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术五年级画人像教学反思(精
选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美术五年级画人像教学反思篇一

《拼贴添画》是人美版小学美术第十册“造型·表现”领域
里的内容。这一课的设置我认为充分体现了《美术课程标准》
强调趣味性，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和感兴趣的事物，有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课前学生搜集的图片就可以看出他
们的参与热情。从预想来看，此课学生只需依据图片进行相
应的添画即可，这要比学生单纯绘制整幅作品要容易。但是
从课堂教学效果看却不尽人意，部分学生的作品或是拼贴罗
列了一大堆图片，几乎没有添画的空间，或是把添画当成了
涂底色，画面缺乏创造力和美感。回顾整节课我认为学生通
过欣赏确实在感官上产生了一定的认识，就是拼贴添画是围
绕一定主题，以贴画结合的方式完成的。学生也能依据自己
准备的图片表述自己的创作主题。但是在贴完图片后却不知
添画什么，以至于干脆涂底色就行了。在启发学生创作思路
时，我展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作品，学生也深深被吸引。怎
么轮到他们自己做反而不敢动手了呢？经过反思我认为是对
学生的能力认识不足。多元智能理论倡导要通过多元化的课
堂教学方式，开发每个学生的潜能，以促进每个学生的全面
发展。学生作品之所以不理想，一是没有发挥学生合作学习
的优势。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这批学生
自信心不足，缺少创造意识。如果在分配学习任务时能够建
议学生采取小组合作完成作品的'形式进行，也许效果要好得
多。二是展示的范品光有好的，没有差的，对学生不能起到
很好的警示作用。我们面对的不只有好学生，也有一些基础



较差，容易犯错的学生。如果范品也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问
题的作品，这样教学展示后就会对学生提高作品质量产生更
大的影响。

美术五年级画人像教学反思篇二

我的教学过程兼顾了观察性绘画和想象性绘画的特点，因为
孩子们写生时常常把眼前看到的物体进行主观创造，所以我
一方面引导学生观察写生，让学生了解植物因种类、生长速
度的不同而产生的高矮、强弱、粗细、大小、翻转等形态变
化。在一片草丛中，植物的排列有前有后、遮挡穿插关系。
整节课我将镜头拉近，给小草来了一个全方位的特写，教学
由欣赏美——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四个环节组成，
引导学生对单棵草、多棵草、和草丛特征的认识和理解。通
过观察、记忆、想象的形式表现不同草的特点，用前后遮挡
的方法画出茂密的草。在课堂中，通过大量的图片欣赏，引
导学生体会画家是如何用绘画语言表达对草的主次关系、疏
密关系，以及近大远小的关系的处理。通过大量的图片感受
小草的茂密，千姿百态的`美感。

在认识草的转折穿插关系时，我由浅入深先观察一片草叶的
转折变化，再到完整的一棵草所体现的穿插关系，然后我再
范画，让学生形象的感受草叶的变化，再设置改画三片草叶
的环节，使学生的认知得到了练习和巩固。

在处理画面的空间关系时，我采用了对比的方法，由单棵草
到两棵草再到多棵草和草丛，不同的画面草的大小比例，主
次遮挡效果各不相同，学生通过画面直观了解，效果很好.不
过，教学中也留下不少遗憾，例如教学中要多启发学生表现
叶子的各种动态变化，引导学生注意线的疏密组织；用线处
处都密，必然主次不分；用线处处都稀松，画面必然空洞；
用线有疏有密，画面才有节奏感。



美术五年级画人像教学反思篇三

《诗情画意》一课的教学目标主要是为自己熟悉并喜欢的古
诗或古诗中的某一句配画。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无形的诗。
本节课充分体现了艺术之间的关联。授课中，我引导学生事
先搜集自己喜欢的古诗，上课时让他们互相自由交流，这样
一个融洽的氛围，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分析、比较，
他们发现了古诗不同的分类：写人、状物、写景，同时学生
还发现有些古诗每句都表现不同的内容或场景。通过学生分
类我进一步进行总结在表现时该如何构图：如写人的古诗，
可以将诗中写到的.人物作为画面主体，着重描绘;状物类的
也是如此;画写景的古诗，可以先确定近景用深色表现，中景
画大且具体刻画，远景可以画得稍微简洁些;画叙事的古诗，
可以是单幅的，选择诗中最精彩的一个场面，也可以采用连
环画的形式。这样，不同的构图形式便自然的、适时的给学
生带来了新的启发，从而为创作好本课内容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通过学生作品，我发现学生不论从构图还是色彩等方面
都能够较好的把理论知识运用其中，真正形成了“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

美术五年级画人像教学反思篇四

导语：在我从教的一年时间里，最经常听到的赞声就
是：“作为一名美术老师真好！上课不用从头讲到尾，轻松
又愉快，轻松的收获教学成果，还可以得到全校学生的爱
戴??” 我笑一笑，心想要是真能让每一节美术课轻松愉快又
有良好的效果，这个美术老师的造诣可不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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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教学《手形添画》这一课时，为了让
课堂更有氛围，我在课前不仅查找了与手影的历史资料和图
片以及学生的作品图片，还利用空余时间准备了示范作品，
这些资料和作品在课堂上展示的过程中激发了学生的浓厚兴
趣，学生都迫不及待要尝试手形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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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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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美术课的目的是通过美术教学活动去唤醒他们对于生
活的感受，引导他们用基础的艺术形式去表现他们内心的情



