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彩色梯田美术教学反思总结 美术彩
色拼贴画教学反思(优质5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
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彩色梯田美术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这堂课由周益婷老师执教的《彩色拼贴画》一课是浙美版教
材第五册中的第十四课，本课属于造型·表现的学习领域，
内容和形式贴近儿童生活，符合学生心理。

首先，周老师从备课，教具准备来看，都进行了精心的安排
和设计，从课堂教学来看，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和组织
形式，来知道学生积极参与活动，教师较好的把握教材的要
求，学习制作方法，培养能力成为为目标，做到了教学目标
的明确。

周老师的整堂课的结构如下几块来完成:

1.创设情景，看一看单个的几何形状，再让几个几何图案组
成一幅画，引出课题。

2.观察马蒂斯《游泳者》，儿童画，剪纸等作品的对比，引
出制作拼贴的.画的几个要素:色彩，造型概括，添加。

3.示范制作过程，并提点学生注意点。

4.学生作品点评

本节课的亮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周老师在拼贴画的材料选择上别具新意，颜色的多种，
让学生一开始对制作充满了好奇，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制作
欲望。

二、周老师在教学引入上，几何图形的运动，到组合成一幅
完整的拼贴作品，让学生能初步的认识到拼贴画的概念。

本节课有些不足之处:

一、周老师的语速上有点快。

二、课上在区别剪跟斯的效果时，作品的引用的不好，学生
的注意力都放在作品的丑与美上，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周老师
所要讲的两种做法的不同的效果表现，并且周老师在学生回
答丑的时候，周老师也同意学生观点，并且忽略了这个知识
点，带过了。

彩色梯田美术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教学要将儿童熟识的语言因
素作为主要材料，同时充分利用儿童生活经验，注重教给识
字方法。”“欢”字教学，可以说是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教学
新理念。在本课教学中，我引导学生自主识字，生动活泼地
识字，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地说从两个方面着手：

1.联系已有知识。结构主义学习理论十分强调学习者已有知
识、经验的作用，认为学习者的“前理解”“前结构”会对
新知识的学习产生影响。只有学习者的已有知识和经验与新
知识发生相互作用时，才能产生理解。就一年级下学期的学
生来说，已经认识了一些基本字，掌握了“猜字谜”“加一
加”“减一减”“组词”等常用的识字方法，这就成为他们
识字的.先前“认识模块”，是独立、自主识字的宝贵的学习
资源，不可忽视。



2.联系生活经验。语文是母语教育，汉字在学生的生活中随
处可见。在开始学习汉字之前，小学生已通过口语积累了相
当数量的口语词汇，这些都为识字奠定了基础。在本课的识
字教学中，我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调动已有积累，学生才纷
纷说出“欢乐”、“欢心”、“喜欢”等积累的词语。既强
化了识字效果又拓宽了识字途径。

彩色梯田美术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课前我收集了大量的彩色玻璃窗镶嵌画图片。上课时引导孩
子们从纹样、色彩上进行欣赏。并请同学们介绍自己对彩色
玻璃窗的相关知识：彩色玻璃窗镶嵌画，早在罗马式时期就
开始使用，一般使用于教堂，公元13—14世纪又得到长足的
发展。教堂装饰中采用彩色镶嵌画和窗玻璃画，这种透光的
画面在白天的阳光和夜晚的烛光下摇曳，闪耀不定，画上的
圣像和五彩装饰图案，在光的照射下令人目眩神迷，非常吸
引人。

学生交流讨论，如何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制作彩色玻璃窗?从
而引出镂空这种表现方法，师在投影仪下示范几种镂空的技
法。学生通过观察思考：老师设计的这些镂空的图案都有一
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对称，造型奇特)通过师的示范引导学生
也来设计不同的镂空技法，并到展台上进行演示。欣赏老师
做好的彩色玻璃窗教具，小组讨论：老师是怎样套色的?为什
么颜色会这么鲜艳呢?学生和老师一起交流，得出结论：在镂
空的基础上，老师使用了不同颜色及纹样的手工纸来进行套
色，从而做出了颜色鲜艳的彩色玻璃窗。欣赏一组窗户造型
设计的图片(师课前手绘的作品)，对学生在窗户的造型上做
进一步引导。

