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术课伙伴教学反思(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美术课伙伴教学反思篇一

一年级美术教材中《漂亮的瓶子》是一节工艺兼绘画课，这
节课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欣赏与感受各种各样的瓶子，了解瓶
子艺术的`造型特点及其美化方法。掌握瓶子对称特点的折剪
方法，能较顺利的剪出一个大小合适，造型好看的瓶子，并
能进行美化与装饰。通过折折、剪剪、画画、玩玩，提高学
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对美术活动的乐趣。体验创造成功
的乐趣。

在一（1）班第一次上课，讲完课后，我对本课产生了一些想
法：

1、瓶子图片展示的太多，导致讲述时间过长，造成学生练习
时间较短，作品未完成；

2、结尾展评未进行；

3、欣赏瓶子图片时，因应让学生畅所欲言，进行讨论，瓶子
各部分结构、形状、位置是要变化的，才能使瓶子各种各样、
奇形怪状，有创意。进行这一环节时，教师讲授过多，应由
学生自己探究发现。

后来，我对教案进行了快速修改，把教学体会瓶子奇形怪状
这一环节，改为这样的设计：“这些瓶子都非常奇特，各有
不同，那咱们就来观察一下瓶子是有哪几部分组成？”（学
生欣赏讨论，教师小结板书）这是瓶口，瓶口下面细细的这



一段像不像脖子呀，咱们称它为瓶颈。瓶颈下方两端的装饰
像不像小耳朵呀，所以叫它瓶耳。再往下看圆溜溜的这段像
不像爸爸的肚皮，这就叫瓶肚。最下边的······没等
我说完，孩子们争先恐后的说是“瓶脚”我欣慰的笑了，对
也可以叫瓶底儿。然后我又出示几个造型奇特，形状各异的
瓶子图片，让学生通过对比观察，发现瓶子奇特的原因。有
的瓶口粗，有的瓶口细，有的瓶肚靠上，有的靠下，有的省
略了耳朵。原来瓶子各部分结构位置、形状发生变化，瓶子
才会奇特。在第二次讲课后，我对比第一次进行了总结：课
堂教学较完整，从导入到讲授，学生制作，展评各环节时间
安排很合适。学生对利用瓶子对称特点的折剪方法基本掌握，
但在制作中出现了一些情况：学生不能充分利用纸张，剪的
过小，造成材料浪费。在折叠纸后，对错纸边，造成剪出的
瓶子成为两半。

根据这些情况，我有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在演示折剪环节，
我加入了这样的设计：“首先咱们要用纸剪出一个瓶子的形
状，刚才大家已经发现瓶子的左右是对称的，谁来告诉我，
怎样能快速的剪出一个对称的的瓶子呢？”（学生回答）把
纸对折，画一半瓶子就可以了，大家先看老师剪一个瓶子。
（我故意剪一个画的太小的瓶子）怎么样？（让学生自己发
现了画的太小的后果）“那再看老师剪一个这回一定剪一个
又大又漂亮的。”（故意剪成两半的）“这个怎么样？啊呀，
怎么变两半啦”（学生迫不及待的喊着对错了纸边，应以折
叠线那边做中心线）这样学生再做的时候，很容易注意到了
这亮点。

经过这两次讲课，改课，我在一（3）班进行了第三次讲课。
这次避免了以往出现的问题。经过这次反思，我发现了自己
课堂教学能力有更进了一步。同时，我也发现了自身存在的
问题，比如课堂节奏不够紧凑，不够收放自如，对教学中遇
到的突发问题，不够灵活处理等。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逐步
改进。



美术课伙伴教学反思篇二

这节课是新学期的第一课，学生从幼儿园走入小学，来到一
个新的环境，老师需要帮助他们尽快的熟悉环境和认识身边
的人，解除他们的'焦虑和恐慌。本节课向大家介绍自己，同
时制作名字树，加强同学间的交往，要让同学懂得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这在手工课上比较容易实现。

在本课中，我通过一系列撕、剪、贴、画、说、看、玩等的
学习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动口、动手、
动脑能力。同时要注意的是学生年龄较小，练习速度不一，
所以要根据不同情况给予辅导和帮助。也要注意安全问题，
有一个学生拿了一把很大的家用剪刀，太不安全了，所以我
让这个孩子放下见到，选择用手撕的方法，更安全。另外，
要注意引导学生不乱扔废弃纸屑，留住边角纸料，备于以后
的课程中使用。

