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久远的恐龙世界教学反思中班(优
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久远的恐龙世界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恐龙世界》一课是“造型、表现”领域的内容，是一节非
常有趣的绘画创作课。“恐龙”是孩子们很感兴趣的话题，
学生从小就玩恐龙玩具，看有关恐龙的连环画，听有关恐龙
的故事，因此，这节课从题目上就很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兴
趣。教学中我首先以《侏罗纪公园》的影片片段来激发学生
对本课的学习兴趣，再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分析图片，使学生
了解恐龙的种类、习性、外型，上课时让学生带来自己喜欢
的恐龙玩具，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比一比”看哪组同
学能摆出有意思的情节，在学生摆放过程中，提醒学生注意
恐龙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大小变化，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
提高同时，很好的解决了教学难点。

课堂中特别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课堂上，我重点是让学生了解如何表现不同特点的恐龙。通
过观察课件中的恐龙，同学们基本上都能够抓住恐龙的外形
特点，并进行具体的分析;也都能够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表现，
以充分体现和展示他们的个性。另外，我还运用合作探究的
方式，设计多样化的作业，让同学们由个体走向合作，共同
完成一幅《恐龙世界》的作品。这样既提高了作业质量，也
加强了同学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在此基础上，我展示了几幅优秀的恐龙题材的美术作品，启



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热情，学生们在明确
作业要求前提下，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了一幅幅优秀的
恐龙世界的作品，在评价活动中，采取自评、互评和教师评
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而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评价能力和审
美鉴赏力。整节课学生学习气氛十分热烈，学习效果良好。

久远的恐龙世界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恐龙世界》是一篇知识性短文，在教学完这篇课文后我意
识到课程的一些优点和不足。

一、本课的优点主要有四点：

1、学科整合，开阔学生的综合思维。

由于学生对“恐龙”的兴趣很高，因此在课前我有意上网查
阅了大量的恐龙方面的资料，并筛选出学生最感兴趣的内容
加入教学设计中。课上，教学设计中大量的恐龙资料和图片，
给予学生丰富的生物科普知识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将美术学
科与生物科学有机的整合，在培养学生美术素养的同时，丰
富学生的视野，开阔了学生的综合思维。

2、循序渐进，重难点突出。

恐龙的种类丰富，外形迥异，为了让学生在创作中能表现出
恐龙的不同外形特点，在欣赏分析的环节上我对学生进行了
循序渐进的引导观察：先是欣赏分析水中恐龙、陆上恐龙、
天上飞的翼龙等基本类型的恐龙外形，通过学生分析、教师
演示掌握这几类恐龙的画法，解决教学重点；然后通过外形
相似恐龙的对比观察，使学生了解恐龙间的细小差异，为学
生创作不同特点的恐龙做好铺垫，化难为简的解决教学重难
点。

3、提出创作要求，明确评价标准。



在本课的作业中教师提出明确的创作要求，使学生有意识的
在创作时注意这些问题，形成良好的创作习惯，同时创作要
求的提出也明确了作品评价的标准，在作业评价中就能够有
准可循。

4、重视学生展示和讲述，给与学生满足感。

在本节课的作品展示中，我注重让孩子讲述自己画中的故事，
既培养学生的美术表现力，同时还锻炼学生的语言叙述的能
力，给予学生创作展示的满足感，激发美术学习的兴趣。

二、本节课教学还存在不足和遗憾，主要有以下三点：

1、关于恐龙的知识过多，学科偏移，学生创作时间不足。

由于了解到学生对恐龙这个话题的热情极高，因此我在教学
设计中有意识的加入了大量的有关恐龙的知识，甚至在造型
分析时也尽量全面的（海、陆、空）多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
恐龙进行分析，恐龙的知识很丰富，学生的满足感有了，但
却削弱了美术学科自身的知识特点，因此从学科的角度来看，
有些偏向生物科学，忽略了美术学科自身；而且由于恐龙知
识的大量了解，致使学生后期创作时间有些不足，可通过两
课时安排来解决。

