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有趣的拼图教学反思美术(优质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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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拼图教学反思美术篇一

在教学这一课时，我首先自己通读了教材，认真钻研了教学
用书，确定了本文的教学重点是要引导学生了解李四光探索
巨石由来的过程，领会李四光是如何思考问题、提出问题的。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弄清李四光探索
巨石由来的过程，我引导学生围绕下面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1）奇怪的大石头怪在哪里？

（2）李四光是如何思考和解决自己的疑问的？在解决第一个
问题时，我让学生反复读课文，抓住重点词句展开讨论，进
行探讨。学生抓住这块巨石孤零零地立在草地上中的孤零零，
知道了石头是独立的一块；从大石头把他的身影遮得严严实
实的，小伙伴围着石头转来转去，也找不到他这句话知道了
这块石头非常大；从老师说的话这块石头恐怕有几百年的历
史了，明白了这块石头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了；老师说它
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但李四光又想这么大的石头为什么没
卧进土里去呢？而且连大人也说不清楚。通过这几方面，学
解生决了第一个问题，知道了这块大石头确实怪。正是因为
这样，李四光才产生了疑问，紧接着，我引导学生讨论第二
个问题。我让学生反复朗读老师和李四光的对话，感受李四
光思考问题的过程。虽然老师和父亲都说不清楚石头的来历，
但是李四光没有放弃求索，我教育学生要学习李四光这种执
著求索的精神品质，又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课文的最后几段，
重点抓住许多年直到才专门考察发现等关键词语来体会，学



生通过反复诵读体会，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进一步理解了李
四光执著探索的可贵品质。

在教学这一课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让学生抓
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时，没有很好地引导学生联系生活
实际加以理解和体会，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还要多注意这一
点。

有趣的拼图教学反思美术篇二

在上课前，我首先自己通读了教材，理清思路。上课时我先
让学生们通读全文，搞清楚教材讲了一件什么事，接着让学
生说说李四光给你留下了一个什么印象?让他们去思考，去提
问，积极发言。可是一上课，好多东西都跟想象的不一样。
比如，对于课文我让学生们一直在读。但是学生们虽然在读，
可感觉他们只是在配合我，他们心里是不清楚为什么老师让
我们读课文。我现在想来，其实每一篇课文每一次读的要求
应该是不一样的.如可以分(1)解决生字词，把课文读通
顺。(2)有感情地读。(3)因为深入了解课文，以读来加深印
象等。

在展开教学抓住一个“怪”字展开教学，引导学生围绕下面
两个问题展开讨论：(1)奇怪的大石头“怪”在哪里?(2)李四
光是如何思考和解决自己的疑问的?在解决第一个问题时，我
让学生反复读课文，抓住重点词句展开讨论，进行探讨。

从“大石头把他的身影遮得严严实实的，小伙伴围着石头转
来转去，也找不到他”这句话知道了这块石头非常大;从老师
说的话“这块石头恐怕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明白了历史悠
久;通过这几方面，学生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知道了这块大石
头确实“怪”。

老师说它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李四光又产生了疑
问，“为什么没卧进土里去呢?”我引导学生讨论第二个问题。



我让学生反复朗读老师和李四光的对话，感受李四光思考问
题的过程。重点抓住“许多年”“直到”“才”“专门考
察”“发现”等关键词语来体会。

有趣的拼图教学反思美术篇三

《奇怪的大石头》一课这篇课文讲述的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
李四光小时候对家乡的一块巨石产生了疑问,通过自己许多年
的研究,终于弄明白巨石由来的故事。通过学习课文，使学生
感受李四光勤于思考、善于动脑、执着求索的可贵品质。我
想：李四光是一个善于发现问题、勤于动脑的人，这节课不
正是要让学生学习他这种优秀的品质吗？于是，我便改变了
以往师提生答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自己提问题自己来解答。
下面是我的一段教学片段：

师：古人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即
提出一个小问题，

生：读课文，认真批注。师巡视。 师：哪一个爱思考的孩
子先来发言？

生：这块大石头是从哪儿来的？怎样来到这里的？

生：这块大石头是从秦岭被冰川带到这里来的。

生：那“这里”指的是什么地方？

生：“这里”指的是李四光的家乡，我从资料中得知李四光
的家乡在湖北黄冈。

生：这块石头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带过来的？

生：老师不是说了吗？是第四纪的时候，大约从250万年前至
今。



生：那究竟是哪一年呢？

（看来，这位同学不问出个具体的年月誓不罢休）

（学生们个个沉默无言，眼神里充满了疑问。）

生：第四纪冰川怎么只带来了一块大石头呢？

生：是呀，这里怎么只有一块大石头呢？（同学们纷纷向我
发问）

师：我想，这是这块石头与这个地方的缘分，是缘分让这块
大石头来到了这里。其余的石头大概与这个地方缺少缘分吧。
就像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是缘分让我们相聚、相知，
我们彼此间应互相尊重、团结友爱，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才
是啊！

生：老师，这块大石头怎么这么大，它是怎么形成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备课时还真没有想到，情急之中，我把
问题推给了学生。）

师：有哪位同学知道呀？谁能答出来，谁就是这位同学的老
师.

