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版一年级美术教学后记 一年级美术教
学反思(模板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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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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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孩子们学习美术的第一良师，且游戏是儿童的天性，
因此，它是培养学生兴趣的灵丹妙药。一上课我说今天学
《我在空中飞》，当我说完，全班学生几乎都用惊讶的语气
大声地喊到：“老师！我们怎么能飞呀”！我笑了，就在他
们非常质疑的时候，我立刻挂出宇宙飞船，宇航员，飞碟等
图片，让学生看图想问题。再挂出两幅完整的太空科幻作品，
介绍了一些简单的太空知识和人类探索太空奥秘的活动之后，
学生们的兴趣立刻高涨了起来。“老师我坐着飞机能飞翔在
蓝天上；老师我要当飞机设计师，设计出世界上最美的飞机
带着你和同学们飞到天上去；将来我要开飞机带妈妈到别的
星球去玩”，孩子们天真的童言让我心潮澎湃，看！理想就
这样轻而易举的形成了。因为人类与生俱来就有追求美好事
物和美好生活的.愿望，当现实的存在满足不了愿望的需要时，
常常就有了幻想，孩子的幻想更是神气而宝贵，在很大程度
上是这些丰富的幻想，为今天的丰富物质文明打下了基础。
比如孙悟空的腾云驾雾，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嫦娥奔月的
幻想与今日登月的成功和太空站的建成等，他们之间一面是
今天的现实，一面是昨日的幻想，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给人
一种因果关系的感觉。孩子们的话提醒了我，这不是我这节
课的教学目的和我想要知道的吗？孩子们用他们独特的表达
方式告诉了我。

在小学低年级的课堂上，我认为，学生的成功和快乐，那就



是老师的快乐源泉。正所谓“同在蓝天下，乐在新教材”，
让我们继续携手共进，在新教材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
我，超越自我，共享新教材给我们带来的无限快乐，我相信
只要不断的用心去体验、去探索，就会发现里面更多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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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创设愉悦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感受到美术学习的乐趣。
关注时间、地域以及个性差异。由于班级不同，学生性格各
异，同样的教学手段所显现出来的效果也是大不相同的。这
时，在课堂纪律的组织还有提问方式等方面应该因人而异，
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我选择了一些适合学生学习的，同时
也是学生们感兴趣的教学内容。除了课本内容，教他们画自
己喜欢画的动物，植物等，而且涂上五彩缤纷的色彩，在这
次美术课上，教一年级学生撕纸添画。学生拼贴出来的作品
奇形怪状，使人啼笑皆非。这时教师应细心耐心的指导他们，
可以在黑板上贴出范图，再逐个指导。课上，我鼓励他们大
胆去画，对一些容易出现问题的学生进行纠正、鼓励；而对
一些画得好的学生则进行表扬，把好的作品让大家欣赏点评，
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

其次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丰富的想象力对学生创作美术
作品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创作画面就会显得
呆板，有的孩子眼界相对狭窄，所以，想象力不高，但还有
一些孩子天资聪慧，善于观察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心
中的想法。

再次就是激发学生对美术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表现欲。
兴趣是学生学习美术的动力之一。教师要充分发挥美术教学
的特有魅力，利用现代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对美术的
兴趣。例如：可以得用投影、电视大屏幕电脑播放图像，从
视觉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所以只有让学生在自己高高兴兴地参与实践中，才能使得他



们在不知不觉中把课堂知识掌握了，这样的美术课才能真正
给学生带来美好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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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技能：感受认识物体的形状。过程与方法：用涂绕的
方式来描绘物体的形状。情感态度价值观：体验绕涂的乐趣，
激发绘画的热情。

抓住描绘物体的外形特点，激发学生的绘画兴趣。

1课时

提醒学生准备好彩笔，油画棒，绘画本。课中：

1、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兴趣引出课题同学们大家都可以用画笔
画画，那大家猜小动物会画画么?老师家有一只小花猫也喜欢
画画但是它用的不是画笔而是线团。然后老师在黑板上演
示“小花猫”如何利用线团画画的。（采用涂绕的方式在黑
板上画一只骆驼或大象或绵羊）。

2、尝试体验在黑板上画一个胡萝卜一个菠萝，请两只“小花
猫”上来用线来黑板上涂涂绕绕画出胡萝卜和菠萝。

3、提出课堂作业要求同学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在图画本绕绕涂
涂画出自己喜欢的形象。鼓励学生大胆绘画，允许采用多种
的涂绕方式，给学生一个自由的绘画空间。

