升国旗的经验，教师进行过有意识的观察
引导。

1.回忆、讲述升国旗的经历。

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我们应该怎样热爱红旗?
升国旗时怎样做?(立正，行注目礼，在一起举行升旗仪式，
对着国旗敬礼，等等)

2.学习侧面人、背面人的画法表现升旗的情景。

a.讲解示范如何用侧面人、背面人的画法表现小朋友热爱国
旗的特征。

b.鼓励个别幼儿在集体中尝试画简单的人物动态，为大家做
示范。

c.幼儿绘画，教师指导。提醒幼儿注意画面整体布局及保持
画面整洁。

3.展览、欣赏各自的作品。引导幼儿从作品的`动作、构图、
布局等方面评价、欣赏同伴的作品。

1.在日常继续引导幼儿观察侧面人和背面人以及他们的动态。

2.日常的区角活动中，继续提供材料，供幼儿练习画侧面人



和背面人，以及简单的人物动态。

1.能回忆并说出参加升国旗的经历。

2.有良好的绘画习惯，能保持画面的整洁。

美术活动不应以技能为主，应该以幼儿的兴趣为出发点，让
幼儿在原有的经验上一点点的进行提升，他们还不懂得什么
是点、线，对于幼儿原来的经验这样的跨度太大，幼儿消化
不了，或许将本堂课定位在色彩上会更好，让幼儿去感受色
彩带来的美和自己所画的不同的图案所带来的美，让幼儿觉
得其实我这样画也是美的，让幼儿感到自己成功了，增强幼
儿的自信心。通过本堂课有很多地方需要我去改进，并深思
自己在美术活动中所缺失的东西，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的改
进，并且不断的去学习。

涂颜色教案反思篇四

1、欣赏云的变化。

2、发挥想象力。

3、享受说儿歌的乐趣。

4、锻炼大小肌肉的活动能力。

课件、魔术棒、纸笔、录音机、蓝卡纸、双面胶

1、提问引起幼儿的兴趣：

（1）出去玩时，下面是什么？上面是什么？

（2）天空中有什么？



2、利用课件观察云的变化老师手拿魔术棒，说：“云儿变变
变”，就会把天上的白云变成不同的物体，然后出示课件的
云彩，请幼儿说说云儿变成了什么物体。

3、与幼儿一起说儿歌《神奇魔术棒》

神奇魔术棒挥动神奇魔术棒，天上云儿变小花，再挥神奇魔
术棒，云儿又变小白马，猜猜再挥魔术棒，什么东西会变化。

4、给儿歌创编动作并进行续编。如：再挥神奇魔术棒，天上
云儿变成大老鹰……

5、听音乐，请幼儿画出不同形状的云，然后撕下来，用双面
胶贴在蓝卡纸上，变成蓝天白云图片。

6、讨论：云彩还有什么变化？(快慢的'变化：风大时云彩走
得快。颜色的变化：阴天时白云会变成乌云。多少的变化：
晴天的时候云彩少等。)

7、听音乐变成长龙云彩到外面玩。

本次活动前，带幼儿到户外观察云彩的变化，并鼓励幼儿大
胆想像云彩像什么，一会儿变成什么。在活动中，幼儿通过
观察、探索，发现不同形状的白云，学会朗诵儿歌并用身体
做出各种动作。另外，教师给幼儿提供表达机会，并鼓励幼
儿大胆想像，让幼儿在创编儿歌时体验无穷的乐趣。

涂颜色教案反思篇五

生1：张大爷高高的颧骨上架着一副老花镜，堆满皱纹的脸上，
总是挂着微笑，长年累月地干活，左手的大拇指已经弯曲变
形了。宽阔的手上，粗糙的表皮如同额上的皱纹一样，无情
的刻画着岁月的沧桑。



生2(评)：上述片段抓住了张大爷的面部特征，细致的描写了
手与脸，使读者一目了然的看出了一位历经沧桑、辛苦劳作
的老人。

生3：如果没有见过非洲人，我还真的把他当成非洲人了。黝
黑的脸上略带几分灰黄，象刚制成的泥塑，皱纹毫不留情的
夺去了他的青春岁月，在他的脸上随心所欲的行走，再加上
许许多多个小黄斑、小伤痕，整张脸就象雨后的泥土，坑坑
洼洼。也许是在诉说着这位老人的艰难历程，也许是概括着
他的饱经风霜，也许是对“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的诠释吧!

