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精灵美术教案 给艺术插上科学
的翅膀教学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既然教案这么重
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
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精灵美术教案篇一

我们都知道，美术活动大致分为创作和欣赏两类，以学生学
习活动方式划分了四个学习领域，在以往的教学中，我们比
较熟悉的是造型表现课，而综合探索课在教育教学中更能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探究精神，因为综合探索课，是融了造
型表现，设计应用和欣赏评述三个美术学习领域为一体，并
与其他学科相综合与现实社会相联系的一个学习领域，在广
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培养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发挥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美术老师应
具有的.教学理念。在本课教学中我注重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注重各学科间知识的横向联系与研。

第二，是在注重本学科知识的纵向延伸与提升中引导学生主
动发现、探究和生成新知。

今天《给艺术插上科学的翅膀》一课我是这样设计的：课前
布置孩子们通过互联网资源查阅有关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的
事例，我们得知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电脑绘画、室内的装饰、
首饰设计以及桥梁建筑，自然博物馆、车模等。教学伊始，
依据这个年龄段学生对知识的获取量和好奇性，首先将学生
带入神秘的宇宙，借助科技手段——天文望远镜观赏造型奇
特具的宇宙星云，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展想象的空间，激发
学生的探究欲望，引领孩子们借助科学的手段感受艺术的美。



结合，而且是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科学。

此时学生的思维活跃，触及领域繁多，交流汇集水到渠成，
我在想、我要说……，学生主动探索一触即发。个性学会倾
听、交流，体验探究的面面观；合作中愉悦、生成，感受科
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激发美术学习的兴趣。

最后小测验——反馈中提升和浓缩了本课知识的精髓； 知识
的拓展——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展想象的空间，激发探索未
知领域的欲望，体验探究的愉悦与成就感。

小精灵美术教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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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精灵美术教案篇三

《小学数学新课程标准》提出实现“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
人人都能获得必要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
展”的目标，这里所说的“有价值的、必要的数学”就可以
理解为对生活有用的数学．新课程标准突出了数学的生活化，
也更加重视学生对知识的应用。因此我们在数学课堂教学中
应尽可能把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改变课本



中原有的例题，从现实生活中提出数学问题来呈现课本所要
学的内容。反过来，在进行应用题的练习时，引导学生运用
所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例如，在教学“利息”时，首先让学生了解自己家里与银行
有哪些业务往来（如缴电话费，电费，水费等）第二、让学
生到银行、信用社、邮电局去调查当前的年利率和利息税的
计算方法，比较各银行的贷款利率。交给他们实际任务：1、
算一算将自己的压岁钱存入银行1年的利息。2、假如家里要
买房贷款10万元，请你选择银行和贷款种类。课堂教学时将
例题改成“老师去年存入银行5000元钱，今年到期时银行多
付了79.2元，共得到5079.2元。”这样贴近实际的事来引出
有关利息的几个概念。最后让学生填写存款凭证，再计算本
金和税后利息，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在教育学生珍惜时间时，我让学生计算学第十一册数学书的
时间。以一个学期20周，每周5课时，每课时40分钟计算。这
样40×5×20＝4000（分），4000÷60＝66.666（小时）。
在66.67÷24＝2.7779（天）。原来学习一本数学书的总时间
只有不到3天。看到结果同学们都大吃一惊。从没想到会这样。
学生明白了＂积少成多＂＂知识在于积累＂的道理．然后让
学生依据自己的体会，选择一项业余爱好，设计一个计划表，
付诸行动。

我相信要让学生对数学产生兴趣，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学生感
受数学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教学中要注重生活实际，重视学
生直接经验，把教学归朴于实践，归朴于生活。同时再将数
学运用与生活的过程中感悟数学的价值。

