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天的颜色美术教案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春天的颜色美术教案反思篇一

一、以美妙乐曲方式作引线，打开想象之门

在这个活动中，我以音乐的形式切入，带领幼儿用聆听的方
式展开想象，从而开启对于夏天有关事物的想象。在制作课
件时，我选择了纯音乐《夏天的感觉》作为欣赏，并与一些
音效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既可以分开播放又可以再接播放，
方便活动中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易操作。乐曲中的青蛙叫、
蝉鸣、知了声，以及富有夏天味道的雷雨交加声，用感
官——耳，去聆听，去感受，从而发现这段乐曲表现了一个
热闹的夏天。在欣赏音乐后以问题：在音乐中你听到了什么？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使幼儿能够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所想
所感又具有实际的提问意义。但其中有个小小的缺点就是，
当孩子说出了乐曲其中的几种事物后，没能让孩子再次来听
听这些事物的声音，再次来进行感受。

二、新颖的背景产生方式，体验不同的乐趣

本次活动，亮点在于新颖的背景色制作方式，是以按压的方
式来呈现。利用海绵吸附的方法，通过按压过程，慢慢的、
一点点，颜色被吸到白色的布上。这是与以往所不同的作画
方式，在活动中，变魔术一般的场景是孩子们最喜欢，在他
们惊奇、激动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正在感受和享受这种
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此时孩子的兴趣点极高，参与的积极
性也较高，这也正为下个环节进行了很好的调整与调节。在



进行按压的同时，我以优美的句子，伴随着音乐的流动，再
次来找寻、感受夏天中的一些事物。活动后，也一直在思考：
如何让背景能衬托所画的作品，使之发挥它更大的价值？在
活动中，缺少了一些追问：热闹的夏天里，你会想到什么?由
此调动幼儿已有的知识经验，运用相似联想，去建构新知识，
获得新的情感体验和感受。

三、美术活动中，范画和范画之间的意义

幼儿的美术表现力、创造力以及审美体验，来源于幼儿对生
活的'观察与感悟，艺术来源于生活，最后又还原于生活。前
期幼儿已积累了相当多的关于夏天的审美体验，如何让孩子
将这“夏天的审美体验”表现出来，是此次教学活动的关键。
是需要范画还是不需要范画?还是只需要范画的某几个元素?
一直在是思考的问题，最后决定此次教学活动不选用任何范
画，只需要立足于幼儿的年龄特点，将日常审美经验和欣赏
活动以及幼儿的创造力有机地结合。以达到教无定法，学无
定法，只要得法的效果。但是，在作画前对于一些作画的要
求没有提清楚，有个别孩子画面单一，只是表现出了夏天中
的一些事物，没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情节，这也是活动中的缺
失和遗憾。

四、夏日“荷塘”，给评价带来美的艺术感受

在陆陆续续孩子们都画好后，以“请你和同伴讲讲你的夏天
的故事”，注意的安排，考虑到给予还没画的孩子一点时间，
还给予了评价时孩子能够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以
一篇“荷塘”的展板展示孩子的作品，这不仅是让孩子来感
受整体的一种美，还能使原本的零散进行了聚集，给予视觉
上冲击、美的享受。活动中，教师作为一名参与者、合作者，
一起聆听幼儿对于作品的理解，感受幼儿内心的世界。

每个成功的教育背后，有着诸多的思考与挣扎，用心解读童
心、感受童真，才能使活动开展的更为顺畅、更为有效、更



有内涵。

春天的颜色美术教案反思篇二

托班下学期的幼儿动手能力较差，尚未有丰富的绘画经验与
绘画技能，拿笔的技巧也暂未能很好的去掌握。因此，培养
托班幼儿对绘画活动的兴趣，通过贴近生活的艺术活动，让
其感受并喜爱生活中的美；通过有趣的作画方式，让其喜欢
参加艺术活动；并在感受、体验的基础上创造美并发现其乐
趣。

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会经常带孩子们去户外散步。通
过踏青、欣赏交流等系列"寻找春天"的活动，让孩子们对春
天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感受。在此基础上，选择孩子们生活中
常见的材料——餐巾纸做的纸笔，让幼儿尝试印画，在"玩"
中感受、体验和创造美，提升幼儿的审美感受力与审美表现
力。

这堂美术课，我的目标是，让幼儿知道花的多种颜色，学会
印画的方法。此次教学活动的设计,难易程度非常适中。因为
考虑到孩子的'年龄太小，如果自己使用颜料可能会将颜料弄
得满身都是，甚至更糟糕。所以就只提供了一幅半成品图，
让宝贝们共同来完成画。这样不仅培养了宝贝们的团结精神，
同时也提高了孩子们的自信心。宝贝们在操作时也很认真，
课堂气氛也不错,其原因是：一.课件设计的非常新颖特别,孩
子们都非常的感兴趣;二.是该活动充分发挥幼儿的主动性;三.
是符合幼儿的心理特点。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向宝贝们展示
图片时，我应该下载各种颜色小花，而不仅仅是单一的红色。
在印画过程中，我应该将纸笔的质量给提高，因为临时用餐
巾纸制作的纸笔太软了。在操作过程中，我会提醒宝贝们轻
轻地沾点颜料，让宝贝们在按时，轻轻地按下去，然后按着
先别动，过会儿再将纸笔拿起来。



