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美术仙人掌教案反思(实用5
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我给
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中班美术仙人掌教案反思篇一

本课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实地观察和分析，使学生认识到近大
远小的透视现象，理解视平线、消失点在透视现象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是通过观察、分析和讲解，使学生能初步了解景物
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及相关知识。教学难点是如何运用所学
的透视知识表现身边的景物。

在教学活动中，我首先出示数幅图片（风景图片），请学生
仔细观察后归纳透视现象；学生通过仔细观察后总结出近大
远小、近高远低、近疏远密的透视现象。紧接着我又让学生
思考：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师生共同观察分析图片讨论
总结出是由于距离不同，位置不同，我们就会有近大远小、
形状改变的感觉。我们站在路的中心，会看到路面和两旁的
树木、房屋都渐渐集中到我们眼睛正前方的一个点上，这一
点称为主点。通过主点的水平线叫视平线，但这些通常是不
画出来的，但在作画的过程中通常要用到。（师一边讲解一
边在黑板上画出，让学生直观的了解）

接下来出示摄影风景图片，让学生结合书本上的图片同桌互
相学习讨论看看还会有怎样的新发现。最后老师小结：同样
高度的建筑或柱子，树木等都有近高远低的透视现象；一条
同样宽阔的马路、铁轨都有近窄远宽的透视现象，这些都是
生活中常见的透视现象。



最后通过让学生临摹写生作品，感受各种透视现象。在作画
过程中，发现各种容易犯的错误。在此过程中逐一纠正，避
免学生在写生的过程中犯这种错误。同时进行作业的展评。

收获：

通过教学，新授的透视知识学生理解比较快，能快速区分和
分析画面中、生活中的透视现象。

不足：把一样的物体放在另一样物体的后面，就会产生前后
的感觉，物体通过逐渐缩小尺寸，也会产生前后的感觉。学
生对这个知识点，有的理解的不深刻，所以在画作业时，表
现物体的前后的尺寸不是很明显。而且学生具体应用透视原
理实践创作的能力较弱，作业构图及完整性欠缺。改进措施：

五年级的学生对这个透视问题，有的理解的不到位，需要慢
慢的进行引导，使他们对这一概念更好的表现在自己的绘画
中。当然必须要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

中班美术仙人掌教案反思篇二

某市中考录取分数出台之后，有些学校将过该市重点高中分
数线的人数或学生名字以广告或光荣榜的形式登出。有一所
学校因考取某重点高中的人数甚多，所以有网友在该市某论
坛上提出将此学校更名为某重点高中附属中学，且同意者不
在少数。看到这些现象，笔者甚感忧虑，素质教育实施有几
年的时间了，可是社会对学校的评价依据仍然是看分数，凭
升学率，学校对外宣传也是靠升学率，从而引起笔者深深的
思考。

一、民众过分关注考分和升学率影响素质教育的开展

科举考试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虽然早已废除
科举考试制度，但因科举考试而形成的旧观念仍深扎在人们



心中。中第就意味着光宗耀祖，意味着飞黄腾达，意味着荣
华富贵。于是，那些怀揣梦想的读书人开始了头悬梁椎刺骨
式的苦读，即使如范进一样也再所不惜。长此以往“万般皆
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就深入人心了。而在现代社会中，
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的转变。高分数意味着好学校，意味着
好工作，意味着好前程。而且在这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包裹
着的社会，无钱、无门路的家庭和学生怎样才能改变目前不
尽人意的生活现状呢？更多家庭和学生选择以读书来改变现
状，改变命运。

二、不完善的学校选拔机制制约着素质教育的发展

素质教育是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
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
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从
素质教育定义的阐释来看，素质教育是不同于以往的应试教
育。它不赞同应试教育中单纯应付考试，争取高分和片面追
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

三、经济利益的获取阻碍素质教育的纵深推行

四、素质教育的宣传力度不足削弱了素质教育的影响力

素质教育实施的这几年，学校、老师都在以饱满的热情迎接
这一新事物，从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能力，使学生得到全面
的发展。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但是仅仅靠学校的一己之力
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家庭、社会的合力，众人拾柴才能使
素质教育之火越烧越旺。可惜的是，社会中能准确了解素质
教育这一内涵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认为素质教育无非是在
学习之余弹弹琴唱唱歌跳跳舞罢了。即使有人了解，这其中
的大多数人也会将素质教育的重任托付给学校完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
工程。任何人的发展都要依靠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的共同



