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美术人教版教学计划 人教
版一年级美术花点心教学反思(优秀5篇)
计划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步骤和时
间安排。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
地组织和管理时间、资源和任务。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
后的计划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年级美术人教版教学计划篇一

这节课我设计了“彩胶泥真听话，你能用什么方法把它变成
哪些形状”教学环节，学生愉快的介绍着自己的方法：搓、
揉、拉、压、捏等，更重要的是还发现和使用了彩胶泥中的
模具。学生在自主探究、互教互学的愉快学习中学会了“花
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学习重点学生掌握的非常好。
学会了“花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那么，如何给它做
上漂亮独特的花纹呢?学生从我提供的大量素材中深受启发，
在自己加小组同学的合作讨论中大胆发表意见，“花点心”
花纹的立体美化装饰难点在学生自主互学的快乐学习中迎刃
而解。通过这节课我深刻的认识到：教学是创造人的艺术，
教师在学生学习方法的选择与指导上要下功夫精心钻研，教
学围绕“学生喜欢”设计环节，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学
生会的教师可以不讲让学生去互学互通;教师要做有心人，从
学生身边去发现利用课程资源指导学生探究学习;学习中多给
学生探究、合作表现的机会;这种快乐学习的方法将使孩子的
才华充分展示。

一年级美术人教版教学计划篇二

学生经过思考说：老师，上面的装饰品太多、太重，所以塌
了下来，那么我们在装饰的时候除了要求体现“花”，在做
的时候要考虑花要细致一些，体积要小一些，比点心的底部
要小一些，经过不断的尝试练习与探究，终于完成了作品。



通过教学，我体会课堂教学中探究学习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
生机，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很浓，他们尝试着学习和思考，虽
然我执教的班级是刚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的学生，但是他们
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慢慢得到了锻炼，逐步在具体的情境中
探究与发现。这节观摩课教学我的收获匪浅。

一年级美术人教版教学计划篇三

核心提示：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想要长高。都希
望自己也可以长的又高又大。可以随意拿到高处的东西。可
以成为运动健将。很超越自己的伙伴。所以课教材符合孩子
们的心理感受。教材中选了一张小女孩儿量身高的照片作为
情...

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想要长高。都希望自己也可
以长的又高又大。可以随意拿到高处的东西。可以成为运动
健将。很超越自己的伙伴。所以课教材符合孩子们的心理感
受。教材中选了一张小女孩儿量身高的照片作为情景图。图
中的小女孩儿。偷偷踮起双脚。把孩子，会长高的心灵愿望
表现得漓尽致。

教材中还选择了作为欣赏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欣赏这些作
品。让学生观察别人的作品。了解基本的方法。从中吸取经
验。建立个人的创作意识。让学生学会欣赏和尊重。在学生
投入自己的回忆中，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大胆的表现出
来。本课教学中学生对人物形象的把握是一个难点。通过教
师的示范，来帮助学生表现自己长高了的情形。我跟学生交
流，你打算画哪件事表现自己长高啦？当时你是怎么做的？
是先画背景还是先回自己那？我们要把人物画多高呢。通过
这样一步步的分析。想了解绘画的步骤。评价学生作品时，
我肯定学生的个人感悟，肯定学生的生活体验。给一学生充
分的肯定，鼓励学生大胆的去表现。总之本节课完成了教学
目标。学生们都能够满足叙述需求这方面的需要。



一年级美术人教版教学计划篇四

《花点心》一课是一年级上册第六课。在备课室考虑孩子年
龄小，爱说，爱动，爱看动画，喜爱动画形象的特点，我着
重对本课做了教学情境的设计。

这节课我设计了“彩胶泥真听话，你能用什么方法把它变成
哪些形状”教学环节，学生愉快的介绍着自己的方法：搓、
揉、拉、压、捏等，更重要的是还发现和使用了彩胶泥中的
模具。学生在自主探究、互教互学的愉快学习中学会了“花
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学习重点学生掌握的非常好。
学会了“花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那么，如何给它做
上漂亮独特的花纹呢？学生从我提供的大量素材中深受启发，
在自己加小组同学的合作讨论中大胆发表意见，“花点心”
花纹的立体美化装饰难点在学生自主互学的快乐学习中迎刃
而解。通过这节课我深刻的认识到：教学是创造人的艺术，
教师在学生学习方法的选择与指导上要下功夫精心钻研，教
学围绕“学生喜欢”设计环节，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学
生会的教师可以不讲让学生去互学互通；教师要做有心人，
从学生身边去发现利用课程资源指导学生探究学习；学习中
多给学生探究、合作表现的机会；这种快乐学习的方法将使
孩子的才华充分展示。

