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术课降落伞教学反思(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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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课降落伞教学反思篇一

美术活动《锡纸小人》，在欣赏感受舞蹈动作的姿态美的同
时，尝试运用锡纸创作不同舞姿的小人，体验创作的乐趣。
在幼儿的创作中，欣赏、感受始终是第一位的，幼儿表现创
作的欲望只能通过充分感受才能萌发，只有在表现创造的亲
身体验中才能领悟美的真谛。因此，我选择《小木偶》作为
载体，巧妙地运用绘本故事情节设计了本次美术活动。视频
中的小木偶跳舞的动作给幼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活动将
创作、舞蹈融为一体，提高了幼儿对作品的欣赏、解读和辨
别的能力，使幼儿真正爱上美术活动。

首先，由音乐导入，让幼儿在音乐中想象着各种舞蹈的动作，
并能做出来，激发幼儿的兴趣。接着引到了今天的内容，我
出示了一些著名舞蹈家的典型图片让幼儿观看不同的舞者形
态，让幼儿和旁边的小朋友说说你等下要做里面的哪种形态。
这一环节不仅让幼儿互相分享，也通过交流锻炼了幼儿口语
表达能力。

接着我出示材料锡纸并进行了示范讲解，让幼儿明确做法。
锡纸非常好塑造形态，易于操作。下一环节让幼儿操作，在
操作前我提了几点要求是为了下一环节幼儿操作更顺利。最
后是展示交流作品。

要鼓励幼儿用不同艺术形式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



想象，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
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作的快乐。因此，在本次
活动中我力求使幼儿自由地创造表现。活动为幼儿提供充分
的宽松氛围创作，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材料以顺应幼儿的创作，
并鼓励幼儿创造性地利用自制跳舞的小人，创造出不同的动
态跳舞小人。

五园：陆畅

美术课降落伞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1、通过观察、体验、感受、了解哪类线条能表现
出动感，感悟线的表现力，培养学生造型能力和创造能力。

2、引导学生在小组学习探究中，相互交流，培养学生的合作，
探究意识。

教学重点：通过对作品的欣赏，了解哪些线条能表现出动感，
学习如何运用线条表现动感。

教学难点：线的动感的表现及疏密的组织。

教学准备：画纸、涂色工具、彩带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游戏导入

教师先在黑板上画一条波浪线，师：请同学画一些与老师不
同的线

同学们刚画的是什么线？可以表现波浪线的是？用几根波浪
线就可



以表示线在动了。出示课题――会动的线条

二、观察、感受新知

出示图片：水滴、烟雾、天极、烟花、体操

问：能不能告诉我动的线条在哪？带给我们怎样的感觉呢？

生：烟花下面的线条、水的波纹、体操队员的飘带……天极
这张图带给我们旋转的感觉

三、尝试表现，探究方法

1）教师出示教具，小棒上系一长飘带并演示

问：观察飘带动的'时候是什么线？（曲线）用笔描绘刚看到
的线，请学生上来示范画线

应该怎样画呢？把握几个特点：大胆，流畅

2）（画线条）出示图片

a、用直线表示的船跟太阳

问：怎样改变让船动起来，太阳也动起来呢？（直线变曲线）

b、（找线条）两张树的图片，了解哪类线条能表现出动感等。

问：哪一棵树让你动起来？怎样使树干（树枝、旁边的小树）
动起来？（直线变曲线）

c、陈少朴的鱼图片

问：会动”的线条是怎样“动”起来的？



d、凡高的星月夜

问：哪里在动呢？（云、月亮的光芒，星……都用的是曲线）

猜一猜画者在绘画这幅作品时的心情。

小结：“线”是美术家创造形象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造型
语言。

四、表现指导，学生创作

2、可以选择一幅画进行修改，让画面的景物动起来。

五、作业展示：上台展示自己的作品，介绍内容，哪些东西
使它动起来了？

六、课后拓展

1、提出本课拓展要求，希望学生在今后的创作中大胆使用各
种各样的线条，表现内心丰富的世界。

2、除了曲线会动，还有哪些线会动？找找生活中存不存在？

美术课降落伞教学反思篇三

连环画是学生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连环画中有趣的故事、
诱人的形象、丰富的色彩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们，本节课的重
点是让学生掌握连环画的特点及其创作方法，难点是故事中
主要情节的画面表现及形象的连续性。

