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术四季的色彩教学反思与评价(汇
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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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美术四季的色彩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画一幅色彩和谐的画》这课属于“造型―表现”领域，前
一课《色彩的调和》成为一个色彩知识单元。前一课是基础，
这一课就是在前一课的基础上加深对色彩的知识，本课主要
是了解邻近色相关知识，学习运用邻近色进行创作表现。强
调要学生以色彩为主。利用色相环和大量的范画来让学生真
正了解邻近色，教导学生如果运用邻近色，引导学生欣赏自
然界中、生活中和艺术作品中的邻近色，感受邻近色带给人
的美感。然后学生自己选一组自己喜欢的.邻近色，进行色彩
的填充。

教学设计流程主要采用图片导入，合作探究，欣赏感悟，实
践创作，展示评议和课后拓展。教学中我首先通过图片让学
生感受色彩和谐统一的美感，引起学生的注意，顺利导入新
课。接着通过课件观察色相环直观认识邻近色，紧接着继续
展示课件，引导学生欣赏自然界中、生活中和艺术作品中的
邻近色，感受邻近色带给人的美感。我还注意引导学生在理
解邻近色的同时，让学生判断不同邻近色的感情特性，在了
解色彩相对性的同时，感受色彩的魅力。学生通过课件欣赏
课本中的作品《红土地》和《顾盼》，能够结合作品的内容
和色彩，准确深入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发言很是精彩。学生
对于色彩调和的美，邻近色产生的视觉效果有了深刻的理解，
并能掌握运用邻近色的方法进行创作，激发了学生色彩创作



的愿望。除了利用多媒体课件欣赏分析优秀作品以外，我还
利用多媒体实物展示平台进行了绘画演示，引导学生学习使
用邻近色的表现方法，了解色彩和谐的方法之一就是多用邻
近色，不用或少用对比色，解决教学重点和难点。从作业上
来看，学生基本上掌握了邻近色，运用也不错。

美术四季的色彩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核心提示：首先，我先讲讲我的教学设计意图《画一幅色彩
和谐的画》这课主要的重难点是学生体会邻近色的和谐之美，
我主要采用了9种环节，这9种环节层层递进。环节包括：先
让孩子们了解邻近色的概念，然后在了解邻近色的概念...

首先，我先讲讲我的教学设计意图《画一幅色彩和谐的画》
这课主要的重难点是学生体会邻近色的和谐之美，我主要采
用了9种环节，这9种环节层层递进。

环节包括：先让孩子们了解邻近色的概念，然后在了解邻近
色的概念的基础上找邻近色，还添加了游戏环节来进行巩固。
然后带领学生体会邻近色给我们带来的'感受。

紧接，以梵高《向日葵》局部临摹图引出辅助色，最后总结
表现一幅色彩和谐的画就是多用邻近色，小面积使用辅助色。
这是我设计的整个环节。

整堂课程也有不足之处：在第一个教学环节中，漏掉了课题
的展示，在第二个环节中才插空展示出来。还有就是我需要
在教学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教育机制，驾驭课堂的能力也有待
提升。但是勉县实验小学的孩子表现的特别棒，所以今天也
请听课的老师给我留下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更快地成
长，谢谢大家！



美术四季的色彩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本课是初中阶段美术课程色彩基础知识课，讲述色彩调和的
基本知识，介绍色彩调和运用的一般方法，并应用其进行简
单的色彩设计。在教学设计上更注重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
与创造愿望。本课在上节课学习的基础上作了知识的延伸，
更加侧重引导学生通过学习触类旁通，建树新知识。通过对
一些应用色彩调和知识创作的作品实例进行分析，让学生认
知区别与强调醒目、突出的对比效果的另一种色彩关系，即
强调柔和、协调的色彩关系，并逐步加深对这种色彩关系的
理解。实例分析还帮助学生了解应用色彩调和的方法的作品
所具有的艺术特点，掌握调和用色的基本方法，分析和体验
色彩调和的美感，进而使学生产生学习色彩搭配的兴趣，以
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美化自己的生活。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真细致的观察色彩的特点及调和方
法，通过合作的设计使学生更多的了解色彩调和引起的效应
及调和要素。

