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外出写生教学反思与总结 自行车
局部写生教学反思(精选5篇)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外出写生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一

这一课是线条系列的内容，目的是通过对自行车的写生，引
导学生学习精细地观察，培养学生的观察习惯，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线造型能力。生活中的自行车线条丰富，
大到车轮上的纹理，小到一个个螺丝，都充满了丰富的线条，
便于学生对细部的观察和刻画。

在课堂上，我先以问题的方式导入，本着“先学后导，自主
发展”的教学理念，我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学，引导学生观察
教材中的自行车，既有整体的又有局部的，了解自行车的基
本结构、细部特征和线条的变化。学生讨论之后能较完整的
说出自行车的的种类、各个组成部分，明确要用线造型的方
法精细的描绘自行车。在学生画画之前对学生进行作画指导，
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自行车各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和线条的衔
接等；从离自己最近的部位开始，把握好整体之间的大小关
系，具体画出零件的衔接关系，用丰富的线条画出局部特点。
在绘画时，同学们从自己最感兴趣的部位入手，从细节入手，
表现出了他们平时没有观察到的内容，画面效果出乎自己的
意料，带来了意外惊喜。

然而由于平时写生类课程较少，有些学生不知道如何下笔，
这正反映出线造型是学生的弱点，今后应加强练习。学生作
业出现的问题有：



1、线条画得相互不衔接，使自行车显得松散。

2、不大注意车各部分的比例关系。

3、不敢下笔，画小了，画偏了。

4、不够精细。错误较多的作业需要老师个别指导纠正，带有
共性的错误全班讲解，为下一课的人物头部背像精细描写打
好基础。

外出写生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二

《植物写生》教学意图在引导学生通过对植物的写生，学习
精细的观察物象的方法，培养学生观察习惯，提高观察能力
和线造型能力。其中如何表现植物的前后关系和不同姿态是
难点。

在课堂上，我简单介绍示范线描写生的方法，以及注意的要
点，学生们就开始专心作画。大家有的画植物的局部，有的
画整棵植物，虽然我们要求画线描，当作业交上来，让我有
不小的惊喜。当然，学生们也遇到了难题，树枝的走势、穿
插、遮挡，很难表现，好在大家都努力在画树枝的样子；学
生在画线条时，不流畅，毛毛躁躁的描来描去，影响整体效
果，以后他们还需要多加练习。

在讲解绘画植物写生时应从其生长特点入手：从下往上，由
根、茎、叶、叶脉、花苞、果实一过程，这样学生在基本结
构上就会比较清楚，但语言叙述方面还要加强训练，而绘画
的过程也是跟随植物的生长特点进行的。在观察、比较、讨
论分析、总结绘画植物过程中，师生共同总结几种关系时候，
为了来增加趣味性，我让几位同学代表几片叶子，在讲台上
摆出各种关系，比如遮挡、疏密关系、前后关系等，通过这
种具体举例，使学生清楚、生动理解植物的生长，这是令人
相当欣慰地收获。



以上是我几点不成熟的思考，还应在教学中多实践。

外出写生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三

核心提示：本课是属造型表现领域，目的是通过自行车的写
生，引导学生学习精细地观察，培养学生的观察习惯，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线造型能力，本课的难点是如何用
线精细地表现自行车。在教学的'引入部分，教师通过让学生
观。。。

本课是属造型表现领域，目的是通过自行车的写生，引导学
生学习精细地观察，培养学生的观察习惯，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观察能力和线造型能力，本课的难点是如何用线精细地表
现自行车。在教学的引入部分，教师通过让学生观察真正的
自行车图片，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了解了自行车的一些基本结构，学习了
线造型的基本表现方法，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线造型能
力。我疏忽了自行车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学生在作业中出现
了各部分过于松散、紧凑、大小关系不能把握等情况，教学
中我应该在现场板画得时候就注意引导学生多注意相互之间
的比较，并加强在学生作画中的指导。有部分学生不大会用
线条表现复杂的物象，教师应注意加强对自行车的观察、分
析，引导学生细致、认真地观察、表现。教师可以通过优秀
学生作品和教师有针对性的演示，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观察
方法，学习用多种不同的线表现物象的结构和特征，就能比
较容易的突破本课的教学重难点了。

外出写生教学反思与总结篇四

（一）教学内容与目标

1、显性内容与目标：通过学习了解自行车的基本结构，学习
线造型的表现方法，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线造型能力。



2、隐性内容与目标：引导学生在小组学习探究中，相互交流，
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意识。通过学习活动，培养学生对美
术学习的兴趣以及认真细致的观察习惯。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了解自行车的基本结构，学习
线造型的表现方法。难点：如何用线精细地表现自行车。

(三)学习材料：白行车、图画纸、彩笔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导入新课：

二、探究式学习活动

（一）提问：l、自行车主要由哪几部分组成？各部分的线有什
么不同?（车把、车轮、车身、车上的线条有许多变化，比如，
车条是直线、车筐是交叉线、链子上是曲线…）

2谁能到黑板上画出自行车的`某一部分？（组织同学们猜一
猜是哪部分。）

教师用线演示自行车局部写生方法，引导学生观察线的变化
和衔接等。学生观察、学习用线写生的方法。

（二）小组讨论：你认为教材上的学生作业哪些10.自行车局
部写生部分画得好？对你有什么启发?组际之间进行交流。

三、学生动手实践：布置作业。巡视辅导。

四、小结：教师组织学生小结、评价。同学之间互相介绍、
评价自己及他人的作品。

五、课后拓展：展示几幅表现一组自行车的学生作品，引导



学生回家可以进一步写生。

六、教学反思：

外出写生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五

本课属于“造型。表现”领域。这一课是本教材中线条系列
的内容，目的是通过自行车的写生，引导学生精细地观察，
培养学生的观察习惯，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线造型
能力。本课重点：了解自行车的基本结构，学习线造型的表
现方法；难点：如果和用精细地表现自行车。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解决本课的难点，所以在设计本
课时插入了一个自行车各个零件的拼图游戏，孩子们都能积
极的参与其中，带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从这个
拼图中了解了自行车的基本结构。后到学生的作品欣赏，引
导孩子们去观察自行车可以用哪些线条去表现，引导学生观
察车轮上的纹理及自行车上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培养孩子们
注意观察的好习惯，也便于学生对自行车细部的观察和刻画。
后到教师的示范——先是固定好自行车大的部分的位置，如
车轮、车筐及链接他们的车身，然后在去细致的刻画。先画
离我们最近的距离，以免造型线条交差，然后到细节的刻画。

本节课后孩子们都能用线条表现出自行车的某够部分，局部
之间的比列也很好，大部分同学都能够用流畅的线条表现出
来，但因为是在室内上课的，有很多局限性：由于是在ppt上
放了自行车的照片，让孩子们去写生，也不是特别的清晰，
以至于孩子们观察的不是很清楚，在刻画自行车局部的时候
不是特别的仔细，下次在上这节课时可尝试下课外，学生360
度的围绕自行车进行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