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彩的联想教学反思 色彩的情感联想教
学反思(优秀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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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的联想教学反思篇一

《色彩的情感联想》一课，虽然学生对颜色并不陌生，但对
色彩的调配和变化规律却不了解，而且因为学生第一次接触
水粉颜料，可以说对每一种物品和色彩都充满了好奇，于是
我在教学中充分让学生去自主实践，探索发现。我首先让学
生观察教室里都有哪些颜色？你喜欢哪些颜色？教室里挂了
很多漂亮的装饰物，有绿色的叶子，红色的国旗，黄色、紫
色、粉色等各色的花瓣，还有各种颜色的衣物和文具。同学
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我们的教室里竟然有这么多美丽的颜色，
我又让学生观察外面自然界中还有哪些颜色，学生通过观察，
发现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真是五彩缤纷，也激发了学习色彩的
兴趣。我又适时提出问题：这些美丽的颜色能不能用颜料调
出来呢？学生齐声回答：能。我没有急于出示答案，而是让
学生自己动手调配颜色，学生的积极性特别高，不断地向同
伴和老师展示自己的新发现，学生在自主实践中体验着学习
的乐趣，并久久回味。

看到学生这样快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让我们所谓权
威的说教代替了学生的直观体验，扼杀了学生探索的自由，
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在教学中我们还要善于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关注学生的情感，改进教学和组织形式，
才能实现教学目标，创设教学的新境界。



色彩的联想教学反思篇二

《星空的联想》这一课是人教版小学美术三年级上册的教学
内容，属于造型·表现领域，主要是用刮画技法表现一幅是
宇宙太空的想象画。从古至今人们对宇宙都充满了无限的想
象，对宇宙的探索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我们队宇宙的探索
取得了巨大突破，而我们的学生对宇宙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使学生把太空幻想的作品表现好，张
老师很好的把握了这一点，整节课创设了蓝猫宇宙探险的故
事情景贯穿课的始终，在故事中学习新知，掌握表现技法，
解决本课的教学任务。

在教学过程中，张老师先从太空开始直切主题，播放《有关
太空的知识视频》，让学生初步认识太空。如何到太空引出
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加加林等登太空的历史过程，再由
火箭引出杨利伟，激发他们的自豪感，继而进入火箭发射现
场的模拟，然后由蓝猫带领去宇宙探险，进一步去认识太空
的星球、各种飞行器，继而思索“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
么？”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宇宙这么大，在这样的宇宙中
还可能有哪些我们至今没有发现的神秘的星球呢？”借此激
发孩子的想象力。接下来再欣赏古代和现代人们是如何想象
宇宙的，具体怎样表现的。引发学生想象：未来你们最想在
宇宙里做什么？打开学生思维，引领学生想象力。在绘画制
作前，张老师先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材料，感受材料的不同特
性，运用刮蜡画的方法进行创作。欣赏范作是美术教学中不
可缺少的环节，这一环节的.科学应用是很重要的，课件展示
几幅太空联想的学生作品，引领学生从构图、技法、创意等
几方面去观察，启发学生用简短的语言大胆表达自己对这些
作品的感受。让学生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得到启发，从而更
明确自己想表现的画面内容。紧接着，出示作业要求：“小
组合作运用刮蜡画的方法完成一副太空旅行的想象画。”让
学生通过画的形式来共同完成作品。

评价环节通过自评和互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培养了学生



的欣赏评述能力。整节课学生的作品基本很精彩，画面内容
表现也很丰富。

不足：

1、整节课作业效果显著，范画欣赏的环节除了欣赏刮蜡画的
作品外还可以欣赏一些其他绘画方式的作品，效果会更好。
表现太空也可以尝试多种方法表现，比如：卡纸粘贴、绘画。

2、学习环节可以再整合，学生创作时间较短，能删减部分内
容会更好。

3、这节课听过两次，第一次在张老师去参加省教学能手评选
时在家准备上的，当时课堂比较沉闷不够活跃，这一次的比
上次的课堂气氛好了很多，但教师演示技法部分不够扎实。

