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撕纸的方法美术教学反思(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撕纸的方法美术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属于“造型表现”领域，本套教材中陶艺系列中的一课。
本课课题是“有人脸的器物”，从课题上可以理解成，在器
物上用人脸来装饰。这里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器物造型的基本
技能，器物成型的基本技法主要有捏塑成型、盘条成型、泥
板成型、综合成型等。学生必须在掌握了一定的器物成型技
法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本课的教学，否则在时间上不允许，学
生在作品的质量及多样性上无法保证。

在人脸的基本结构方面，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在前面
的陶艺课中，学生已经零零散散的掌握了捏、压、搓、挖、
粘等陶艺造型基本方法，了解了泥条、泥球、泥板等陶艺造
型的基本语言，所以在方法探究这一块，主要是让学生通过
欣赏，观察分析，主动探究出人脸装饰造型的适当方法，以
及夸张变形、美观实用的设计理念。另外，选取的这些人脸
装饰的器物作品，除了人脸装饰方法各异外，器物的造型方
法也各不相同，涉及泥条盘筑、泥板拼接、捏塑造型、泥板
卷曲以及综合成型等多种，这对学生后面的创作思路也有着
必要的提醒和暗示的作用，不同成型方式的器物与脸部的装
饰方式也有一定的关联。所以选取的这一组作品图片十分讲
究。在欣赏的作品脸部装饰中有学生喜欢的，但对其制作方
法还不太清楚的部分，教师选择了泥板成型的筒状器物，进
行了普遍认为最难的镂空装饰的嘴巴进行演示，剖析镂空的
方法、技巧、注意事项以及镂空后的装饰处理等，局部演示
讲解后，整体呈现完成了的该作品，并进行必要的简单介绍。



选择重点进行局部演示，避免了知识技能的重复教学，节约
了宝贵的课堂教学时间。整体呈现，又让学生感受到完整作
品带来的美的震撼，全面激发了学生自己动手创作的兴趣。

撕纸的方法美术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诣在通过对古代及现代有人脸器物的欣赏，学习陶艺表
现的手法，启发学生学习运用盘条及泥板成型法来创作表现。

在本课的重难点上，教师通过欣赏、观察、分析及教师示范
并重点讲解等形式来突破重难点，通过小组合作来完成本课
的练习。课后个人总结有以下几个亮点：

1.课堂气氛活跃，孩子们能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学习知识。
并且教师通过示范，让孩子们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到陶艺的几
种表现形式，让孩子们在制作器物时能够运用其中一种，或
者综合运用几种表现形式，在没有限制学生思路的基础上，
也做了很好的示范，解决了本课的重难点。

2.在展示评价环节，能够多方位的评价学生的'作品，能用激
励性的语言来鼓励学生，同时也指出其不足，让学生以后能
够更好的表现。

本课中孩子们都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创作中，孩子们的作
品也很是不错，但因地方的局限性，没能找到陶泥工具，我
们采用彩色橡皮泥取代，但是因橡皮泥的粘性不高，不好定
型，孩子们多做的都非常的袖珍，可让孩子们自带一些器皿
用彩色橡皮泥进行装饰，效果更佳！

撕纸的方法美术教学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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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纸的方法美术教学反思篇四

这是一节立体造型表现课。这样的课是学生最乐于参与的，
学生学习兴趣浓。尤其是面塑是一种新颖、活泼的手工制作
形式，学习面塑不仅要求学生会用面塑的.方法制作小动物，
而是要通过面塑这种形式，重点培养学生概括、动手造型能
力。

首先通过欣赏，让学生初步了解民间面塑的艺术特点，感受
我国民间丰富多彩的面塑艺术的特点。其次在制作环节，我
对制作步骤进行了详细的演示，学生也基本掌握了揉、捏、
压、粘等方法，有的学生也能运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制作出了
自己喜欢的小动物。

面塑是典型的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在注重孩子动手
能力的同时还要注意传统文化的介绍。

缺点：在本课中，由于我讲解的不够详细，学生在制的过程
中，有的工具使用的不充分。还有我在板书书写上，没有提



前试好笔，写的不够清晰，在后面看不清书写的字。这些细
节都是我在今后课堂上需要注意的方面。

撕纸的方法美术教学反思篇五

在对本节课的教学实践与效果进行回忆对比后，我认为有以
下几点值得探讨与反思。

1、游戏：组装汽车。

教师提出要求：请小朋友以四人小组为单位，用几何图形纸
片进行汽车组装竞赛，看哪个汽车厂设计的种类最多。

小组汇报说说设计了哪几种汽车？

设计一辆车，在探究性学习里通过自主参与学习活动，获得
亲身体验，逐步形成善于质疑、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努力
求知的积极态度，让学反思：这个活动是为了让学生在小组
活动中，每个人都有机会来生感觉非常有趣，在一种兴奋、
积极的心态下学习，激发他们探索、创新的欲望。使每位同
学在教学活动一开始就有一次创作的机会，为后来的大胆想
象，特别是为造型上的创新提供了较好的舞台。从实践结果
看，确实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2、绘画活动：汽车设计师

提示：

（1）、可以在原有汽车功能或色彩上进行改造。（如车能飞，
车能在水中游……）

（2）、可以用你喜爱的动物、植物以及其它事物的外形进行
设计。



（3）、还可以在设计的汽车旁写上功能或特征类的文字。

反思：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在探究过程中主动
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在这种学习
方式下，教师不再作为知识的权威，将预先组织好的知识体
系传授给学生，而是充当指导者、合作者和助手的角色，与
学生共同经历知识探究的过程。学生不再作为知识的接收者，
被动学习，而是能与教师一样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信息，带着
自己的兴趣、需要与客观世界对话，从而使学习与探究统一。
虽然教师提供给学生的是三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就包含
了教学内容的拓展，使学生不会再局限于自己观察到的、看
到的汽车，创作的余地就更大了。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共同
探究，使学生的思路更加开阔。学生的.作业中，就出现了苹
果汽车、兔子汽车、西瓜车、长翅膀的车、鱼车…….但在实
践中，我发现如果能给学生提供一些已有的奇特形状或功能
的汽车图片，学生的想象会更加精彩。

3、欣赏讲评作品“汽车展览会”。

（1）教师以主持人角色举办“汽车展览会”。

请小朋友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前边，大家一起来评出奖项。

“迷你车”：要求色彩鲜艳，形状美观大方。

“多功能车”：要求多功能，用途广。

“皇冠车”：要求既美观大方，又功能齐全。

（2）肯定小朋友精彩、生动的设计。对可以修改补充的作品，
鼓励继续补充改进。

反思：在评价中采用，教师评、学生评，评个人、评集体等
多种评价方式，也是想达到对学生的一个促进，培养学生的



小组合作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由于课前就强调了最后要奖励
小红花，所以，整节课学生的秩序井然有序，即使在活动中
也没有出现混乱状态。

教学方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教材的使用上也是如此，
但总目标是一样的，让我们以孩子的观点看世界，充分发挥
自身的创造性，选择学生最喜欢的方式和最适合师生的内容，
赋予教材新的生命，师生一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