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用品教案反思 生活日用品的联想教
学反思(模板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生活用品教案反思篇一

生活日用品在每个家庭都必不可少，并且种类繁多。所以同
学们对它们应该再熟悉不过了。于是，接下来我请同学们说
出它们的名字，并在课件中出常见的生活日用品的造型，接
着就用课件的形式把日用品联想前后的图片展示给同学们，
我想让同学们在直接观察日用品的造型自己联想后再出示成
品效果会更好一些。

接下来让学生观察黑板上这些日用品的造型特点。美术又称
为造型艺术。“这些不同的造型会让我们产生怎样的联想
呢？”由这个问题进入本课的重点部分——“联想”，并板
书。同学们的想象力很丰富，对着黑板上有限的造型产生了
很多有创意的想法，我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让部分学
生直接在黑板上进行想象创作，并现场给予了评价和鼓励。
引导学生了解，同一件生活日用品由于想法和观察角度不同，
制作出的新形象也不相同，在这一步我讲的有点快，今后可
以再让学生自己思考，举举例子就更好了，加深这部分知识
的理解。

作业提示：学生作业可以直接在生活日用品实物上绘制、粘
贴，也可以绘画创作的形式来表现。为了增加趣味性，降低
工具材料的准备难度，在提出学生作业要求时，我选择了两
者结合。我要求学生们根据这节课所学，用绘画粘贴相结合
的手法，将自己手中的盘子（我课前发给学生每人一个一次



性纸盘）联想成新的造型。

我的整个讲述部分大约16分钟，如果在学生作业前，以课件
的形式出示不同造型的日用品图片，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创作
素材，则会更大的打开他们的创作空间。

接下来的20多分钟，学生从构思到造型，基本能把盘子的型
造型表现出来，而且有的学生用了彩泥的粘贴，这个我没有
想到，真是教学相长，我十分欣慰他们能有这种创意。全班
共有30人上课。有27人做出了成品，并展示到了黑板上，体
验了成功的快乐。

在评价环节中，我选择了让学生评选几幅较优秀的作业进行
节单独讲解，让学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然后让作者进
行创作方法的介绍。在这里，我又忽略了一个问题：不优秀
的作业怎么办？他们存在的问题可能是普遍的、基础的或典
型的，能让他们的作业成为不优秀的作业之前再向上提升一
个层次吗？作为教师，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任何一个学生，在
这里也应该为他们留一点时间。

生活用品教案反思篇二

《生活日用品的联想》是造型表现学习领域的内容，涵盖了
绘画表现和立体装饰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涵了丰富的想象、
变形、夸张等造型手法，内容极具趣味性。在教学时，我采
用了复习导入的形式进入新课，既对前课时“靠垫设计”知
识进行了复习巩固，又自然而然进入“生活日用品”这个不
再新的课题。

我采用了欣赏短片《厨房的小宝贝》中生活日用品跳舞的片
段导入新课，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由对本课的内容有
了初步的印象，孩子们边看便喊出看到的日用品名称，情绪
活跃起来，兴趣高涨，很快进入了学习状态。教学中，我通
过图示、赏析活动向学生揭示联想设计的基本方法：把生活



