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对十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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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对十教学反思篇一

《对印的乐趣》是本教材绘画系列课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也
是学生第一次接触水粉这种绘画工具，想到低年级在以往的
教学中使用的都是水彩笔或是蜡笔等绘画工具，而在涂色之
前是用铅笔现起稿才涂色的，这就有可以改正的机会。考虑
到低年级学生有可能会不感下笔绘画所以我采用这种灵活多
变的拓印技巧，与儿童绘画的审美趣味相结合，就会产生一
种即具有儿童情趣又有现代感的效果。本课我对应低年级学
生的`特点和制作能力，引导学生灵活掌握版画的制作方式，
引导学生灵活掌握版画的制作方式，不拘一格，通过合理巧
妙的设计制作，发挥想象力，提高动手制作能力，合作能力，
并充分体验印制的乐趣，锻炼发散思维和求异思维。

本课我采用的是同桌合作完成绘画，由一名同学主画，另一
名同学协助绘画并印制，在把拓印出来的两幅画分别加上不
同的背景或是装饰是一幅作品变成两幅。考虑到学生的个别
差异我，这种绘画方式既可以使绘画好的同学得到发挥又可
以让绘画比较弱的同学有信心趣完成作品。

由于水质颜料干的速度比较快，本节创作比较适合二人合作
形式进行教学，不太适体完成。如何使对印的效果比较清晰，
我引导同学们在时间中互相启发。例如水分的掌握，基本上
是颜料管中直接挤出来的颜色，不必在兑水。但是我发现学
生的作品中还是有的水分比较多。



对十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根据美术课程标准的要求:要求学生采用易于处理的底板,
通过画、印等方法,制作对印版画。对印是独幅版画的一种制
作方法。通过在底板上涂色、压印得到丰富而奇妙的肌理效
果。

对学生而言,充满诱惑力,而且对印的方法易于理解、接受和
操作,制作材料随手可得,制作成果当堂可见,而且没有雷同,
所以容易激发学生的制作欲望和兴趣。从中体会肌理、色彩
和形状的美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能力。

2、教育内容与目标:

(1)应知:了解对印原理和制作方法。

(2)应会:尝试多种对印方法,用自己喜爱的方法抽象或具象的
对印作品。

(3)隐藏内容和目标:通过小组制作,体验集体制作的乐趣,学
会交流,懂得合作与分工,分享成功的快乐。

教学的重点:掌握图色方法和压印方法。

教学的难点:如何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利用不同的媒材
和方法制作有个性的作品。

(4)学习材料:底版(玻璃纸)颜料(水粉、油墨)涂色工具、a4a3
纸等。

教学流程:

1、设疑导入:



教师在玻璃板上涂色,放纸压印,叫学生猜:纸上会出现什么
呢?教师揭纸展示,学生欣赏到一个美丽的花瓶,有着独特的绘
画所不能表现的特征。同时展示课件,激发学生发现美的愿望。

2、自主探究:

请学生看大屏幕,并阅读对印的方法,自己掌握对印的各种方
法,并从中体会玻璃对印、折叠对印、实物对印的特点,及注
意事项。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与学生分享自己的问题,解决自
己的问题。

3、拓展创新

教师找学生进行实物对印(玉米)并从中指导。教师在玻璃底
版上从冷到暖的有序涂色,覆盖比涂色大一倍的纸,用手按住
纸面中间,左手拉住靠身边的纸角一起旋转45度左右。产生丰
富并具有动感的肌理。请学生说一说对色彩的认识。并以此
介绍色彩知识:三原色、对比色、相近色等,演示调色过程。
使学生了解简单的色彩知识。

4、实际操作:

学生动手实际创作,尝试不同的方法。

5、作品展示

对小组的作品进行集体讨论,看看某些具有自然景观效果或某
些类似于人物、动物的对印作品能否进行添加形成一张具象
的作品,能否结合其他学生的作品经过剪裁,组合成一张抽象
的作品。讨论之后完成作业。凡有创意的作品给予展示,全班
评出最有创意奖。

6、收拾与整理



组织学生收拾教室,整理工具。

对十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内容：第4课真情对印(活动二)

教学目的：（1）寻找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对称形，感受对称在
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应用，体会其特点。

（2）在学习活动中掌握相关的方法和技能，提高学生的动手
能力。

（3）培养学生认真、仔细、耐心的工作习惯，发展学生的审
美情趣和想象、创造思维。

教学过程：

一、欣赏感受

二、掌握规律和方法

1．欣赏中理解对称纹样：

(1)老师这有一些窗花作品，仔细欣赏，看看它们都有什么共
同的特点?(小结：什么叫对称纹样?相同的纹样，围绕中心向
四面重复展现，或在中心线两侧出现相同的纹样，这就是对
称。)

(2)教师再出示一组相同的剪法，因折法不同旱现出不同样式
的剪纸团花作品，提问：这一组作品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呢?(剪纸团花因折叠的层数不同而呈现出对称面的多少变化。
)

