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术读后感(模板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美术读后感篇一

非常欣赏上海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生四十年，为学
生想四十年，为国家民族想四百年。”

那么我们历史教师承担着怎样的时代使命?通过历史课，学生
学到的应该是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让他们记住一些朝代，背下
一些都城，了解一些屈辱，知道一些探索吗?我认为问题可能
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的教学目标基本上是以传授知识和培养历史思维能力
为主，在思想教育方面，多为政治性的国家教育和民族教育，
缺乏情感影响和人格教育。

2、过于强调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知识点罗列过多，授课时
间不足，教师教学紧张，导致教法实施以“灌输”、“说
教”和“画重点”最为普遍;教师包办“垄断”和“一言堂”，
忽视学生主体性的存在，也导致学生和社会对历史课程产生
误解和偏见，认为历史的学习方法无非是死记硬背而已。

待毙的情形。而在一个公民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
人，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能想到“我就是国威，就是国仪，
就是国家的尊严与安全，”那么，我们就能做到在空无一人
的广场上独自一人长国歌升国旗，而那一个人的力量将胜过
千百个不负责任的“匹夫”。这里面没有一句直接的说教，
没有一句直接的批评，但我想每一名学生都会被震撼，每一



名学生都会深思。这件事告诉我们，历史教育无处不在，历
史教育大有作为，历史教育责任重大，它关系到国家、民族
的存在与兴衰。

着力塑造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人的智慧，完善人的
人格。从历史学科内容看它包括了人的思想、行为等各个方
面。对人各个发展侧面的教育也应该是最全面最具体的，所
以历史教育应当具有养成和塑造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功能，它可以提升人的智慧、完善人的品格。有一次，我
朗诵了《天才还是魔鬼》一文，然后发表了自己的感慨：哈
伯因为攻克氨的合成这一世界难题，将无数人从饥饿的死亡
线上拯救出来;他也因发明大量化学武器并用于战争，使无数
人伤残致死;他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受人尊敬，他也是战争魔
鬼遭人唾骂。”我把问题抛给了学生，让学说发表议论：你
认为应该将诺贝尔奖颁发给哈伯吗?请说明理由。学生们讨论
的非常热烈，各执己见。面对这样的争论，我做了恰当的引
导：哈伯为了国家赢得这场战争而制造毒气，那么他的国
家——德国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你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
人类带来了什么?我们该怎样面对战争?怎样面对科学发明?通
过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讨论，是学生认识到科学发明既可以用
来造福人类，也可用于毁灭人类文明，科学发明既可以用于
正义的事业，也可以助长邪恶的势力，这一切都取决于树立
怎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的历史教学需要生动的故事、
富于感情的 语言去打动感染学生，使“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
育”在潜移默化中水到渠成。

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分清哪些是美的、善的，哪些是丑
的、恶的;哪些是应该学习、发扬的，哪些是应该批评、斗争
的，更让我们明白：改造自然要符合自然的规律和必然性，
改造社会要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性。

通过学习历史，教师可以运用劳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对
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运用人类改造社会的 曲折和艰难对学生
进行思想和意志品质教育。



通过学习历史，使学生认识到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需要付
出代价，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应坚信正义终将
战胜邪恶，从而提高学生为美好社会奋斗的自觉性。

美术读后感篇二

最近拜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鸿先生《高效课堂》
一书，苏先生在书中试图从先进理念的引领、课堂系统的优
化、教学行为的转变三个侧面来深入剖析和诠释“高效课
堂”。在书中苏先生对教学活动的五个环节——备课、上课、
说课、听课、评课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和深人的诠释。读后深
受启发。

1.备课，在研究中预设教学的曲调。备课是对教学活动的一
种预设，这种预设不仅仅凭借 着教师的经验与阅历，更是基
于对教学活动的科学研究。

2.上课，在过程中彰显智慧的力量。上课的质量取决于教师
对教学过程的理解与把握，上课的过程蕴含着教师课堂教学
的复杂技能，同时也彰显着教师教育实践的个性化智慧。

3.说课，在交流中论释教学的意义。说课是交流活动，不仅
要说教学设计与教学过程，更要说背后的道理，即对意图、
目的、理论依据、个人立场、文本诠释等进行深度的剖析。

4.听课，在观察中把握课堂的真实。作为科学研究的课堂观
察将教师日常的听课活动提升 为专业活动，并赋予课堂观察
更丰富的内涵与意义。

5.评课，在反思中引领教学的改进。评课是教师教学改进的
重要形式，评价的根本目的是教师获得反馈信息，以改进教
学，促进学生发展。

目前我校的教研活动面上活动开展的红红火火，究其实效性



值得考量。时间久了大家都有应付之嫌，尤其是集体备课，
大家的心始终拧不到一起去，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大家能
坐在一起谈谈说说，对教材、对学生有个大概认识，形成的
意见也罢、导学案也好总归是个集体的东西，对个人的二次
备课肯定会有很大帮助，我认为集体备课之后的教师针对自
己实际情况的二次备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教学机智、教学水平的差距最大程度体现在教师二次
备课上。

“备”，繁体字写作“備”。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備，
慎也。”这就要求教师要从精神上、思想上做好准备。可以
这么说，备课首先就是备教师的心态、教师的思想，其次是
教师在内心真正去了解学生、熟悉教材等等。至于教案的形
成，形式真的可以多样性，“心备”才是最重要的。年轻教
师和老教师备课形式就不能一样，老教师教的年头多了，心
中自有黄金书，这是年轻教师攀比不来的，但信息社会的更
新速度飞快，老教师也不能忽视，我认为“形神兼备”的备
课才是真正的备课。一些流于形式的东西对我们一线教师真
的有很多束缚之处，真是费时费力又没有结果的事。但现实
又很骨感，没有“形”哪来“神”。继续摸索前行吧。