4、请两位同学让大家欣赏一下自己的作品，并说说自己画了
什么。课后将自己的绘画笔整理好放入桌洞里，拿出下一堂
课的课本。布置下一堂美术课《田野的色彩》需要带的绘画
工具。

《绕绕涂涂》一课是专为一年级学生而设的线条练习课，目



的是训练手的表达能力，控制能力与眼的观察能力。所以在
教学中我引导学生把注意力放在物体的外形上，比如先绕外
轮廓，然后充实内部的方法进行作画。由于涂线成形多数学
生开始不能画准物体形状，所以我激发学生尽管大胆下笔，
逐渐地画出自己对这个物体形状的感觉。对于一些结构较复
杂的形象，则引导学生把每一部分的形状看清楚，再在涂画
时组合在一起。经过以上教学方法，学生在锻炼了绕画曲线
的同时还提高了造型能力。

另：关于一年级美术课堂的组织教学。好的课堂纪律便是成
功教学的开始！一年级的小朋友刚从幼儿园来到小学，所有
的一切在他们眼里都是那么新奇，他们忍不住都想去探个究
竟。所以课堂上难免不出现一些活泼好动的孩子，那么我们
该如何管理好我们的学生，有效地组织好我们的课堂纪律呢？
这是我在平时教学中经常应用到的方法。仔细总结，有以下
几点：

1、每一节课检查美术工具，严格落实。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2、书本工具摆放整齐，如美术书放在课桌左上角，工具右上
角。

3、配合班主任训练孩子听到上课铃声及时进教室，迅速安静
下来的好习惯。

4、训练组长快速收发作业本。

5、绘画练习时，要求学生保持安静，有表现好的学生立刻树
立榜样，给予物质或精神奖励，促进全体学生养成遵守纪律
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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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宇《左右》是北师大版数学教材（一年级上册）第五单元



位置与顺序中的一个内容。这节课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有趣的
具体活动让学生体验到左右的位置与顺序，初步培养学生的
的空间观念，让学生能够确定物体左右的位置与顺序，会用
左右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初步培养学生按一定的顺序进行
观察的习惯，使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教
学中的重点是教会学生认识左右，难点是体会左右的相对性。
我在教学中的设计主要通过让学生体验左右，之后感悟左右，
然后理解左右的相对性这几个方面进行的。

一、在情境创设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初步体验左
右。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于是在情境创设中，我用谜语
的形式导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之后和学生们紧紧
围绕谜底“手”进行初步体验，通过找一找活动，让学生体
验左右，让学生感觉到数学其实就在身边，学习数学是有趣
的。

二．为了降低学生理解左右相对性的难度，我先通过活动让
学生感悟左右。

在本课教学过程中，学生对左右相对性的理解是一个重点也
是一个难点。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要讲清楚这个问题，
单是教师口头讲述，学生理解起来非常地困难。因此在讲解
这一部分内容时，我先通过活动让学生感悟左右，比如小游戏
“听口令做动作”，说一说文具摆放的位置，自己动手摆一
摆等让学生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使之获得切身的体会和理解。

三．让学生在活动中娱乐，在娱乐中理解左右的相对性。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是密切联系的，于是在
理解左右的相对性这一环节中我设计了握手，站位置、模拟
上下楼梯等有趣的活动，让学生在娱乐中去体验左右的相对
性。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的效果是出乎我意料之



外的，他们基本能够在活动中理解左右的相对性。但仍有少
部分孩子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没能够在活动中体验和形
成具体的方位及空间观念。于是让我意识到在课堂中必须给
予学生一个发展的舞台，给予他们一个发展的阶段性，给予
学生足够的学习空间，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学习左右的价值。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还应恰当的分配各层次知识学习的时间，
不光要传授知识，更主要的是知识的落实；要合理的安排教
学的进度，尤其要注重细节的处理。而这些都是我没有做好
的。例如在时间的安排上，感悟左右用了大量的时间，于是
在理解左右的相对性上时间就不是很充分，从而没有很好的
突出教学难点，使部分学生在理解上仍有困难。一些小的细
节，例如在板书左右时应注重强调它们的书写，这是我忽略
的。此外还应该信任学生，给予他们充当小老师的机会，毕
竟在课堂上，在有限的40分钟里，老师的力量是有限的，例
如在摆一摆这一个环节中，完全可以把检查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这样就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同时，在活动过程中，还应
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比较、思考、语言表达的能力，以
达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双重教学目的。这些都是我需要
学习和进步的地方。