（谁知，学生们一个个都皱着眉头，连连摇头，用疑问的眼
光看着我，等着我给他们指点迷津呢！可我也不太清楚啊，
怎么办呢？没办法，只有推到课后去完成了。）

师：这位同学的问题提的很棒，老师把这个问题作为作业，
留给大家课后思考。”



有趣的拼图教学反思美术篇四

对本堂课的不足点我总结如下：

一6钥伪镜脑亩撂轻描淡写

叮阅读的针对性不强

龋目标不明确

确很有关系．我觉得我们不管课怎么上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
要完成教学目标，只要围绕着教学目标，不偏离．站在学生
的回答角度跟着学生上也未尝不可．另外我觉得我对饶昙兜
难生到底有怎么样的水平不是很了解．自己的板书也不够干
净和漂亮．这些都有待我改进。

有趣的拼图教学反思美术篇五

《奇怪的大石头》这一课讲述的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小时候对家乡的一块巨石产生了疑问，通过自己许多年的研
究终于弄明白巨石由来的故事。这个故事体现了李四光勤于
思考、善于动脑，数十年执著求索的可贵品质。

在教学这一课时，我首先自己通读了教材，认真钻研了教学
用书，确定了本文的教学重点是要引导学生了解李四光探索
巨石由来的过程，领会李四光是如何思考问题、提出问题的。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弄清李四光探索
巨石由来的过程，我引导学生围绕下面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1）奇怪的大石头“怪”在哪里？

（2）李四光是如何思考和解决自己的疑问的？



在解决第一个问题时，我让学生反复读课文，抓住重点词句
展开讨论，进行探讨。学生抓住“这块巨石孤零零地立在草
地上”中的“孤零零”，知道了石头是独立的一块；但是孩
子们忽略了老师说的话“这块石头恐怕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说明这块石头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了；通过这几方面，学
生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知道了这块大石头确实“怪”。在学
生们反复读第二自然段时，让学生理解它的“大”。从“大
石头把他的身影遮得严严实实的，小伙伴围着石头转来转去，
也找不到他” 这句话知道了这块石头非常大；正是因为这样，
李四光才产生了疑问。

紧接着，我引导学生讨论第二个问题。我让学生反复朗读老
师和李四光的对话，感受李四光思考问题的过程。虽然老师
和父亲都说不清楚石头的来历，但是李四光没有放弃求索，
我教育学生要学习李四光这种执著求索的精神品质，又引导
学生反复朗读课文的最后几段，重点抓住“许多年”“直
到”“才”“专门考察”“发现” 等关键词语来体会，学生
通过反复诵读体会，解决了第三个问题，进一步理解了李四
光执著探索的可贵品质。

反思在教学这一课时，我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让
学生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时，没有很好地引导学生联
系生活实际加以理解和体会，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还要多注
意这一点。还有就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新教材，对这篇课文
读得不够透彻。只重视了文中重点词句、语言训练点和思想
感情的渗透，忽略了这篇文章的结构体系。这篇文章可以分
为两部分：一到二段为第一部分，主要讲这块石头的“大”，
从而引发了李四光孩提时的疑问。其他段落为第二部分，讲
述李四光不断探究问题的答案，终于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地质
学家。最后在学完课文之前，结合板书指向课题，石
头“大”，来历“怪”，怪不得叫“奇怪的大石头”呢！齐
读课题下课。

归段的能力，是三年级重点要培养的，但一次错过了一次好



机会。

《奇怪的大石头》教学反思

《奇怪的大石头》讲述的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小时候
对一块大石头产生的疑问，问老师和爸爸没有得到答案，长
大后靠自己出国解决疑惑的故事。

教学中我首先明确教学目标：1、让学生们正确流利的朗读全
文2、了解童年李四光对石头产生的疑问及他后来震惊世界研
究成果与童年的疑问间的关系，认识好奇心在发明创造中的
重要意义。上课时先让学生们通读全文，搞清处“奇怪的大
石头”到底奇怪在哪里？让他们去思考，去提问，积极发言，
并针对提出的问题去展开教学，逐个分析问题，最后探讨李
四光是怎么样解决内心疑惑的？说实话因为是随堂上课，我
在上课之前是做好准备的，我想好了上课应该说什么，学生
可能会说什么，我又该怎样回答他们。可是一上课，好多东
西都跟想象的不一样。