4、课堂语言还可以再精炼些。

色彩的联想教学反思篇三

色彩的联想教学反思我们生活在光与色的环境中,从自然界的
自然色彩到城市中的人工色彩，都是五彩缤纷的。我们感受
着冬日阳光的丝丝温暖，体会着春天绿意的勃勃生机。我们
也承受着阴天灰霾带给的抑郁，享受着金黄篝火传递的不灭
希望。……色彩构成了我们整个的外部空间，也影响着我们
内心的情感流动。

其实，我们的生活环境充满了色彩，而我们的内心也充满了
色彩。怎么样去认识色彩，让我们的眼睛去感受色彩带给我
们的`视觉冲击，也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的情感。我们要做一
个善于观察的人，用我们的眼睛去发现色彩，发现色彩带给
我们不同的感受。更多的从中体会到认识色彩的快乐。看到
学生这样快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让我们理论的说教
代替了生活的直观体验，扼杀了学生探索的乐趣，要让学生



成为生活的真正主人。生活本是彩色的,让我们去发现她美丽
的色彩。内心本该光明的，让我们用光明去驱散阴霾。

色彩的联想教学反思篇四

《星空的联想》是关于宇宙太空的想象画。在现代科技飞速
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宇宙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突破，而孩子们
对宇宙的神秘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
使学生画好太空旅行应该从他们的兴趣出发，在了解浅显的
宇宙知识的基础上，拓宽思路，以非凡的想象力把科学幻想
中的情景用画笔描绘出来。

获得知识，意味着发现，意味着解决疑问。从这一点上来看，
欣赏教学犹为重要。在学生面前展示出直观的形象，让他们
学会去观察蕴含其中的细微差别，并结合教师的启发引导，
学生才能敢于去发现，深刻地去理解新事物中存在的美。

在新课教学的开始部分，谈话导入：提起宇宙太空，同学们
想到什么？”这个问题往往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激起孩子们
对以往学习过的关于宇宙知识的回顾，和同学们交流。在交
流中我们打开了孩子们想象的空间，了解并观看了到学生感
兴趣的外星人，神秘的飞碟，流星，彗星，宇宙中各种美丽
的星系……在学生发言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的时候，我出示了
幻灯片中的一个形象—科幻电影《阿凡达》剧中的人物，并
引导孩子们就此剧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来源---人脑无限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么你脑海中的外星人是什么样子的？请
你描述一下：孩子们各抒己见。师：我们一起来欣赏同龄的
同学们想象中的宇宙星空的样子…….这节课的课堂气氛显得
更加活跃起来。

短短不到20分钟的时间，大部分孩子就已经完成了作品的草
稿，在作品展示环节，孩子们纷纷举手想到讲台前面去展示
自己的作品…….



色彩的联想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实践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进行反思，只有进行认真的反思
才会有教学的改进。通过所学到的课程改革理念，我尝试着
上了一节改变教学习惯的课，这一节课我尝试以学生为主，
多给他们思考和说话的机会，鼓励他们多想，多提问，多动
手，改变了我以往的填鸭式教学。我认为本课教学后，还有
几个值得反思和重视的问题：

这一课主要是教学生学习一种新的绘画方法——刮蜡法。这
种方法是学生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所以在教授以前我做了大
量的准备；但学生最后作品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一部分的原
因来自于自制的刮蜡纸不是很好用，另一方面是在课上引导
学生欣赏的刮蜡画范画过于复杂，导致学生在创作的过程中
整体画面没有把握好。另一方面，我在欣赏作品并联想这一
环节中，没有做好引导工作，本来我的本意是要让学生自己
来归纳联想方法，让他们多说说，可能是他们习惯了我多说
的教学方式，开始还不太敢张口，但是改变后的教学效果还
是有不少的闪光点，例如在最后的作品评价中，学生在自评
与互评环节中就相较于以前放的比较开了。