作用。只有全社会都来关注素质教育，都来为素质教育的发
展尽一份力，素质教育目的的实现就指日可待了。所以，学
校社会要加大素质教育的宣传工作，改变社会大众的旧观念，
在社会中形成重视能力培养的良好氛围。

五、坚持素质教育才能符合人类的发展需要

素质教育在实际推行中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有专
家直言“素质教育不是几年，甚至也不是十几年的事情，恐
怕要有几十年的思想准备”。是的，这几年素质教育的实施
有成绩也有不足，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坚信素质教育的
提出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只要全社会都
来爱护素质教育这棵幼苗，就能使它在将来长成参天大树。

中班美术仙人掌教案反思篇三

本节课属于造型表现领域的内容，通过本课的教学内容我确
定了本科的教学目标：通过实地观察和分析，使学生认识到
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理解视平线、消失点在透视现象中的
作用。教学重点是通过观察、分析和讲解，使学生能初步了
解景物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及相关知识。教学难点是如何运
用所学的透视知识表现身边的景物。在教学活动中，为了让
学生能更透彻的理解透视，我采取的是直接切入主题的方法，
直接阐明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我先是以提问的方式导出，然
后我以当场示范的方法进行讲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教
师的当场演示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接下来的学习内容做
铺垫。在讲解定义的过程中，我感觉学生肯定不愿意听老师
把概念叙述一遍就结束了，一是印象不深刻，再就是感觉很
枯燥、没意思。所以我把概念的讲授用一个例子来讲解，这
个例子里面的主角一个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体育明星姚明、
一个就是几乎每天都能看见的自己的老师（也就是我）这样
做充分调动起了同学的学习热情，他们感觉很有意思。通过
图片中我不动让姚明的位置变换讲解透视的概念，使学生在
放松的情境中很容易的解决了本课的重难点，了解了透视的



基本规律“近大远小”。

度，就在学生对所学知识极度渴望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讲解，
并加以范画演示，这样会使学生的精力高度集中，一般情况
下老师灌输的知识他们可能不认真去学，但是遇到自己想知
道的或感兴趣的他们会集中精力迫切的想得到它，从而大大
的加深了学生对重难点的认识。

在表现透视现象的过程中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室内的空间，
室外的马路或是旷野一眼就能看见消失点，很容易就能找到
视平线，然而室内同学们最容易搞错的就是把墙面与地面交
汇的地方当成是视平线，这样就会导致室内的空间过大，与
现实不相符。我在教学的过程中是采取让学生判断的方式进
行强调的，我展示了一张教室的图片让学生找视平线和消失
点，果然不出我所料绝大多数学生都说教室地面与墙面的交
汇处是视平线，我利用课件把地板砖的两条边缘线延伸，然
而两条边缘线在远处相交的点不在墙面与地面交汇的而是高
于这条线，这里相交的这个点就是消失点，因为消失点实在
视平线上的，所以向学生证明真正的视平线不是墙角与地面
的交汇处，课件出示正确的视平线的位置，从而解决了从而
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我要在黑板是用范画做进一步讲解，
并举出反例让学生判断，进一步加深学生的印象。

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产生这样一个心里“他能画出来，我
也能”的想法，进而增强了学生的绘画欲望。

在接下来的绘画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视平线和消失
点定的太远、画面中的近大远小关系运用的不明显、构图小、
用线碎等情况都有出现但是并不是全部而是个别人，针对这
样的情况我在巡视的过程中就会进行单独辅导纠正错误，学
生作品成型后绝大部分都符合教学要求，在欣赏的过程中我
选取的不仅仅是好的作品还选取了一些有问题的，采用以学
生评价为主，教师为辅的方针进行评价，其目的是培养学生
的欣赏评价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最后对本节课所学知识进行总结，然后对本课知识进行拓展
让学生养成善于观察生活的好习惯。

总的来说，五年级的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有了一定对透视现
象的认识，绝大部分同学都能按要求较好的完成作业，最终
达成起初的教学目的。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自身存在许多不
足之处，比如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很强，语速还有点快，
有些地方会不经意间说出地方方言。通过本次讲课深深的认
识到自己的不足，在今后不断的学习和磨练中我相信一定能
克服困难，改掉教学中常犯的毛病，争取做一名合格的美术
教师。

中班美术仙人掌教案反思篇四

本课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实地观察和分析，使学生认识到近大
远小的透视现象，理解视平线、消失点在透视现象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是通过观察、分析和讲解，使学生能初步了解景物
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及相关知识。教学难点是如何运用所学
的透视知识表现身边的景物。

