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的自画像美术教学反思(优质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我的自画像美术教学反思篇一

苏教版小学三年级语文上册习作2《我的自画像》

1、读懂例文《我的自画像》，了解主要内容，初步感知图文
结合介绍自己的方法。

2、读懂习作要求，初步领会介绍人物的基本要领：抓住人物
的整体形象、长相、性格、兴趣爱好等方面的特点，按一定
的顺序并配上自己创作的自画像。

3、按习作要求,依照例文的方法,图文结合抓住主要特点向大
家介绍自己。

4、激发学生习作兴趣，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

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第二学段三、四年级习作的目标，我
将本次习作的重、难点确定为：

1、读懂习作要求，初步领会介绍人物的基本要领。

2、读例文。（学生认真听。）

3、通过小虎的介绍同学们都认识了这位新朋友,你们说一说
这位新朋友有什么特点?他是从哪几方面来介绍自己的？(学



生自由发言。)

5、过渡：你们也有自己的特征，请你也试着把自己介绍给小
虎认识一下。

2、老师从学生的回答中概括并板书。（年龄、性别、长相、
性格、兴趣）

3、介绍时必须抓住以上各方面的特点——与别人不同的地方。
请你说说你自己哪里与众不同。（小组讨论，互相启发后发
言。）

性格描写：活泼、内向、爱说爱笑、泼辣、腼腆

3、小组将说的比较好的同学推荐到班级交流，相互评议，共
同提高。教师适时点拨细节处理。

1、学生自己画像，进行习作练习。教师巡视辅导。

今天，同学们不光认识了一位新朋友，而且还学会了怎样把
自己介绍给新朋友。请大家说一说介绍自己要抓住哪些特点？
（学生回答问题。）

我的自画像美术教学反思篇二

1、对照插图读懂例文《我的自画像》了解主要内容，初步感
知图文结合介绍自己的方法。

2、读懂习作要求，初步领会介绍人物的基本要领：抓住人物
的整体形象，长相、性格、兴趣爱好等方面的特点，按一定
顺序写并配上自己创作的自画像。

3、按习作要求，依照例文的方法，图文结合抓住主要特点向
大家介绍自己。



重点：抓住外貌特征，通过神态的描写反映一个人的性情。
难点：写出个性特征。

1、课本插图投影片。

2、例文录音。

3、用来画自画像的卡纸和小镜子。

4、好词语表。

二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

二、读懂例文

1、学生自己读例文，并结合图说说你对杜小虎的印象。

2、你是从图或例文的哪些地方产生这样的印象的？说给小组
同学听听。

三、学习例文

1、图文对照，说说，杜小虎给自己画的自画像，哪些地方特
别像？

2、杜小虎除了介绍自己的外貌还告诉大家什么啦？

1学生自己对着镜子画自画像，画出自己最有特点的样子。

2同桌互相欣赏，提出修改意见。



3全班玩“猜猜看”的游戏。贴出自画像，猜猜他是谁？

4学生自己练说后，拿着自己的画像，找到你最想介绍的伙伴，
介绍给他听。

5老师提供一些可用词句。

第二课时

评价与修改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1、改病句。方法：自己多读两遍，不通的句子改过来，不会
改，可以请教老师和同学。

2、添词句。方法：小组讨论，互提建议。

自己读读修改前后的作文，觉得有进步就给自己画上一朵红
花。互评办法：请小组其他成员或班上其他同学读两篇作文，
有进步就给打朵红花，看谁得的红花多。

将自己的自画像介绍贴在教师准备的大白纸上，将在班级走
道上向全校展示一周。如果你的名字被很多同学熟知并叫上
名来，就说明你的成功。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心不可力的组成部分，它既是语文学
的训练，又是认识水平的训练，应该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训
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哪怕是一句话，在这个训练过程中都体
现着听.说.读.思等诸多方面能力的培养。实际教学中，教师
总感觉作文难教，学生感觉作文难写，无从下笔，甚至无话
可说，随着教育教学的改革，各种教材的勃兴，形成“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面临素质教育，面临有效教
学等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不外乎就是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面向全体学生，不断提高学生多反面的能力，特别是对
作文教学来说，在语文教学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在教学中，我是如何指导学生作文，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写作能力的呢？我将反思如下：

机会来了，正月中旬，我校举行了“春季趣味运动会”我就
以此为题材，让学生写在运动会中亲生经历的或者亲眼看到
的事。在作文课上，同学们交流的非常热烈，都争先恐后地
说，自己参加了什么活动，活动中怎样做的，受到了怎么启
发，我再一次鼓励道“孩子们，大胆写吧!把你们想说的话都
写出来，老师相信你们一定行！”就这样，在学生的笔下，
出现了《记一次活动》《有趣的体育运动会》《穿越封锁线》
《亲子活动》等，篇篇习作中又有精彩的活动场面，既有人
物的语言心里活动描写，还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一篇篇优秀
的作文诞生了，真让人心旷神怡。