色彩的联想教学反思篇六

色彩的联想带有情绪性的表现，受到观察者年龄、性别、性
格、文化、教养、职业、民族、宗教、生活环境、时代背景、
生活经历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色彩的联想有具象和抽象两
种：

（1）具象联想人们看到某种色彩后，会联想到自然界、生活
中某些相关的事物。（这个示意图在最后贴）

（2）抽象联想人们看到某种色彩后，会联想到理智、高贵等
某些抽象概念。（这个示意图在在前面的网址里有详细介绍。
后面就不贴了。）



一般来说，儿童多具有具像联想，成年人较多抽象联想。

色彩性格

各种色彩都其独特的性格，简称色性。它们与人类的色彩生
理、心理体验相联系，从而使客观存在的色彩仿佛有了复杂
的性格。

（1）红色红色的波长最长，穿透力强，感知度高。它易使人
联想起太阳、火焰、热血、花卉等，感觉温暖、兴奋、活泼、
热情、积极、希望、忠诚、健康、充实、饱满、幸福等向上
的倾向，但有时也被认为是幼稚、原始、暴力、危险、卑俗
的象征。红色历来是我国传统的喜庆色彩。

深红及带紫味的红给人感觉是庄严、稳重、而又热情的色彩、
常见于欢迎贵宾的场合。含白的高明度粉红色，则有柔美、
甜蜜、梦幻、愉快、幸福、温雅的感觉，几乎成为女性的专
用色彩。

（2）橙色橙与红同属暖色，具有红与黄之间的色性，它使人
联想起火焰、灯光、霞光、水果等物象，是最温暖、响亮的
色彩。感觉活泼、华丽、辉煌、跃动、炽热、温情、甜蜜、
愉快、幸福竺，但也有疑惑、嫉妒、伪诈等消极倾向性表情。

含灰的橙成咖啡色，含白的橙成浅橙色，俗称血牙色，与橙
色本身都是装中常用的甜美色彩也是众多消费者特别是女妇，
儿童，青年喜爱的服装色彩。

（3）黄色黄色是所有色相中明度紧高的色彩，具有轻快、光
辉、透明、活泼、光明、辉煌、希望、功名、健康等印象。
但黄色过于明亮而显得刺眼，并且与他色相混即易失去其原
貌，故也有轻薄、不稳定、变化无常、冷淡等不良含义。

含白的淡黄色感觉平和、温柔，含大量淡灰的米色或本白则



是很好的休闲自然色，深黄色却另有一种高贵、庄严感。由
于黄色极易使人想起许多水果的表皮，因此它能引起富有酸
性的食欲感。

黄色还被用作安全色，因为这极易被人发现，如室外作业的
工作服。

绿色最适应人眼的注视，有消除疲劳、调节功能。黄绿带给
人们春天的气息，颇受儿童及年轻人的欢迎。蓝绿、深绿是
海洋、森林的色彩，有着深远、稳重、沉着、睿智等含义。
含灰的绿、如土绿、橄榄绿、咸菜绿、墨绿等色彩，给人以
成熟、老练、深沉的感觉，是人们广泛选用及军、警规定的
服色。

（5）蓝色与红、橙色相反，是典型的寒色，表示沉静、冷淡、
理智、高深、透明等含义，随着人类对太空事业的不断开发，
它又有了象征高科技的强烈现代感。

浅蓝色系明朗而富有青春朝气，为年轻人所钟爱，但也有不
够成熟的感觉。深蓝色系沉着、稳定，为中年人普遍喜爱的
色彩。其中略带暖味的群青色，充满着动人的深邃魅力，藏
青则给人以大度、庄重印象。靛蓝、普蓝因在民间广泛应用，
似乎成了民族特色的象征。当然，蓝色也有其另一面的性格，
如刻板、冷漠、悲哀、恐惧等。

（6）紫色具有神秘、高贵、优美、庄重、奢华行的气质，有
时也感孤寂、消极。尤其是较暗或含深灰的紫，易给人以不
祥、腐朽、死亡的印象。但含浅灰的红紫或蓝紫色，却有着
类似太空、宇宙色彩的幽雅、神秘之时代感、为现代生活所
广泛采用。