第一个内容是：学习导入认识色彩，通过两个小游戏，区分
春、夏、秋、冬及酸、甜、苦、辣来感受色彩与我们生活的
联系。是因为物体的固有色在我们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类似的颜色让我们联想到相关的季节。味道。这些都是
色彩带给观众的心理感受。

第二个内容主要是：设计、学习、制作为主，通过欣赏我们
知道色彩调和更注重是统一而不是对比。课前分好小组，学
习设计掌握调和的要点和步骤。教师指导，小组合作完成。

第三内容主要是：作品展示，评展

我觉得学生对于合作完成的作业都比较感兴趣，给他们感兴
趣的设计主题，是对学生一种肯定，学生为此在课堂上很活
跃，学起来有动力。互动的效果更好，有趣了，思维活跃了，



设计出的作品更突出更有特色。

在教学评价时改变传统用“一个标准”的形式，作品评价不
作硬性统一，因人而异，实行学生自评、互评，体现主体地
位。教师点评时语言要幽默、精彩、风趣，让学生把你的点
评听进心里去。采用激励性语言，相信学生的内在潜能，从
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开放的导向、激励、反馈、调节作用。

美术四季的色彩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画一幅色彩和谐的画这课属于“造型——表现”领域。

为了使学生学会使用邻近色画一幅画。教学前我做了精心的
准备，搜集了大量的图片，认真制作了课件，将信息技术应
用于课程讲解和演示，应用于教学。

我首先通过让学生亲自实践让学生感受色彩和谐统一的美感，
引起学生的注意，顺利导入新课。接着通过课件观察色相环
直观认识邻近色，紧接着继续展示课件，引导学生欣赏自然
界中、生活中和艺术作品中的邻近色，感受邻近色带给人的
美感。引导学生学习使用邻近色的表现方法，了解色彩和谐
的方法之一就是多用邻近色，不用或少用对比色，解决教学
重点和难点。还注意引导学生在理解邻近色的同时，让学生
判断不同邻近色的感情特性，在了解色彩相对性的同时，感
受色彩的魅力。

学生通过课件欣赏课本中的作品《红土地》和《顾盼》，能
够结合作品的内容和色彩，准确深入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学
生对于色彩调和的美，邻近色产生的视觉效果有了深刻的理
解，并能掌握运用邻近色的方法进行创作，激发了学生色彩
创作的愿望。



美术四季的色彩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装饰画》是属于“造型表现”领域里的一节课，由于他是
线条系列的一部分，所以课本选择的是线条比较丰富的装饰
画。装饰画与写实的绘画不同，他偏重表现形式的装饰性，
不强调真实的光影效果，注重色彩的象征性及整体的和谐，
多以夸张变形的手法进行创作，给人强烈的美感。具有简洁、
鲜明、和谐统一的风格，也具有秩序化、夸张变形等艺术个
性。

根据以上装饰画的特点，在上课时我才用了对比的方法，出
示一幅装饰画，一幅写实绘画，让学生自己发现装饰画的的
特点，学生基本上可以看出简洁、夸张、变形的特征，看着
他们说的挺像那么回事，我觉得应该是掌握住了装饰画的特
点及表象方法了，我告诉孩子们创作的空间很大，但是在进
行创作的时候有的孩子却不知道从何入手，仔细想一想，装
饰画在我们生活中是经常可以看见的，但是很容易被我们忽
视，更别说孩子了，所以说如果孩子没有创作的思路应该是
我在引导方面做得不够，有孩子说正是因为可以画的面太广
了，所以不知道该画什么，再多做一些引导，在创作前要准
备多一些的直观的范画，学生可能会觉得难度低一些，这是
我在下一次行课时要改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