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奇妙的颜色教案大班艺术 色彩知识
教学反思(优秀6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奇妙的颜色教案大班艺术篇一

研究色彩是为了使用色彩，也就是说最大限度地发挥色彩的
作用，色彩的意义与内容在艺术创造和表现方面是复杂多变
的，但在欣赏和解释方面又有共通的国际特性，可见它在人
们心目中不但是活的，也是一种很美的大众语言。所以，通
过对色彩的各种心理分析，找出它们的各种特性，可以做到
合理而有效地使用色彩。

光色：

光色分为七种：红，橙，黄，绿，青，蓝，紫，后来又被分
为红，橙，黄，绿，青，紫六种，这就是光色，又称“标准
色”。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光色混合产生白色，光色的混合
使色彩变亮。利用这个原理，当你要画宝石时，即使是无色
的宝石也能用颜色画出来。

原色：

是指无法用其他颜色混合得到的颜色，即第一次色。理论上
讲原色只有三种：红，黄，蓝，（光的三原色为：红，绿，
蓝）。印刷中三原色是红，黄，青。直接用这三种颜色中的
任何一种大面积上色，画面都会显得很跳跃。

间色：



三原色中任何两种混合产生的颜色称为间色，又称第二色。
调色时，只有用相等量的原色才能调出标准的间色，因此原
色量的比重会影响到调出来的颜色，所以间色的层次是十分
丰富的。

复色：

含有三原色中任何一种原色的颜色都叫复色，又称第三次色。
调色时，不但三原色的量会影响到调出的颜色，黑白之间的
不等量也可以调出许多不同的复色。调色时要注意的是，多
种复色的混合容易使颜色显脏，所以调色时一定要控制好。

补色：

在色环上，相对的两种颜色（即：在同一条直径上的两种颜
色）为一组补色，如：红和绿，橙和蓝，黄和紫都是补色。
补色的对比十分强烈，视觉上给人不和谐的感觉。补色的组
合可以使人感觉红的更红绿的更绿，虽然不和谐，但如果运
用得好的话也可以很漂亮，给人视觉冲击力很强，如果运用
得不好，就会给人俗气，刺眼得感觉。

同种色：

所谓同种色就是在同一种颜色中加入另一种不同量得颜色所
产生得深浅浓淡不一得各种颜色。

同类色：

指色素比较相近得不同颜色，如：大红，朱红，玫瑰红，深
红等颜色。

邻近色：邻近色是指在色环上相邻得各种颜色，如：黄绿，
黄，橙黄，橙等。



色相：

色相是指色彩得相貌，也就是色彩最显著得特征，又叫色名，
色种等。生活中得各种色彩都有自己具体得面貌，因此也就
有了不同得名称，如：海蓝，天蓝，孔雀蓝等等。

明度：

色彩得明度是指色彩本身得明暗深浅程度，简单来说就是指
色彩得黑白程度。

纯度：

色彩得纯度又称色彩得饱和度，是指色彩本身得鲜艳程度。

色性：

色性简单得说就是冷暖色，如：红色给人热得感觉，兰色给
人冷得感觉。在一幅画中气氛得营造往往利用颜色得色性，
如：表现沙漠橘黄，朱红等，表现冰川用海蓝，天蓝等。

色调：

色调就是一幅画得总的色彩倾向性。由若干块占主要面积的
色彩所决定的。色调从色相上分，可以有红调子，绿调子，
紫调子等；从明度上分可以有亮调子，暗调子等；从纯度上
分，可以分为艳调子，灰调子等；从色性上，又可以分为暖
调子，冷调子等。关于色彩——色彩有七种标准色：红橙黄
绿青蓝紫这七种色中，又有细分：

（1）三原色：红黄蓝在所有色彩中，这三种色彩最重，即色
彩纯度最大。

（2）间色：橙（红加黄）绿（黄加青）紫（青加红）



一、红色系

红色系是从色相环上的红紫色到朱红色之间的色彩。它的刺
激作用很大，具有很高的注目性和视认性。大红色是暖色系
里温度最高的色彩，红色系原色彩对人的心理能产生很大的
鼓舞作用。

