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美的教学反思(实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论美的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属于“造型表现”、“设计应用”学习领域。我在备课
时就据此确定出本课的教学目标，在实际教学中，教学目标
达成较好，下面就具体环节谈谈我的一些做法及体会。

邮票在我们生活中经常见到，它不仅是贴在邮件上表明已付
邮资的凭证，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随着电
话、网络等通迅工具的普及，书信的联络方式很少有人用了，
现在的学生对邮票的接触渠道也少，所以大多数学生对邮票
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只知道它的实用性，所以课前布置
学生通过多种渠道收集邮票，既培养了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
又使学生在收集的过程中对邮票形成一些新的概念，然后在
相互交流中加深印象。好奇和爱听故事是孩子的天性，邮票
来历的传说故事，既激发了学生对邮票的兴趣，又在故事中
让学生了解邮票的来历，一举两得。

。

在前面学生自由交流观赏邮票的基础上，教师出示代表性的
典型作品“黑便士邮票”“大龙邮票”，让学生在欣赏的过
程中感受邮票的魅力，同时也讲解邮票种类纪念邮票、特种
邮票、普通邮票等.使学生在认识到它们历史价值的同时和现
代邮票进行对比，发现现代邮票的优点：主题突出、色彩明
快、富于装饰性。



我在‘欣赏“这一环节中，重点为学生讲解了邮票知识，学
生们听的是津津有味。很多学生马上拿出自己收集的'邮票，
进行现场分析对照。看到同学们兴趣盎然，就顺手把“你的
零用钱都做什么用了”这个话题抛给了学生，通过与其他一
些活动的相互比较，特别是与“课间打闹”、“买小食品”
等活动进行对比，同学们才发现集邮不仅可以增长知识，开
阔视野，陶冶情操；还可以通过集邮认识朋友，增进友谊，
锻炼交际能力；同时，集邮也是一项有趣的财力投资活动，
可以在交换和买卖中培养敏锐的理财能力。有了这么多的优
点，很多同学都表示要加入到集邮者的行列，做一件有意义
的课外活动。

经过前面的激趣、引导，学生对邮票的设计已经在头脑里形
成一些想法，然后通过亲手实践使学生的设计意识及思路逐
步清晰起来，并且在创作的过程中边做边想，体验创作的乐
趣。音乐能激情。配上合适的音乐能开拓学生的思维、激发
学生的创作热情。所以，我选用了《邮递马车》这首歌曲做
为背景音乐。学生自评、互评作品，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
也学会了发现别人的优点，丰富了学生的情感体验。

通过本次授课，我深深体会到要想上好一堂课，除了要精心
设计教案，教师本身还要具备很强的驾驭课堂的能力，我在
这些方面仍有差距。本课我的评价的亮点少。文学家罗曼罗
兰说：“不要只在乎事情的结果，只要曾经努力。”因此，
在小学美术教育教学中，评价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应留给
更多的时间，让学生上台评价，真正体会到在评价中学习。
在评价中提高，而老师的评价只能体现画龙点晴。看到差距
的同时也为自己指明了前进方向，相信在我的不断努力下，
我的课堂教学会更加成熟。

论美的教学反思篇二

《夕阳真美》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课文运用生动，形象
的语言描绘天空、云彩、西山等天地万物。这篇课文教学重



难点是如何让学生真正地走进如诗如画的课文中去。文章描
写的是一种意境上的美，比较轴象，学生难以领会。本课教
学中，我坚持做到尊重每一位孩子的独特感受，不刻意拔高
学生的理解，让学生通过联系生活实际，体味文章的语言美。