（7）黑色黑色为无色相无纯度之色。往往给人感觉沉静、神
秘、严肃、庄重、含蓄，另外，也易让人产生悲哀、恐怖、
不祥、沉默、消亡、罪恶等消极印象。尽管如此，黑色的组



合适应性却极广，无论什么色彩特别是鲜艳的纯色与其相配。
都能取得赏心悦目的良好效果。但是不能大面积使用，否则，
不但其魅力大大减弱，相反会产生压抑、阴沉的恐怖感。

（8）白色白色给人印象中洁净、光明、纯真、清白、朴素、
卫生、恬静等。在它的衬托下，其他色彩会显得更鲜丽、更
明朗。多用白色还可能产生平淡无味的单调、空虚之感。

（9）灰色灰色是中性色，其突出的性格为柔和、细致、平稳、
朴素、大方、它不像黑色与白色那样会明显影响其他的色彩。
因此，作为背景色彩非常理想。任何色彩都可以和灰色相混
合，略有色相感的含灰色能给人以高雅、细腻、含蓄、稳重、
精致、文明而有素养的高档感觉。当然滥用灰色也易暴露其
乏味、寂寞、忧郁、无激情、无兴趣的一面。

（10）土褐色含一定灰色的中、低明度各种色彩，如土红、
土绿、熟褐、生褐、土黄、咖啡、咸菜、古铜、驼绒、茶褐
等色，性格都显得不太强烈，其亲和性易与其他色彩配合，
特别是和鲜色相伴，效果更佳。

也使人想起金秋的收获季节，故均有成熟、谦让、丰富、随
和之感。

（11）光泽色除了金、银等贵金属色以外，所有色彩带上光
泽后，都有其华美的特色。金色富丽堂皇，象征荣华富贵，
名誉忠诚；银色雅致高贵、象征纯洁、信仰，比金色温和。
它们与其他色彩都能配合。几乎达到“万能”的程度。小面
积点缀，具有醒目、提神作用，大面积使用则会产生过于眩
目负面影响，显得浮华而失去稳重感。如若巧妙使用、装饰
得当、不但能起到画龙点晴作用，还可产生强烈的高科技现
代美感。



色彩的联想教学反思篇七

1、课堂上应给学生创造宽松愉悦的学习环境。课堂应该让学
生有兴趣、有好奇心，有心理自由，让心灵开放，在这样的
环境中，学生才会敢想，敢说、敢做。在这样的环境下，学
生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技能才会被激活，才会燃起创造思
维的火花。

2、在课堂上，教师要尽可能地多留一些时间、空间给学生，
让他们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使他们在适当的引导下发
挥创造性、尽情展示自己，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灵动的、稚嫩
的、多彩的语文世界。

3、课堂教学不应当是一个封闭系统，也不应拘泥于预先设定
的固定不变的程序，预设的目标在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学情
纳入即兴创造的成分，甚至可以超越目标设定的.要求。我想，
这样的课堂才会使我们的孩子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使我们
的语文教学变得更加生机勃勃。

4、精心设计教案，找到引与发的必然联系，并在点拨之后，
使学生有联想，有垂直思考与平面思考的交叉点。然后
以“发问”、“激疑”等方式激起学生的思维，从而使之上
下联系，左右贯通，新旧融合，用所思、所虑、所获填补思
维空间，获取预期的效果。

5、相信学生的潜能，只要教师引导的好，就能激起学生的求
知欲、好奇心，学生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

色彩的联想教学反思篇八

一、说大纲

《三大构成》是艺术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根据理
论原则和学专业的需要，主要讲授平面、色彩、立体构成的



理论，使学生在艺术设计创造中，对平面形的设计创意、色
彩的设计与运用、立体造型设计有深刻的理论知识和创造能、
熟练的操作能力。加深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鉴赏，并能用美
学的角度来进行艺术实践活动，在艺术创造中提高自身的创
作水平。