感，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

在美术课堂教学这条道路中，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在以
后的教学过程中，我还将会继续不断提高自身的美术素质，
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争取认真上好每堂美术课。让学
生在课堂上能够掌握一定的绘画基础知识以及一些基本的技
能技法。更要注意培养学生具有一定观察能力、思维能力、
构图能力和辨别、调色能力的同时，努力为学生营造一个轻
松愉快，有趣味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使学生感到学习没
有负担，而是一种享受，一种娱乐。

美术五年级画人像教学反思篇五

一、注重情境导入，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利用精美的图片
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创设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激发了学
生装的求知欲望。例如，让学生看天安门前的汉白玉华表与
金碧辉煌的故宫，浑然一体。让人感受到艺术的统一和谐和
建筑群的雄伟壮观。

二、注重引导启发，激发学生挖掘美的能力。让学生在看完
图片后，通过引导启发，让学生谈自己的感受，让学生学会
挖掘生活中蕴含的'美。

三、注重激励性语言的评价机制。比如：好、很好、说得真
好等到形式鼓励学生大胆的展示自己的想法，张扬学生的个
性。

四、重视开放式教学，在完成作业时，不拘泥于一格，采用
多种形式并驾齐驱，手工，泥捏，绘画等形式完成精美的华
表，让学习形式多彩多姿。

五、重视教学，教学中当学生想在柱首设计一个不倒翁时，
所有学生和老师都笑了，其意就是他说的肯定是行不通的，



这时时老师并没有打断他的思路，而是鼓励他大胆说书自己
的想法。师：你为什么想设计一个不倒翁?生：做这样的华表，
送给外国人。不倒翁倒下去又站起来，倒下去又站起来，像
我们中国人一样，象征中国人的气概。多么大胆的想法，多
么精典的阐述，全体师生无不为之喝彩!

美术五年级画人像教学反思篇六

《地球的新生》一课是人教版小学美术五年级上册第六课，
属于造型表现、设计应用学习领域。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
我结合课件和学生共同学习，共同讨论，认识破坏环境的行
为，提高环境保护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争取人人都是环
保小卫士，为了地球的美好明天不懈努力。

在课件的开始我选择了学校里的鲜花，第一幅是海棠花，一
边看图，我一边说“春天来了，心园的小桥旁、流水边海棠
花开放了，火红的的花朵一团一团的，金色的花蕊吸引了小
蜜蜂围着她不停跳舞……”结合图片，同学们陶醉在春天的
美好回忆里，接着我们有看到了白玉兰、金盏菊，我还展示
了木瓜的花，山楂的花，让同学们一下子联想到现在秋天累
累的果实，然后我们又观看了大画家创作的有关大自然的作
品，和他们所表现的植物照片，同学们看得非常认真，而且
发出了对这些的作品的赞美。紧接着，我打开了一幅土地荒
漠化的照片，这时候，整个教室里发出一片低呼，“太难看
了!”孩子们纷纷说，我问他们，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
的事情么?砍伐树木、过度放牧……他们回答的头头是道，我
继续问你知道哪些是保护环境的行为么?他们纷纷举手回答，
比如垃圾分类、随手关灯、关闭水龙头、骑自行车，乘公共
汽车出行……然后我根据学生的回答让他们进行进一步的思
考，例如我们校园的分类垃圾箱，垃圾都分为什么种类?分类
后的垃圾将会如何处理，这对我们的环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汽车排出的温室气体，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让学生认识到保护环境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们
不但自己要自觉爱护环境，还要注意宣传让更多的人参与到



保护环境的活动当中。作业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保护环境的，
引导人们的行为;破环环境的，发人深省，从而停止这样的行
为。

学生的作业反映了他们的所见所思，相信他们在今后的生活
当中会有意识的作个环境保护的小使者。

一、注重情境导入，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利用精美的图片
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创设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激发了学
生装的求知欲望。例如，让学生看天安门前的汉白玉华表与
金碧辉煌的故宫，浑然一体。让人感受到艺术的统一和谐和
建筑群的雄伟壮观。

二、注重引导启发，激发学生挖掘美的能力。让学生在看完
图片后，通过引导启发，让学生谈自己的感受，让学生学会
挖掘生活中蕴含的美。

三、注重激励性语言的评价机制。比如：好、很好、说得真
好等到形式鼓励学生大胆的展示自己的想法，张扬学生的个
性。

四、重视开放式教学，在完成作业时，不拘泥于一格，采用
多种形式并驾齐驱，手工，泥捏，绘画等形式完成精美的华
表，让学习形式多彩多姿。

五、重视教学，教学中当学生想在柱首设计一个不倒翁时，
所有学生和老师都笑了，其意就是他说的肯定是行不通的，
这时时老师并没有打断他的思路，而是鼓励他大胆说书自己
的想法。师：你为什么想设计一个不倒翁?生：做这样的华表，
送给外国人。不倒翁倒下去又站起来，倒下去又站起来，像
我们中国人一样，象征中国人的气概。多么大胆的想法，多
么精典的阐述，全体师生无不为之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