通过这一节课的教学，通过很多老师对我的评课，让我意识
到自己和优秀教师之间存在着差距，存在着不足，缺乏教学
经验以及驾驭课堂的能力，所以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更加
努力，多观察，多学习，遇到问题多请教，把课堂当做锻炼
自己的一个平台，争取在以后的教学中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申明：本人保证以上资料属于本人原创，任何版权纠纷由本
人负责，未经本人或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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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回忆分蛋糕与吃蛋糕时的喜悦。



2、激发学生的想象，并描绘出造型各异的蛋糕。

3、引导学生采用多种分割方法，把蛋糕分割后重新组合成新
的画面。

教学重、难点：

1、是否能大胆想象，并描绘出新颖的蛋糕。

2、能否采用与众不同的构图。

教具学具：油画棒、剪刀、胶水、水彩笔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讲授新课：

心型的、圆形的.，三角形的……

2、新授：

3、教师出示各种造型的蛋糕范画，介绍蛋糕的种类和作用。
你记得爸爸妈妈的生日吗？请你来为他们设计一块蛋糕，你
想怎样来设计？蛋糕上可以画些什么？（小动物、花、还可
以写上给爸爸妈妈祝福的话……）

4、师：小朋友刚才说的真是太棒了，老师也忍不住想来画一
画了，你想用什么方法来画呢？可以用水彩笔、油画棒，可
以用线条和色块来表现。形状可以你自己来设计。现在请同
学们开始设计吧！

5、切蛋糕比赛



将自己设计的蛋糕分给小组的成员，要求每人分到一块大小
基本一样的蛋糕。利用切开的蛋糕重新排列画面，形成新的
构图形式。

三、学生制作、教师辅导

生日的小主人，可别性急，要吃蛋糕时，先得考考你，大胆
切开它，还能变个啥？

四、讲评

五、小结

六、课后拓展：启发学生利用废旧纸盒设计制作立体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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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爱家乡，也爱画家乡’。孩子们，你们想画画自己
的家乡吗？”“想——”孩子们拖长声音兴奋地说。

为了唤起孩子们对家乡重庆的印象，我开始给孩子们看收集
到的图片。首先我让孩子们看了解放碑。虽然这张图片流光
溢彩，可是由于解放碑和周围的高大建筑比起来实在过于渺
小，孩子们对它都没有什么记忆。以前没有印象没关系，我
相信通过这次图片刺激，下次孩子们去解放碑的时候一定会
留意它了。

读着桥的名字：“重庆朝天门大桥！大佛寺长江大
桥！……”一年级下册了，孩子们认识了不少字，一个个摇
头晃脑，小眼睛熠熠生辉，稚气中透着自信、快乐。

舒缓的下课乐曲响起来，上课的情形怎么也从脑海挥不走。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孩子们这样的熟视无睹？难道正如诗人汪
国真所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即使没有风景，也不



应该看着繁茂的绿色海洋说雪山呀？这样的麻木，这样的想
当然，我们教师还遭遇得少吗？孩子写做好事就是捡钱包，
写友谊就是好朋友不拿作业给自己抄，然后自己认识到错误，
承认错误，和好如初。

当语文课遭遇生活，似乎孩子们的生活就没了色彩，没了雨，
没了风，没了阳光。生活只是一个个凝冻的模型，冰冰凉凉
地矗立在孩子们的心头。怎样才能用阳光融掉那冰封的绿色，
还孩子一个鲜活的世界呢？其实苏霍姆林斯基早就告诉过我
们，《语文课程标准》多次提到：要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语
文。我们应该怎样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语文呢？作为语文教
师，或许在识字教学上下的功夫要多一些，如让孩子通过看
广告识字，看商标识字……但深入地观察生活呢？深度地积
累生活呢？或许就做得少得多。孩子们这样麻木着自己，用
别人的生活来取代自己的生活，用别人的眼睛来指挥自己的
眼睛……这样下去，孩子会不会把别人的思想当成自己的思
想？如果那样，被冻僵的就不仅仅是孩子的春天，而是孩子
们的整个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