日用品拟人化和根据日用品的外形进行联想。并演示用这样
的方法如何进行创作，使学生从中掌握方法，知道如何运用
方法，感受到创作出有趣的作品并不是一件难事。

本课的教学我从“联想”入手，先让学生欣赏艺术大师丰富
的联想作品，然后让学生说出自己看后的心情和感受，让学
生感受到联想给我们带来的无限创造力，从而发自内心的想
要参与以下的课堂活动。在“联想”环节我大胆放手让学生
小组合作，集思广益、自由组合、互相帮助，拓展联想空间，
并在讨论中，结合表现方法，设想自己如何把画面表现得更
生动。但是在讨论活动之前，我设计了详细的活动要求，学
生明确讨论的内容和合作方法之后，讨论的效果很好，从四
位学生的发言能够反馈到小组的讨论很有实效性，为创作打
下了基础。为了启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和创作兴趣，我在欣赏
中设计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有梯度的进行赏析：1欣赏多样的生
活用品联想作品、2欣赏同一生活用品不同的联想作品、3欣
赏生活用品有趣的情节作品。通过逐层递进的欣赏，丰富学
生的形象思维，拓展思路，为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展评作品时，我设计了用评价牌进行评价的方法：红色表
示：非常喜欢、黄色表示：还不错、蓝色表示：继续加油。
让每一个学生针对所介绍的作品进行评价，表达自己对作品
的看法，想要阐述观点的同学再来说一说自己评价的理由，
使评价也有一定的梯度。新颖的评价方式激发了学生评价的
热情，扩大了参与广度，培养不同层次孩子的审美兴趣。从
学生呈现出的作品看，好多孩子对生活日用品的奇思妙想丰
富有趣，令人叹为观止，但也有部分同学的表现平平，作品
仅限于对基本造型的简单添加，缺少活力和创意，在创作过
程中，还应加强对这部分孩子思维启发，通过参与活动，激
发其创造的兴趣，挖掘其创造潜能。在教学过程中我更多的
注重了知识技能的条理性和层次感，在一些环节之间的过渡
上还不够自然，随机生成的应变性引导还不是很到位，应当
更好的'抓住课堂生成的精彩，使整节课行云流水，过渡自然，
令孩子在活动中交流成长，学习知识技能而没有形式感。



在评价环节中，我选择了几幅较优秀的线描作业进行展示，
让学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幅，然后让作者进行创作方法的
介绍。在这里，我又忽略了一个问题：不优秀的作业怎么办？
他们存在的问题可能是普遍的、基础的或典型的，能让他们
的作业成为不优秀的作业之前再向上提升一个层次吗？作为
教师，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任何一个学生，在这里也应该为他
们留一点时间。

生活用品教案反思篇三

《生活日用品的联想》是一节综合实践课，本课引导学生认
识生活日用品因为用途不同而造型各异，从而引起学生对他
们产生丰富的联想。

学生在此课中可自由选择表现形式，从学生的作业看，大体
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绘画表现，二是装饰制作。

在教学中我重点进行两方面的指导，第一，在观察同一物品
时，可以调换不同的方向和位置进行观察，因观察角度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联想；第二，同一物品从同一角度观察，也会
产生不同的联想。

课堂中也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由于日用品的范围很广，
少数学生一时很难确定自己的表现对象，后来我就带学生把
日用品进行了简朴的分类，帮助学生确定表现对象。

生活用品教案反思篇四

《生活日用品的联想》是人美版第七册第14课，本课是一节
造型表现课，本课教学通过引导学生对生活日用品的外形、
功能的观察和分析，通过对日用品的再造型，培养学生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让学生在学习中体会创造的快乐。在教学中，
我采用了实物引课的形式进入新课，使学生对本课的学习内
容有了初步的认识。生活日用品在每个家庭都必不可少，并



且种类繁多。所以同学们对它们应该再熟悉不过了。于是，
接下来我请同学们说出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在学生说出日用
品的名字后，我马上就用课件的形式把日用品图片展示给同
学们，这样学生的印象更深刻，设计时也更有素材参考了。

在本课教学中，我主要注重对学生造型设计的'引导，通过最
后的作业情况观察，本课在教学中存在了一些不足：

缺点：1、教师的示范作品对学生的思维有了束缚，学生有模
仿现象，作品的创新意识还不够强.3、没有在教学中突出学
生的自主性，即自我学习的意识不突出。学习较被动。

生活用品教案反思篇五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好！

我是xx小学的美术教师张xx。

下面我就我校郑晶兵老师执教的《生活日用品的联想》一课
进行点评。

在本节课中，郑老师以幽默、风趣的教学风格，层层递进的
教学方式，带领学生全身心的投入，让学生逐步探究想象方
法，使学生从一开始对形状的茫然，到想象思维的全面拓展。
为我们呈现了一节精彩高效的美术课。