1.纯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热的、活泼的、宽大的、引
人注目、辣辣的、令人疲劳、不透明、健康的、血、热闹、
圣诞节、太阳、口红、共产党、干燥、喜气洋洋、结婚、愉
快、热情、热心、热爱、艳丽、危险、火灾、权势、活力、
幸福、吉祥、丰富、野蛮、忠诚、大方、革命、暴力、残忍、
贪婪、愤怒、浪漫、开放、庄重、公正、激昂、恐怖。

2.纯色加白(清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健康、圆满、幼
稚、婴儿、温水、浪漫的、快甜蜜的、化妆品、优美、娇柔。

3.纯色加黑(暗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枯萎、黄昏、固
执、孤僻、憔悴、烦恼、秋天、不安、古老、独断。

4.纯色加灰(浊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恶心、污泥、烦
闷、哀伤、忧郁、阴森、寂寞、昏昏沉沉。

二、黄红色系

黄红色系的性质和红色系性质很接近，该色系大致以橘红色
为中心，另有橙色、黄丹、柿红、赭石、琥珀等色彩组成黄
红色系。其色彩刺激没有红色那么大，但其色彩性质轻浮而
冲动，所以具有很大的视觉警戒力，具有很强的视认性和引
人注目的感觉。喜欢高红色的人不太多，而当该色系变浅或
变浊时，喜欢的人就很多。日常生活上见到的许多物品均是
这一类色彩，尤其是淡米黄类的色彩，具有促进食欲的作用;
茶褐色一类的色彩使人感觉沉着安定，这样的色彩均是理想
的设计色彩。



1.纯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橘子、柿子、火焰的尖端、
强烈的、冲动的、开朗的、跳动的、热烈摇滚、嬉皮、华丽、
艳阳天、丰富、甜蜜、甘美、光明、欢乐、兴奋、少壮、力
量充沛、顽皮、疑惑、暴躁、厌烦、嫉妒、悲伤、勇气十足、
容易轻举妄动、野心。

2.纯色加白(清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细嫩、温馨、暖
和、柔润、回忆、和谐、柔顺、怡情、轻巧、慈祥。

3.纯色加黑(暗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大地、沉着、安
定、古香古色、老朽、悲观、情深、雅宴、严肃、拘谨。

4.纯色加灰(浊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灰尘、沙滩、故
土、怀思、呆痴、灰心、退休。

三、黄色系

黄色系是具有最亮彩系的色彩，也是与纯色和一般其他的色
彩感情区别最大的色系。它包括金黄、藤黄、柠檬黄、米黄、
蛋黄、土黄等色彩。黄色系明度高，最引人注目，但在暖色
系中较温和，刺激性不大，所以给人带来中和的感觉。

1.纯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黄金、目光、金光、香蕉黄、
木瓜黄、向日葵、光辉、刺眼、明朗、快活、健康、有自信、
可发展、前途光明、希望、荣誉、高贵、贵重、有价值、大
方、大胆、进取向上、财富、有信用、大地、增加、膨胀、
佛、神仙、上帝、黄帝、德高望重、富于心计、警惕、猜疑。

2.纯色加白(清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单薄、娇嫩、可爱、
幼稚、乳液、不高尚、无诚意、轻蔑、下流。

3.纯色加黑(暗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没有希望、多变、
贫穷、犯罪、粗俗、秘密、戏弄。



4.纯色加灰(浊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不舒服、没有精
神、不健康、懒散、低贱、肮脏、受污辱、呻吟、陈旧、背
弃。

四、黄绿色系

黄绿色是黄色和绿色的中间色，也是春天草木萌芽的色彩，
翠绿、嫩绿、浅绿是它的主要色彩。黄绿色系的色彩很温和，
从心理上感觉，这一色系比其他颜色单纯，而且有中性的感
觉。

1.纯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新绿、幼芽、新鲜、春天、
三月、生长、茁长、青翠、年

感、幼稚、无知、未成熟、幸运、乐观。

2.纯色加白(清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嫩苗、清脆、爽
口、芳香、淡薄、薄荷、明

快、容易破碎。

折、哭泣，

4.纯色加灰(浊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不新鲜、温湿、
迟疑、失调、俗气、迷惑、泄气。