在教学活动中，我首先通过一个师生互动环节―观察手，引
导学生观察，初步感知近大远小的透视效果，紧接着我又让
学生思考：生活中还有哪些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如何产
生的？师生共同观察分析图片讨论总结出是由于距离不同，
位置不同，我们就会有近大远小、形状改变的感觉。我们站
在路的中心，会看到路面和两旁的树木、房屋都渐渐集中到
我们眼睛正前方的一个点上，这一点称为主点。通过主点的
水平线叫视平线，但这些通常是不画出来的，但在作画的过
程中通常要用到。（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画出，让学生直
观地了解）

接下来出示摄影风景图片，让学生结合书本上的图片同桌互
相学习讨论看看还会有怎样的新发现。最后小结：同样高度
的建筑或柱子，树木等都有近高远低的透视现象；一条同样



宽阔的马路、铁轨都有近窄远宽的透视现象，这些都是生活
中常见的透视现象。

最后通过让学生临摹写生作品，感受各种透视现象。在作画
过程中，发现各种容易犯的错误。在此过程中逐一纠正，避
免学生在写生的过程中犯这种错误。同时进行作业的展评。

通过教学，新授的透视知识学生理解比较快，能快速区分和
分析画面中、生活中的透视现象。

把一样的物体放在另一样物体的后面，就会产生前后的感觉，
物体通过逐渐缩小尺寸，也会产生前后的感觉。学生对这个
知识点，有的理解的不深刻，所以在画作业时，表现物体的
前后的尺寸不是很明显。而且学生具体应用透视原理实践创
作的能力较弱，作业构图及完整性欠缺。

五年级的学生对这个透视问题，有的理解的不到位，需要慢
慢地进行引导，使他们对这一概念更好的表现在自己的绘画
中。当然必须要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要经过多次反复的
练习之后，才能用线准确的表达出来透视的现象。

中班美术仙人掌教案反思篇五

课文《月亮湾》以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秀丽的田
园风光。这么美的乡村景色真该让小朋友们好好欣赏一番，
品位一番。我想，不妨亲笔画一画，课前，按照书中描绘的
景物练习了几次，便正式去学生面前“献丑“了。

师：这小河应该画成什么样呀？

生：像月牙一样。

师：你能说说理由吗？



生：因为书上写着“有一条像月牙一样的小河”。

师：月牙一样的小河可真美，一定要画的美美的。

当小朋友们说到河里的鱼儿时，我便请小朋友一同参与绘画。

师：谁会画鱼儿呀？

（小朋友们兴奋地举起了小手）我请了几位小朋友上来。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老师为什么要请这么多小朋友都上
来画呢？

生：因为河里的鱼很多，一个人来不及画。

师：你怎么会知道河里鱼很多呀？

生：因为书上写着“一群群鱼儿”。

师：你真是个会读书的孩子。

在画桃树和桃花时，我不断的征求学生的意见，该画哪里，
画多少，做到尊重学生，让学生自己思考，而不是老师的霸
权主义。

师：小朋友们，桃花长哪里呀？

生：河岸上。

（师在河岸边画上了桃树。）

师：要画多少呀？

生：画许多许多。



师：桃树上还要画什么呀？

生：桃花。

师：你们知道桃花是什么颜色的吗？

生：粉红色的。

（师边问学生“桃花够不够多”，边画桃花，直到学生说够
了为止。）

师：为什么要画上这么多桃花呀？

生：因为课文中写着“开满了桃花”。

师：你能形容一下这些桃花吗？

（有的学生引用书上的文字来说。）

生：这些桃花，远远望去，像一片灿烂的朝霞。

（也有的学生用自己的话来形容。）

生：桃花开满了村子，真美呀！

生：桃花一片粉红，整个村子成了粉红色的海洋。

生：这粉红色的桃花，味道真香，我也想去月亮湾看一看。

反思：

绘画，并不是这节课的最主要部分，课堂上的绘画归根结底
还是辅助课文的理解和朗读，为有感情的、发自内心的朗读
作铺垫。而且，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绘画，学生对朗读
产生了更大的积极效应，朗读时也更投入了。特别是配上抒



情的音乐有感情的朗读，从学生的朗读中更加能体会到月亮
湾的美，更能感受到学生们对月亮湾的赞美与向往。最后，
伴随着音乐闭上眼，去想象你记忆中的“月亮湾”的美，这
才是真实，实实在在的学习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