教学本课第二自然段时，我设计这样的教学环节。联系生活，
为这段文字配上简单的动作，有感情地朗读。学生们兴致高
昂，用心地设计动作。当读到“披着”的时候，有的孩子用
手从胸前向外划开，而这个动作也是对“披”的理解，西山
被笼罩在一片余晖中，面积很大。而当他们读到“余晖”时，
有的孩子将双手交叉合抱于胸前，轻轻歪下小脑袋，做睡眠
状。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却表现了孩子们对“连绵起伏的西
山，披着夕阳的余晖，显得十分壮丽”意境之美的理解。一
些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情意，却被一个简单的动作淋漓尽致地
表现出来了。对呀！这飘渺的余晖，不正是盖在西山上轻柔
的薄纱吗？多么形象、生动而充满童趣呀！而当读到“连绵
起伏”时，孩子们用手在空中画出了美丽的波浪线，山峰高
高低低，一个连着一个，这种理解，是多么恰如其分！真可谓
“此时无声胜有声”。联系生活实际，用肢体语言准确地表
达情意，有利于学生对于语言文字的内化。联系生活实际意
义不仅在于此，它可以使孩子们朗读中抒发真情实感，延伸
对课文地理解，使课堂上朗读多样化。如在教《小鹰学飞》
的时候，我让学生联系生活想想，老师平时说话的语气，读
好老鹰的话。有生活中的体验，孩子们读出了各种语气。他
们有的用亲切的语气读，有的用失望的语气，还有的用严厉
的语气。课堂上的朗读活跃而热烈。这也正是“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个千个哈姆雷特”的真正意义。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课
堂，老师用单一重复的语句对孩子说：“请您有感情地读一
读”。“有感情”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感情呢？老师却没有
进行深入浅出地点拨。语文朗读的感受并不是凭空臆造的，
它必须于生活，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
如不这样，朗读就会流于形式，成为模式化朗读。表面上听
起来抑扬顿挫，实质上却空泛无物，对于学生内化语言毫无
用处。



论美的教学反思篇三

赛课是学校为了促进青年教师成长而搭建的平台，感谢学校
让我们有这样锻炼的机会。这几天忙碌而紧张，我的书房一
团乱，教参、课标、教案、红笔、语文书全散在书桌上，昨
天上完课，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以致于周
四放学时，我一时恍惚，以为第二天就是周六了。中午睡不
着，满脑子似乎还是在上课，我想这一课已经是深深地留在
心里了。

一、词语理解形式多样。

《新课程标准》对一、二年级的阅读有这样的要求：“结合
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在阅读中积累词
语。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读。”这一课时，我重点带学生理
解体会了这几个词语：刺眼的光芒、连绵起伏、余晖、壮丽、
灿烂的霞光。

1、联系生活体验理解“刺眼的光芒”。我问孩子们什么时候
的太阳让人感觉到刺眼，孩子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知道中
午的时候太阳是刺眼的，让人“睁不开眼睛”。再通过感受
和图片对比，孩子会发现西斜时的太阳没有刺眼的光芒让人很
“舒服”，出示灯笼的图片，让孩子感受柔和的光，从而感
受到西斜时太阳光的柔和。

2、动作、板书画理解“连绵起伏”。出示词语“连绵起伏”，
让学生用动作演示，因为二年级的孩子用语言还是很难把这
个词语解释好的。然后引导孩子伸出手和我一起画一画，我
在黑板上边画边描述“这些山有的高有的低，一座连一座，
一眼望不到边，这就是连绵起伏。”既让孩子了解了这个词
的意思也增加了孩子学习的趣味。

是太阳剩下来的光辉。”通过图画让孩子有直观的认识了解，
通过解说又让孩子有理性的印象。



4、借助偏旁理解“灿烂的霞光”。我问孩子“灿烂都是什么
偏旁？”孩子很快发现是“火字旁”，我顺势说“烂灿就是
光芒像火一样耀眼夺目。”现在想来可以启发孩子说一
说，“灿烂就是光芒像什么一样？”让孩子再次体会这两个
字的“火字旁”。

