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乘上列车去画画教学设计(优秀8
篇)

面对新的开始，让我们怀着激情和决心共同努力，创造属于
自己的辉煌。对于XX这个话题，要想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我
们需要先探索一下它的背景和发展历程。接下来，我将向大
家展示一些范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一年级乘上列车去画画教学设计篇一

课时：1课时

学习领域：造型表现

教材简析：

本课要向学生展示的是祖国的壮美景色，使学生在看一看、
说一说、画一画、做一做等游戏式活动中产生热爱祖国的思
想感情。在教学设计方面，第一节主要是通过网络欣赏做过
各地的风光，第二节主要以“开火车”到各地旅游的方式，
集体合作画一画、做一做各地的景色。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选用各种工具、材料，采用画、撕、剪、拼贴等
多种手法进行造型活动。

2、通过集体作业，培养学生同他人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3、引导学生关注并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热爱祖国的情
感。

教学重点：



让学生知道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引导他们感受、寻找美的
事物。

教学难点：

运用不同的表现方法抒发出自己对祖国独特的感受。

教学准备：

布置学生课前收集祖国各地的图片资料，并请家长介绍一下
自己到各地区旅游的感受。

教师准备火车头的头饰。

教学活动过程：

第一部分：

一、引导过程：

请学生展示课前收集的图片资料、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去过
的或听家长讲的外地的风土人情。

请几位同学到前面来戴上火车的头饰跟老师一起“乘上列
车”到各地去看一看。“我是小小火车头，整天东跑又西忙，
瞧见祖国可真大，各地风情不一样。”

二、认识过程：

1、利用电脑网络观看各地景色：

进入人民画报网网址：。cn

点击“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表演：现在我们的火车要在黄山站停靠，请大家下车游览。

（点击“黄山”出现黄山的页面，当鼠标指向哪一幅图片，
就会同时出现关于这幅图片的介绍。这时请一位识字多的同
学当“导游”，为大家念一念介绍。教师在讲述时应做到突
出风景的美，为学生做好范例。）

表演：我们的火车又要开动了，请游客们坐好。（学火车开
动的样子）

下面火车要在苏州停靠，请游客下车参观。（点击“苏州园
林”）

用同样的.游戏参观国内各大景点。在介绍中可穿插学生自己
的感受。

2、让学生说出自己在旅游过程中感受到的美。教师引导学生
了解祖国历史悠久，劳动人民富有智慧和创造力。激发学生
的兴趣和创造欲望。

3、让我们当个小画家，画出你在旅途中的见闻，好吗？

先说说你想画哪里？画什么？（鼓励学生找出各地最适合用
绘画方式表现的情景。）除了画，还可以用什么方式表现各
地的景色？（本课时主要来设计，下节课主要来绘画和制作。
）

构思自己准备表现的景色。

第二部分

一、引导阶段：

1、回忆上节课坐“火车”出去“旅游”的见闻，说说自己准
备表现什么？



2、（在大白纸上贴上火车）让我们把旅途中的见闻画下来好
吗？

教师和学生一起讨论如何添加人物和景物。（最好分配给各
合作组具体的任务，如：1组负责画人贴到火车上，2组负责
画北京的风土人情……）

二、发展阶段：

1、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工具、材料，通过画、撕、剪、贴
等造型手段表现出自己对人物、景物的想象。在作业过程中
鼓励学生无拘无束的大胆、自由的表现。热情的与同学交流、
分工合作。

2、作业完成后布置在教室里，同学们扮成火车和导游，继续
玩开火车旅游的游戏。“导游”向大家介绍时主要谈自己对
祖国悠久历史的热爱及自己收集的祖国近几年来的巨大变化。

三、收拾整理。

课后拓展：

让学生回家把本课学到的祖国的悠久历史、改革开放伟大成
就跟父母讲一讲。要学生在平时生活中能注意自己身边的美
感。

札记：

我在上这节课时充分利用了网络的便利，节约了时间，而且
网络上的图片不但清楚、全面，还配有相应的文字介绍，使
学生沉浸在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眷恋之中。这促使学生在交流
时有话可说，爱国主义教育自然渗透在美术课堂教学中。重
要的是在这种“看电影”式的教学方式的启发之下，学生作
业时也不再缩手缩脚，学生抒发感情的表现方式也不再受限