美术读后感篇三

对我这种门外汉来说，信息量很大。书里提到的画家，基本
都是天才。天才的活法和普通人不大一样，大约因为有天赋
纵护，他们更加放浪形骸，常能在规则之外。

比如拉斐尔本人挺帅，既擅长画画，又擅长带徒弟，经营人
际关系，把画画这门生意做很大。只是37岁去世，好像是因
为太纵情享受而得了病，英年早逝。他擅长柔和细致。

米开朗琪罗自画像有点阴郁，他做事倾向把自己累死。他不
带徒弟，对属下和同行都不大信任，能自己做的事情全部自
己做，比如在教堂顶部画《创世纪》，做事情很严谨，是客



户放心的对象。米开朗琪罗喜欢画肌肉健壮的对象，雕塑代
表作《大卫》，裸身，肌肉男。

达.芬奇做事不遵循常规，比如画《最后的晚餐》，在墙壁上
画画，用湿石灰画会比较好，但是他用了另外一种容易导致
画剥落的方法。敢不顾及主顾的要求，去尝试挑战自己想要
的念头，从世俗道德来说是一种自私自利，从另外的角度来
说是大胆自行，能跳出出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达芬奇各种奇思怪想很多，他把它们都记载下来，但是他真
正的作品不多。《蒙娜丽莎》是画买不出去后，他随身带着，
想起来就试验晕染法，一层一层往上刷色，才达到“晕染”
的极致。达芬奇也带徒弟，带的都是画技不大好，近似他的
伴侣那种角色。和他的画画有点类似，自己兴趣。得到满足
要紧，利弊权衡不是最重要。

卡拉瓦桥更跋扈，他的天分在于把静物描绘得逼真，又会画
出人物的情欲，哪怕是圣经的故事，还会运用光线的阴暗来
画出故事的动态。

美术读后感篇四

儿童在知觉中的视觉记忆对绘画创作特别重要，他们能把自
己对现实生活中的观察记在心中，比起跟学生用语言描述与
讲理论方法，让学生在绘画创作时通过记忆的提取再进行创
作的的效果会更好。

案例一：上学期的一节六年级的课《神州大地之旅》，在1班
上课的时候，由于投影仪故障，导致那节课上课没有ppt，主
要靠语言描述与课本的图片内容跟学生介绍我们祖国美不胜
收的自然景观与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在学生创作的环节，
大部分学生都依照课本的例图做参考来画，画的内容都大同
小异，效果并不理想。接着到2班上课，投影正常使用，在导
入的环节，我用ppt展示了非常多我国的美景，强烈的视觉冲



击，加深了他们的'视觉记忆，在新授环节更是切入不同的角
度展示神州大地美景，最后在作品展示环节，学生的创作丰
富多样，效果明显比1班的强。

案例二：上学期的春季实践活动，在进行之前，我明确地向
三年级的学生布置了观察的任务，让他们把实践活动中，你
最喜欢的一个场景仔细观察，回来之后，我们进行绘画创作。
通过观察活动后创作的学生的作品让我很惊喜。大部分同学
都能画出一个完整的事件场景，包括场景中的人物动态表情，
实践工具，场景中的树木类型，路上的小石子等细节他们也
能捕抓到。因此同学们的作品画面都非常丰富并富有趣味性。

如果在日常的教学当中，我们多鼓励学生观察生活，积累生
活素材，根据学生的程度，选择适合他们欣赏的美术经典作
品供他们欣赏,让他们积累到丰富的图形信息,这样,不仅有利
于发展儿童智力,也有利于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发展。如在课堂
开展之前，多布置观察的任务，对观察任务进行细则划分；
带领学生对学校环境进行观察并结合自己的幻想进行写生创
作等。

美术读后感篇五

儿童在知觉中的`视觉记忆对绘画创作特别重要，他们能把自
己对现实生活中的观察记在心中，比起跟学生用语言描述与
讲理论方法，让学生在绘画创作时通过记忆的提取再进行创
作的的效果会更好。

案例一：上学期的一节六年级的课《神州大地之旅》，在1班
上课的时候，由于投影仪故障，导致那节课上课没有ppt，主
要靠语言描述与课本的图片内容跟学生介绍我们祖国美不胜
收的自然景观与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在学生创作的环节，
大部分学生都依照课本的例图做参考来画，画的内容都大同
小异，效果并不理想。接着到2班上课，投影正常使用，在导
入的环节，我用ppt展示了非常多我国的美景，强烈的视觉冲



击，加深了他们的视觉记忆，在新授环节更是切入不同的角
度展示神州大地美景，最后在作品展示环节，学生的创作丰
富多样，效果明显比1班的强。

案例二：上学期的春季实践活动，在进行之前，我明确地向
三年级的学生布置了观察的任务，让他们把实践活动中，你
最喜欢的一个场景仔细观察，回来之后，我们进行绘画创作。
通过观察活动后创作的学生的作品让我很惊喜。大部分同学
都能画出一个完整的事件场景，包括场景中的人物动态表情，
实践工具，场景中的树木类型，路上的小石子等细节他们也
能捕抓到。因此同学们的作品画面都非常丰富并富有趣味性。

如果在日常的教学当中，我们多鼓励学生观察生活，积累生
活素材，根据学生的程度，选择适合他们欣赏的美术经典作
品供他们欣赏，让他们积累到丰富的图形信息，这样，不仅
有利于发展儿童智力，也有利于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发展。如
在课堂开展之前，多布置观察的任务，对观察任务进行细则
划分；带领学生对学校环境进行观察并结合自己的幻想进行
写生创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