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对折剪纸的课后反思 民间艺术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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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对折剪纸的课后反思篇一

一把剪刀和几张纸，能做什么呢?没错，剪纸。经过灵巧的手，
它可以变成形象生动、风格各异的精美图案!剪纸的种类很多，
比如：窗花、喜花、礼花、剪纸图画、剪纸团花等。

有一天，妈妈和我一起去商店，她要一个窗花，我也要一个，
只见在商店里，有许多十二生肖的窗花，他们栩栩如生，惟
妙惟肖，真像活的一样。在里面，有胆小的老鼠，肥胖憨厚，
有凶猛的老虎、可爱活泼的小白兔，神气活现的龙，长长的
小蛇，奔驰的俊马，洁白温柔的小羊，机灵的猴子，漂亮的
公鸡，忠实的小狗和好吃懒做的猪。大精美了，他们是劳动
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

一回到家，我就看见门口贴着一张“福”字，我仔细观察，
发现它在一个圈中套着，象征着圆圆满满，两条鱼在旁边表
示年年有余，上面有竹子，表示竹报平安。剪纸艺术真神奇!

原来剪纸多么有意思。以后，我一定刻苦学习剪纸，创作出
自己独特的作品。

优爸点评：优爸今天在小作者的文章当中对剪纸有了不少了
解呢。小作者的文章结构清晰，过渡自然，字词的运用准确。
文章还给读者们展现了各式各样的剪纸窗花，凶猛的老虎、
可爱活泼的小白兔，神气活现的龙，奔驰的俊马等等，这都



是劳动人民流传下来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的
见证。小作者能对传统民俗有兴趣，愿意去学这项对空间思
维、创意要求很高的艺术，真的很难得!优爸可是很期待小作
者跟优爸分享更多的剪纸历史文化，更希望小作者能分享自
己的剪纸作品!

作者：郑高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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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折剪纸的课后反思篇二

早在汉、唐时代民间妇女就以金银箔和彩帛剪成花鸟贴在两
鬓角作装饰，后来逐步发展，剪成花草、动物等贴在窗户上，
又叫“窗花”；剪纸工具很简单，就一把剪刀，有的.艺人用
刻刀。有的艺人用刻刀，所以，剪纸又称为“刻纸”。

在传统的剪纸中，有阴刻和阳刻之分，那什么是阴刻，什么
是阳刻？下面跟大家科普一下。

阳刻

阳刻剪纸是要保留形体造型线条，剪去或刻去线条以外的块
面部分。如同篆刻的朱文。它的每一条线都是互相连接的，
牵一发将动全身。效果紧凑明快，制作亦较方便。是单色剪
纸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形式。

阳刻剪纸的特征是保留原稿的轮廓线，剪去轮廓以外的空白
部分，要“剪剪相连”。即：以线条相连。

阴刻

阴刻剪纸是单色剪纸的一种方式。制作方法与阳刻剪纸相反。
所以阴刻剪纸的特征是它的线条不一定是互连的，而作品的



整体是块状的。其特点是黑白对比较强烈。亦可根据画稿虚
实关系的需要，采用阴刻与阳刻相结合的方法，使画面效果
更丰富。

对折剪纸的课后反思篇三

教学片断：

师：读到这些词，就让我们想起文中的姥姥的剪纸。深入文
本，用心感悟。今天要采用的方法是：图文相结合，观文中
插图，品课中文字，想象温馨画面，领悟人物特点，感情文
中真情。