总体来说，这一个比较完整，学生互相之间都有了一点了解，
促进了同学间的友谊，同时玩的很开心，同学们还懂得互相
帮助。

美术课伙伴教学反思篇三

在美术课中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感受创作带来的乐趣，同时丰
富他们的艺术经验，加深他们对艺术的喜好和热爱。在本课
中我利用课件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培养了学生的
观察能力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上课前我查了很多资料，设计
了多种教学环节。 “新课程倡导主动学习，重视激发学习、
创造的兴趣，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能力才能得到发展。”
针对这一新课程理念，我设计了“激趣、探索、想象、创
作”这几个教学环节。

片断一：激趣导入一年级学生好奇心强，学生在一进教室时
就收到了老师送给他们的小礼物——太阳，激发了学生对太



阳的喜爱之情，向他们提供丰富的创作源泉，从而激起了学
习兴趣。

片段二：探索太阳“探索”为学生提供更多地参与、活动和
主动探究的机会。具体分两个环节：首先让学生收集有关太
阳的天文资料，这一环节让学生在收集、准备的过程中，初
步感知，享受学习的快乐，增加学生对太阳的了解。然后用
提出问题考考大家的方法，课件展示既激发学习兴趣丰富学
生的视觉，又增加了学生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针对所要学
习的内容设计出具有思考价值的、有意义的问题，让学生去
思考、去尝试解决问题，这个环节带动着同学们不断探索交
流有关太阳的知识。

片段三：想象太阳请学生欣赏老师心目中的太阳是怎样的?以
此引入制作方法的学习。接着我们从四方面入手，自由地想
象属于自己的太阳：

一、太阳的光芒。太阳的光芒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直线式、
火焰式等等。

二、太阳的眼睛。

三、太阳的鼻子。

四、太阳的嘴巴。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它是科学研究的实在
因素。”儿童是富于幻想的，但成人往往对此嗤之以鼻，说
他们瞎想，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鼓励孩子大胆
地想象自己心目中的太阳，自由地想象太阳的外形、太阳的
光芒、太阳的颜色，我耐心地倾听，充分地肯定。片断四：
创作太阳这一环节的作业要求是：“自由地想象并用泥塑的
方法创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太阳”。



这种教育要求美术教师在教学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教师
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合作者、辅
助者，以学习者的平等的心态参与到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中
去，协同合作，师生互动，因材施教，教学相长。新课程强
调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学会学习。自主探究学习不失
为新时期先进的学习方式。兴趣是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动力，
是建立在学生具有学习的潜力，学生能尝试，尝试能成功和
尊重学生个性、促进全面发展的理念上的。本课教学通过让
学生凭借自身的感受、观察、体验、思考、判断、发现、讨
论、搜集、尝试等活动完成学习目标。课堂上我充分发挥了
美术学科特有的魅力，以种种途径创设引人入胜的教学情境，
使学习内容与学生的年龄特征的情意和认知相适应，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这种兴趣转化成持久的情感态度，把
学生带入了美妙的学习乐园。

一节课下来，有收获也有困惑，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应不断探
索、探究，让学生充分体会美术课的无穷乐趣。

美术课伙伴教学反思篇四

一年级美术教材中《漂亮的瓶子》是一节工艺兼绘画课，这
节课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欣赏与感受各种各样的瓶子，了解瓶
子艺术的造型特点及其美化方法。掌握瓶子对称特点的折剪
方法，能较顺利的剪出一个大小合适，造型好看的瓶子，并
能进行美化与装饰。通过折折、剪剪、画画、玩玩，提高学
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对美术活动的乐趣。体验创造成功
的乐趣。

在一（1）班第一次上课，讲完课后，我对本课产生了一些想
法：

1、瓶子图片展示的太多，导致讲述时间过长，造成学生练习
时间较短，作品未完成；



2、结尾展评未进行；

3、欣赏瓶子图片时，因应让学生畅所欲言，进行讨论，瓶子
各部分结构、形状、位置是要变化的，才能使瓶子各种各样、
奇形怪状，有创意。进行这一环节时，教师讲授过多，应由
学生自己探究发现。