制：学生有的用彩纸剪贴，有的撕贴，有的画完后再剪贴，
甚至有的将自己找到的图片剪贴到集体作业上；有的独立完
成，有的选择与伙伴合作完成……学生在开放性的教学环境
中情绪高涨，进行着灵感的撞击、美的交流，体验审美的愉
悦。作品完成后，效果令我十分满意，也使我深深体会到，
新课标放开了教师长期被束缚的双手，只有创造宽松的学习
环境，学生才可能放开自己。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解放
了学生的大脑，解放了学生的双手。”让学生放飞自己的想
象，放飞情感，才能在快乐学习中完善自己。

一年级乘上列车去画画教学设计篇二

一、教材分析：

本课以火车为媒介，比以往单纯绘画风景的课程来说，显得
活跃、开阔了许多，极富童趣，使学生兴趣盎然，学生不用
再因只顾单纯的绘画风景，而损失掉更多美好的事物。例如：
祖国各地的风情文化与想象中奇妙的景致。

二、教学目的：

1、引导学生选用各种工具材料，采用画、撕、剪、拼贴等多
种手法进行造型活动。

2、通过集体作业，培养学生同他人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3、引导学生关注并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热爱祖国的情
感。

三、教具：录音机、水粉、范画、画挂板、火车图片。

四、教学重点及难点：指导学生如何画出被遮挡物体。

五、学生用具：蜡笔、水彩笔、水彩、调色盘。



六、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安定情绪

（二）导入新课

请学生听录音（火车开来的声音）同时教师出示能拉动的火
车列箱，并提问学生听到什么声音，导出题目《乘上列车去
画画》。

（三）讲授新课

1、教师出示贴有一节车箱的挂板，用各种水果贴片进行贴画
让学生观察贴的是否正确、合理，并说一说为什么？之后，
教师讲解物体的前后遮挡部分的画法，物体在车箱里的绘画
顺序是：由下向上画、由前向后画。

2、教师演示画画箱的`车箱画法四句话：

（1）先画车箱长方形。

（2）再画车轮小圆形。

（3）火车铁轨两条线。

（4）车身图案任你添。

其中车身图案可以用点、线、面来装饰（注意：自己的本子
有多大，车箱的长度画多长。）

3、启发学生根据教师在黑板上的范画的车箱，自己还能画出
什么样的车箱外

4、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把火车箱装满各种货物，并让学生到
黑板上来把车箱画满自己喜欢的东西。



（四）学生练习

1、再次提示学生物体被遮挡部分画法。

2、教师巡视指导（放音乐）。

（五）课堂总结

1、再次提示学生作品一个连一个贴在黑板右侧变成一列装满
货物的火车，并让学生评说哪个车的好与坏。

2、教师总结发言，引导学生说一说应把这么多的东西送到祖
国四面八方，最后放一段火车渐渐开走的，表示司机叔叔开
着火车带着学生的心愿走远。

一年级乘上列车去画画教学设计篇三

教材简析：

本课要向学生展示的是祖国的壮美景色，使学生在看一看、
说一说、画一画、做一做等游戏式活动中产生热爱祖国的思
想感情。在教学设计方面，第一节主要是通过网络欣赏做过
各地的风光，第二节主要以“开火车”到各地旅游的方式，
集体合作画一画、做一做各地的景色。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选用各种工具、材料，采用画、撕、剪、拼贴等
多种手法进行造型活动。

2、通过集体作业，培养学生同他人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3、引导学生关注并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热爱祖国的情
感。



教学重点：

让学生知道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引导他们感受、寻找美的
事物。

教学难点：

运用不同的表现方法抒发出自己对祖国独特的感受。

教学准备：

布置学生课前收集祖国各地的图片资料，并请家长介绍一下
自己到各地区旅游的感受。

教师准备火车头的头饰。

本课第一节通过电脑网络进行。

教学活动过程：

第一节：

一、引导过程:

请学生展示课前收集的图片资料、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去过
的或听家长讲的外地的风土人情。

请几位同学到前面来戴上火车的头饰跟老师一起“乘上列
车”到各地去看一看。“我是小小火车头，整天东跑又西忙，
瞧见祖国可真大，各地风情不一样。”

二、认识过程:

1、利用电脑网络观看各地景色：



进入人民画报网网址

点击“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表演：现在我们的火车要在黄山站停靠，请大家下车游览。

（点击“黄山”出现黄山的页面，当鼠标指向哪一幅图片，
就会同时出现关于这幅图片的介绍。这时请一位识字多的同
学当“导游”，为大家念一念介绍。教师在讲述时应做到突
出风景的美，为学生做好范例。）

表演：我们的火车又要开动了，请游客们坐好。（学火车开
动的样子）

下面火车要在苏州停靠，请游客下车参观。（点击“苏州园
林”）

用同样的游戏参观国内各大景点。在介绍中可穿插学生自己
的感受。

2、让学生说出自己在旅游过程中感受到的美。教师引导学生
了解祖国历史悠久，劳动人民富有智慧和创造力。激发学生
的兴趣和创造欲望。

3、让我们当个小画家，画出你在旅途中的见闻，好吗？

先说说你想画哪里？画什么？（鼓励学生找出各地最适合用
绘画方式表现的情景。）除了画，还可以用什么方式表现各
地的景色?（本课时主要来设计，下节课主要来绘画和制作。）

构思自己准备表现的景色。

第二节

一、引导阶段：



1、回忆上节课坐“火车”出去“旅游”的见闻，说说自己准
备表现什么？

2、（在大白纸上贴上火车）让我们把旅途中的见闻画下来好
吗？

教师和学生一起讨论如何添加人物和景物。（最好分配给各
合作组具体的任务，如：1组负责画人贴到火车上，2组负责
画北京的风土人情……）

二、发展阶段：

1、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工具、材料，通过画、撕、剪、贴
等造型手段表现出自己对人物、景物的想象。在作业过程中
鼓励学生无拘无束的大胆、自由的表现。热情的与同学交流、
分工合作。

2、作业完成后布置在教室里，同学们扮成火车和导游，继续
玩开火车旅游的游戏。“导游”向大家介绍时主要谈自己对
祖国悠久历史的热爱及自己收集的祖国近几年来的巨大变化。

三、收拾整理。

课后拓展：

让学生回家把本课学到的祖国的悠久历史、改革开放伟大成
就跟父母讲一讲。要学生在平时生活中能注意自己身边的美
感。

札记：

我在上这节课时充分利用了网络的便利，节约了时间，而且
网络上的图片不但清楚、全面，还配有相应的文字介绍，使
学生沉浸在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眷恋之中。这促使学生在交流



时有话可说，爱国主义教育自然渗透在美术课堂教学中。重
要的是在这种“看电影”式的教学方式的启发之下，学生作
业时也不再缩手缩脚，学生抒发感情的表现方式也不再受限
制：学生有的`用彩纸剪贴，有的撕贴，有的画完后再剪贴，
甚至有的将自己找到的图片剪贴到集体作业上；有的独立完
成，有的选择与伙伴合作完成……学生在开放性的教学环境
中情绪高涨，进行着灵感的撞击、美的交流，体验审美的愉
悦。作品完成后，效果令我十分满意，也使我深深体会到，
新课标放开了教师长期被束缚的双手，只有创造宽松的学习
环境，学生才可能放开自己。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解放
了学生的大脑，解放了学生的双手。”让学生放飞自己的想
象，放飞情感，才能在快乐学习中完善自己。

一年级《乘上列车去画画》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一年级乘上列车去画画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选用各种工具材料，采用画、撕、剪、拼贴等多



种手法进行造型活动。

2、通过集体作业，培养学生同他人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3、引导学生关注并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热爱祖国的情
感。