师：请先观察文中第一幅插图。可看屏幕也可看书。品读课
文1-6小节，图文结合，展开想象的翅膀：你仿佛“看”到了
什么？（屏幕出示第一幅插图和自学要求。）

师：在自读基础上，按今天的要求再稍微理一理。

生自学。

生：我仿佛看到了姥姥剪纸时身心入境的样子，看到了她为
其他人剪的纸形象生动。

师：也就是你看到了两幅画面，一个是身心入境的样子，还
有一个是为乡亲剪纸的情景。两幅图。

生：我仿佛看到了姥姥坐在窗台下，一把剪刀在手里无所不
能。无论怎么刁难姥姥都剪得生动。

生：姥姥虽然一大把年纪，戴着老花眼镜，但剪起来还真的
有一手。

生；仿佛看到乡亲的窗户上都贴着姥姥心灵手巧的劳作



生；我看到了姥姥勤劳的身影，她……，从那个省略号中，
她会做很多事。

生：我从姥姥专注的眼神中看到姥姥用感情投入剪纸的'。

生：我仿佛听到姥姥刷刷的剪纸声。

生：我仿佛觉得姥姥像个神仙。剪个母鸡能……师：就是说
听到了人们的啧啧赞叹声。

生：我还看到了姥姥各种剪纸的身影。摸黑剪的……有
的……

师：只要抓住文字读书想象，通过交流，我们已经看到了文
中的许多画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思考与分析：

从以上教学片断看出，本课教学目标明确，学法提示清晰，
观图、读文、想象有机结合，理解感悟相互交融。读文要
读“人”，读文要读“活”，在设计教学流程的时候，我的
想法就是让文中的“姥姥”在孩子们心里“活”起来。怎样
让姥姥“活”起来？一是引导孩子细读文本，二是引导孩子
细致观察文中插图，（将教材中的资源巧妙地应用起来。），
三是引导孩子想象插图中没有明示的“画面”来。不仅用眼
睛去看，还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想，真正读懂文本，读透文
本。

从学生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生能根据学习要求自主完
成学习任务，孩子们不仅透过语言文字“看”到了姥姥剪纸时
“身心入境”的专注，而且“看”到了姥姥剪出的各种各样
的剪纸作品……文中第1——6小节中描绘的几个画面都在孩
子们的心目中浮现出来了。由此安排的下一环节便是引导孩
子们细读文字，感悟其中的真情。



遗憾的是，自己解读时较为全面、深入，设想得比较周全，
因此，在学生一气儿说出自己的理解想象时，只想着按课文
的写作顺序来细读品味，未能有所取舍，有所侧重，以致于
后来的教学时间过于紧张，共读感悟略显仓促。由此想到我
们的教材解读，老师的解读要深、要透、要细，但在教学中
绝不能贪多求全，将自己的理解与感悟“强”加于学生，
或“生拉硬拽”地将孩子的思维硬拉于自己画定的圈子中，
应紧扣重点，突破难点，力求“一课一得”，得之便能内化
于心，甚而“举一反三”。

对折剪纸的课后反思篇四

第二课时教学目标：

继续学习课文，以“熟能生巧，总剪，手都有准头了!”为中
心句，思辩姥姥为什么能“熟能生巧”，怎么练的，结果怎
样，进一步感受姥姥的心灵手巧。学生通过朗读以及重点词
句的理解，非常佩服，我能从他们有感情的朗读体会到这一
点。

然而，整篇课文要表达的不光是姥姥的剪纸技艺，更是祖孙
之间那份浓浓的'亲情。在第二部分的教学中，我还是抓住剪
纸，让学生找出三幅牛兔剪纸图，想想它们 有什么特点，体
会到在实际生活中姥姥的勤劳，作者的贪玩。学生在交流这
三幅图片的含义时，能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感受姥姥对作
者的疼爱时，更激起对自己家 人的感恩。所以，当我读着作
者后来写的对姥姥临终前的回忆时，教室里一片安静，有的
学生感动得甚至要流泪了。我想这正是我要的教学效果，不
仅仅是让学生欣 赏姥姥栩栩如生的剪纸艺术，更是让学生体
会到亲人的关爱，永远心存一份感激，并把这份情传递给身
边所有的人。



