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自行车语言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写教案
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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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语言教案篇一

《植物写生》是人美版小学美术第八册中的内容。授课时我
能注意结合教学内容相机渗透传统文化。当学生说完自己喜
欢的植物后，我引用了《论语》中的“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而不实者有矣夫！”使学生明确了植物的生长是千姿百态
的。但当学生艺术实践时，我要求学生完成作品后题上成语。

对于平时成语积累多的学生这不成问题，但是有的学生画完
后根本不知道可以题什么成语。在奖励机制的作用下我发现
有的学生主动帮助本组学生想可用的成语，如一名学生画了
荷花后正为题字犯愁时，另一名学生就积极动脑为她想出
了“出淤泥而不染”这样的句子。但是有的学生没有理解老
师的意图，题的是自己的话。有的学生积累的传统文化太少
又想不出适合的用语，只能把别人的照抄一遍。

课下我反思后认为，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时，我就应该让学
生尝试用成语概括作品带给自己的感受，初步为学生艺术实
践时用成语题字铺路。另外课前我就要准备一些描写植物的
成语，提前板书在黑板上，课上可以供学生参考，使他们能
够触类旁通，想到更多此类的成语，这样题字时他们就不用
犯愁了，既节省了题字的时间，又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利用
为作品题字这种形式可以巩固学生对于成语的积累，激发学
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将美术与语文学科联系起来，打破
学科本位，走向学科综合，还可以锻炼他们写艺术字的能力。
触类旁通，久而久之，他们养成习惯后，就会自觉地注意积



累成语，注意观察生活中的艺术字，延续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

自行车语言教案篇二

《自行车里的数学》教学反思这是一节很新颖的课，在这节
课的教学中，我以学生课前调查为铺垫，以学生的动手操作
为主线、辅以学生自主学习、小组交流，让学生主动参与到
经历提出问题---实验---寻找解决方案-----再次提出问题--
-实验-----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模型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从
而感受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

首先从计算大小齿轮转动的圈数为切入点，从学生已有的反
比例知识知识储备出发，为学习自行车里的数学，作好铺垫。
然后再通过质疑引入例题教学，让学生在说一说、试一试的
活动中分两个层次及由浅及深地全程参与到要是蹬一圈，能
走多远？前齿轮转一圈，后齿轮转几圈的问题讨论全过程。
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课前收集的有关自行车前后齿轮
的数据进行仔细的观察、分析、计算，得出结果。从而建立
数学模型，这样既拓展了学生思维，同时达到提高学生能力
的目的。

课堂中我比较重视学生的实际操作，从复习引入开始就让学
生通过看一看、数一数等数学活动充分激活知识储备。在教
学中教师把变速自行车带到课堂中来，让学生实际操作自行
车，进一步理解前后齿轮的关系。同时也间接地了解自行车
的省力与速度的关系。把操作、探究和问题的解决有机地结
合起来，把学生放在了主动的地位。

自行车语言教案篇三

色彩教学中到了画花卉的时候，校园里又开满了菊花，想起
这段时间在画花卉，画室里是有几盆塑料花，虽然做得很精
致，总是一种没有生命的东西，想着就去学校的花圃，向花



老板要了一盆开得正灿烂的菊花，一盆是白色的，确切地说
是白中带绿的。一盆是明黄色的，我把它从盆中剪了下来，
变成了一大束。

提前去画室摆了台，白色菊花下放一块蓝绿色的衬布，这蓝
绿跟叶的颜色差别还是很大的，如果相近的话学生很难调色
处理，台面的方正显得不够有意味，于是去办公室把自己坐
的黄色椅子拿来作了台面，衬布从椅背垂下，露出椅子背和
椅面的一角，放上两个的梨，一个红色的苹果，简单而生动
的一组花卉景物摆好了。黄菊花就放得绚丽点，灰红色与条
布纹色白组合，黄菊花插在大透明玻璃瓶中，周围青苹果和
橘子，红苹果疏密有致地散放。原来想搭配一个果盘，考虑
学生在画时，无法处理好主体物，于是舍弃。

接下来是备课，色彩的构图，色彩的表现，色块，明度，纯
度，固有色，环境色，色调及花朵的塑造，花瓶的质感的表
现等。这些都在每节课中都有实施讲了多遍学生可能也有点
麻木了。如果换一种讲法，用来唤醒学生对美的感受，似乎
比画一朵逼真的花重要多。

上课时间，学生走进画室都说今天要画真花了，显得很兴奋。
看着学生高兴的样子，决定放弃对色彩绘画技法的讲解。和
学生一起感受鲜活的生命带给我们的喜悦与美丽。

上课了，引导学生观察面前的静物，“看”到什么？跟我意
料中一样，学生看到了颜色，形状。他们看到了，似乎这还
不够。接下来我让学生跟我一起感受。“看，这盆花给你的
整体感觉是什么。”这盆白色菊花给人一种清新，雅丽的感
觉，花朵朝着向阳方向开放，象一群顾盼的少女，看白色里
渗透着些绿，这绿饱含着水份，象一点嫩绿滴入水瞬间化了
一样。看逆光下的花瓣晶莹剔透如很薄很薄的瓷器，细腻而
光洁，又似孩童的脸，温润而甜美。在逆向天光的照射下，
参差的花瓣高高低低露出星星点点的光亮，很是动人。再看
枝叶，可以是浓绿的森林，也不妨看成人的肢体，它向四周



伸展着，前后左右，俯仰屈伸，婀娜摇曳。同学们很安静地
听着，或许在体会着我的体会。或许在感受着自己的感受。
同样我用语言表达了那盆黄菊花带给我们的绚丽，灿烂，热
情，奔放。

当我讲完后，同学们比平时速度更快地进入了作画状态。几
节课后，精美的习作出来了，同样给人惊喜。学生们不管技
能水平如何，都画出好画了。

这次课的反思：

1、重视静物的摆放，具有美感的静物直接激发学生美的感受。

2、在艺术教学中需要感动，它是具有穿透心灵的力量，教师
要善于抒发感动，去赞美和喜欢生活，把点滴的幸福传递给
身边的人。

3、在技巧的传授中注入更多的情感，更有利于学生艺术能力
的提高。

4、美术教师要有精湛的技艺，也要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恰当的语言可以很好地感染学生，引导学生感受美。深感自
己语言表达的苍白，俗话说“功夫在画外”，要加强各方面
的.修养，使教学本身成为一门艺术。

自行车语言教案篇四

自行车对于四年级的学生们说并不陌生，甚至于一些学生已
经学会骑自行车，但本课是以局部写生为主，锻炼学生的观
察力和想象力。今天我们要观察道平时不注意的一个小螺丝，
一个小装饰，可不要小看这些小部件。他们可有...

自行车对于四年级的学生们说并不陌生，甚至于一些学生已
经学会骑自行车，但本课是以局部写生为主，锻炼学生的观



察力和想象力。今天我们要观察道平时不注意的一个小螺丝，
一个小装饰，可不要小看这些小部件。他们可有很大的作用。
少了一颗螺丝。这车都不会安全的……。

写生是直接面对对象进行描绘的一种方法。简而言之，也就
是看到什么画什么。关键之处就是细致观察。在绘画时，同
学们从自己最感兴趣的部位入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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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成功的喜悦。

出示学生的写生范画，欣赏学习，比较总结线条写生的方法，
用线条流畅大胆地把自行车局部形象写下来，这里需要同学
们的耐心和细心。第一课时先练习写生自行车的局部。第二
课时再练习写生，对能力强的可以写生整个自行车。

自行车语言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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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