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美术糖果教案反思(实用6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
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中班美术糖果教案反思篇一

、指导思想：

2、学情分析：

高一学生对于影视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度，而对于影视音乐只
能说是一知半解，因此，选择比较经典的影视音乐进行分析
说明，能够减少对影片本身剧情介绍的过程，增加作品例证
的力度，也让学生在音乐和剧情的联系上减少障碍，大大增
加他们学习的兴趣。

二、教学目标：

(1)、能认真欣赏本课的影视音乐，能认真音乐与影视的关系、
相互作用、影响的方式等有相对准确的理解。

(2)、能区分主题歌、插曲、主题音乐及场景音乐，并能简述
音画“对位”及“同步”表现手法的涵义。

(3)、在为影视片段配乐的活动中，能根据特有的影视画面，
选择合适的音乐进行配乐。

三、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欣赏影视音乐，感受音乐在增强影视艺术魅力方



面的重要性。

教学难点：音乐与影视画面的关系以及音乐在影视作品中的
作用的复合性。

四、教学过程

过程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导

入

聆听音乐，

回答问题。

embed.8

=1romani.影视歌曲中选取主题歌为重点，介绍主题歌曲特
性，欣赏李宇春为电影《十全九美》演唱的主题歌《梨花
香》。

中班美术糖果教案反思篇二

备课，是教师创造性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钻
研教学大纲及教材，要查阅资料、要确定教学目的、要选择
适当的课堂教学类型。要考虑教学方法。要设计编写教案，
还要借鉴相邻、相关学科的教学经验，更要研究国家教育的
全局形势……可以说，教师课上的一言一行，是以课下的精
心准备为代价的。

备课是否能达到教学中教师所期盼达到的目的．这就要看教
师是否做到了有的放矢。即：是否做到了对学生的思想情况、



年龄特点、音乐素质、能力水平、班风纪律等情况了如指掌。
是否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相应而适当的措施。所以说，备课不
能脱离学生的实际，不能离开了解学生这个重要基础.

中班美术糖果教案反思篇三

备课，是教师创造性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钻
研教学大纲及教材，要查阅资料、要确定教学目的、要选择
适当的课堂教学类型。要考虑教学方法。要设计编写教案，
还要借鉴相邻、相关学科的教学经验，更要研究国家教育的
全局形势……可以说，教师课上的一言一行，是以课下的精
心准备为代价的。

备课是否能达到教学中教师所期盼达到的目的．这就要看教
师是否做到了有的放矢。即：是否做到了对学生的思想情况
情况、年龄特点、音乐素质、能力水平、班风纪律等情况了
如指掌。是否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相应而适当的措施。所以说，
备课不能脱离学生的实际，不能离开了解学生这个重要基础。

在备课中，只熟悉课本教材是不够的，往往还需要把范围扩
大一些。翻阅书籍、网上查阅一些参考资料及借鉴一些相邻、
相关学科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如：教师用书、教学参考资
料、有关的文字资料、乐谱等）。参阅相关资料的目的，并
不是要扩大教学的范围，而是要使教师高瞻远瞩，在教学中
立于主动、有效的地位。

分析教材也是为了深入浅出地进行教学。所谓深入，就是抓
住教材的本质及教学内容的内在联系，对关键性的问题进行
透彻地分析；所谓浅出，就是把深奥难懂、难于掌握的东西
用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办法使学生掌握，要做到这一些，
教师必须吃透教材、勤于思考，提高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



中班美术糖果教案反思篇四

身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教学，对学
到的教学技巧，我们可以记录在教学反思中，写教学反思需
要注意哪些格式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宛自天开——
古代园林艺术》教学反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课前对教材的分析不够透彻，只注重“古代园林艺术”
这一环节，而忽视了“宛自天开”这一题眼。“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是中国造园艺术的重要原则之一，中国古代园林
是把自然的和人造的山水以及植物、建筑容为一体的游赏环
境。对引导学生领会“天开”的含义，并就“天开”的价值
讨论的不够。