五、绿色系

绿色多数是植物色彩。在自然界中除了天与海，绿色所占面
积最大。在人们的印象中，绿色的范围是从黄绿到青绿，实
际上，正确的范围应以草绿色为中心，左右各18。范围内为
准。绿色的刺激和明度均不高，性质极为温和，属于中性偏
冷的色彩，多数人喜好此色。

1.纯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草木、草坪、绿叶、公园、



绿地、田园、自然、新鲜、未成熟、羞涩的、平静、安逸、
安心、安慰、舒服、远望、健全、有生物、永远、活的、和
平、有保障、有安全感、可靠、信任、实在、公平、互惠、
理智、理想、亲情、满足、保守、清闲、安息、能解除疲劳、
纯真、中庸、纯朴、解放、平凡、卑贱。

2.纯色加白(清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细嫩、爽快、清
淡、温和的、宁静的、轻快、舒畅、轻浮、透明感。

3.纯色加黑(暗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安稳、自私、迷
信、沉默、力行、刻苦耐劳、有备无患。

4.纯色加灰(浊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湿气、倒霉、腐
朽、不能放心、失落感、枉费心思、毫无意见。

六、青绿色系

该色系是夹在青色和绿色中间的色彩，接近深绿。草木的绿
叶接近天青色的很少，一般都是从黄红、黄、黄绿、绿到青
绿为止。青绿色的明度或注目性与绿色差不多，除了比绿色
更冷静和凉湿之外，给人的其他心理感受与绿色系差不多。

1.纯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浓阴、茂盛的树叶、深谷清
泉、大树、森林、黑松、青潭、草湖、深海、苍岭、凉爽、
清凉、深远、浓厚、沉重、安宁、熟睡、幽静、恬静、惰性、
平稳、有思想、智慧、经济的、冷漠、傲慢、气急、不平、
阴气、内向、坚毅、酸涩、低贱、嫉妒。

2.纯色加白(清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凉水、清风、淡
漠、豁达乐观、不计较、高洁、飘逸、单调、秀气、淡泊、
无忧。

3.纯色加黑(暗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老谋深算、顽强、
畏缩、关闭自守、冷硬、钝重、阴调、庄严。



4.纯色加灰(浊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混乱、别扭、灰
心、衰腿、腐败、失业、与世无争、平实、庶民。

七、青色系

通常指的是天青色，该色系包括偏青紫和偏青绿两边的色彩，
诸如水青、孔雀蓝、拂青、钴青、绀青、群青、普鲁士蓝等
在内的色彩。青色明度比蓝色高而鲜艳，青色系的性格颇为
冷静，它与朱红色的刺激性相反，尤其适宜年龄较大的人或
者知识分子。青色系的色彩沉着、稳定、没有错觉变化，所
以，在分量、面积、轻重、时间的感觉应用上，有很多地方
值得人们研究。

1.纯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天空、海面、冷水、太空、
青云、青玉、寒冷、遥远、浩瀚、无限、自由、飞翔、骄傲、
永恒、透明感、冷淡、消极、沉静、理智、冥思、高深、清
高、仁善、尊严、权威、法律、气魄、幽静、无聊、清淡、
冷酷、深奥、能耐的、简朴、沉思、忧郁。

2.纯色加白(清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清淡、清流、聪
明、伶俐、淡薄、高雅、闲逸、纤细、轻柔、羞耻。

3.纯色加黑(暗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奥秘、沉重、大
风浪、悲观、幽深、变化莫测、孤僻、强冷。

4.纯色加灰(浊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粗俗、可怜、悲
鸣、笨拙、凝滞、压力、贫困、沮丧、犯罪。

八、青紫色系

青紫色系与黄色互为补色，是明度很低的色彩，般称为湛蓝
色。青紫色的颜色本身较暗，所以纯度效果不明显，注目性
也较差，必须用背景来衬托，色彩具有收缩和后退的感觉。



1.纯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钝重、打伤、冷澈的太空、
深远、稀少、凄凉、残酷、秘密、哲理、神奇、闪电、暴力、
恐惧、幽灵、鬼祟、神圣、阴险、地狱、刺激、孤独、贵族、
霸权、严厉、粗莽、凶猛、拘谨、性情多变、哀伤、崇高、
高耸、珍贵、好高骛远、幻觉。

