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功夫教学反思四年级(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功夫教学反思四年级篇一

本课内容第一次让学生开始接触到西方殖民者侵略的相关史
实，其中重点是对中国的处理，利用学生在地理课上对中国
台湾的各方面了解，实现学科之间的.综合，能很好的激活学
生已储备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我及时的把郑成
功收复台湾与当前我国统一大业相联系，是学生很好的意识
到作为21世纪的青少年，我们应该肩负起那些责任和义务?对
学生进行很好的思想教育，达到了健康情感的提升。同时关
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签定的第一个条约《尼不楚条约》要加以
重点提出来，它是我国与西方国家签定的最早的也是一个平
等的条约，避免学生误解。

但是整个设计感觉还是学生活动过少，教师有点放不开手脚，
应多给学生一些自由讨论与分析的时间，防止一言堂的出现，
坚持师生共享历史课堂;另外多媒体、影像资源等现代化教学
手段使用过少，应利用多种教学手段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
发学习兴趣，以提高课堂效果。

中国功夫教学反思四年级篇二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教师在进行美术
活动教育中，主要起着激发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同
时丰富他们的审美经验的作用，让幼儿体验自由表达和创造
的快乐。鼓励幼儿自由大胆地以各种艺术形式表现自己的情
感、理解和想像力，并由此提高他们自由表现、表达的技巧



和能力。幼儿园美术活动中，以幼儿为领导者，幼儿自由欣
赏在先，教师引导在后、运用多种感官、巧妙清晰的提问方
式，是增强幼儿趣味美术欣赏活动中有效引导策略。

在这次的.活动中，我设计了中班美术活动《中国龙》。龙是
中国劳动人民想象、创造出的独特艺术形象，象征着幸福、
吉祥、威武。现在，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有关龙的文
化、知识有很多，我选择了用彩纸重叠剪圆，装饰制作龙这
个活动形式，以点带面，体会人民的创造智慧与表达的美好
愿望，走进中国的龙文化，感悟中国龙的昂扬精神，并以最
后参与创造表现中加深体会并增强学生美术学习的兴趣。

中国功夫教学反思四年级篇三

《中国龙》本课是20xx人美版小学五年级下册教材中的内容。
它是融欣赏·评述、设计·应用、造型·表现于一体的一节
美术课。如何让学生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激
励创造表现是这节课中的重中之重。

在这节课中，我把教学过程分为四部分。即了解龙、表现龙、
表演展示与评价、生活中的龙。首先，学生知道龙是我国古
代劳动人民想象创造出来的吉祥物，它是一种神兽。让学生
知道龙本来不存在，是人们把许多动物身上的`特点集合在一
起便形成了龙的形象；其次我设计了找一找环节，提出问题：
龙的哪些地方与这些动物相似？课件出示鹿、鳄鱼、蛇、鹰、
鱼这些动物的图片，学生利用这些动物的局部特写图片，找
出龙的各个部位的象征。学生一边介绍，教师一边出示龙的
各部位，最后组成龙的形象。

这样带给学生视觉的冲击，激发了学生学习本课的兴趣，而
且加深学生对龙各部位象征的理解；再次是表现龙环节，在
这一环节中，为了增强学生的感受与记忆，我不急于用简单
的讲解代替学生的感受和认识，而是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感
受、体验等方法自己发现问题、自主学习、合作交流，通过



观察龙的结构，让学生分组研究龙头、龙身、龙尾的特点，
解决教学的重难点，为学生表现龙奠定基础；在表演展示评
价环节中，我通过学生舞龙、绘画作品的展示进行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学生兴奋极了，他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去表现，
使每位学生都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将这节课推向了高潮。

中国功夫教学反思四年级篇四

新的课程改革提倡发展学生的创造性，让学生在广泛的美术
文化氛围中学习美术，重点是让学生从单纯的学习美术技能
技巧的层面发展到学习美术文化的层面。小学生重点是从课
堂学习中了解我们的美术发展史，认识我们优秀的传统艺术
文化，特别是国画的教学。国画是我国的国粹，让学生了解
中国画艺术是很重要的，那么是否就不需要学习技能技巧呢？
我觉得学生正应该从技能技巧的学习中了解中国画的传统文
化。

在五年级三个班的中国画教学中，我有目的的进行了实验，
有的班级的课堂教学我还是按照以往的教学方法，演示每一
种题材的具体的绘画方法和步骤，然后学生按照老师的方法
和步骤进行临摹，自己可以进行尝试性的变化和创作。另外
一些班级的课堂教学，我讲解最基本的技巧和绘画步骤，但
是不给学生演示绘画方法和步骤，学生自己分析课本上的作
品，然后用自己的方法临摹、创作作品。

样可以让学生很直观的了解绘画技巧和绘画方法，但是应该
注意的是不能把学生教“死”了，没有创造性。应该是让学
生在学习基本的绘画技法后，鼓励学生大胆的创作，从中体
会一下中国画艺术的博大精深，了解中国画的笔墨情趣。临
摹在美术教学中不可少，但是很容易就限制了学生的思维，
教出来的学生都是一个模式，画出来的作品都与老师的相象，
没有融入自己的东西，这应该是我们美术教师特别注意的一
点。



中国功夫教学反思四年级篇五

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讲述了驻守在戈壁滩上的战士们经常举行赛石会。
一天我雨后又去拣石头，遇到赶车的小姑娘要我去珍珠泉洗
石头。我们突然发现了一块儿相极了雄鸡的石头，我给他起
名中国石，中国石在今后的赛事会上屡屡得魁，成了战士们
的至宝。

教学要求：

1．有感情朗读课文，并能复述我发现中国石的经过。

2．通过学习课文，感受战士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激发学生
对祖国的热爱。

3．掌握本课要求认识和会写的生字生词。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在认识了陨石和和氏璧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位石头朋友中
国石齐读课题。

看到这个题目，你都想到了什么？

那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读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1．自由读课文，画出文中生字，注意字音。

2．小组交流学习生字，提出难点全班解决。

3．生字书写指导。

三、学习课文。

1．指读课文一至七自然段

（1）读了这部分，你有没有不理解的`词或句？

全班讨论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并注意提示学法。

你能说说我发现中国石的经过嘛？

先小组内复述，再指名复述课文，并请同学互相评一评。

（2）你能找出描写中国石样子的句子嘛？

出示句子：

我们俩又挑选了一些石粒，让台湾、海南等岛屿依偎着祖国。

什么是依偎？（看图帮助理解）换成其他词语好嘛？为什么？

（3）指导朗读。

2．自读课文八九自然段

（1）战士们对中国石有怎样的感情？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2）为什么把它奉为至宝？

（3）我们在祖国身边，祖国在我们心中第一个祖国指什么？



第二个指什么？

3．读了这片课文，你想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