后来，我对教案进行了快速修改，把教学体会瓶子奇形怪状
这一环节，改为这样的设计：“这些瓶子都非常奇特，各有
不同，那咱们就来观察一下瓶子是有哪几部分组成？”（学
生欣赏讨论，教师小结板书）这是瓶口，瓶口下面细细的这
一段像不像脖子呀，咱们称它为瓶颈。瓶颈下方两端的装饰
像不像小耳朵呀，所以叫它瓶耳。再往下看圆溜溜的这段像
不像爸爸的肚皮，这就叫瓶肚。最下边的······没等
我说完，孩子们争先恐后的说是“瓶脚”我欣慰的笑了，对
也可以叫瓶底儿。然后我又出示几个造型奇特，形状各异的
瓶子图片，让学生通过对比观察，发现瓶子奇特的原因。有
的瓶口粗，有的瓶口细，有的瓶肚靠上，有的靠下，有的省
略了耳朵。原来瓶子各部分结构位置、形状发生变化，瓶子
才会奇特。在第二次讲课后，我对比第一次进行了总结：课
堂教学较完整，从导入到讲授，学生制作，展评各环节时间
安排很合适。学生对利用瓶子对称特点的折剪方法基本掌握，
但在制作中出现了一些情况：学生不能充分利用纸张，剪的
过小，造成材料浪费。在折叠纸后，对错纸边，造成剪出的
瓶子成为两半。

根据这些情况，我有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在演示折剪环节，
我加入了这样的设计：“首先咱们要用纸剪出一个瓶子的形
状，刚才大家已经发现瓶子的左右是对称的，谁来告诉我，
怎样能快速的剪出一个对称的的瓶子呢？”（学生回答）把
纸对折，画一半瓶子就可以了，大家先看老师剪一个瓶子。
（我故意剪一个画的太小的瓶子）怎么样？（让学生自己发
现了画的太小的后果）“那再看老师剪一个这回一定剪一个
又大又漂亮的。”（故意剪成两半的）“这个怎么样？啊呀，



怎么变两半啦”（学生迫不及待的喊着对错了纸边，应以折
叠线那边做中心线）这样学生再做的时候，很容易注意到了
这亮点。

经过这两次讲课，改课，我在一（3）班进行了第三次讲课。
这次避免了以往出现的问题。经过这次反思，我发现了自己
课堂教学能力有更进了一步。同时，我也发现了自身存在的
问题，比如课堂节奏不够紧凑，不够收放自如，对教学中遇
到的突发问题，不够灵活处理等。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逐步
改进。

美术课伙伴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专为学生进行涂色游戏而设计，旨在为学生创造一个感
受色彩，熟悉颜料的空间。涂涂画画、印印是本课学习的具
体学习内容，主要侧重前两项的学习。在本课中，鼓励学生
做练习介绍自己的工具材料，还可以把油画棒、橡皮泥、瓶
盖、树叶、树枝、毛线等材料运用到创作中去，既可以丰富
画面，又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素材，体现了艺术表现的
多样性。

在这节课的练习环节，让学生自由发挥想像力，利用多种材
料进行涂画。涂画已经不再是用笔在纸上绘画那么简单的练
习了，而是包含了许多意义上的涂画练习，所以利用多种材
料进行涂画就是新的尝试和突破。

如：用水瓶装满水，然后在瓶盖上钻一个小孔，利用水来在
地面上画画和造型游戏。还有利用橡皮泥、树叶、树枝等材
料进行装饰和添加，然后再用水彩笔进行必要的涂画，这也
是很有乐趣的。很显然，这样的联系，学生很快就能上手。

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洒水在地上进行涂画练习的时
候，许多学生知道挤水瓶的力度和涂画的大概轮廓，但细部
的刻画和挤水的速度却掌握得不是很好，很多作品有大概的



样子，但不是很细致。

还有，用其他材料结合水彩笔的涂画练习中，也存在细部刻
画不够完整的问题。

这些问题就使我觉得在第2课时或者是深入挖掘的途中应该更
注重讲解细部刻画的问题，并可以边解释边示范。

总之，在这节课中，学生还是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毕竟知道
涂画并不是只用笔来完成的，这样的目的也就初步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