这节课我还收集了很多花点心的图片，根据教学需要做成幻
灯片，造型新颖，花色图案装点漂亮的花点心令孩子们惊奇的
“哇”声一片，有效的丰富了学生的视觉感知，潜移默化的
启发了孩子们的思维。在技法传授上，“彩胶泥真听话，你
能用什么方法把它变成哪些形状”教学环节，注重引导孩子
们自主探究，先让孩子们说说自己会的方法，再让孩子们
帮“我”做花点心，就这样孩子们在互教互学的愉快学习中
学会了“花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学习重点学生掌握
的非常好。学会了“花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那么，
如何给它做上漂亮独特的花纹呢？学生从我提供的大量素材
中深受启发，在自己加小组同学的合作讨论中大胆发表意见，



“花点心”花纹的立体美化装饰难点在学生自主互学的快乐
学习中迎刃而解。

教学中有叫人满意的片段，也有令人遗憾的败笔。遗憾之一：
在制作方法的学习这一块，我觉得自己低估了孩子们的能力，
用的时间有点多，无形中缩短了孩子们动手做的时间。我能
感受的到课堂上孩子们一显身手的愿望一直很强烈，而我却
压制他们的愿望，认为掌握了方法再动手才有保障做出好作
品，忽略了低年级孩子“吃一堑，长一智”的体验性学习的
重要性。遗憾之二:明星面点师的评选——学习评价环节处理
的有些草率，没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学生学习课桌没有
合理摆放，不便于学生合作交流和作品展示。欣赏评选时孩
子们挤成一团，没能认真的'看，更没能好好的说，总体感觉
有点乱，自评、互评流于形式。

遗憾之三：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很不到位。这也一直
是我教学中难以突破的瓶颈。学习中，小组长形同虚设，组
员各自为战，学生作座位有望其项背到面对面，改变的只是
位置少时候交流分享更谈不上合作学习的“携手共进”。如
何改变小组合作学习的这种花架子现状，我觉得在教学中要
坚持开展，使学生养成合作的习惯，在习惯中摸索合作的方
法，探究合作的有效途径，品尝合作的甜头，体验合作的快
乐，不能临时抱佛脚。

教后回顾反思，我深切的认识到：教学是创造人的艺术，教
师在学生学习方法的选择与指导上要下功夫精心钻研，教学
围绕“学生喜欢”设计环节，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学生
会的教师可以不讲让学生去互学互通；教师要做有心人，从
学生身边去发现利用课程资源指导学生探究学习；学习中多
给学生探究、合作表现的机会；这种快乐学习的方法将使孩
子的才华充分展示。



一年级美术人教版教学计划篇五

《蘑菇家园》这一课，首先我是从讲故事，吸引小朋友的注
意力，鼓励学生随着故事的情节发展大胆想象，引发学生对
蘑菇形态的想象。接着请学生们试着说一说生活中在哪里看
到过什么样的蘑菇，给学生可以联系实际。接着开始欣赏不
同的蘑菇开始教学，我提供了许多的图片让学生观察，通过
图片形象说明蘑菇的结构，进一步让学生了解不同的蘑菇有
着不同的造型。通过图片的比较，学生自己发现并分析菇柄
和菇盖的造型差异，使学生对蘑菇的每一个局部深入地理解，
我觉得只有全面理解了蘑菇的形态和结构，学生才能把个体
对象的观察感受在画面上表现出来。接着我开始引导学生欣
赏动物们的蘑菇家园以及设计师根据蘑菇形状设计出的人类
蘑菇家园并说说自己的感受。

本课的另一个重点是培养学生热爱家园的情感，所以仅一间
蘑菇房子是远远不够的，让学生发挥想象，在有限的空间里
加入无限的想象力，让我们的家园热闹起来。蘑菇家园里可
以有着许多的蘑菇房子，许多的小动物和小花小草。

从学生的作业和课堂反应来看，这堂课还是满意的。学生的
思维得到了无限制的扩散。在情景创设中，学生做起了各种
各样的“梦”，有的把蘑菇变成了50多层高的高楼大厦穿入
云霄；有的和小白兔、小熊做起了邻居，一起快乐的玩耍；
还有的，给蘑菇张上翅膀，可以自由飞翔，学生的想象真是
夸张、奇特，又那样合情合理，你也会不知不觉的被带入他
们的世界。唯一不足的是，上课的时间太短，构图、花纹完
了涂色来不及涂，所以我把涂色安排在下一节课，不过这样
肯定是会影响孩子们的作业质量。将美术课的时间变为一小
时，或者是一周两节美术课合起来上，问题不知能不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