2.纯色加白(清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迷惑、妖美、梦
幻、爱情、偏好、幽静、冷感、无情、离别、贡献、冷艳、
奇恋、谦让。

3.纯色加黑(暗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寒夜、严峻、逼
供、干古、固执、阴森、恶、狠毒、深藏不露。

4.纯色加灰(浊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麻烦、拒绝、讨
厌、不幸、老成、不安、异味、烦嚣、消沉、自卑。

九、紫色系

紫色是中性色之一，它的视认性不如注目性，即视觉效果不
如感受效果大。女性尤其是成熟的女性，更适宜使用紫色系。
它是女性最喜欢的颜色之一，具有成熟老练的特征。

1.纯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朝霞、紫云、化妆品、少妇、
舞池、咖啡屋、艺术性、优美、情调、神秘、神圣、创新、
高贵、娴淑、风韵、大方、娇媚、温柔、表现、丰富、昂贵、
自傲、奢侈、华丽、粉饰、骄傲、美梦、虚幻、气氛、肃穆、
向往、信守、恋爱、魅力、疼爱、浪漫的、虔诚、贞操。

2.纯色加白(清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女性化、清雅、
情侣、含蓄、诱人、清秀、娇气、可爱、放荡、羞涩。

3.纯色加黑(暗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隐秘、失恋、虚
伪、渴望、内向的、失去信心。



4.纯色加灰(浊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腐烂、厌弃、衰
老、回忆、忏悔、畏缩、矛盾、浮动、枯朽。

十、红紫色系

红紫色冷暖度感觉比紫色高，但没有红色热，属于一种中性
暖色。视认性和注目性介于紫、红两色之间，是男女都喜欢
的色彩。

1.纯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

温暖的、口红、女人、红牡丹、樱花、酒吧、大酒家、正在
恋爱、爱抚、芬芳、热吻、情欲、性感、热情、浪漫、爱情、
娇艳、华贵、香艳、戏弄、富丽堂皇、富贵、大方、甜蜜、
丰热、挑逗性、美人计、亲昵、开放、大胆、快感、轻佻、
健;仕、满足、享受、游手好闲、环境改善。

2.纯色加白(清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温雅、轻浮、秀
气、细嫩、柔情、美丽、美梦、喜欢、甜美、新婚。

3.纯色加黑(暗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野性的、有毒的、
威胁、不幸的灾祸、自私、感情堵塞。

4.纯色加灰(浊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灰心、嫉恨、沮
丧、堕落、受污辱、哀怨、不新鲜、忧虑、罪恶。

十一、白色系

白色是中性色之(属无彩色)，除了温度心理外，从明视度及
注目性上说，它是高而活泼的色彩，尤其是在配色上，白色
的地位很高，具有能普遍参与色彩活动的特性。它的反射率
最高，对生理和心理的刺激很大。白色虽然没有色相和纯度
上的变化，但因反射率的不同，也会产生偏冷或偏暖的感觉，
或是通过对比产生补色倾向。



白色系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白纸、白云、白墙、白布、
白色衣服、白宫、清洁、明快、卫生、洁白、清白、明快、
处女、纯粹、真理、朴素、纯洁、正直、神圣、平等、正义
感、光明、恬静、清净、冰冷淡薄、不争、失败、同情、空
白、节欲、坦白、西方、凶神、白眼、白皮书、白面书生。

黑色系

黑色在心理上是一种很特殊的色彩(属无彩色)，它本身无刺
激性，但是可以与其他色彩搭配而增加刺激。黑色不但代表
无光的夜晚，也可代表休息、一切超脱的境界。黑色具有明
度要素的变化，可以加进各种不同色相里，使其色彩、纯度、
明度降低。黑色系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黑夜、黑布、墨
水、黑炭、黑发、乌鸦、丧服、礼服、尼姑、葬仪、黑暗、
不吉利、死罪、不正当、结实、坚硬、信仰、虔诚、沉默、
静止、绝望、悲哀、严肃、死亡、污泥、虚无、阴间、黑猫、
恐怖、解脱、北方、刚正、铁面无私、忠义憨直、粗莽、黑
暗时代。