结合教学内容训练学生收集资料、整理分析资料的能力，训
练学生运用学习的理论知识进行思考、分析，并提高自己的
艺术形象设计应用能力。

通过《三大构成》这门课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构成艺术修养
与表现能力。通过大量构成作业练习，逐步使学生形成构成
的理念与制作技巧。逐步形成形式美的审美观点，提升学生
的艺术修养及综合素质。针对中专学生的能力特色，将三大
构成学科的教学安排了详略，将色彩构成作为教学重点。

根据本课程特点，上课以讲授操作辅导并进。

二、说教材

（一）教材分析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使学生能正确了解平面、
色彩、立体构成的理论，对平面形的设计创意、色彩的设计
与运用、立体造型设计有深刻的理论知识和创造能、熟练的
操作能力。教材此章节写得比较笼统，学生不太能理解，在
备课时要通过收集大量的实例艺术品图片解释概念，让学生
在深入浅出的讲解中理解。这就需要教师在讲授分析中，诠
释构成艺术与各艺术设计之间的犬齿关系。这一节通过概念
的详细说明，让学生对色彩的知觉、联想情感有更深更具象
的了解。在讲解艺术理论的同时并进行分组实践操作，通过
实践操作培养学生的互帮互助的团队意识，及创造能力、动
手设计能力。在实践操作中可以跟学生很好的互动。

（二）教学目的通过此课的学习，让学生对知识目标：1、熟
知色彩的知觉与情感2、能概述色彩的情感与联想3、熟知色



彩的心理，从美学的角度对色彩的配置有较深认知。

能力目标：

1、根据配色方法、配色原理能进行配色设计。

2、色彩的感情在室内设计、美术设计中的运用。

情感目标：通过此课的学习让学生

1、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创新意识。

2、给学生成就感。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热情细致的工
作态度。

教学重点：

1、掌握色彩的'知觉对人的心理影响。

2、了解色彩的联想与情感。

教学难点：色彩的知觉、联想知识在色彩设计中的运用。

三、学习情况分析

本班学习的学生是室内设计121的学生，有一定的美术专业基
础，对室内设计很一定的了解的。通过学习此课，他们对色
彩设计、色彩的知觉色彩的联想与情感能深入的了解与掌握。
在实践操作时，大家同心协力，头脑风暴提出不同的色彩设
计方案进行探讨。利用ppt课件放映大量的艺术设计作品图片，
分析案例做到图文并茂，并在观摩图片中开阔学生的艺术视
野。

四、说教法



此课概念交笼统，在课堂讲授中加上大量的实例分析诠释
及ppt放映的艺术设计图片观摩，让学生在深入浅出的讲解中，
理解色彩知觉色彩联想再设计中的意义。教师在案例分析中，
诠释色彩的联想与情感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此课的教学法
是讲授法、ppt演示法并用讨论法跟实践操作演习法。

五、说学法

教师的交法会影响学生，在此课我用ppt放映、讨论跟学生互
动，引导学生自助学习法，积极主动地学习探索问题，难点
部分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探讨问题，引导他们积极探索问题，
分组设计练习解决问题。

六、教学过程

（一）讲授法、ppt演示法讲授课程一课时讲授法、ppt演示法、
讲解色彩的知觉、色彩的联想。色彩的感情理论从中插入提
问和讨论，跟学生一起讨论色彩的知觉联想。引导学生的好
奇心，促使他们一起探讨更深入的色彩情感问题。

（二）提出问题、学生讨论ppt演示讨论色彩的联想。

案例分析色彩的联想与情感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1、引出、提出问题：色彩冷暖的设计运用、色彩的联想与情
感在设计中的运用。

2、学生分组讨论，每组得出结论课上回答。

3、操作实践制作一幅冷色调、一幅暖色调的配色图。

4、教师讲评作业并总结

（三）操作练习作业讲评总结，评介作业。



（四）课外作业布置，强化此刻学习的理论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