五幅连环画图片，让学生进行正确的顺序进行排列。学生自
己先进行排序，然后在小组内再讨论排序结果的正确与否。
对在哪里？错在哪里？说说理由。这一环节给了学生充分的
时间进行自主学习，最后得出结论：连环画的图片是根据故



事的情节绘制的，要有连续性。连环画的组成部分有：封面
和图案、文字。之后我进行了连环画的故事编排和演示，给
了学生直观的观察感受，知道如何去设计连环画，学生在不
知不觉中掌握住连环画的特点及其创作方法，并较好的用绘
画表现出故事的主要情节和形象的连续性，解决了课堂的重
难点。

美术课降落伞教学反思篇四

纸板的创想-座椅设计教学反思

本课并不是单纯的手工制作课。在课堂上，我通过不断的引
导学生将座椅与创意与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学生通过
设计与制作，关注生活，热爱生活，敢于创造，善于去发现
美，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由于教学经验的不足，
课堂效果和我想象的有些偏差，不过，我会不断完善自己，
自己做到越来越好。

纸板的创想-成型方法教学反思

纸造型是学生非常感兴趣的学习内容，用材简便，制作容易，
运用纸的'切割、折曲、叠圧、形成有凹凸起伏的立体艺术造
型，有较强的立体效果与装饰效果，学生在设计、制作的过
程中，可以体会到艺术的美感和成功的愉悦。

手绘线条图像-物象空间的表达教学反思

美术课降落伞教学反思篇五

教材给予我们师生一个学习的方向，不至于大家在茫茫的知
识海洋里无章无距的行使，确切的说教材是一个方向，是一
个如何改教材，在形式与方法上，大家各有各的方法，但本
质还是要把握住这节课的最终目的，我认为教学的最终目的
就是教会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以便学生能在漫长的学习生



涯里，通过学习，研究的形式来达到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
目标。所以我更改了教材内容，我的观点是要可行，就是自
己觉得上起来不累，学生学起来有兴趣，能在轻松的环境下
把教材本质性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家乡美》对于学生学习的总体印象是两点：一是单独的回
忆，容易把学生的主观性思维限制在一个固定的范畴，主动
学习的能力容易被约束，二是有些特定的学生，没回过家乡，
甚至是不知道家乡风貌，在教学过程里尽管可以进行引导性
学习，但其实已经给学生造就了一个被动学习的环境，针对
这两个几年教学积累下的问题，我决定对这次《家乡美》教
学课堂实践进行一个小小的变动。

变动一：课题的变动。变《家乡美》为《诸城美》或者《校
园美》，在不改变了解学习风景画的表现方法，激励学生热
爱家乡（大自然），歌颂家乡（大自然）的情感这个主线的
情况下，我把课题从遥远的家乡拉近到学生的生活。

变动二：作业形式的变动。风景的表现不单只能依靠绘画，
我还想到了摄影这个载体，对于五年级的学生来说操作照相
机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教师可以适当的讲解摄影的一些
基本要点，我很相信我的学生一定能很好的去完成我的教学
目标。

变动三：交作业与改作业形式的变动。数码时代，学生的摄
影大部分是数码相机，交作业的形式由以往的课堂内完成作
业，按组收作业的固定模式，改为网络硬盘收集作业，网络
博客展示作业，游客留言批改作业的一个新形式的探究。

总之，这样上起来，效果颇为明显，学生爱学，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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