对本堂课的不足点我总结如下：

一.对课本的阅读语言平淡，我基本上用了提问的方法，如让
学生说说“奇怪的大石头”到底奇怪在哪里？学生能找到，
但是我就轻描淡写地带过了。没有让学生针对性的读一读，
使得学生对这篇文章的理解不够深。

二.阅读的针对性不强，课文让学生反复读。但是学生虽然在
读，可我感觉他们只是在配合我，他们没有读出人物对话的
语气情感来。我现在想想，其实每一篇课文每一次读的要求
应该是不一样的.如可以分1.解决生字词，把课文读通顺.2。
有感情地读。3。因为深入了解了课文，以情景读来加深印象
等.但是我在这方面做的很欠缺.让学生读的有点不知所谓。

三.我本课的教学目标没有很好的完成。我在上课时感觉是在



设计一个过程，好学生回答的和我的想法一样就可以了，然
后按照我的想法一直上下去。如果学生偏离我的想法就会想
方设法把他们引导到我的思路上来。过程和我一样了，我就
觉得成功了似的。其实现在想来，这跟我对教学目标不明确
很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不管课怎么上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完成教学目
标，只要围绕着教学目标，不偏离.站在学生的回答角度跟着
学生上也未尝不可。

《奇怪的石头》这节课教的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小时候对
一块大石头产生了兴趣，长大后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明白了
大石头了由来的故事，在让学生们读课文时我反思了自己
在3.2上这节课的失误。采用了让学生分角色读课文的方式，
总结主要内容时运用了提示语“李四光小时候______，后来，
______,终于明白了_______。”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同学
们变得积极起来，争先恐后的回答问题，课后有个学生找到
我问我为什么这节课这么好玩。这句话能看出这节课的成功。

第二节分析课文，在讲对李四光印象时，同学们却沉默了，
一下子课堂陷入了僵局，现在想来可能是没有总结上节课内
容的缘故，以至于同学们李四光谈不上什么印象了。看到这
个情况后，我把这个问题一步步分析，从爱提问同学们总结
出他是个爱思考的孩子，从在老师的回答中发现问题总结出
他是个爱动脑的孩子，从长大后他不放弃研究能看出他是一
个执著追求的孩子。从而总结出中心思想。这节课自己认为
不是很好，课堂气氛很低沉。同学们都不积极，以至于心思
都不在课本上问题也很少同学能想出来，以后要加强调动兴
趣的能力。

有趣的拼图教学反思美术篇六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能自制泥板，尝试运用已掌握的按压、拍打、搓、
团、捏、盘泥条、镂空等多种技能方法，以及能灵活选择各
种辅助工具，创造、表现奇特的脸部。

2.启发幼儿能大胆想象，大胆尝试，创造、表现出各种奇特、
新颖的脸，发展他们的想象力、动手操作能力及与同伴的合
作能力。

3.能积极参与创作活动，体验、感受玩泥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利用网络收集的一些不同的脸的图片资料，并做成幻灯片。

2.陶泥、各种工具等。

活动进程：

一、组织幼儿观看幻灯片，引出课题。

“今天，老师要带小朋友们到一个奇特的世界去看一看，看
看在奇特的世界里都有些什么?”

二、组织幼儿共同讨论、学习制作方法。

1.组织幼儿共同讨论：

你们看，都是什么呀?

都有哪些不同的脸?它是怎么样的?

那想想看，是怎么样表现出来的呢?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鼓励幼儿仔细观察，用清楚的语言发表自己的想法。)



2.老师总结，并进行简单讲解，让幼儿能简单熟悉制作步骤。

是先取一块泥，用手按压或是工具拍打成一块泥板，然后再
用各种方法，如;盘泥条、镂空等，表现脸上的五官，并尝试
一些创新、装饰。

三、幼儿动手尝试制作。

1.老师提出制作要求及制作过程中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1)在自制泥板时，要注意：不能太薄、也不要太厚，在按压、
拍打的过程中，要能及时翻翻泥板，以免泥粘在桌上拿不下
来，并且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出不同的形状。然后就可以
用所掌握的不同的技能在泥板上表现五官，创造奇特的脸，
注意：五官一定要明显、突出，粘贴时也要注意牢固性和创
新度。

(2)制作时，可以是自己一个人制作，也可以是与同伴一起合
作，遇到困难可向同伴或老师提出帮助。

2.幼儿制作。

教师巡回指导，给予帮助，鼓励能力弱的幼儿能积极参与其
中，与同伴或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作品。

重点指导幼儿：

(1)泥板的制作，不能太薄不能太厚。

(2)在设计、创造脸部的五官时要能大胆想象，运用不同的技
能、方法来创造出各种不同的作品，表现出不同的脸部表情
和装饰。

四、作品展览，相互欣赏、介绍，感受成功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