在小组中选出较好的作品贴于黑板展示，并和老师一起来说
说，这些作品的优点，及你最想学习的地方。

整节课充分调动起孩子们学习的主动性，使孩子们良好习惯



得以发展，如课前预习、搜集资料、合作交流、积极探究、
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别人的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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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伴随着新学
期的脚步款款而来，为了让孩子们从家庭到幼儿园后，继续
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息。我们开展了元宵节系列主题活动。本
次活动主要是让孩子们了解元宵节这一习俗，知道元宵节是
中国的传统节日，并从活动中感受自己动手制作花灯、赏花
灯、猜灯谜、做元宵、吃元宵的快乐。

活动初我们就向孩子们介绍了元宵节的有关知识，让孩子们
了解我国传统节日元宵节的来历、食俗、民俗等。首先我们
布置了室内外的环境，环境是幼儿教育的优良老师之一。于
是，我们针对孩子们所处的环境——幼儿园和教室，进行了
布置和装饰。我们提供了一些花灯图片和废旧材料供父母们
参考，鼓励父母和幼儿在家利用废旧材料共同制作花灯。我
们班每个孩子都精心制作了花灯，有的孩子还制作了两盏花
灯。以前过节都是买花灯今年是自己亲手制作花灯显得更有
意义，看着这些悬挂着的各式各样、各种材质的花灯，孩子
们很有成就感也很喜欢呢。我们在教室还进行了折纸活动，
根据步骤图用手工纸教授孩子们折灯笼，接着进行装饰，布
置在教室的“赏花灯”主题墙面上。这些漂亮的花灯使幼儿
园和教室呈现出一片节日的气氛。

接着我们给花灯贴上灯谜在幼儿园布置花灯展，事先我们在
教室就请孩子们猜灯谜，孩子们很有兴趣。然后父母们带着
孩子在园内一起赏花灯、猜灯谜更增添了节日的欢快气氛。
我们也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猜灯谜活动，在寻找灯谜中，我
们考虑到选择一些简单易懂的灯谜供孩子们去猜。



最后终于在本周五进行了搓元宵活动，孩子们对这项活动更
是满心期待呢，时不时的问我：“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搓元
宵呀。”孩子们升入到大班，所以加大难度，我们这次要搓
有馅的'元宵。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孩子们迫不及待的开始搓
汤圆。别看这个小汤圆可不好搓哦，元宵粉很容易就裂开，
特别是放入馅后再搓圆更是有些难度。孩子们可不怕困难，
很有耐心的搓，我们指导孩子与同伴分工合作、共同参与完
成搓元宵的活动。请父母帮助孩子观察了煮元宵的过程，感
知滚动、沉浮等生活、科学常识，最后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是满心欢喜。

在元宵节系列活动中，不管是孩子还是父母、老师都感受到
了节日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活动的每个环节都充满了父母们、
孩子们和老师们的智慧和心血，少不了每个人的努力和力量。
我们引导孩子在幸福与欢乐之时，感受到了元宵节喜气洋洋
的气息，体验民俗节日的情趣。并能通过音乐、美术等艺术
手段真切自然的地表现元宵节浓厚的欢乐气氛。通过二周的
元宵节系列活动，孩子们对元宵节的了解增多了，了解汤圆
（元宵）代表着一家人团圆，也知道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
日，并从活动中感受自己动手制作花灯、猜灯谜、做元宵和
自己尝元宵的快乐。这样有意义的活动我相信会成为孩子们
成长道路上一段宝贵的经历，幼儿园也会多多开展这样的活
动，真正做到让孩子们在做中学、游戏中学、生活中学习。
希望父母们主动参与，并提出好的建议，让我们一起为孩子
们的健康成长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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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后，虽说春节已经走近尾声，但各各地方却仍然洋
溢着浓厚的春节气息和喜洋洋的氛围。而对学生来说，元宵
节亦余味犹存。值此佳迹，教学《元宵节》再适合不过了。

众所周知，元宵节是中国全家人欢聚一堂赏月、吃汤圆的传
统节日。在教学过程中，我能正确把握基本的'流程和环节，



做到不脱节，在课文引入上也颇费心思，以激趣为主，让孩
子能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小家庭
里”感受到节日的喜庆。

学生在《元宵节》这课上“过”足了瘾，“吃”元宵“吃”
得津津有味，整个课堂上喜庆气息韵味十足。甭说学生学得
怎么样，我认为这种快乐学习的模式就是自己本节课用得最
成功的地方。

但也因为学生对识字、写字教学过程谙熟于心，写字教学课
略显枯燥，课堂气氛较为呆板，不够活跃，以致有些学生课
上注意力焕散。在今后的写字教学上，应力求形式的多样性
来改善枯燥的写字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