2、缺乏学生自主、探究性的学习过程。

由于恐龙的种类很多，形态各异，共同点不好总结，因此本
课教学大多以教师讲述、演示为主，其目的也是尽可能节省
教学时间，为学生了解恐龙的有关知识提供充足的时间保障，
但却忽略了学生自主、探究性的学习过程，教学主体似乎有
些错位。

3、学习方式和创作方式过于单一。



课前，我将这一课的创作分为绘画和泥塑两种形式，各分配
一课时，目的是想通过两节课使学生从平面绘画、立体泥塑
两种角度来表现恐龙，满足学生对恐龙的热情，同时也锻炼
学生多途径的创作表现能力。但在绘画课时中，忽略了学生
间的合作学习，仅仅采用了独立创作的方式；同时也忽略了
绘画表现的多样性，没有鼓励学生用学过的多种绘画方式进
行表达，大多数学生都以儿童画这一表现形式来完成作业。
学习方式和创作方式都显得过于单一。

久远的恐龙世界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本课教学选自湘版四年级美术教材《恐龙世界》，它属于造
型·表现学习领域，是一节创作绘画课。说到“恐龙”应该
是孩子们很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从小就玩恐龙玩具，看有关
恐龙的连环画，听有关恐龙的故事，因此，这节课从题目上
就很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很有利于启发学生大胆想象
绘画创作。

一、为启发学生学习兴趣，在导入环节我让学生根据课前收
集的相关书籍与图片进行知识搜素、争当小老师进行讲解，
为后面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教师演示，在以往有人提出过为了培养发展学生想象能
力教师最好不要演示，以免学生都照着老师画，可我感觉教
师演示还是必要的，美术课不能失去学科本体。当学生到达
一定年龄阶段时，他会渴求绘画技法提高的，教师的演示过
程正好让学生直观的学习了科学的绘画步骤与用线表现的技
法，是有利于学生绘画技法提高的。当我在前面向学生示范
了恐龙形象的画法及多种染法，并激起学生绘画欲望时，学
生临摹老师作品的这一情况已经很少了，有也是一些绘画能
力较弱的学生，即使是临摹也学到了绘画恐龙的方法，他们
也体验到了绘画的乐趣与成功的快乐。

三、在评价活动中，我采取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



方式，培养他们宽容的合作精神和敏锐的审美鉴赏力。“说
一说自己的恐龙有哪些特色？”，“你的恐龙叫什么名
字？”，“谁的恐龙画得最棒？”通过师生一对一答的交流
方式使学生逐渐掌握评析作品的方法，并敢于表达自己心中
所想所感的勇气，本节课学生学习气氛十分热烈，达到了很
好的教学效果。

四、不足之处，未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如果能在网上搜索
恐龙视频资料，播放给学生观看，让学生听到恐龙的声音看
到奔跑着的恐龙影像时就更能一下子就进入了恐龙时代，非
常直观地了解恐龙的生活习性，生存环境和不同恐龙的形态
特征，这比教师学生单一的讲解有效。

在本课教学过程中，没有充分合理的分配好时间，在师生了
解恐龙生活习性，介绍恐龙样貌特征这一环节说的过
多，“你心目中的恐龙是什么样子？”找三四名学生就可以
了，这里学生说的过多，后面学生创作环节时间短所以学生
作品就出现了不精细情况。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该注意合理分
配时间，课前做好时间预计，以便提高课堂效果。

久远的恐龙世界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这是一节绘画课。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绘画中构图的要求、
遮挡方法、背景衬托及渐变的涂色方法，我示范画了一只卡
通造型的梁龙回头看的姿态，添加了森林背景，这样学生更
直观。通过学生的作业反映出，合理构图、背景衬托都基本
掌握。但是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照着老师的范画来画，总是一
只卡通造型的梁龙回头的姿态，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通过自
己的想像来创作。

