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从头动到脚教学反思(大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从头动到脚教学反思篇一

高一的学生对意象艺术有一定的认识，他们从初中的美术以
及生活中的装饰品等视觉艺术中已经接触到不同的美术类型，
在初中欣赏评述的基础上对美术作品有基本的欣赏方法，可
是还不够系统，存在表面化。高中生具有好学，善于思辨的
特点，所以在教学中应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以学生为体，
让学生思考、辨析意象艺术作品的`主要特征。

1、使学生分清意象艺术与具象艺术的区别，并初步掌握分辨
什么是意象艺术，能从意象艺术的艺术形象和艺术语言，以
及艺术家的意图方面来辨析意象艺术的主要特征。

2、如何解释清楚什么是意象艺术，以及究竟如何理解意象艺
术。意想艺术的概念解释得不够透彻，可以运用经典的作品
的艺术语言、形式、手法等方面进行解剖。

从头动到脚教学反思篇二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什么剪纸，风筝呀・・・・・・不
计其数。我最爱剪纸了，我来给大家说说吧！

剪纸五彩缤纷，我知道如何剪，自己也剪得不错，是这么剪
的：把正方形纸对折为小正方形，然后再折一次，剪出喜欢
的`图案（要在连着的地方剪），这就基本完成了。



剪纸需要很多的技巧，只有用心、专心，才能把纸剪得生龙
活虎、栩栩如生。剪纸可以训练你的大脑，优化你的想象力，
让你的双手动起来吧！

剪纸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它需要我们把它宣传，并
发扬光大！

从头动到脚教学反思篇三

你们可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吗?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我最拿
手的是剪纸。只是你们不要以为我只会剪什么动物、字、花
等图案，我是想要剪什么就能够剪什么的，而且你们还不要
说我还剪得有点像模像样的，非常逼真。

怎么样，你想要看看我的手艺吗?好吧，我就剪一个给你看一
看。只是，不巧，你不能够到我这儿来。现在我只能够用文
字告诉你，看了以后你一定也会感受到、欣赏到的。

我先找来了一张白纸，裁成一个正方形。然后，我按照自己
想剪图形的样子去折纸。我斜着对折，然后再斜着对折一次。
好了，现在这一张纸成了一个三角形了，好象一座小山。接
着，我就动手剪了起来。我东边一剪，西边一剪，然后弯了
下去，再翻过一个身来往中间剪过去。我又弯来弯去地剪了
一会儿，很快我就把纸花给剪好了。然后，我把纸翻开。啊，
这时你就可以看到一幅漂亮的剪纸呈现在你的面前了。当然，
如果你在现场看到我的剪纸的话，一定会更加兴奋。而且还
会立刻动手也想自己亲自剪一剪呢!不过没有关系，你只要自
己动手试一试，多试试，就一定会摸索出一套经验来的，而
且会越剪越好的。

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你赶紧去按照我说的去做，去剪吧!
如果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走到一起商量探讨，把我们的剪纸
技术进一步提高，让我们的中国民间艺术得到进一步发扬光
大。



从头动到脚教学反思篇四

本次活动既是一个美术制作活动，又是一个音乐教学活动。
所以活动前一天我就为孩子们准备好了青蛙的头型，然后剪
好圆溜溜的眼睛、脚等，还让家长们配合为孩子们准备了1圆
硬币大小的纽扣作为小青蛙的眼睛。制作完成后，通过对称
样左右碰撞就会发出声音（呱呱呱）。

周三上午第一个活动我就安排了孩子们先来制作这只可爱的
小青蛙，跟他们作了示范讲解，并提出制作要求：要把纽扣
贴对称，还要在纽扣上方用黑色油画棒来添画，再在青蛙背
部贴上两只脚，这样较形象的小青蛙就基本成形，然后右手
拿住小青蛙，用两根手指伸进圈圈内，左右碰撞就会发出呱
呱呱的.声音了。在跟孩子们讲清楚制作要求之后，让他们开
始动手操作，发现孩子们都十分地投入，连平时比较胆小、
小手比较懒的小朋友也在动手了，我真高兴。只听见我们班
的乔宝宝嘴里说着：真好玩呀！陆顾超边做边说：“呱呱呱。
”“太有趣了。”看见孩子们对于制作青蛙这么感兴趣，我
也感到很欣慰。

我等孩子们都制作的差不多了，我就给他们教学了这首歌，
让他们跟着我还有录音磁带的帮助进行表演歌曲内容，孩子
们一个个都笑开了脸。

“我是一只小青蛙，我有一只大嘴巴，两个眼睛长的大。。。
”，在悦耳的歌声中，孩子们不仅了解了青蛙的外形特征，
也知道了青蛙的本领，更对模仿小青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合着欢快的音乐在场地中间一蹦一跳的唱了起来。活动
的最后《小青蛙》的乐曲再次的回荡在活动室里，孩子们拿
起自己做好的青蛙玩具合着音乐跳了起来，让安静的美工活
动也变得生动活跃起来。

在美工活动中同时也感受到了音乐活动带来的欢乐，不仅为



本次活动增添了色彩，也让孩子们体验到了艺术活动带来
的“美。”