教学重、难点：指导学生如何画出被遮挡物体。

教具学具：绘画工具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按常规进行

二、讲授新课：

1、引入阶段：

请学生听录音（火车开来的声音）同时教师出示能拉动的火
车列箱，并提问学生听到什么声音，导出题目《乘上列车去
画画》。

2、发展阶段：

教师出示贴有一节车箱的挂板，用各种水果贴片进行贴画让
学生观察贴的是否正确、合理，并说一说为什么？之后，教
师讲解物体的前后遮挡部分的画法，物体在车箱里的绘画顺
序是:由下向上画、由前向后画。

教师演示画画箱的车箱画法四句话：

（1）先画车箱长方形。

（2）再画车轮小圆形。



（3）火车铁轨两条线。

（4）车身图案任你添。

其中车身图案可以用点、线、面来装饰（注意:自己的本子有
多大，车箱的长度画多长。)

启发学生根据教师在黑板上的'范画的车箱，自己还能画出什
么样的车箱外形。

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把火车箱装满各种货物，并让学生到黑
板上来把车箱画满自己喜欢的东西。

三、学生作业，教师辅导：

四、课堂总结

1、再次提示学生作品一个连一个贴在黑板右侧变成一列装满
货物的火车，并让学生评说哪个车的好与坏。

2、教师总结发言，引导学生说一说应把这么多的东西送到祖
国四面八方，最后放一段火车渐渐开走的，表示司机叔叔开
着火车带着学生的心愿走远。

五、收拾与整理：

六、课后拓展：学生回家收集一些表现祖国悠久历史、改革
开放伟大成就的图片。

一年级乘上列车去画画教学设计篇五

教学目的：

1．通过学习让学生知道祖国幅员辽阔，山川秀丽。



2．让学生在和谐的气氛中，运用不同的表现方法抒发自己对
祖国的感受，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让学生知道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引导他们感受、寻
找美的事物。

难点：运用不同的表现方法抒发出自己对美丽祖国独特的感
受。教学时激：l课时教学准备：火车头头饰、风光课件。将
学生分成几个学习小组，有利于学生进行交流活动。

教学过程

环节

教学设想

教学措施

注意事项

导入

让学生在课前去搜集祖国各地的图片，或是在“国庆”长假
期间，自己随父母去旅游时所拍的照片。将图片与同学交流，
感受我们身边的“美”。学生旅游的地方有限，因此，在下
一环节中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欣赏比较有特色的地区风景。

教师所出示的照片应具有一定的风景特色，教师在讲述时，
应做到突出风景的美，为学生做好范例。

学生交流照片时教师可在学生小组间与他们进行交流，参与
学生的活动。



新授

运用多媒体投影仪播放祖国各地风景特点及民族风俗，教师
引导学生参与“和火车头一起去旅游”的游戏，让学生在游
戏中感受祖国的广阔、祖国的壮美，并让学生说出自己感受
到的“美”。

师：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位朋友，想见它吗？让我们大
声请它出来。（出示火车头头饰，并戴在头上，扮演小小火
车头。）

师：想不想跟我一起去瞧一瞧祖国有多大、有多美？（学生
自由说出自己对不同美景的感受。）

带领学生做“小小火车头”游戏时，请学生牵着教师扮演的
火车头，围着教室开火车。

教师应在活动中放开自己，这样才能更好的感染学生。

布置作业

在黑板上布置出简单的布景，请部分学生在黑板上进行绘画，
引导其他学生运用各种方法进行补充，共同创作。（例如：
可使用彩色纸进行剪贴；可将自己的相片进行剪贴等。）

师：我们的火车就要出发了，想一想，它会带我们去一个什
么样的地方，那会有什么更美的事物等着我们呢？就用你们
的画笔来告诉大家吧！

教师巡视学生制作情况，对拿不定主意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

总结

教师与学生共同评讲作业效果。



师：瞧一瞧，小画家们把我们带到哪了？（由学生讲述自己
作品的创意。）

一年级乘上列车去画画教学设计篇六

1.通过学习让学生知道祖国幅员辽阔，山川秀丽。

2.让学生在和谐的气氛中，运用不同的表现方法抒发自己对
祖国的感受，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重点：让学生知道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引导他们感受、寻
找美的事物。