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是美术教学中重要的教学理念，学生一
味地仿照，只能禁锢他们创作的思维，磨灭他们创作的火花。
后来通过反思，我觉得在这节课中有两点做得还不够：



一、学生收集恐龙图像资料不够，以至他们在绘画恐龙时种
类不多，出现依照的现象。

二、教师对于学生思维的启发不够到位。

于是在上第2个班的时候，我没有进行范画，我让学生课前收
集更多的恐龙资料和图片，以及把恐龙玩具模型也带到课堂
上来，让学生交流，仔细观察五官、脚爪、皮、甲等。在学
生绘画前，我启发学生思维，让学生发挥想像，如我们通过
时空隧道回来了恐龙生活的侏罗纪时代，会是什么样的？如
果恐龙来到了我们的城市里，会发生什么事等等，结果在学
生的作业中，有的学生把恐龙拟人化了，画了恐龙妈妈与宝
宝在一起幸福生活的画面；有的给恐龙添加了装饰图案，丰
富画面；有的画了不同种类、各种造型的恐龙，生动极了。

我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示范画是给学生直观了，掌握
基本的绘画方法，但有时也会给学生的思维形成了定势，禁
锢了他们的想像。怎样才能两者兼顾呢？还有待在以后的教
学中不断探究。

久远的恐龙世界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1、学科整合，开阔学生的综合思维。

由于学生对“恐龙”的兴趣很高，因此在课前我有意上网查
阅了大量的恐龙方面的资料，并筛选出学生最感兴趣的内容
加入教学设计中。课上，教学设计中大量的恐龙资料和图片，
给予学生丰富的生物科普知识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将美术学
科与生物科学有机的整合，在培养学生美术素养的同时，丰
富学生的视野，开阔了学生的综合思维。

2、循序渐进，重难点突出。

恐龙的种类丰富，外形迥异，为了让学生在创作中能表现出



恐龙的不同外形特点，在欣赏分析的环节上我对学生进行了
循序渐进的引导观察：先是欣赏分析水中恐龙、陆上恐龙、
天上飞的翼龙等基本类型的恐龙外形，通过学生分析、教师
演示掌握这几类恐龙的画法，解决教学重点；然后通过外形
相似恐龙的对比观察，使学生了解恐龙间的细小差异，为学
生创作不同特点的恐龙做好铺垫，化难为简的解决教学重难
点。

3、提出创作要求，明确评价标准。

在本课的作业中教师提出明确的创作要求，使学生有意识的
在创作时注意这些问题，形成良好的创作习惯，同时创作要
求的提出也明确了作品评价的标准，在作业评价中就能够有
准可循。

4、重视学生展示和讲述，给与学生满足感。

在本节课的作品展示中，我注重让孩子讲述自己画中的故事，
既培养学生的美术表现力，同时还锻炼学生的语言叙述的能
力，给予学生创作展示的满足感，激发美术学习的兴趣。

1、关于恐龙的知识过多，学科偏移，学生创作时间不足。

由于了解到学生对恐龙这个话题的热情极高，因此我在教学
设计中有意识的加入了大量的有关恐龙的知识，甚至在造型
分析时也尽量全面的（海、陆、空）多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
恐龙进行分析，恐龙的知识很丰富，学生的满足感有了，但
却削弱了美术学科自身的知识特点，因此从学科的角度来看，
有些偏向生物科学，忽略了美术学科自身；而且由于恐龙知
识的大量了解，致使学生后期创作时间有些不足，可通过两
课时安排来解决。

2、缺乏学生自主、探究性的学习过程。



由于恐龙的种类很多，形态各异，共同点不好总结，因此本
课教学大多以教师讲述、演示为主，其目的也是尽可能节省
教学时间，为学生了解恐龙的有关知识提供充足的时间保障，
但却忽略了学生自主、探究性的学习过程，教学主体似乎有
些错位。

3、学习方式和创作方式过于单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