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构图美术教学反思 人美版小学五
年级美术衣架的联想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学构图美术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是在学生学习了《山水画》之后的又一节国画课。根据
前一节课总结的经验，再结合此次授课的重难点，我着重对
学生进行了以下学法方面的指导，在发现问题的同时又获取
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1、用笔

出不同用笔方式产生的不同画面效果。学生说的头头是道，
但是真正实践时，却又故伎重演。于是我板演示范，有的学
生还是不得要领。最后学生作画时我干脆手把手地教。虽然
这样的学生总算掌握了方法，但是我觉得授课时，如果让学
生先练笔，再挑用笔方式不同的学生进行对比演示，从中使
学生发现问题，这样有针对性的学习会给学生留下更深刻的
印象，才能为今后的学习奠定基础。

2、用色

我主要引导学生通过对范画的用色特点进行分析，使学生知
道色有干湿深浅变化，用水是关键。前一节课就曾出现纸被
涂漏、用色太浅的现象。我帮助学生找原因，学生知道了是
用水太多。这节课我又让学生归纳总结了一遍，加深印象，
效果比以前好多了。另外我还注意让学生自己探究绘画的先
后顺序，并启发学生掌握用色的时机，有时需要趁湿画，有
时需要干了以后再添画。学生的作品较上一节课有明显进步。



总之，授课时我主要采用引导启发的方法，让学生学会观察、
学会思考，还鼓励学生大胆提出疑问，自主探究解决，使学
生能够参与到课堂中来，学有所得。

学构图美术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课是造型表现领域的一节课。如果依照课本的编排，应
该是以中国画的方式表现有特点的人脸。在去年的六年级教
学中，我基本是按照这一思路完成了教学，但是效果不是十
分理想。具体表现在：1.学生对于人物脸型，五官的`特点，
人物表情没有充分的理解。2.中国画的表现方式学生短时间
内也很难掌握，表现起来有困难。3.学生对于“有特点的人
脸”需要一个整体的把握与认知。

基于以上原因，在本次教学中，我尝试，扩充教材中原本没
有涉及到的一部分内容：例如脸的基本型，三庭五眼，人物
表情，以及人物画法的多样化。选择适合学生表现的技法开
展教学实践。

在教学过程中，我设定一条主线，即“脸型――五官――表
情”。让学生认识到这三者的重要性，联系性。要画出有特
点的人脸，必须以这条线为创作主线索。当然，在实际的教
学中我也让学生进一步挖掘，一个人的内在状态，如个性，
学识，修养，气质等方面的信息，往往会通过一个人的言谈
举止，特别是眼睛表现出来。

通过这一节课的设计，我觉得学生的积极性一旦被调动起来，
能量是巨大的。学生去主动探索，观察，体验，学习效果较
好。正如新课标中所言：教师不要急于用简单的讲解代替学
生的感悟和认识，而应当通过比较，讨论等方法，引导学生
体验，思考，鉴别，判断，努力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



学构图美术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属于“造型表现”领域，本套教材中陶艺系列中的一课。
本课课题是“有人脸的器物”，从课题上可以理解成，在器
物上用人脸来装饰。这里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器物造型的基本
技能，器物成型的基本技法主要有捏塑成型、盘条成型、泥
板成型、综合成型等。学生必须在掌握了一定的器物成型技
法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本课的教学，否则在时间上不允许，学
生在作品的质量及多样性上无法保证。

在人脸的基本结构方面，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在前面
的陶艺课中，学生已经零零散散的掌握了捏、压、搓、挖、
粘等陶艺造型基本方法，了解了泥条、泥球、泥板等陶艺造
型的基本语言，所以在方法探究这一块，主要是让学生通过
欣赏，观察分析，主动探究出人脸装饰造型的适当方法，以
及夸张变形、美观实用的设计理念。另外，选取的这些人脸
装饰的器物作品，除了人脸装饰方法各异外，器物的造型方
法也各不相同，涉及泥条盘筑、泥板拼接、捏塑造型、泥板
卷曲以及综合成型等多种，这对学生后面的创作思路也有着
必要的提醒和暗示的作用，不同成型方式的器物与脸部的装
饰方式也有一定的关联。所以选取的这一组作品图片十分讲
究。在欣赏的作品脸部装饰中有学生喜欢的，但对其制作方
法还不太清楚的部分，教师选择了泥板成型的筒状器物，进
行了普遍认为最难的镂空装饰的嘴巴进行演示，剖析镂空的
方法、技巧、注意事项以及镂空后的装饰处理等，局部演示
讲解后，整体呈现完成了的该作品，并进行必要的简单介绍。
选择重点进行局部演示，避免了知识技能的重复教学，节约
了宝贵的课堂教学时间。整体呈现，又让学生感受到完整作
品带来的美的震撼，全面激发了学生自己动手创作的兴趣。

学构图美术教学反思篇四

《茂密的花》是人教版二年级美术上册第14课的内容，本节
课的教学目标是欣赏自然中和艺术作品中茂密的花丛，发现



花的大小、高矮、疏密、前后的丰富变化。学习用遮挡关系
处理画面，感受前后遮挡在画面中的作用。同时感受大自然
繁茂旺盛、充满生命力的健康美，是学生对生机勃勃的大自
然产生积极的表现热情，引导学生关注自然环境。

在此课之前我们学习过《谁画的鱼》，已经知道用简单的对
比关系表现大小、高矮的关系。那这节课就引导学生联系之
前学过的知识，把花朵表现的有大有小、有高有矮、并加上
前后遮挡。这学期我们刚学习过《会变得线条》，为学生表
现花奠定了线的基础。这节课程的反思如下：

1、在导入过程中我先让学生们欣赏大量不同花朵的图片，开
拓学生视野，并出示每种画的简笔画画法，让学生直观的感
受鲜花的美。为我们接下来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积累，避免学
生在创作实践过程中画的花朵太单一。

2、遮挡关系是这节课的重点，我用对比的方法，分别出示有
遮挡关系的花朵作品和没遮挡关系的花朵作品，请学生分析
那种表现方法画面效果更好，从而引出遮挡关系的重要性。
同样用对比的方法分析有大小不同的花和同样大小的花、高
低不同的花和同样高低的花。让学生清楚地知道大小、高低、
遮挡的重要。

3、教师在黑板上示范画出六朵不同种类的花，让学生学习借
鉴一些不同的花朵画法，丰富学生的绘画语言。可是由于低
年级的孩子模仿力较强，在作业中有几个学生画了一样的作
品，没有新意。我忽略了这点，没有启发他们用不同的方法
表现自己对花的感受。

4、这节课我要求学生改变以往常用的绘画方法，不允许画平
时最常的画白云和太阳，而是让花朵布满画面。同学们的构
图各式各样，花朵的颜色也五次斑斓，作品效果特别出彩。

这节课的收获特别大，看到学生们能画出茂密美丽的花朵，



改变一些以前画画的小毛病，自己的心情也开心的像花儿一
样!

学构图美术教学反思篇五

使学生体会生活环境是多姿多彩明确色彩的重要性

提高学生色彩感受能力

让学生熟练的掌握调和方法尝试利用色彩的调和表现画面内
容。

通过欣赏作品讲授什么是调和：

色彩的调和通常是指色彩的量比关系和秩序关系，应该符合
视觉审美的心理要求。在保证色彩变化丰富的同时也应该注
重色彩关系的协调统一。

调和具有在视觉上即不过分刺激，又不过分暧昧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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