二、学生的分析不足。学生的经历、知识面等因素的忽视，
在设置讨论这一环节，创设讨论氛围缺乏个性化，因此课堂
气氛不够热烈，一些美术知识无法按照预先设置环节进行。

三、导入这一环节过于简单，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应改为：
课件播放一段与学生生活贴近的画面——鱼缸、盆景等。问：
同学们这些小景致体现了人们怎样的情趣。学生讨论，得出
答案，从而导入新课。

四、教学过程当中加入中国哲学思想对园林艺术的影响。天
人和一的思想是中国文化哲学的要特点。道家：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五、为了能更好的讲好本节课我认为应做到如下几点：

1、中国园林因其独特的个性和成就在世界独树一帜，作为综
合性的艺术，涉及美术门类的各个领域，建筑，绘画，书法，
手工艺，设计，雕塑，织造等，具有很高的.欣赏与教育价值。
要引导学生深入研究，扎实掌握。



2、要重点掌握几个经典的园林建筑，如颐和园，拙政园。

3、中国园林建筑资源十分丰富，可结合参观当地的园林，体
会中国园林的特点。我们当地的有“响水观”、“朝阳寺”、
“观音阁”等具有寺观园林特色的古建筑群，就座落在风景
秀丽的大黑山。学生可借游览的机会拍摄照片集体交流。

4、利用学校的网络资源，带领同学一起查找咨询园林名胜的
资料，借此开拓学生的眼界。

就当前的一些拙劣的现代园林建筑展开激烈的讨论。可结合
当地的资源，如街边的公园，人工湖等，启发学生体会中国
古代园林的特点与优点。从而激发学生对祖国园林艺术遗产
的爱护和保护。

中班美术糖果教案反思篇五

photoshop模块在知识含量，综合能力要求较以往学习的其它
模块都要高得多，因此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如何设计一个
较好的学习主线，并选择合适的知识内容进行教学是本模块
教学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学习其它一些老师
的photoshop模块的设计过程中，我发现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就是整体的学习主线不清，知识点繁杂，老师什么都想讲，
但结果却是什么都没讲清楚。虽然某一个部分的教学设计可
能比较精彩，但从整体上并没有构建一个合适的知识结构，
学生在深一脚浅一脚的学习过程中逐渐产生畏难的情绪，最
终把photoshop当成了一件对图片随意恶搞的工具。基于这个
考虑，自己在这部分主要围绕层的相关知识进行学习，整体
学习难度并不高，最深的内容也不过是蒙板的基本应用（让
人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层的混合模式由于时间关系也没有涉
及）。从教学实践来看，这样的教学设计一方面能让学生的
知识框架更系统，容易让学生掌握图像美化的基本的思路，
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学习兴趣更易得到保持，为以
后photoshop更深次内容的学习打下基础。



在过去本模块的教学过程中，除了教学实例中的素材图片以
外，自己曾要求学生准备自己的图片素材（或通过网络搜索
获得相关的素材图片）进行处理，但感觉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很多学生根本没有准备自己的照片进行处理，搜索的图片也
是各式各样，缺乏明确的主题，部分甚至把时间浪费在搜索
及欣赏图片的过程中。所以此次教学过程，我针对不同的实
例，向学生还提供了多张与制作主题相关的图片素材，如数
码照片处理课例时，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多张数码相片让学生
美化；在海底魔方课例中，提供了世博及奥运的图片，让学
生进行世博（奥运或其它主题）魔方的制作，如此，学生不
但学习兴趣得了加强，且制作作品的丰富度也有所提高。因
此，在下一轮教学中，现在有素材的数量仍需进一步充实完
善。

