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工课折纸教学反思(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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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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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工课折纸教学反思篇一

1、教学过程中能调动了幼儿的积极参与。每个幼儿都能完成
一件手工作品。

2、幼儿之间能相互合作，又能培养了幼儿的团结协作精神。

3、在教学准备、幼儿动手操作方面等，考虑得较周到，但纸
船对折方法的步骤的讲解示范过程过快，有的小朋友看不清
楚。

4、由于本人是小学教师刚转岗的幼儿教师，教学经验少，教
学环节的过渡不够自然。

5、通过这节课使我认识到：在以后的教学中不但要注意知识
和学习方法的传授，还要不断地学习和探索创新，不断丰富
完善自己的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合格的幼师。

美工课折纸教学反思篇二

帆船源于欧洲，帆船运动起源于荷兰，古代荷兰人普遍使用
小帆船运输或捕鱼。最早关于帆船的记载是1900多年以前古
罗马诗人味吉尔的作品中。目前帆船作为一种比赛项目，是
由人驾驶船只行驶的一项水上运动，利用风力作用于帆上前
进。帆船集竞技、娱乐、观赏和探险于一体，深受人们的喜
爱。



折纸小帆船的步骤：

step1：准备一张正方形的纸，在对角线对折

step2：三角形的'横边与斜边对折

step3：沿着上图中的红线对折。注意：左边比右下角高出2厘
米左右，让一边有点向上的感觉。

按照step3折好的小帆船的状态。

用彩色水笔在帆船的帆上画上几道，或者画上你喜欢的样子，
一个折纸帆船就完成啦！

美工课折纸教学反思篇三

星期天，我和姐姐做完了作业，很无聊，就想起了折纸船。

我们先从书包里拿出几张纸，就开始开工啦。首先，我和姐
姐先把纸船对折，然后，把旁边的角折上去，接着翻开再对
折，然后把多余的部分翻下，把两边撑开，手指在船底一顶，
一艘小纸船就做好了。

不知不觉，我和姐姐已经做了满满一篮子小纸船了。姐姐问
我说：“这些小纸船怎么办呢？”我说：“我们把它们放进
水里吧。”说干就干，姐姐马上去拿了一个脸盆，装满水，
我们一起慢慢地把纸船放进去。可是，纸船在水里很快就沉
下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我带着疑问去问姐姐，姐姐说：“这个问题
就考考你，自己去寻找答案吧。”可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我
很久，终于找到了答案。

亲爱的读者，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美工课折纸教学反思篇四

折纸活动是一种深受幼儿喜爱的艺术活动形式，它既能锻炼
孩子手的灵活性，发展孩子的目测力、空间想像力和操作能
力，同时还可以形成孩子的几何形体概念。随着幼儿园纸趣
特色活动的深入研究，折纸教学活动模式也随着研讨的深入
而变化，现在我们关注的是幼儿学习的过程，而不是学习的
结果，注重的是幼儿在活动的过程中是否进行了主动积极地
参与，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方法的掌握，强调的是幼儿在活动
中的`情感体验，是否从活动中获得自尊、自信，而不是知识
的简单复制。小班幼儿思维还不够活跃但他们有强烈的操作
欲望，因此，在活动中我有意识的把折纸步骤图拍成照片做
成ppt。在活动中运用多媒体课件演示折纸的过程，促使幼儿
在活动中主动的进行探索与尝试。

在本次活动的设计中，充分结合班级幼儿的实际学习情况，
注意幼儿的能力差别。因此，活动的难度也针对不同水平的
幼儿给予适当的降低，我希望能在每一次折纸活动中给予幼
儿更大的探索与尝试的空间，放手让孩子们进行独立的尝试；
给予幼儿展示自己以及获得成功的快乐与自信。

在折纸的过程中教师的示范是一种引导启发，幼儿不仅能在
折纸活动中获得成功和满足，并能促进动脑、动手以及各种
交往，探索能力的发展。有的幼儿遇到困难后，就迫不及待
地喊：“老师我不会，”有的折出作品后情不自禁地向大家
喊：“我折出来了。”我觉得幼儿的折纸教育是启蒙教育，
重在激发幼儿的折纸兴趣，探究欲望，手工折纸不但培养了
幼儿的协作精神，也使能力较差的幼儿得到一定互补作用。

有时我用竞赛的形式，加强幼儿对折纸的积极性。我把幼儿
的作品展示出来，大家来找一找，评一评，你最喜欢哪张画，
并说说理由，这样可以培养幼儿欣赏作品的水平。



总之,通过各种感官，幼儿亲自动手，动脑去尝试，探索，并
发现问题，享受活动和成功的乐趣，我觉得，幼儿通过折纸
活动不仅能获得折纸知识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幼儿在自主
活动学习中去探索，去尝试，培养他们认真探索以及耐心细
致的学习习惯，增强学习兴趣。

美工课折纸教学反思篇五

折纸是一个幼儿们都喜欢的一种手工活动,而挂灯笼是我国每
个节气的节日气象习俗之一，有过好几次经验的孩子们对灯
笼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孩子们对于这一做灯笼的纸
工活动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兴趣！刚开始，我用图片导入的方
式，帮助幼儿回忆灯笼的形状！经过这一环节，孩子们对灯
笼充满了好奇和兴趣！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接下来教师进
行示范。最后幼儿自己尝试操作，然后进行同伴间的相互欣
赏！通过这一活动，幼儿掌握了制作灯笼的方法，能对灯笼
进行装饰，锻炼了幼儿动手动脑的能力。但是在孩子操作的
环节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孩子们对于手工活动都非常感兴趣，但是幼儿们的手部肌
肉还没有发育完善，手、眼、脑的动作都很不协调。

2、幼儿日常生活中手工活动方面缺乏锻炼，对于手工方面的
一些技巧都不太熟悉，控制能力也不强！

原因：个别孩子在折的过程中不敢尝试，总是希望其他小朋
友或者老师帮忙。通过这个活动我进行了反思，有什么好办
法能够让孩子对手工活动想做，敢做，会做并做得很好呢？
进过思考我想出了几个改进的方法：

1、在选材的时候要注意简易性，难易度符合我班孩子的现有
水平。



2、多关注那些不自信的孩子，对其进行一对一指导，以鼓励
为主的方式。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在课堂上进行了一些改进，现在我们班的
孩子有很多都已经可以照图自己着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