生4(评)：上述片段运用描写手法，着重描写了人物的脸部，
描写细致入微，可谓笔笔传情，让人听后留下深刻的印象。

......

师：刚才同学们写的评的都很好，本篇文章就是运用这种写
法，成功的塑造了张迎善的光辉形象。象他这样一个默默无
闻、无私奉献、热爱造林事业的人成为伊春林区最年轻的育
林功臣，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贡献很大。由此我想
到中央电视台近年来都在搞“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下
面请同学们利用文中信息，(如有关“对人物由衷地评价、情
感的流露、贡献的叙述”的语句)，模仿示例为张迎善拟一段
颁奖词。

示例：(“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节选)(多媒体展示)

1、照亮苗乡的月亮：李春燕

颁奖词：她是大山里最后的赤脚医生，提着篮子在田垄里行
医。一间四壁透风的竹楼，成了天下最温暖的医院;一副瘦弱
的肩膀，担负起十里八乡的健康。她不是迁徙的候鸟，她是
照亮苗乡的月亮。



2、地球之巅的勇者：青藏铁路建设者

颁奖词：每当汽笛声穿过唐古拉山口时，高原上的藏羚羊，
都会想念他们，想念那些有力的大手和坚强的笑容。他们能
驱动钢铁，也会呵护生命。他们是地球之巅的勇者，他们缔
造了世上最伟大的铁路!

生1：一双手，并没有什么含义，但是象半截老松木样的手你
见过吗?这双手每天要往土里插三四千次，长24cm，宽10cm，
厚2.5cm,仅在1981年至1985年就造林33垧，改造迹地林和次
生林44.5垧。这双饱经风霜的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美化
祖国，造福人类的手，这就是张迎善的手。

生2(评)：首先，她语言组织的很好，开头就点明了一双手的
平凡，其次写到这双平凡的手为祖国造林事业作出了不平凡
的贡献，使读者急切想知道这是谁的手，紧扣中心内容。但
要是语句再美化一些，这将是一段很好的颁奖词。

生3：“长城是耗费数十万能工巧匠，花了十年时间修成的;
抗日是靠全国人民，花了八年时间才胜利的;青藏铁路是中国
科技人员花了35年时间筑成的。”这些伟业，是多么令人惊
讶，但是一个普通林业工人用一双手栽树26万多棵，造林33
垧，改造迹地林和次生林44.5垧。生产木材1300多立方米，
枝丫3500层积立方米。“却只是用了短短5年时间，这是让我
们多么咋舌，这几乎可堪称是奇迹。这位创造奇迹者就
是——张迎善。

生4(评)：用几组对比强烈的数字来鲜明的评价了张迎善同志
在造林领域所作的巨大贡献，听完以后使人有一种震撼人心
的力量。

......

师：本文描写了一双“简直是半截老松木”的“天下第一奇



手”，塑造了不畏艰辛、无私奉献的劳动者朴实而感人的形
象，抒发了对不畏艰辛、艰苦创业、默默无闻、乐于奉献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热爱、敬仰和赞颂的思想感情。

师：同学们课后根据课上学到的人物描写方法，请把你课堂
上所写的描写人物特征的片段扩写成一篇500字左右的文
章(通过描写人物的特征来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下课。

教学反思：本节课目标明确。预设很充分，课堂教学能紧扣
文本，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指向性问题。很注重学法的指导，
双基的训练，充分积极的调动学生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能
面向全体学生，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充分调
动学生互评的积极性，新课程理念体现得较好，课堂教学
中“亮”点也较多。

但课堂容量较大，在一些环节的处理上存在毛糙的问题，学
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这样会给人留下课堂教学中“深
沉”的东西似乎少了些。

《一双手》教案和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