二、先扶后放，小组合作。

二、三、四三个自然段形式差不多，都是写了太阳位置，通
过太阳自身，太阳身边景物的变化来表现夕阳的美。太阳位
置的变化，第一课时已经理清楚了，设计第二课时我就在想，
能不能让他们进行小组合作呢？孩子太小，直接放手让他们
自己学有些难度，于是，我决定先带着他们学习感受第二自
然段，找到太阳的变化“收起了刺眼的变化”，身边景
物“天空”、“西山”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出示在表格中，
再让他们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对照表格，找到太阳“下沉”、
“落山”时太阳的变化和身边景物的变化，并说说喜欢哪一
句描写的景色，说出感受体会。

一、部分词语理解不到位。文中“壮丽”是应该让学生体会
到的词语。教学中我完全用“壮观而美丽”来代替，实在是
又出现了个问题，“壮观”，孩子若是不理解，等于没有给
孩子解释。今天，带孩子做《补充习题》，有选词填空，就是
“壮丽”和“美丽”这两个词语，做好题目，我突然想到，
何不让他们举一些例子，什么景物是“壮丽”的，什么景物是
“美丽”的？孩子们说到“长城是壮丽的”“上海东方电视
塔是壮丽的”“公园里的花是美丽的”“校园里的小池塘是
美丽的”。这样让学生联系生活体验说一说，如果再配些对
应的图片，我想要比空口的解释好多了。

二、小组合作方法还需指导。课上进行小组合作时，我先让
孩子自读画一画，然后和小组成员交流自己画得对不对。有
一些较困难的孩子画不出来就一直在那硬想，而早早找到答
案的孩子也不太懂得去帮助他们，让小组学习的效率大大降



低。如果出示要求时，我提醒孩子，找不到的可以与小组成
员交流，先找到的也可以帮帮小组其他成员，这样课堂效率
应该会提高不少。今后在进行小组合作时，我还要对他们的
合作学习方法多多进行指导。

三、随机应变能力有待提高。

课文快要结束时，班上一个女孩子一直举着手，我就喊她起
来发言，她说：“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太阳为什么会转
呢？”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时间快要下课，生字还没开始
教，这样的状态让我忘了怎么回答，草草地把这个问题推到
了课后。下课后，张冬香主任对我说，这个女孩子问题问得
很好，我只要告诉她，我们看到太阳的位置改变，是地球在
绕着太阳转，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太阳的知识，课后去课外
书中找。课堂上这么好的生成资源，却因为我的应变能力而
丢失了。

赛课已经结束，这个过程却是多种滋味。教学路上，我还要
不断学习，不断思考......

《夕阳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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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的教学反思篇四

学生找到描写夕阳向我们告别的三句话，点出了夕阳在西下
过程中的三个不同位置，学生在画太阳的过程中了解到太阳
是从东往西慢慢下落的。由语文引申到科学、自然，实现了
学科的整合性，体现了开放式的大语文教学观。另外，找到
了这三句话，发现了这一自然规律的同时，实际上也理清了
课文的脉络。即课文截取了夕阳西下时的三幅画面：“西斜、
下沉、落山”进行描写。

教师在已有的基础上趁热打铁，引导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
发现太阳颜色变化的规律，不难看出，学生在挑选颜色的过
程中，已经体会到了太阳这种富有变化的色彩美。正是太阳
在三个不同位置上的颜色和光芒不同，所以导致了周围的景
色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也是暗埋伏笔，为具体欣赏“西斜、
下沉、落山”的不同图景打下基础。

教师适时总结，学生了解到“夕阳西下”是一个富有动态变
化的整体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在“西斜、下沉、落山”这三
个位置暂停，三幅图帮助学生理清了课文的脉络，让学生了
解到课文是抓住夕阳西下过程中的三个镜头来具体描写夕阳
美景的。在理清课文脉络的基础上再逐段学习，在流动中暂
停，是一个从整体到局部的过程。更有利于学生去体会流动
的美，整体的美，局部的美，暂停的美。