我从四个方面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和各位同仁探讨交流。

一、奇妙有趣的情景创设

生活处处是精彩，生活处处有学问。提到生活日用品我们一
点也不陌生，每天用杯子喝水、用筷子吃饭、穿鞋子走路。



这些生活用品和我们息息相关，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这些最普通的、不起眼的物品，
只需要一个想象的方法，就可以点石成金，让鞋子变闹钟，
让鞋子变刷牙的人，变成一件件崭新的物品，给人以惊喜和
启迪，使我们的生活变得鲜活而有意义！

郑老师就是通过自己的想象，和学生想象的火花碰撞，为学
生展示了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联想世界，他通过示范把一只
穿破的靴子和鳄鱼头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使破旧的靴子马上
变成一个新奇好玩的鳄鱼靴，这样自然而然的教给学生新知，
孩子们在观察思考的同时，不知不觉的认识到生活日用品还
可以这样变化，充分感受到想象带来的乐趣。很好的打开了
学生自主创新的思路。

二、良好有序的习惯培养

好习惯成就好未来，很多家长只重视孩子画的像不像，而不
管画的内容是什么，这样就背离了美术学习的初衷，扼杀了
学生用画表现生活的热情。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
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留下许多不朽之作，就是因为他对生
活的疯狂热爱。我们就是要留住学生心中对生活里真善美的
追求！郑老师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采用新的教学理念，
留住学生心中那股清泉。

郑老师对绘画习惯的培养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绘画能力的培养。郑老师通过让学生快速地观察自己带的
物品并快速地画下来，这既是对学生观察能力、写生能力的
培养，又使学生有了时间观念。

2、作品意识的培养。

在本课的最后阶段，郑老师通过一组一个小信封的形式，将
标签分发给每位学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学生的作品意识，



通过这种形式把自己的'创作灵感永久保存下来，留作纪念。

3、课堂习惯的培养。细节决定成败，绘画也是如此，课前，
郑老师告诉学生准备好美术用具，课中提示学生直接用勾线
笔或彩笔大胆作画，鼓励学生敢于下笔。在做范画这个环节，
郑老师不失时机的告诉学生要先把画纸铺平展，确定构图、
框架，再作画。

三、异彩纷呈的环节设置

本节课环节设置异彩纷呈，郑老师通过想象练习：看一
看、“尝一尝”、想一想，很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通过让学生自带物品、从观察开始，使学生从原始的画到变
换角度，发生一些变化；然后拟人化想象，再次变化；再到
变形的画，组合的画，添加情景的画，层层递进，逐渐深入，
最后拿出标签，完成想象练习的设计手稿。一个大框架，清
晰明了，学生们思维不断活跃，画面不断丰富。借用刘禹锡的
《陋室铭》里的一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学生们的想象思维就像山上的神仙、水里的蛟龙，
不断迸发出来，在画纸上走动、跳跃，令人动容、称赞。

展示作品时，郑老师自由选择代表上台，体现了对学生的尊
重。

四、自由开放的氛围营造

1、态度平和亲切

在整节课中，郑老师都与孩子微笑对话，对精彩表现给予及
时的表扬，一言一行都发自内心。

2、评价正面积极



本课中，郑老师紧扣教学目标，以正面鼓励为主，发挥榜样
的力量，同时关注个体，使每一位学生都觉得备受关注，课
堂积极性逐渐提高。

设计是美好的，但是课堂教学本身就是一门有缺憾的艺术，
纵观本节课我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

1、在师生互动中，要让学生表达清楚、完整，教师不急于插
话，清楚、完整的表述也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要循循善诱。

2、好动、好问、好说是儿童的天性。教学过程中学生能说的
教师不说，学生能提的教师不提，学生能解答的让学生自己
解答。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3、教学环节略显拖沓，小组合作缺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掌握了观察联想的方法，对四年
级的学生来说更重要。

儿童的天性是活泼的、天真的，让孩子学会观察，发挥想象，
把美丽留在他们的作品中，让生活处处充满阳光，充满快乐。

我的评课结束，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