由于ps模块的操作性较强，操作步骤复杂，在老师完成相关
的操作演示后，很多学生在操作时仍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
问题，如老师一一作解答，不但耗时耗力，而且难以照顾到
全体学生。因此，在本轮教学中，自己对于操作步骤较复杂
的几堂课都制作了演示课件，较好地解决了学生的操作问题。
课件的制作使用是captivate软件，相较于其它软
件，captivate在制作演示性类课件时不但时间少（一个课例加
上相应的交互及文字内容花了不到半天的时间），而且学生
的操作也使用十分方便。

另：captivate5在中文的支持上比以前的版本好了许多（希
望能尽快看到5.5版本下载），操作也更加顺手。

如何将学生系统性学习ps过程与学生生活实际相结合是本模
块设计的难点，自己个人感觉只是把photoshop一些非常酷的
功能介绍给学生对他们并没有太大帮助（除了让他们发出惊
叹之声以外），因此在本模块的教学过程中，我强调了在日
常生活中photoshop的实际应用，具体到教学设计上，我首先
在以往教学内容上增加了数码照片处理一节的内容，重点介



绍了如何对一般数码照片进行处理，并适当介绍了一些摄影
的基础知识；另外，在相关知识介绍完后，在学生进行不同
实例操作时，尽量引导学生利用学习的相关知识完成对自己
照片的处理。

在本次教学过程中，仍有几点问题有待解决：

1.学生对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的问题

本轮教学中，学生普通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不大，甚至对
于数码图像的基础理论知识。本次教学自己尝试以练习的方
式引导学生对理论部分进行学习，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如
何激发学生对理论部分的学习兴趣的问题仍需思考。

2.学生的美术素养普遍不足的问题

photoshop模块的学习实际上对学生的美术素养有一定的要求，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学生的美术素养普遍不足，具体表现为：
第一，审美能力的不足，学生对于作品往往是凭个人主观的
好恶进行评价，而很难说出作品具体的优劣。其次，学生缺
乏对美术知识的主动运用意识。与学生交流中，我发现许多
学生虽然在美术课中已经学过一些画面表达的知识，但在图
片处理时却将它们付之于脑后，完全没有想到去运用这些知
识。因此，如何将美术知识融合在在photoshop模块的教学中
仍需思考。

3.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

本学期，学生文理分科教学以后，部分学生对本学科的学习
动力下降明显，上课的投入程度减弱。究其原因，大概有二，
第一，主科的学习压力加大，学生的学习精力无法顾及本学
科；第二，学科没有真正的评价方式。



中班美术糖果教案反思篇六

（一）

《肖像艺术》是五年级上册第一课的教学内容，肖像画一直
是教学中的难点，也是学生绘画练习的难点。人物肖像画是
培养学生观察能力、表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人物画教学中
学生，常常存在“不敢画”和“观察不仔细”的毛病，针对
此，本节课教学以趣激学、以情促学，把引导学生进行研究
性学习、自主性学习作为教学设计的原则。

肖像艺术重在传神，“以形写神”，抓住“神”，表现人的
性格、感情，同时也要抓住人的外貌特征。

在开课前，我精心设计了多媒体课件，通过悬念引入课题，
通过角色游戏吸引学生去观察、分析、寻找画人物的第一把
钥匙：人物写生要仔细观察，抓住特征。其二，我亲自演示：
人物面部比例----“三停五眼”。这样的训练培养了学生的
信心，激发学生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肖像艺术》又是一节欣赏评述课，通过欣赏用各种绘画工
具画出的肖像作品，感受艺术表现形式的特点以及与作品的
和谐统一，认识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教学中，我着重强调以
形写神，引导学生掌握欣赏肖像艺术作品的方法，但学生
对“以形写神”只是知道有这个词，而形指什么？神指什么？
根本没有概念，更不用谈是否掌握欣赏的方法了。在学习中，
学生对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表现力感悟不深。

这节课内容比较多，不能面面俱到，可以以点带面，关键是
让学生知道形和神指什么，在具体操作时如何做？欣赏肖像
艺术作品的程序和方法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大谈特谈。

本节课存在问题：学生在绘画时线条不流畅，不能很好的表
现人物特点。这部分应是今后训练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