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术课蛋壳造型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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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美术课蛋壳造型教学反思篇一

在上这课时，我深深的体会到老师的的指导在关键时候在学
生最需要的时候的作用。

一般，在上手工课时如果跟着老师做，课堂纪律会好些，每
一个孩子都会完成一件作品，但是缺少孩子的想象力，没有
个性，做出来的东西全班一个样，只动了手没有动脑。如果，
把制作的过程示范一遍和要点讲解了，让孩子们自己发挥想
象力制做，孩子们的五花八门的问题都出来，有的是工具不
够好，或是用具准备不够，有一些孩子的想法太多，却又做
不出来，以失败而告终。

我在上这课时，把关键的步骤带着同学一起完成后，就放手
让学生们自己去做，自己来回的巡视，看看学生在制作的过
程中会遇到那些问题，一会就发现一个同学在以乒乓球为人
头的上面计划贴两个大眼睛，明显球太小，眼太大，我拿起
眼睛和头对照给他看，他也发现了问题，于是就打算把两只
眼睛都改小，我看他做的眼睛其实已经很是精细了，怕他再
修改就时间来不及完成作品，就启发他，是不是一定要两只
呢，可不可以做成独眼大侠呢？这个孩子幡然大悟，不再局
限于平常的形象来制作了，后来，我看到他完成的作品时，
有个性，很是高兴，老师的指导就应该出现在关键的时候。

还有一个孩子，想做一个帽子，可是他设计的帽子太复杂，



做的又太小了，及时发现后，我就帮着他制作了一个和他的
小人很搭配的帽子，和他一起克服这个难题，他就继续制作
其他的部分，当我看到最后的作品时，我觉得老师的帮助应
该是出现在最需要的时候。这样，老师的教学或许会累些，
但是孩子们就会按照自己个性化目标成长起来，而不会千篇
一律。

美术课蛋壳造型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使学生了解蔬果造型的有关知识和制作方法。

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引导学生在通过自主探究及与人和作中寻求创作的乐趣。

教学重点与难点：

根据蔬果的外形，引导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制作过程中的象形性。

教学过程：

（一）、教学导入

“孩子们，你们去买过菜吗？”课堂在普通平实的交流中开
始了。

“去过?”；“没有?”

“老师可是经常去市场里去买菜。你看，去市场买菜，就可
以一起分享美味。”



说着把手中提着的一把把鲜红可爱的圣女果撒给孩子，课堂
气氛一下就调动起来了。“买菜，不光可以分享美味，你看
这些红艳艳的.西红柿，碧绿的青瓜，圆圆的苹果，弯弯的香
蕉，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形状，每一个都像你们这些可
爱的孩子们一样，多么美，多么具有个性，每每在市场买菜，
都让我流连忘返。”“所以，如果你爱生活，爱艺术，就去
学着买菜吧。”

（二）、教学探究

1、故事激发兴趣

“今天，老师去买菜，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大家
想知道吗？”

“想！”好奇心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

“大——家——看！”变戏法似的，老师手中出现了两根正
在舞蹈的大蒜。

“这可不是普通的大蒜，你看，他可是有生命的。”说着，
把大蒜放到了投影仪上，蒜头上用火柴头插成两个眼睛，卷
曲的根须就像一头蓬松的头发，整个就是一个造型快张，生
动可爱的卡通精灵。

老师摆动手中的大蒜，装成大蒜精灵。一会儿，平和欢快的
气氛在课堂中蔓延开来，学生和老师刚才的拘谨和生硬都被
驱逐出了课堂。

2、欣赏蔬果造型图片

老师把学生引领到电脑前，随着轻轻的优美旋律，一幅幅美
丽的动物活动照片在大屏幕上交替出现了。老师引导学生进
行欣赏。



“生活多么美好，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最慷慨的馈赠，你看，
它们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形状，既满足了我们的胃口，
又给了我们视觉的享受。”

接着，画面一换，变成了蔬果做成的各种动物。

（三）创作过程

“看哪，蔬菜水果，还可以做成各种美丽的蔬果动物，生活
中并不缺少美，只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加上一点点创意，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美丽。”

师生合作一个小游戏，然后把蔬果送给学生。“必须说说其
像什么动物，才能给那位学生，”“是呀，如果我们要把蔬
果做成有趣可爱的动物，拿到蔬果后，首先要怎么
样？”“首先要看?”，“首先要观察?”学生七嘴八舌的回
答。

“对呀，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观察和想象永远比盲目动手
重要得多。我们一起来看看，别人是怎么样进行蔬果造型的。
”