难点：运用不同的表现方法抒发出自己对美丽祖国独特的感
受。教学时激：l课时教学准备：火车头头饰、风光课件。将
学生分成几个学习小组，有利于学生进行交流活动。

环节

教学设想

教学措施

注意事项

导入

让学生在课前去搜集祖国各地的图片，或是在“国庆”长假
期间，自己随父母去旅游时所拍的照片。将图片与同学交流，
感受我们身边的“美”。学生旅游的地方有限，因此，在下
一环节中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欣赏比较有特色的地区风景。

教师所出示的照片应具有一定的风景特色，教师在讲述时，
应做到突出风景的美，为学生做好范例。



学生交流照片时教师可在学生小组间与他们进行交流，参与
学生的活动。

新授

运用多媒体投影仪播放祖国各地风景特点及民族风俗，教师
引导学生参与“和火车头一起去旅游”的游戏，让学生在游
戏中感受祖国的广阔、祖国的壮美，并让学生说出自己感受
到的“美”。

师：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位朋友，想见它吗？让我们大
声请它出来。（出示火车头头饰，并戴在头上，扮演小小火
车头。）

师：想不想跟我一起去瞧一瞧祖国有多大、有多美？（学生
自由说出自己对不同美景的感受。）

带领学生做“小小火车头”游戏时，请学生牵着教师扮演的
火车头，围着教室开火车。

教师应在活动中放开自己，这样才能更好的感染学生。

在黑板上布置出简单的布景，请部分学生在黑板上进行绘画，
引导其他学生运用各种方法进行补充，共同创作。（例如：
可使用彩色纸进行剪贴；可将自己的相片进行剪贴等。）

师：我们的火车就要出发了，想一想，它会带我们去一个什
么样的地方，那会有什么更美的事物等着我们呢？就用你们
的画笔来告诉大家吧！

教师巡视学生制作情况，对拿不定主意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

教师与学生共同评讲作业效果。

师：瞧一瞧，小画家们把我们带到哪了？（由学生讲述自己



作品的创意。）

一年级乘上列车去画画教学设计篇七

课堂类型：造型表现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选用各种工具材料，采用画、撕、剪、拼贴等多
种手法进行造型活动。

2、通过集体作业，培养学生同他人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3、引导学生关注并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热爱祖国的情
感。

教学重、难点：指导学生如何画出被遮挡物体。

教具学具：绘画工具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按常规进行

二、讲授新课：

1、引入阶段：

请学生听录音（火车开来的声音）同时教师出示能拉动的火
车列箱，并提问学生听到什么声音，导出题目《乘上列车去
画画》。

2、发展阶段：

教师出示贴有一节车箱的挂板，用各种水果贴片进行贴画让



学生观察贴的是否正确、合理，并说一说为什么？之后，教
师讲解物体的前后遮挡部分的画法，物体在车箱里的绘画顺
序是:由下向上画、由前向后画。

教师演示画画箱的车箱画法四句话：

（1）先画车箱长方形。

（2）再画车轮小圆形。

（3）火车铁轨两条线。

（4）车身图案任你添。

其中车身图案可以用点、线、面来装饰（注意:自己的本子有
多大，车箱的长度画多长。)

启发学生根据教师在黑板上的范画的车箱，自己还能画出什
么样的车箱外形。

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把火车箱装满各种货物，并让学生到黑
板上来把车箱画满自己喜欢的东西。

三、学生作业，教师辅导：

四、课堂总结

1、再次提示学生作品一个连一个贴在黑板右侧变成一列装满
货物的火车，并让学生评说哪个车的好与坏。

2、教师总结发言，引导学生说一说应把这么多的东西送到祖
国四面八方，最后放一段火车渐渐开走的，表示司机叔叔开
着火车带着学生的心愿走远。

五、收拾与整理：



六、课后拓展：

学生回家收集一些表现祖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图片。

一年级乘上列车去画画教学设计篇八

本课要向学生展示的是祖国的'壮美景色，使学生在看一看、
说一说、画一画、做一做等游戏式活动中产生热爱祖国的思
想感情。在教学设计方面，第一节主要是通过网络欣赏做过
各地的风光，第二节主要以“开火车”到各地旅游的方式，
集体合作画一画、做一做各地的景色。

