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美术火车开来了教案反思 绘
画中的透视教学反思(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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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小班美术火车开来了教案反思篇一

某市中考录取分数出台之后，有些学校将过该市重点高中分
数线的人数或学生名字以广告或光荣榜的形式登出。有一所
学校因考取某重点高中的人数甚多，所以有网友在该市某论
坛上提出将此学校更名为某重点高中附属中学，且同意者不
在少数。看到这些现象，笔者甚感忧虑，素质教育实施有几
年的时间了，可是社会对学校的评价依据仍然是看分数，凭
升学率，学校对外宣传也是靠升学率，从而引起笔者深深的
思考。

一、民众过分关注考分和升学率影响素质教育的开展

科举考试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虽然早已废除
科举考试制度，但因科举考试而形成的旧观念仍深扎在人们
心中。中第就意味着光宗耀祖，意味着飞黄腾达，意味着荣
华富贵。于是，那些怀揣梦想的读书人开始了头悬梁椎刺骨
式的苦读，即使如范进一样也再所不惜。长此以往“万般皆
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就深入人心了。而在现代社会中，
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的转变。高分数意味着好学校，意味着
好工作，意味着好前程。而且在这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包裹
着的社会，无钱、无门路的家庭和学生怎样才能改变目前不
尽人意的生活现状呢？更多家庭和学生选择以读书来改变现
状，改变命运。



二、不完善的学校选拔机制制约着素质教育的发展

素质教育是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
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
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从
素质教育定义的阐释来看，素质教育是不同于以往的应试教
育。它不赞同应试教育中单纯应付考试，争取高分和片面追
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

三、经济利益的获取阻碍素质教育的纵深推行

四、素质教育的宣传力度不足削弱了素质教育的影响力

素质教育实施的这几年，学校、老师都在以饱满的热情迎接
这一新事物，从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能力，使学生得到全面
的发展。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但是仅仅靠学校的一己之力
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家庭、社会的合力，众人拾柴才能使
素质教育之火越烧越旺。可惜的是，社会中能准确了解素质
教育这一内涵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认为素质教育无非是在
学习之余弹弹琴唱唱歌跳跳舞罢了。即使有人了解，这其中
的大多数人也会将素质教育的重任托付给学校完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
工程。任何人的发展都要依靠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的共同
作用。只有全社会都来关注素质教育，都来为素质教育的发
展尽一份力，素质教育目的的实现就指日可待了。所以，学
校社会要加大素质教育的宣传工作，改变社会大众的旧观念，
在社会中形成重视能力培养的良好氛围。

五、坚持素质教育才能符合人类的发展需要

素质教育在实际推行中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有专
家直言“素质教育不是几年，甚至也不是十几年的事情，恐
怕要有几十年的思想准备”。是的，这几年素质教育的实施



有成绩也有不足，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坚信素质教育的
提出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只要全社会都
来爱护素质教育这棵幼苗，就能使它在将来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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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的线条》一课，其教学目的就是，通过本课教学使学
生认识线条的作用力和表现力，学习运用对比观察、欣赏画
面的方法，进而充分地感受到线条这种造型语言的无穷魅力。
为了激发学生创作的热情，教学中我通过语言的提示、摸不
同质感的物体（粗糙的树干、丝绸）等各种感官上的刺激设
计一些练习，要求学生画出有情感的线提高学生的表现力。如
“刚强有力的线条”、“温柔的线条”、“奔放的线
条”、“平静的线条”、“烦躁的线条”、“潇洒的线条”、
“犹豫的线条”等等。通过学习使学生感受到线条的无穷魅
力表现出不同线条的。

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到线条的表现力。学习观察、
欣赏画面的方法，进而体会、认识到线条这种造型语言的魅
力。

线条是最基本的美术造型语言，线的表现力极其丰富：水平
线有广阔、宁静感；流动的曲线使人感到柔和、轻巧、优美，
给人轻快愉悦的感觉……线的粗细、刚柔、滑涩、虚实、疏
密等变化产生不同的美感。

理解线条的节奏与情感是比较抽象的，需要全面的知识技能
和创造思维，要让三年级的学生在短时间内了解不同线条表
达各种不同的情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上课时我准备了几件
物品，如铅笔，树枝，树叶、苹果等让学生用线表现出来，
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感性地认识线条，感受线的
魅力。在课堂中我积极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兴趣，让他们参
与有趣的美术游戏，增加了直观性，也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小班美术火车开来了教案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伸向远方的路、风景图片、认识各种透视现象，
并在平时的绘画中加以运用。