这次的方法引导恰当好处，所以引导要注意时机的把握，有
时就会事半功倍。

“大家知道吗，艺术创作最高境界就是不雕而雕。”

“看了那么多的蔬果动物，一定迫不及待想动手了吧？”

（四）学生创作，教师指导

各小组以最快的速度动起手来，老师迅速走进孩子们的创作
场地中去，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现场指导。

（五）作品展示



举办一个蔬果造型展览会，学生之间互评。

美术课蛋壳造型教学反思篇三

我觉得学生在制作底座的过程中浪费了很多时间，为了节省
制作底座的时间，也为了让这节课的重点造型设计更突出，
我决定改变原来单纯用卡纸制作底座的方法改为用多种材料
来制作，我让学生带了一些生活中的废旧材料，比如瓶盖、
废纸杯、酸奶瓶等材料，同时也带了一些装饰性材料，比如
旧毛线、废布角、卡纸、彩泥等。这样一来，这些半成品的
底座学生直接用透明胶一粘就可以了，这样就节省了大量时
间，而在造型上因为材料的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得
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也发现了小组
合作的重要性，这不仅大大提高了课堂学习效率，也让每个
孩子都得到了参与的机会，更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

上了这一课之后，我也发现了还存在如下问题，在引导学生
想象时，虽然学生设计的造型新颖奇特，五花八门，但是有
时候他们所带来的材料根本做不出他们要做的造型，如果我
在引导学生想象时在前面加个条件就好了，即根据自己所带
来的材料进行设计，这样就更能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因为时
间关系，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去发掘，比如底座的高矮、
长短及形状决定了所造型的形象，决定了蛋壳是做头部还是
做身体。总之，通过这次的一课多研活动，更增强了我上好
美术课的决心，上好一节好的美术课，是学生愉悦的体验。

美术课蛋壳造型教学反思篇四

《蔬果造型》这一课一开始以故事情境导入，以教师演绎自
编的关于蔬果的童话故事，用橙子制作的小兔子与用胡萝卜
做成的`小老鼠相遇了，它们之间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在老师
的手中，普通的蔬果可以变得这么生动，学生很喜欢，都在
研究老师手中的兔子和老鼠是怎样做成的，这一故事情境极
大地引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很多同学都跃跃欲试，也想



亲自试着变一变。这一故事不仅很好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而且为接下来的学习作了极好的铺垫。让学生为此去
探究，去发现蔬果造型的奥秘。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始终很兴奋，不仅是因为可以课堂上用
自带的蔬果进行创作，而且表现好的同学可以吃到自己所带
来的水果。在课堂上吃水果，对于学生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
力。但是前提条件是小组合作的作品是精彩，是有创意的。
这也难不倒他们，他们有着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很多学
生的作品创意十足，就是细节稍微差了一些。

美术课蛋壳造型教学反思篇五

运用蔬菜、瓜果等自然材料进行联想、造型与制作，在教学
活动中渗透审美意识，了解雕刻的基本知识，学习雕刻、塑
造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发展想像力与创造力。本课可以运用
以切挖为主的方法来造型，在蔬果的基本形体上切挖出作品
的大致造型，再用其他方法完善之；亦可以运用以组合为主
的方法来造型，将形色各异的大小蔬果组合成有趣形象。

教师主动创设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进入“蔬果联想”的
奇妙世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时利用设置的情境提出
问题，展开学习讨论，从而引导学生巧妙地利用材料的特点
进行联想。通过实际操作和自学教材自主探究制作、塑造的
多种方法，并根据蔬果的特点来选择与之适应的造型方法。
如果采用以切挖为主的方法来造型，教师着重引导学生依据
蔬果的`基本形体切挖出作品的大致造型；如果采用以组合为
主的方法来造型，应特别注意蔬果形状、大小和色彩的搭配
等。

反思1、课前学生自己选购、准备材料，教师应提出相关的要
求。

第一，寻找、收集形状、色泽、纹理和质感有特色的蔬菜、



瓜果，其中形状奇特者为佳，并注意大小搭配。

第二，避免选择切、挖时有过多流质的蔬果，如番茄等。

反思2、激活思维、大胆联想是进行创造表现的前提与基础。
教师可选择一些形状奇特，或色泽与纹理美丽、有特点，或
质感有特色的蔬果，让不同的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
一方面鼓励学生利用同一材料有不同的联想，另一方面，从
中发现学生闪光的“灵感”，从而引导学生合理、巧妙地利
用蔬果的自然形态特征塑造生动有趣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