学生旺盛的求知欲、强烈的表现欲、急迫的交流欲以及与生
俱来的创造欲、成就欲，是构成课堂生命活力的要素。只有
让他们的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课堂才能走向启迪智慧、
点化生命的理想境界。我创设情境，和学生一起走进课文，
让心灵穿梭于在美丽的画面和优美的语言文字之间，孩子们
用眼睛去观察夕阳，用大脑去想象夕阳西下的美景，用自己
的语言去描述夕阳，感受夕阳的神奇魅力，领略大自然的美
丽风光，用朗读来释放内心的情感。学生想象丰富，课堂上
兴趣盎然。



论美的教学反思篇五

这次的试讲课是《春节》培智五年级实用语文第七册，本文
属于本学期最后的一篇新课文，也是就快放寒假同学们即将
要经历的事。通过此次讲课我觉得大部分都还是在认真听讲，
小部分同学注意力不集中，这也是我的失误，课堂组织教学
没做好。其次是学生的积极程度随着时间的拉长也逐渐减弱，
注意力也在慢慢消退。而我在此时不但没有关注学生的情绪，
反而自顾自讲。我应该恰当的时机给某些表现好的同学进行
奖励，同时也作为给不认真听讲的同学一个警示。这是我关
于课堂纪律及课堂气氛没做好的部分。下面我就教学环节设
计上进行回顾总结。

2.下面我开始进行课文内容的学习。首先有老师带领学生齐
读课文，然后分句子。【反思：这里我把三句话分得太过明
显，所以同学们虽然知道有三句话，但却不明白为什么是三
句，我也没有具体的说一说原因，直接带过了。】下面是开
始带领学生学习第一句话。我提问到春节是哪一天，学生能
很快从句子中找出来。我也就很快的'一笔带过。然后反复带
领他们读第一句。让他们记住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并进行了
个别检查。【反思：第一句话的侧重点我找到了，并且也让
学生学会了，但是我没有拓展到春节的时候我们会做些什么，
这为与后面的除夕作对比的时候没有铺垫好。但在传统节日
上我拓展的内容比较丰富，学生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还
有点小失误就是ppt上的关于这句话的内容有些乱，没有提前
做好检查，导致在这上面我有些着急没做好总结】第二，三
句讲的还算比较流畅自然，没有太大的失误。

3.最后小结部分我让同学们再次复习了本节课内容的重点，
然后开始布置作业，当作业布置完毕之后我把事先准备好的
糖果发给了学生，然后播放音乐让他们写作业。【反思：最
后的结束语太过仓促，没有做到流畅自然。而且我准备了课
堂练习，但是没有出示，这应该作为当场检测学生的掌握情
况的，我却没有展示出来。最糟糕的是我把糖果在不合适的



时间拿出来发给学生，导致当学生拿到糖果之后不分场合的
就吃起来。这就失去了糖果原本的功用----作为鞭策学生上
课积极主动地功能。还有就是在学生写作业时放音乐容易分
散学生的注意力】。

优点

1、课件参与，激发兴趣。根据学生特点，结合本课内容所描
述的是春节，我找了不少的图片作为在课堂上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从而达到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目的。

2、注意联系，训练思维。教学时，抓住关键词语，如：农历
正月初一是春节。除夕要吃团圆饭。过了春节都又长大了一
岁。

3.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对答对的同学予以表扬，答错的同学
及时引导。

4.整体内容衔接较好，教态自然，语音面貌也很不错。

论美的教学反思篇六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
引导学生回忆、观察生活，了解春节的有关知识及各地不同
的习俗，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春节几乎是每个孩
子盼望已久的日子，每逢春节到，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张灯结
彩，写对联、剪窗花、挂灯笼、贴“福”字……人们包饺子、
吃年夜饭、看花灯、走亲访友，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
孩子们一个个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欢悦戏耍，给节日增添了
喜悦，增添了甜蜜。每个春节都会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节课主要是年画作品，回忆春节的欢快、热闹场景，画一
幅记忆画。大家刚过完春节，又恰逢元宵节，学生们都沉浸
在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在教学中，请学生把课前收集的



资料和自己过春节时和好朋友玩的`比较开心的事介绍给大家，
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自我表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