2、培养学生的观察力、表现能力。

教学重点：

认识各种透视现象（特别是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

教学难点：

在绘画中运用透视知识。

教学准备：

图片，2b铅笔等。



教学过程：

一、欣赏

1、出示数幅图片（风景图片），请学生仔细观察后归纳透视
现象：

小结：近大远小。

2、思考：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是由于距离不同，位置不同，我们就会有近大远小、形状改
变的感觉。我们站在路的中心，会看到路面和两旁的树木、
房屋都渐渐集中到我们眼睛正前方的一个点上，这一点称为
主点。通过主点的水平线叫视平线，通过主点的垂直线叫主
点垂线，但这些通常是不画出来的，但在作画的过程中通常
要用到。（师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画出，让学生直观的了
解）

3、出示摄影风景图片

生活中除了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以外，还有其他的透视现象，
请结合书本上的图片，和自己的同桌讨论一下，看看谁能有
新的发现。

学生答（略）

师小结：同样高度的建筑或柱子，树木等都有近高远低的透
视现象；一条同样宽阔的马路、铁轨都有近窄远宽的透视现
象，这些都是生活中常见的透视现象。

二、学生练习

通过学生临摹写生作品，感受各种透视现象。在作画过程中，
发现各种容易犯的错误。（在此过程中逐一纠正，避免学生



在写生的过程中犯这种错误）

三、展评作业

1、透视现象是否合理把握。

2、线条是否流畅。

3、画面是否完整。

四、课后作业

找一找校园中有透视现象的场景。（条件允许的画可以用摄
影的方式它拍下来。）或把自己家里有这种现象的图片带过
来，为下一堂课的写生做好准备。

课后记：我觉得这一课的内容比较实用，但一节课的时间学
生还是不能完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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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实地观察和分析，使学生认识到近大
远小的透视现象，理解视平线、消失点在透视现象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是通过观察、分析和讲解，使学生能初步了解景物
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及相关知识。教学难点是如何运用所学
的透视知识表现身边的景物。

在教学活动中，我首先通过一个师生互动环节―观察手，引
导学生观察，初步感知近大远小的透视效果，紧接着我又让
学生思考：生活中还有哪些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如何产
生的？师生共同观察分析图片讨论总结出是由于距离不同，
位置不同，我们就会有近大远小、形状改变的感觉。我们站
在路的中心，会看到路面和两旁的树木、房屋都渐渐集中到
我们眼睛正前方的一个点上，这一点称为主点。通过主点的



水平线叫视平线，但这些通常是不画出来的，但在作画的过
程中通常要用到。（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画出，让学生直
观地了解）

接下来出示摄影风景图片，让学生结合书本上的图片同桌互
相学习讨论看看还会有怎样的新发现。最后小结：同样高度
的建筑或柱子，树木等都有近高远低的透视现象；一条同样
宽阔的马路、铁轨都有近窄远宽的透视现象，这些都是生活
中常见的透视现象。

最后通过让学生临摹写生作品，感受各种透视现象。在作画
过程中，发现各种容易犯的错误。在此过程中逐一纠正，避
免学生在写生的过程中犯这种错误。同时进行作业的展评。

通过教学，新授的透视知识学生理解比较快，能快速区分和
分析画面中、生活中的透视现象。

把一样的物体放在另一样物体的后面，就会产生前后的感觉，
物体通过逐渐缩小尺寸，也会产生前后的感觉。学生对这个
知识点，有的理解的不深刻，所以在画作业时，表现物体的
前后的尺寸不是很明显。而且学生具体应用透视原理实践创
作的能力较弱，作业构图及完整性欠缺。

五年级的学生对这个透视问题，有的理解的不到位，需要慢
慢地进行引导，使他们对这一概念更好的表现在自己的绘画
中。当然必须要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要经过多次反复的
练习之后，才能用线准确的表达出来透视的现象。

小班美术火车开来了教案反思篇五

我问孩子们：“你知道我们这个四层的教学楼有多高吗？”

下面一片寂静。



“胆子大一点，你感觉有多高。”

各种各样的答案出来了：100米，100厘米，1000米……

我脊梁骨一阵梁，一个词语在我心里生成：牛头不对马嘴。

生1：青藏铁路非常长。

生2：青藏铁路的海拔非常长。

我吸取教训，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来，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呵呵，虽然曾经失败了，但再重新爬起来，坚定得走好每一
步，心里觉得很充实，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