十二、灰色系

灰色是种地道的中性色彩，它是由黑色加白色产生的浅黑色。
它的视认性和注目性都很低，而且色彩性质比较顺从，其作
用是不但不干涉其他色彩，还易于和其他色彩混合在一起，
并且具有协调其他色彩的作用。灰色的色彩从浅灰色到暗灰
色，层次变化很多，其色彩感觉各异。

灰色使人产生如下心理感受：阴天、水沟、水泥墙、炭灰、
灰尘、阴影、烟幕、乌云、浓雾、灰心、平凡、无聊、模棱
两可、消极、无奈、无主观、谦虚、粗糙、颓丧、晦气、暖
昧、死气沉沉、遗忘、随便、顺服、中庸、老人。

以上所做的各色系的心理分析，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色彩心理
的特质，这有利于设计者在实际设计中，根据不同的表达内



容去合理运用色彩，使其表达的内容和所用的色彩相得益彰，
最后产生理想的色彩情调。

奇妙的颜色教案大班艺术篇二

识字写字是一年级的教学重点，学生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
已经掌握了一些自主识字的方法，通过自学、小组同学合作
交流等方式能够学好生字。在本课的识字教学中，首先是出
示带拼音的生字，学生自由拼读、齐读后去拼音读，然后同
桌合作，互读并介绍识字的方法，最后引导学生说说从这些
生字中发现了什么?如“淋、洒、滴、油”都带三点水；“线、
论、颜、淋、洒、滴、油、欢”都是左右结构的字，等等。
放手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生字，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认识
生字，由扶到放，反复认读、巩固识字，使学生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识字。

二、体会关键词语的妙用

本课写春雨“落”下来，却用了不同的动词：落、淋、洒、
滴。先让学生找到这几个词，板书到黑板，学生很快发现这
几个字都是三点水，说明跟水有关，接着老师引导他们发现
作者表达同一个意思，却用了不同的词语，虽然孩子们不一
定很深刻的理解，但最起码，会注意到用词的准确，丰富。
我想，万丈高楼平地起，这就算是写作教学的一个小小的前
奏吧。培养学生的语感，从点滴做起。

三、抓住时机，口语训练

故事中，小燕子、麻雀、小黄莺争论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他们回答的句式是一样的，因此，在让孩子们充分读的基础
上，也让他们围绕“你认为春雨是什么颜色的？”这个问题，
仿照课文中的句式来说一说。屏幕出示句式，学生仿说：春
雨是（）。你们瞧，春雨（）在（），（）。这个练习，帮
助学生用规范的语言进行表达，既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同



时进行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语感的培养。

这节课学生的表现，对课文的理解，都让我感到欣慰，开始
认为春雨是无色的，到最后都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发现春雨
是五颜六色的，给大地带来了万紫千红，生机勃勃的景象。
但是本课在有感情的朗读方面做得不到位，可能是刚刚开学
的愿意吧，今后要加强训练。

奇妙的颜色教案大班艺术篇三

我所教授的是本课的第二课时，本课时的教学目标是：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世界的奇妙所在，体会文章的思想感
情。

2、领悟作者的表达方法，学习作者按一定顺序抓住事物特点
描写的写作方法。教学重点是：

1、理解、感悟世界的奇妙，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激发热爱
世界的思想感情。

2、学习作者按一定顺序抓住事物特点描写的写作方法。教学
难点是：感悟世界的奇妙，学习把事物写具体。

在教学本文时，我的设计思路是：在回顾课文整体结构，理
清课文脉络的基础上，重点学习第二部分——天空和大地的
珍藏。方法是：

一、先找天空和大地的珍藏，再收集动词，组成四字短语，
让学生初步感知，给事物加上一个动词就使得事物有了生命
力，变得鲜活起来。

二、让学生通过比较，从而发现书上的句子比短语表达效果
更好，激发学生探究原因的兴趣和动力。



三、通过细品课文句子，学生会发现作者通过对事物颜色、
形状、动态进行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并且加上了自己大胆的
想象，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使各种事物变得鲜活有生命力。
四、探究作者会把普通事物写的生动有趣形象的原因，得出
源于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以及离不开细致的观察和寻
找，自然地总结了全文。