我在教学作文时注意积累经验，以无穷的魅力使他们视作文
为乐事，以浅入深，循序渐进，经常做到从一个词，一副画
入手，让学生大胆想象或由画意展开而作文，就可以让学生
兴致勃勃地写成一篇篇有血有肉的文章，我在指导学生写想
象作文时《未来的》这种半命题作文，首先发挥学生各种特
长，由学生从绘画，制作入手，创造出奇特的东西，要求他
们边做边想，内心叙述其作用，特点，最后自由组合小组，
展示自己的作品，发表自己物体的作用，特点及其奇特想象，
由于学生动了手，加上自己的想象，在我的指导下，成功地
写出了《未来的房子》《未来的环保机器人》《未来的汽车》
等文章，就这样，在作文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调动学生创作地主动性，积极性，大大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并且加深学生由“做”到“作”的全过程。

1.捷普洛夫说过：“一个空洞的头脑是不能进行思维的。”
知识面狭窄，没有一定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学生是不会写出好
作文的，为了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除了让学生学好教科书



自读课本之外，可以由学生选择自己最欣赏的最喜爱的书读。

2.教学中，首先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加大阅读知识面，开阔
学生的视野，学习他人的写作方法，在读书过程中让学生搜
索好词，佳句，多方收集信息补充知识，编写制作“百科知
识卡”或“积累本”。通过收集，摘抄，写作等方面锻炼学
生的.综合能力。

我的自画像美术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之后，我发现本次习作比较成功。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孩子们的写作兴趣比较浓，多数孩子能抓住自己的外
貌、性格和兴趣爱好等方面介绍自己。其次介绍比较条理，
用词比较恰当。再次，错别字较之前篇减少了，标点符号的
运用正确率较高，初步学会了修改习作的方法。

本次习作也存在不少问题：学生在介绍自己的外貌时，模式
化较为严重，如：我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眉毛像柳叶，笔
直的鼻子，洁白的`牙齿。没有写出自己的外貌特征，让人读
后感觉双胞胎比较多。介绍性格特点、兴趣爱好时不具体，
一两句话一带而过。比如：我喜欢打篮球，喜欢看电视。我
喜欢看课外书，喜欢踢毽子。

三年级作文刚起步，孩子们能写这样也算可以。教师的高要
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有反差，这要求教师不要好高骛远。从
这次的习作中我发现，孩子们心中有话笔下却表达不出来，
究其原因：一是读的少，词汇贫乏。二是语言组织能力差。
三是不爱动脑，写作时不能全身心投入。在以后的作文指导
中，应立足实际，从问题入手一步步训练，在日积月累中逐
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我的自画像美术教学反思篇四

1、对照插图读懂例文《我的自画像》了解主要内容，初步感
知图文结合介绍自己的方法。

2、读懂习作要求，初步领会介绍人物的基本要领：抓住人物
的整体形象，长相、性格、兴趣爱好等方面的特点，按一定
顺序写并配上自己创作的自画像。

3、按习作要求，依照例文的方法，图文结合抓住主要特点向
大家介绍自己。

重点：抓住外貌特征，通过神态的描写反映一个人的性情。
难点：写出个性特征。

1、课本插图投影片。

2、例文录音。

3、用来画自画像的卡纸和小镜子。

4、好词语表。

二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

二、读懂例文

1、学生自己读例文，并结合图说说你对杜小虎的印象。

2、你是从图或例文的哪些地方产生这样的印象的？说给小组
同学听听。



三、学习例文

1、图文对照，说说，杜小虎给自己画的自画像，哪些地方特
别像？

2、杜小虎除了介绍自己的外貌还告诉大家什么啦？

1学生自己对着镜子画自画像，画出自己最有特点的样子。

2同桌互相欣赏，提出修改意见。

3全班玩“猜猜看”的游戏。贴出自画像，猜猜他是谁？

4学生自己练说后，拿着自己的画像，找到你最想介绍的伙伴，
介绍给他听。

5老师提供一些可用词句。

第二课时

评价与修改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1、改病句。方法：自己多读两遍，不通的句子改过来，不会
改，可以请教老师和同学。