通过这次活动，我体会到所有的教学活动，一定要坚持开放
性的原则，并且在教学中所用的语言一定得符合幼儿的心理
特点，从而引起幼儿较大的兴起，将主动性发挥到最佳状态。
同时活动的题材也必须得源于生活，这样的活动才具有更高
的价值。

春天的颜色美术教案反思篇三

当大地在春雷中醒来的时候，花儿开放了，大树发芽了，一
切景物变化速度都非常快。小班孩子对大自然的一切都感兴
趣，但是如果老师不用心提醒孩子去留意的话，美丽的景象
也会即逝。所以我制定了以下目标：1.初步了解春天树木的
基本特征，感受绿色树林的美丽；2.学习用拓印的方法作画，
体验使用不同材料进行玩色活动的乐趣，激发对美术活动的
兴趣爱好。

整个活动开始前，我对材料的准备也思考了很久，先后投入
了布团和泡沫两种材料让孩子进行拓印活动，为的是让孩子
感受不同物体的拓印痕迹，也让孩子知道了生活中有很多东
西可以进行拓印的。在颜色的选择上，我使用了黄色、红色
和绿色三种对比比较明显的`颜色，是让孩子在拓印过程中有
不同的视觉冲击。同时，我还选择了小组作画的形式，四个
孩子一小组拓印一棵大树，让孩子感受共同合作画所带来的
不同效果。

在活动环节中，我设置了三个大环节：一是观察图片中树的
颜色；二是帮助大树妈妈找回树叶宝宝；三是散步交流喜欢
的大树妈妈。每个环节都贴近孩子的生活，自然地按照孩子
的思路开展活动。

当然，活动进行后，我发现了很多不足，就像同事姐妹给我
指出的，对于这个活动来说，难度不大，孩子很容易掌握并



顺利地进行下来。还有就是因为材料较多，要说的操作规则
挺多的，我忘记交代材料不能混色这个要求了。不过孩子在
活动过程中能快乐地进行玩色，又顺利地帮大树妈妈达成了
心愿，应该也是成功的。

春天的颜色美术教案反思篇四

在今天的美术课上，我请小朋友画《春天到了》，在小朋友
们都聚精会神画画的时候，我发现孟琪小朋友在画纸上画了
很多小竖线、横线、三角形，而小花、小草却一个也没有画。
于是，我轻轻的走到他的.身边，可是，他却连忙用胳膊把画
纸捂住，并且把头狠狠的低下去。

很显然，他知道自己“画得不好”，就在这时，坐在他旁边
的小女孩，抢着告诉我：“老师，老师，他什么也不会画，
他画得乱七八糟。” 孟琪听后，很不好意思的红着脸，一脸
羞愧地看着我。当时，我看着他的表情，是呀！孩子的心是
多么脆弱，当众出丑让他觉得很难堪！而我，既不能很虚假
地去表扬，也不能完全否定，继续伤害他，我只是很随意的
说了一句：“不会画花，可以画一些其它的东西，就像小
草……。” 孟琪听我这么一说，捂着的手才慢慢地放开了，
他看着自己的画说：“老师，老师，我画的是冬天的花！你
看，这就是小雪花。”你瞧，他想的多好！我趁机表扬了他，
并告诉他：“春天来了，冬天已经过去了，你也画一些春天
的花，好吗？”孟琪点了点头，又继续画了起来。

待活动结束时，我发现孟琪的画纸上果然多出了许多小花,我
会心的笑了。我想：正是因为给予他积极鼓励的评价，才会
使他逐步克服困难，战胜自卑，拥有自信。



春天的颜色美术教案反思篇五

春天很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大自然的一切都发
发生这变化，这些变化让人们看到了生活的美丽多姿。在执教
《春天的色彩》中，我首先认真参读了教学参考，根据本班
学生特点制定了相应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设计。反
思这节课的教学，我的感悟很多：

二、循序渐进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轻松掌握重难点。根据本堂
课的教学重难点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在教学设计上我都
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由浅入深的让学生掌握本课的知识点。
在本课难点认识点线面和了解点线面的几本构成方式中，为
了化解难点，让学生掌握该项知识，我创设了春姑娘的礼物
这一情境——教师事先准备好各种点线、点面、面线、点线
面的彩色图形，请小组合作将其贴到一张完整的`纸上来完成
作品。让学生在春姑娘准备礼物中展开练习，在不知不觉中，
学生对点、线、面有了认识，对其构成有了了解。这种循序
渐进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由浅入深课堂教学，让学生在轻松的
教学活动中掌握的知识点。

三、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让学生乐于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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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针对一年
级小朋友的特点，我在教学中创设了一些孩子们喜欢的情境
和与教学有关的个歌曲等学生喜欢的形式，让学生在这样轻
松的氛围中快乐的学习，提高课堂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