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四季如画教学反思 五年级美术色彩
的明度教学设计及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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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美术四季如画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对“明度”一词有比较准确的了解。

2．学习色彩的明度渐变知识，并能用色彩的明度渐变创作图
案画。

3.体验明度渐变有序排列的图案所产生的纵深感与节奏美，
培养学生色彩表现能力。

教学重点：感受色彩的明度变化，体验色彩的`美感。

教学难点：如何更好地运用色相知识进行创作。

教学过程：

一、欣赏与评述

播放幻灯片，让学生观看并分析。

提问：看看图片中的颜色有什么变化？

让学生看看日落、深浅变化的海水等图片，说说图片颜色给



你带来的感受。

二、小组协作探究学习

设定情境让学生解决本课中的知识点：

1.什么是色彩的明度？

2.在生活中哪里能见到明度的变化？

3.明度变化应用在生活中的哪些地方？

教师讲解：明度是指色彩的明亮程度。各种有色物体由于它
们的反射光量的区别而产生颜色的明暗强弱。

色彩的明度有两种情况：

一是同一色相不同明度。如同一颜色在强光照射下显得明亮，
弱光照射下显得较灰暗模糊；同一颜色加黑或加白掺和以后
也能产生各种不同的明暗层次。

二是各种颜色的不同明度。每一种纯色都有与其相应的明度。
黄色明度最高，蓝紫色明度最低，青、绿色为中间明度。色
彩的明度变化往往会影响到纯度，如红色加入黑色以后明度
降低了，同时纯度也降低了；如果红色加白则明度提高了，
纯度却降低了。

三、操作实践

1.学生利用彩色铅笔、油画棒等尝试体验明度的变化。

2.思考：如果用色彩的明度渐变来创作一幅画，会是什么效
果？

3.欣赏：让我们来欣赏几幅用色彩的明度渐变做为表现手法



的作品。

(1)欣赏老师准备的范图

(2)欣赏美术书中的图片

(3)欣赏优秀学生作品

要求：独立创作一幅色彩明度渐变的图案画。

四、展示评价

学生优秀作业展示

五、延伸

寻找色彩的明度渐变在生活中的运用。

教学反思：《色彩的明度》是在前一课的基础上，有对色彩
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本课学习了解“明度”的
概念，能够识别基本颜色的明度变化，能利用水粉工具及明
度变化表现一幅作品。在学生作画的过程中，有的学生在用
不同明度表现作品时，一时不知如何画起，出现心中没有形
象，不知画什么，怎样设计等问题，这时教师给予适当引导，
启发学生拿出课前准备的资料，受到启发后继续作画。

美术四季如画教学反思篇二

这节课我主要的目标是想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同学们初步
了解了笔墨的趣味，而对花鸟画的学习延伸到了环保问题，
教育学生要热爱自然，增强环保意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但这节课上下来感觉还是未真正地达到，感觉我这节课的目
标没有突出，两个内容似乎都很重要。比如：首先感觉是在



上欣赏课，理论知识很多。而后在练习时又感觉是以技法为
主。其实自己在设计教案时是想通过课堂练习体会笔墨的韵
味，从而掌握前面所讲的理论知识。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
体现出来。

新的'课程改革给美术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仅停留在
过去的以学习美术技能为主的教学模式，而是加入了更多人
文性质的内涵，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需要美术教师有很高的
综合素养、人文素养。而这些，正是一个美术教师所应该俱
备的综合能力。

美术四季如画教学反思篇三

（1）分析特点：图形大小相同、有规律排列

（2）排列顺序：横、竖、斜、交叉变方向排列等。图例理解

（3）组织形式：具象图形重复构成：几何图形重复构成：利
用骨格线重复，形成正方形、三角形、平行四边等。

（4）色彩：黑白、彩色并让学生小组合作探究，把准备好的
几何形状摆出各种不同的重复图案，这一活动不仅可以提高
学生自主探究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
能力。接下来就把放下去的活动收上来，展示学生的探究成
果，并对探究出的方法进行归纳总结与补充。最后请同学们
根据步骤自己来设计一幅重复的形。这节课上下来，我认为
课堂传授的只是不需要过于专业化。从事基础美术教学，应
注重对学生美术意识的培养，美术情趣的陶冶，努力让他们
学会发现美和创造美。让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感受到快乐，
虽然每个学生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我们应该看到他
们的闪光点。从而体验《重复的形》产生的秩序感和节奏感。
尝试用不同的基本形进行创作，来表现这些重复的美，体验
造型的乐趣。



美术四季如画教学反思篇四

对于这节课是对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应用，通过学习可以使学
生学以致用，将物理知识用于实际之中。本节课的重点是使
学生知道凸透镜在生活中的重要应用，了解照相机、投影仪、
放大镜的成像原理，达到会使会用的目的。

对于这节课，我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把透镜的成像
规律有机的融合到照相机、投影和放大镜之中，二是利用光
具座让学生来进行调节，体会照相机、投影仪和放大镜的使
用，从而培养学生用物理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
通过现代化的音像设备的介绍来增进学生对科学的热爱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效果上来看基本达到了目标。在这节课
中我做到了将繁杂的知识用清晰的知道线条展示出来，主要
体现在：

1、学生在温故中知新

2、学生在动手中将知识转化成能力，将抽象的知识蕴于学生
的活动中，让学生在轻松的状态下感悟了知识。但在这节课
中还有很多让人感觉不如意之处主要体现在：

1、教师语言多，有许多东西可以让学生讲而教师却代替了；

2、教师的语言有时还有重复现象，必要的重复还是可以的，
这要求我在以后的教学中必须锤炼自己的语言。

3、在小结中要给学生一个清晰的认识，如在讲照相机时提到
物距大于二倍焦距，教师应在板书中体现出来，给学生一个
更为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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