       以后在执教过程中，我领悟到：根据孩子们
的兴趣点出发相当重要，再在本有的基础上添上异样色彩会
丰富整个活动课堂氛围，同时教师如何引领和追问很重要。

从头动到脚教学反思篇五

一把剪刀和几张纸，能做什么呢?没错，剪纸。经过灵巧的手，
它可以变成形象生动、风格各异的精美图案!剪纸的种类很多，
比如：窗花、喜花、礼花、剪纸图画、剪纸团花等。

有一天，妈妈和我一起去商店，她要一个窗花，我也要一个，
只见在商店里，有许多十二生肖的窗花，他们栩栩如生，惟
妙惟肖，真像活的一样。在里面，有胆小的老鼠，肥胖憨厚，
有凶猛的老虎、可爱活泼的小白兔，神气活现的龙，长长的
小蛇，奔驰的俊马，洁白温柔的小羊，机灵的猴子，漂亮的
公鸡，忠实的小狗和好吃懒做的猪。大精美了，他们是劳动
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

一回到家，我就看见门口贴着一张“福”字，我仔细观察，
发现它在一个圈中套着，象征着圆圆满满，两条鱼在旁边表
示年年有余，上面有竹子，表示竹报平安。剪纸艺术真神奇!

原来剪纸多么有意思。以后，我一定刻苦学习剪纸，创作出
自己独特的作品。

优爸点评：优爸今天在小作者的文章当中对剪纸有了不少了
解呢。小作者的文章结构清晰，过渡自然，字词的运用准确。
文章还给读者们展现了各式各样的剪纸窗花，凶猛的老虎、
可爱活泼的小白兔，神气活现的龙，奔驰的俊马等等，这都
是劳动人民流传下来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的
见证。小作者能对传统民俗有兴趣，愿意去学这项对空间思



维、创意要求很高的艺术，真的很难得!优爸可是很期待小作
者跟优爸分享更多的剪纸历史文化，更希望小作者能分享自
己的剪纸作品!

作者：郑高澎

公众号：优页作文选2

从头动到脚教学反思篇六

《操场上》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人教版)一
年级上册的一篇识字课文。这篇课文包括一幅插图，6个词语
和一首儿歌。词语为体育活动的名称，第一排的活动
以“手”为主，第二排的活动以“足”为主。这节课要让学
生认识“王，足”以及“打、拔、拍、跳、跑、踢、球、高、
步”九个生字。根据教材特点，我把生字分为两类处理：一
类是带提手旁及足字旁的有规律可循的生字;一类是字形较为
复杂的“球，高，步”。在教学设计的时候我准备运用不同
的方法个个击破。希望孩子能在轻松的氛围识字，给孩子良
好的认字环境，是我上这节课的初衷。的确，在我的努力下，
课堂收效较好，反思起来课堂上呈现的三个场景让我十分满
意。

场景一

当一幅精美的“操场上”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彩图出现在孩
子们面前时，他们高兴地发出赞叹声。我乘机问“孩子们，
你们喜欢操场上的哪些体育活动呢?“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告诉
我，这种情境的创设扣住了孩子们的心。接着，我提出了一
个很巧妙的问题：“其中有些活动与手有关，你能找出来
吗?”这样，“分类”概念的渗透很自然，随即我又抽出“打、
拔、拍”三个字，问：“它们三个字，你发现有什么共同特
点吗?”这些问题为即将进行的学习活动提供了良好的铺垫。
随后让学生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记住这些字，“一石激起千



层浪”，孩子们更加活跃，有的说“拍的白就像一个小皮球，
小朋友在用手拍皮球。”还有的说“拔中右边有一就像拔河
用的绳子。”创新思维的火花迸发了!我趁热打铁，让孩子记
住字形的孩子做出相应的动作。在游戏中掌握了字形，理解
了字义，真是“一举两得”。在做“拍”的动作时，我亲切
地说;“请你轻轻地拍拍你的同桌，和他打个招呼，问声
好。”小朋友们高兴地和同伴打着招呼，好一幅温馨美好的
画面。

场景二

在孩子的精神世界中，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我把
“跳高、跑步、踢足球”三个词语并排贴在了一起，
问：“小朋友们看老师在干什么?你发现了什么?”孩子们兴
奋地告诉我，他们都和脚有关，都带有“足”。那我们能和
这三个字交个朋友吗?这样期待性的语言，又将孩子推向了学
习的主体位置。

场景三

“球、高、步”没有规律 ，字形又比较复杂，但我要让学生
认字并不难，只要肯动脑筋，想办法，会和很多字交朋
友。“球”字的教学我采用了扩词的方法，如“你知道哪些
球类?”“我们住在哪个星球?你还知道哪些星球?”

“高”这个字给了孩子们更大的想象空间，在课堂上又一次
地掀起高潮。有的孩子给它编了顺口溜：“登高望远，”高
高高。有的孩子从字形上分析：“高字的开头就像一座高楼，
两个口就像窗户。”有的说：“高字就像一个小孩在瞪着框
子往高爬。”我微笑地听着，情不自禁为这些孩子竖起大拇
指。这时教师也由“独奏”转为“伴奏”，在课堂上发出和
谐的音符，使教学开放而灵活。

“步”字出错率较高，我用摆一摆的方法，让学生用刚才的



演示来编一个顺口溜：“上字加一竖，少字去一点。”这样
的识字水到渠成。

这节课这九个字认得轻松，而且学生也掌握了一定的认字方
法，教学过程中，我不断地对孩子的点滴成功给予充分的鼓
励，使孩子产生成功感，并积淀起参与的信心，让课堂涌动
着生命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