2、添词句。方法：小组讨论，互提建议。

自己读读修改前后的作文，觉得有进步就给自己画上一朵红
花。互评办法：请小组其他成员或班上其他同学读两篇作文，
有进步就给打朵红花，看谁得的红花多。

将自己的自画像介绍贴在教师准备的大白纸上，将在班级走
道上向全校展示一周。如果你的名字被很多同学熟知并叫上



名来，就说明你的成功。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心不可力的组成部分，它既是语文学
的训练，又是认识水平的训练，应该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训
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哪怕是一句话，在这个训练过程中都体
现着听.说.读.思等诸多方面能力的培养。实际教学中，教师
总感觉作文难教，学生感觉作文难写，无从下笔，甚至无话
可说，随着教育教学的改革，各种教材的勃兴，形成“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面临素质教育，面临有效教
学等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不外乎就是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面向全体学生，不断提高学生多反面的能力，特别是对
作文教学来说，在语文教学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在教学中，我是如何指导学生作文，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写作能力的呢？我将反思如下：

机会来了，正月中旬，我校举行了“春季趣味运动会”我就
以此为题材，让学生写在运动会中亲生经历的或者亲眼看到
的事。在作文课上，同学们交流的非常热烈，都争先恐后地
说，自己参加了什么活动，活动中怎样做的，受到了怎么启
发，我再一次鼓励道“孩子们，大胆写吧!把你们想说的话都
写出来，老师相信你们一定行！”就这样，在学生的笔下，
出现了《记一次活动》《有趣的体育运动会》《穿越封锁线》
《亲子活动》等，篇篇习作中又有精彩的活动场面，既有人
物的语言心里活动描写，还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一篇篇优秀
的作文诞生了，真让人心旷神怡。

我在教学作文时注意积累经验，以无穷的魅力使他们视作文
为乐事，以浅入深，循序渐进，经常做到从一个词，一副画
入手，让学生大胆想象或由画意展开而作文，就可以让学生
兴致勃勃地写成一篇篇有血有肉的文章，我在指导学生写想
象作文时《未来的》这种半命题作文，首先发挥学生各种特
长，由学生从绘画，制作入手，创造出奇特的东西，要求他
们边做边想，内心叙述其作用，特点，最后自由组合小组，



展示自己的作品，发表自己物体的作用，特点及其奇特想象，
由于学生动了手，加上自己的想象，在我的指导下，成功地
写出了《未来的.房子》《未来的环保机器人》《未来的汽车》
等文章，就这样，在作文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调动学生创作地主动性，积极性，大大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并且加深学生由“做”到“作”的全过程。

1.捷普洛夫说过：“一个空洞的头脑是不能进行思维的。”
知识面狭窄，没有一定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学生是不会写出好
作文的，为了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除了让学生学好教科书
自读课本之外，可以由学生选择自己最欣赏的最喜爱的书读。

2.教学中，首先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加大阅读知识面，开阔
学生的视野，学习他人的写作方法，在读书过程中让学生搜
索好词，佳句，多方收集信息补充知识，编写制作“百科知
识卡”或“积累本”。通过收集，摘抄，写作等方面锻炼学
生的综合能力。

我的自画像美术教学反思篇五

苏教版小学三年级语文上册习作2《我的.自画像》

1、读懂例文《我的自画像》，了解主要内容，初步感知图文
结合介绍自己的方法。

2、读懂习作要求，初步领会介绍人物的基本要领：抓住人物
的整体形象、长相、性格、兴趣爱好等方面的特点，按一定
的顺序并配上自己创作的自画像。

3、按习作要求,依照例文的方法,图文结合抓住主要特点向大
家介绍自己。

4、激发学生习作兴趣，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



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第二学段三、四年级习作的目标，我
将本次习作的重、难点确定为：

1、读懂习作要求，初步领会介绍人物的基本要领。

2、读例文。（学生认真听。）

3、通过小虎的介绍同学们都认识了这位新朋友,你们说一说
这位新朋友有什么特点?他是从哪几方面来介绍自己的？(学
生自由发言。)

5、过渡：你们也有自己的特征，请你也试着把自己介绍给小
虎认识一下。

2、老师从学生的回答中概括并板书。（年龄、性别、长相、
性格、兴趣）

3、介绍时必须抓住以上各方面的特点——与别人不同的地方。
请你说说你自己哪里与众不同。（小组讨论，互相启发后发
言。）

性格描写：活泼、内向、爱说爱笑、泼辣、腼腆

3、小组将说的比较好的同学推荐到班级交流，相互评议，共
同提高。教师适时点拨细节处理。

1、学生自己画像，进行习作练习。教师巡视辅导。

今天，同学们不光认识了一位新朋友，而且还学会了怎样把
自己介绍给新朋友。请大家说一说介绍自己要抓住哪些特点？
（学生回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