2．领会制作步骤和方法：



(1)折。用正方形的色纸，折叠时要对齐、抹平。

(不同的折法影响着剪出的团花的对称面，教师可出示多种折
叠示意图让学生尝试。)

(2)设计纹样。团花的外形大致要偏圆．内部纹样要做到大小
不同，形状各异。

(3)剪。剪弧线时，纸的'转动与剪刀的移动要紧密配合，做
到剪痕流畅、干净。

(4)展开。展开抹平，最好隔纸压抹。

(5)贴。

三、自主表现

1．学生自行设计、制作，可4～6人一组，组内每人设计的纹
样最好不同，每组的剪纸纹样贴在同一张纸上。

2．教师巡视指导。

四、评价迁移

1．作业展示、讲评。

2．迁移：

(2)在你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你准备运用“对称”

这一结构方法吗?

(3)同学们，对称有许多的优点，但它也有它的不足，如有时
会显得呆板、静止、缺少变化，对称的景物司空见惯了，给
人的视觉刺激不强烈。大家在以后的美术课学习中还可以继



续领悟其他的结构方法。

对十教学反思篇四

2、能够用印的方法表现2-3幅作品。

3、了解对称图形带给人们的一般感受。

教学重点：了解对称图形的一般特点。

教学难点：如何正确使用水彩颜料。

教学准备：8种对称的实物：衣服、锁、花瓶等，投影仪，水
粉颜料、调色盘、笔、水罐、抹布、范例4张、作业纸若干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按常规进行。

二、引导阶段：

（1）让同学议一议、说一说日常生活中什么东西是对称的.，
对称就是以一条中心线为准、左右对称或上下对称、对角对
称，出示准备的实物，结合教材范例让学生看一看、议一议
对称的美（平衡、均衡、整齐、稳定）。

（2）组织让学生观察教材的制作过程：把作业纸对折，在对
称轴的一边画、合起来，印一印，打开看象什么？让大家来
试一试制作一幅对称图，再谈谈制作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对称的颜色不明、画面糊了）。讨论怎样才印的清晰。(颜
料浓淡要适当)

（3）小组讨论：哪些物体适合用对称方法表现。构图（一半
图形的设计）、色彩的搭配？



三、发展阶段：

1、教师示范：

（1）构思要印什么？先想好，纸对折、在中心线的一边，画
出一半的内容。

（2）调色（注意颜料少调些水，色彩要鲜艳，不要几种颜色
混在一起，弄脏了画面）

（3）对印，展开，根据印出来的图案看看，想一想印出的东
西像什么？

（4）添画，对构图缺陷的可添画补救、形象不清用添画使其
具体清晰，色彩不丰富的可添画装饰美化。

2、学生进行操作练习，教师巡视辅导：让学生将自己的作业
拿得远一点，看一看，想一想，印出来的东西像什么？然后
再进行添画。构图有缺陷的，用添画来补救；形象不清楚的，
用添画使它具体；色彩不丰富的，用添画来点缀……提醒学
生注意保持画面的整洁，手脏了要用抹布擦干净。引导小组
同学互相学习。

四、展示作品：

五、课堂小结：

这节课大家都制作得非常漂亮，想象力也很丰富，基本上都
在对称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灵活的变化，尤其值得表扬我们
同学的是大家都能将对印完的颜色及时用抹布擦干净，保持
了个人及班级的卫生。好，下面将毛笔、调色盘、水罐清洗
干净，用抹布将桌子擦干净。

板书设计：



对十教学反思篇五

水与色的关系问题，教师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指导：
水多时引导学生压印再叠印效果较理想。水少时便于一次压
印同时旋转。多种颜色印纹涂色时尽可能不混合，使其自然
混色。

（二）压印时纸张不可移动，可用小夹子或双面胶固定。
（加说明图例）

（三）当采用吸水性强的材质做底板时。颜色要水少色浓。

三、教学评价

评价方式：采用2个步骤进行，首先观察学生对制作与拓展创
新教学活动方式的参与热情，其次观看学生的对印作品。

评价点：

（一）学生是否对对印制作有兴趣？是否体验到快乐？

（二）能否在美术活动中大胆地运用色彩压印，得到各具特
色的对印效果？

（三）能否凭借不同的工具材料制作自己理想中的作品？

（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否提高？

（五）有没有发明出新颖的对印方法？

（六）能否进行自主学习和发挥合作精神？

（七）是否与同学密切配合，积极参与对印的创作活动？

（八）能否运用各种技法，有创意地进行创作活动？



（九）按下表评价自己的作品（用短语自评）。

自然天趣肌理效果色彩搭配独创性制作方法师生评价

四、教学点评（教学反思）：

本课程属于[造型。表现]课。在教学设计上更注重激发学生
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愿望。引导学生在对印表现活动大胆、
综合地运用色彩。尝试多种对印方法，表达学生的兴趣与情
感。由于本课的难度较低，教师应该注重引导学生的拓展创
新，同时还能用语言文字表达和深化创作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