对折剪纸的课后反思篇五

今天，有幸得到教研室贺老师和镇教办孟老师的指导，我讲了
《姥姥的剪纸》一课。我将落脚点放在“感受姥姥剪纸技艺
高超和他们之间浓浓的亲情”上。

上课时,我结合了《新方案》设计导读中的问题和巩固练习进
行了学习。教学中，我先让学生感受姥姥剪纸艺术的高超。
书中左邻右舍对于姥姥剪纸的评价怎么样？文中一至三自然
段主要描写别人眼里姥姥的剪纸是个什么样子。让学生尝试
着在书上进行“批注”，试着用一个句子，或者一个词语甚
至一个字来概括。学生的答案如下：“无所不能”“啧啧赞
叹”“神了”。接着，问同学们为什么姥姥的剪纸水平那么
高？把同学引向第4－6段的学习。以“熟能生巧，总剪，手
都有准头了！”为中心句，思辩姥姥为什么能“熟能生巧”，
怎么练的，同学们找出句子“数九隆冬，三伏盛夏，日光下
剪、月光下剪、灯光下剪、甚至摸黑剪，”通过师生赛读，
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然后让同学们与姥姥一起剪纸——通
过多种形式的赛读，大家读得越来越有感情，通过朗读以及
重点词句的理解，对姥姥高超的剪纸非常佩服。

对折剪纸的课后反思篇六

《姥姥的剪纸》一课，我把重点和难点定为：感受姥姥剪纸
技艺高超，以及我与姥姥之间那份浓浓的亲情。

在学课文前，通过学生回忆自己跟姥姥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激发学生学文的兴趣。在此基础上，质疑问答，以学定教。
如此一来，带着学生不明白的问题走进课文。本文并不是单
纯写姥姥的剪纸，而是透过写剪纸来诠释姥姥是怎样的一个
人，在了解姥姥的剪纸的段落里，我通过让学生朗读，结合
关键词句谈体会，感受姥姥剪纸的高超技艺，例如“要什么
就有什么了，无所不能”、“你姥姥神了，公鸡能打
鸣”、“无可挑剔”等语句，感受那么多人喜欢姥姥的剪纸，



称赞姥姥的剪纸，作者当时内心的自豪与骄傲，体会姥姥剪
纸为什么那么“神”。然后在作者“刁难”姥姥的那一部分，
我出示了“喜鹊登枝”图，让学生仔细观察剪纸的细微处，
由此联想到姥姥的手艺之精巧。接着，以“熟能生巧，总剪，
手都有准头了！”为中心句，思考姥姥为什么能“熟能生
巧”，怎么练的，结果怎样，进一步感受姥姥的心灵手巧。
学生通过朗读以及重点词句的理解，对姥姥高超的剪纸更加
佩服。

整篇课文要表达的不光是姥姥的剪纸技艺，更是祖孙之间那
份浓浓的亲情。在第二部分的教学中，我围绕剪纸，让学生
把7―12自然段中具体描写“牛兔图”的句子用波浪线画下来，
并为剪纸起名字，用自己的话说说剪纸的内容。我还将这部
分内容中的几幅“牛兔图”展示给学生，让学生明白“小兔
骑牛图”“老牛小兔啃草图”，并进行换位思考，结合自己
的生活加以想象，如果自己就是姥姥，也要剪纸，还会剪什
么内容的牛兔图？让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想象明白到，无论怎
么剪，无论老牛和小兔的形象怎么改变――兔子总是在玩耍，
老牛总是在干活，就好象姥姥对“我”的喜爱与呵护。这样
顺其自然，学生就会明白牛代表什么，兔代表什么，这牛兔
图的剪纸代表的是作者和姥姥生活场景的再现。

最后一幅剪纸，通过抓词语“定定地”、“出神地”，感受
姥姥内心又是希望朝夕相处的孙儿能留在身旁，又想让孙儿
去更广阔的田地发展的矛盾心情。姥姥舐犊情深，对儿孙们
是如此的牵挂深深打动了作者，也使读者的内心也掀起了情
感的波澜，所以最后一部分配乐朗读，很多孩子有感而发，
甚至有的眼含泪花。我想这正是我要的教学效果，不仅仅是
让学生欣赏姥姥栩栩如生的剪纸艺术，更是让学生体会到亲
人的关爱，永远心存一份感激，并把这份情传递给身边所有
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