文档为doc格式

小精灵美术教案篇四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节课属于美术四个领域中



的“欣赏评述”领域，以往学生对一件美术作品的评判标准
往往是像与不像，这体现了学生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一种
浅显而朴素的理解，其实美术作品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与生活
总的真实原型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学生就说不出道理了，更
不知如何评述。这节课属于美术的。基础理论课，学生在课
前就跟我商量“老师咱们还是画画吧”。这说明他们对于这
样的理论型的课不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如何让学生理解老师
的授课意图，并对这样的话题产生兴趣呢，我觉得导入很重
要，经过推敲之后我设计了欣赏导入法。先用大量的优秀的
画作让学生欣赏，初步感受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为了进一步
理解艺术并不是完全照搬生活我又加入了一个小故事，“在
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打下很多疆
土。凯旋以后由于受过伤所以一直眼睛瞎了，一条腿瘸了。
一天他想找人给自己画像，第一个画家忠实地把他的形象画
了下来，可以说画得很像，但国王大怒把他杀了，第二个画
家把他的双眼画的炯炯有神，腿也不瘸了，国王又大怒，命
人把他也杀掉。第三位画家很聪明，他是怎么做的呢？（注
意停顿几秒钟给学生思考时间）他画了国王单腿跪地屈膝，
眯起一只眼睛拉弓射箭的姿势，结果国王很高兴赏给他很多
金银财宝。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艺术不是生活的忠实再
现，要经过艺术家能动思考。

美术作品的创作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再现性的，一是表现性
的。举再现性的例子：齐白石的国画作品《虾》对比真虾引
导学生讨论，艺术作品典型性集中性的特点。以油画作品
《开国大典》对照当时照片组织学生进一步讨论得知艺术不
是生活的复制品，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虾》体现的是传
神的美，体现了画家热爱生活的态度。而《开国大典》用壮
阔的场景和浓丽的色彩烘托出了庄严历史时刻带给人的内心
感受。而凡高的《夜咖啡馆》则体现了色彩的美。

表现性的题材以吴冠中的《松魂》等为例。画面用夸张变形
的处理表达作者主观精神。



为了验证学生是否理解本课内容，讲到此处请学生举出所知
道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例子，除了绘画作品还可以举
出文学作品，影视剧，音乐等例子。

欣赏评述课，这对于学生来讲是开拓眼界的机会，然而这种
理论型的课他们上起来总是会感到枯燥，这需要老师多想办
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注重学生的广泛参与，多给学生发言
机会，运用鼓励，激将，评选等方式激发学生学习欲望，在
设疑时抓住问题所在，利用学生好奇心强的特点，在思路安
排上采用相声小品中抖包袱的手法，调起学生胃口，吸引学
生注意力。

中央十台“探秘追踪节目”给我很多启示，教师的语速，课
件中适时的插入一些声音，对于欣赏课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以后要在这方面作一个尝试。

小精灵美术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学唱歌曲，感受歌曲欢快、愉悦的情绪，表达上小学的愉
快心情。

2.和同伴一起尝试用多种方式表现歌曲。

活动过程：

1.引出歌曲。

解析：本个环节中，教师运用了直接导入的方式，让幼儿通
过聆听音乐来了解歌词。

2.第一次倾听歌曲录音。



交流歌曲内容，对歌词进行熟悉。

——教师：你听到了什么?(幼儿回答后教师用简笔画画出相
应的内容，太阳、花儿、小鸟，背着书包的小朋友。

解析：环节中需要教师的简笔画要熟悉，在课前就要准备好。
并且简笔画可以帮助幼儿进一步理解歌词的内容。

3.第二次欣赏教师自弹自唱。

——教师：你听了歌曲以后觉得歌曲里的小朋友上学时的心
情是怎样的?

解析：帮助幼儿理解上小学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4.教师唱歌，请幼儿为歌曲伴奏。

(1)用各种身体动作为歌曲伴奏。

——教师：现在请你为老师的演唱伴奏，你可以用各种身体
动作，比如拍肩、跺脚、拍手，请你们开动脑筋想出各种优
美的动作来打节奏。

(2)用“啦”为歌曲伴奏。

——教师：刚才小朋友们的身体动作都想得很棒，接下来，
我想请你们用“啦”来哼唱歌曲。

解析：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伴奏，帮助幼儿理解歌词的节奏。

5.幼儿完整学唱歌曲。

(1)跟着录音演唱1~2遍。教师用黑板上的简笔画提示幼儿学
唱歌曲。



——教师：请你们看着老师画的图谱一起来唱一唱这首歌曲。

(2)跟着钢琴演唱。请幼儿边唱歌曲边用自己喜欢的动作表演
歌曲内容。

——教师：请你们起立，找一个空地方，用自己优美的动作
边唱边表演。

解析：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幼儿更加快地学会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