五、在学习了作者写法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模仿写法加以
运用，对身边的普通事物进行观察和描写。

六、课外延伸小诗——《大自然的语言》，使学生明白世界
的奇妙不光可以用眼睛去看，而且还可以用耳朵去听。只要
你用心观察，就可以发现。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基本能遵循以上思路，并且实现了本课
时的学习目标，突破了重难点，学生能做到领悟作者的写作
方法，并模仿其写法对自己熟悉的普通事物抓住特点进行细
致观察，展开想象去描写。不足之处是，感觉我在指导学生
朗读时不太到位，次数有点少，也缺乏润物细无声式的指导；
设计的读书方式不够多样化，应减少齐读，尽量凸显个体读，
增加学生之间的对抗竞争；对学生关注的面不够广，应针对
大部分不同学习程度的学生；表扬学生的语言比较简单单一，
应学会有针对性的肯定和鼓励。总之，每节课我们都在力求
完美，追求更好！相信自己，今后我会更努力！

奇妙的颜色教案大班艺术篇四

《色彩》本课内容并不复杂，但授课难度较大。色彩渐变在
创作画面时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幅画面的主旋律。如果不
能很好的运用色彩渐变来组织画面，一幅色彩作品的创作就
会产生一种色彩的混乱，让人感觉画面脉络不清。如果平时
很少看到静物作品，完成这个任务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课前
我准备了很多静物的图片，用教室里的电脑播放，一幅冷色
调的画面或暖色调的画面里主要都运用的色彩渐变就是邻近



色的对比，这样画面才会显得舒适和谐，增加学生的感性认
识。

学生初学使用水粉工具临摹水粉画，困难较多，老师最好先
画出步骤示意图，一步一步带领学生作画，提醒学生用用水
要适当，不要太多。辅导时及时纠正学生用水多与少的失误。
因为学生是初次尝试使用水粉颜料临摹水粉画，作业要求不
要太高，对画的比较好的作业及时鼓励，对不成功的作业不
要批评和指责，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为下节课做好准备。

奇妙的颜色教案大班艺术篇五

在新一轮的教学改革中，提出了“重视学生的发现学习、探
究学习、研究学习”的观点，这是符合学生的学习需要的。
在教学中，要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和探究学习，教师充当引导者的角色，引导、帮助学生检视
和反思自我，明了要学习什么和获得什么;帮助学生寻找、搜
集和利用学习资源;帮助学生设计恰当的学习活动;帮助学生
发现他们所学东西的意义;帮助学生营造和维持学习过程中积
极的心理氛围;帮助学生对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

在《奇妙的二氧化碳--制取和用途的研究》实施过程中，我
尽可能地体现《课程标准》中新的教学理念，引导学生进行
发现学习，探究学习和研究学习。

初三学生在刚开始接触化学时，只掌握到一些零碎的知识，
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知识系统。随着学习的逐步推进，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联系学过的知识，进行梳理，形成系统，使知识
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系统。为此我先设计让学生回忆刚刚学过
的制氧气的过程，并引导提示学生二氧化碳的制法过程可参
考氧气的制法，学生则顺理成章说出制二氧化碳也分工业制
法和实验室制法。又因为本节课重难点在二氧化碳的实验室
制法上，所以在我的一连串精心设计的问题中，让学生之间
以补充纠正式方法口答出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的反应物、状



态、反应条件、收集方法、选择什么样的发生装置、需要几
个步骤、操作中注意什么等等。这样，通过重现已有的知识，
再创设层层深入的问题，让学生形成新的知识体系。这比把
旧知识简单重现，把新知识硬塞给学生的做法效果更为明显。