1、引导学生选用各种工具、材料，采用画、撕、剪、拼贴等
多种手法进行造型活动。

2、通过集体作业，培养学生同他人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3、引导学生关注并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热爱祖国的情
感。

让学生知道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引导他们感受、寻找美的
事物。

运用不同的表现方法抒发出自己对祖国独特的感受。

布置学生课前收集祖国各地的图片资料，并请家长介绍一下
自己到各地区旅游的感受。

教师准备火车头的头饰。

本课第一节通过电脑网络进行。

请学生展示课前收集的图片资料、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去过
的或听家长讲的外地的风土人情。



请几位同学到前面来戴上火车的头饰跟老师一起“乘上列
车”到各地去看一看。“我是小小火车头，整天东跑又西忙，
瞧见祖国可真大，各地风情不一样。”

1、利用电脑网络观看各地景色：

进入人民画报网网址

点击“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表演：现在我们的火车要在黄山站停靠，请大家下车游览。

（点击“黄山”出现黄山的页面，当鼠标指向哪一幅图片，
就会同时出现关于这幅图片的介绍。这时请一位识字多的同
学当“导游”，为大家念一念介绍。教师在讲述时应做到突
出风景的美，为学生做好范例。）

表演：我们的火车又要开动了，请游客们坐好。（学火车开
动的样子）

下面火车要在苏州停靠，请游客下车参观。（点击“苏州园
林”）

用同样的游戏参观国内各大景点。在介绍中可穿插学生自己
的感受。

2、让学生说出自己在旅游过程中感受到的美。教师引导学生
了解祖国历史悠久，劳动人民富有智慧和创造力。激发学生
的兴趣和创造欲望。

3、让我们当个小画家，画出你在旅途中的见闻，好吗？

先说说你想画哪里？画什么？（鼓励学生找出各地最适合用
绘画方式表现的情景。）除了画，还可以用什么方式表现各
地的景色?（本课时主要来设计，下节课主要来绘画和制作。）



构思自己准备表现的景色。

1、回忆上节课坐“火车”出去“旅游”的见闻，说说自己准
备表现什么？

2、（在大白纸上贴上火车）让我们把旅途中的见闻画下来好
吗？

教师和学生一起讨论如何添加人物和景物。（最好分配给各
合作组具体的任务，如：1组负责画人贴到火车上，2组负责
画北京的风土人情……）

1、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工具、材料，通过画、撕、剪、贴
等造型手段表现出自己对人物、景物的想象。在作业过程中
鼓励学生无拘无束的大胆、自由的表现。热情的与同学交流、
分工合作。

2、作业完成后布置在教室里，同学们扮成火车和导游，继续
玩开火车旅游的游戏。“导游”向大家介绍时主要谈自己对
祖国悠久历史的热爱及自己收集的祖国近几年来的巨大变化。

让学生回家把本课学到的祖国的悠久历史、改革开放伟大成
就跟父母讲一讲。要学生在平时生活中能注意自己身边的美
感。

我在上这节课时充分利用了网络的便利，节约了时间，而且
网络上的图片不但清楚、全面，还配有相应的文字介绍，使
学生沉浸在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眷恋之中。这促使学生在交流
时有话可说，爱国主义教育自然渗透在美术课堂教学中。重
要的是在这种“看电影”式的教学方式的启发之下，学生作
业时也不再缩手缩脚，学生抒发感情的表现方式也不再受限
制：学生有的用彩纸剪贴，有的撕贴，有的画完后再剪贴，
甚至有的将自己找到的图片剪贴到集体作业上；有的独立完
成，有的选择与伙伴合作完成……学生在开放性的教学环境



中情绪高涨，进行着灵感的撞击、美的交流，体验审美的愉
悦。作品完成后，效果令我十分满意，也使我深深体会到，
新课标放开了教师长期被束缚的双手，只有创造宽松的学习
环境，学生才可能放开自己。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解放
了学生的大脑，解放了学生的双手。”让学生放飞自己的想
象，放飞情感，才能在快乐学习中完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