教学过程中，多创设问题情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由好奇
心转化成强烈的求知欲，进而引发学生对问题进行探究的动
力。由于本课内容充分发挥学生的“手、脑合一”的操作能
力，因此我选择在实验室授课。通过课前学生准备器材，加
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在课堂上通
过让学生用准备好的器材自己设计小实验，自主探索，给学
生提供了自我学习的空间和时间，以及自我调控的机会。通
过对药品的选择和装置设计，给他们自我体验机会，培养了
学生的创新精神。比如，在安排分组实验时，我故意安排了
其中的四组实验台上的仪器设备是比较完善(可控制反应发生
或停止)，其余各组是最简单的仪器组合，这样在开始探究实
验时，同学之间就发现了这种不同。当实验结束进行师生之
间的问题互动时，学生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仪器配备不同?
这时我趁热打铁让这四组同学将仪器展示给大家，引导同学
们细心观察并与自己的装置对比一下，然后各述己见，这期
间我的重要角色就是及时将学生之间的问题及所答引入正轨
并加以肯定，再将学生没发现的问题刻意地启发一下，如将
长颈漏斗的下端管口位于液面以上是否可行等等，让学生从
中总结出两套不同装置的优缺点，同时还顺利的解决了许多
习题中具体问题。而在药品选择上，因为学习制取氧气时学
生已知道药品的选择依据(1、能否制出。2、反应速率适
中。)再加上学生知识点的欠缺，为此我亲自演示两组药品实
验:碳酸钠粉末和稀盐酸、石灰石和稀硫酸，与学生手中的药品
(石灰石和稀盐酸)反应现象进行对比，对第二组药品现象我
直接给出原因，从而让学生肯定了实验室制二氧化碳的药品。
这种设计比学生独自操作，讨论并归纳实际深刻的多，而且
还省时。

通过这一节课教学，我深深体会到教师在教学中为学生创设



问题情境是多么重要。只有问题情境创设得好，才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求知，使每一名学生都能
参与到教学中来。此外，问题的设置应有启发性、层次性。
既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要使问题面向全体学生。一节
课下来学生学得很轻松，教师也园满地完成教学任务，真正
达到了教学相长，使自己受益匪浅。

当然，在教学中也暴露了不足。本课改成分组实验教学，学
生动手机会较多而耽误了时间，说明学生的实验能力还有待
于进一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还要不断培养。但不论怎样在
本节课学习中学生还是大有收获的。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任
重而道远,今后还要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创新,探索出新教材下
的课堂设计以适应改革的需要。

奇妙的颜色教案大班艺术篇六

《春雨的色彩》是一篇语句优美，充满诗意的课文。文中讲
述了三只小鸟看着淅沥而下的春雨，对春雨的颜色产生了争
论。“春雨是绿色的春雨落到草地上草就绿了，春雨淋到柳
枝上，柳枝也绿了。”“春雨是红色的春雨洒在桃树上，桃
花红了，春雨滴在杜鹃丛中，杜鹃花也红了。”“春雨是黄
色的，春雨落到油菜地里，油菜花黄了，春雨落在蒲公英上，
蒲公英花也黄了。”一幅幅美丽的画面随着小动物们的争论
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么优美的词语能让学生积累语言，更
能生在美美的朗读中了解生活常识。

然后针对三个小动物的看法，我让学生展开讨论，让生说说
赞成谁的看法，并说出自己的理由。学生的讨论很激烈，课
堂气氛活跃。他们赞同各种说法的理由都不相同，有的
说：“春雨过后茶花也红了，所以春雨是红色的”。有的说：
“春天万物复苏，春雨让植物们长的更好，所以它应该是绿
色的。。。。。。”学生们的思路被打开了，都在拼命的寻
找记忆中的色彩生怕漏掉了什么？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
在讨论中得到了训练。



最后我抛出，你认为春雨是什么颜色？对课文进行拓展，学
生阅读的个性化在这里得到了施展。

在教学中朗读的多样化也是教学的关键，课程标准强调学生
的读中感，读中悟。如此优美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我更欣赏
让学生在读中积累，为自己的语言表达储备资料。

存在的不足：本课的识字教学我做了新的尝试，在学完全文
后，才让学生借助对课文的熟悉和以往的识字方法，自己学
习生字。并对生字进行多种形式的讲解。这种方式并不太适
合学生的认知过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很高。

教师的生活经验还显不足，对学生提出的相关问题不能及时
给予解答，要加强此类知识的掌握。

《色彩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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