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天的色彩一年级美术教学反思 小
学美术装饰色彩教学反思(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春天的色彩一年级美术教学反思篇一

美术是一门特别的学科，能让学生学到绘画与欣赏的本领，
能使学生发现美、感受美、体会美。通过对本节课的教学，
发现学生对美术教学非常感兴趣，积极性高。如今的美术课
不再是以前那样，教师在上面画，学生在下面画；素质教育
已进入美术教学，在课堂中以发展学生为本，使学生成为学
习的主人；在作业过程中，更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探究，
让学生学得轻松，学得快乐。美术课堂就好像一个乐园，让
学生乐在其中。

在欣赏图画时，学生不仅能从色彩上来分析，还能从图画内
容上来解说，同时，学生对图案的造型上也有很深的了解。
通过教师的引领，学生具有浓厚的兴趣，学习积极性很高。
可见，美术教学不但可以让学生感受美，还可以将学生引领
进一个艺术的殿堂，去体会美、欣赏美。

在学生绘画时，学生们显得更是乐不可支，兴趣盎然。学生
们通过交流，开始描绘自己心中的节日，学生们的作品各有
千秋。通过本节课的教学，使学生对节日的装饰有了更深的
了解，并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表达，同时，让学生更加喜欢美
术，美术教学不但增强了学生的自信，也增强了学生的美感。



春天的色彩一年级美术教学反思篇二

本堂课是一节“造型-表现”课。根据课改的精神，本课教学
过程中我基本上是让学生自主发现和解决问题。在每一个环
节中我都让学生自己探讨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的老师传授。
因此学生也更容易理解每个知识点。在理解装饰画造型和色
彩特点方面我选择了许多图片让学生进行直观的感受得出结
论。但这节课中，内容容量大，知识点较多。同时还要让学
生在一节课的时间里完成一张装饰画创作，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在本课中时间有点不够用。

当然在本堂课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在学生分析装饰画造
型特点时，学生比较风景照片和装饰画时，学生能体会装饰
画的特点，但是很难自己组织语言说出来。在为房间配画的
过程中，四张画的选择还有待推敲。但从学生完成的作业来
看，画面效果还是不错的。大部分学生很好的理解了本堂课
所学的知识点，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装饰画的绘画题材和手法有很多，在一节课的时间里老师不
可能将所有知识传授给学生，而只能起到一个引导作用。通
过这堂课能让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景致，并能将其绘画成
自己理想的画面，由此而热爱绘画便是本课的成功之处。

春天的色彩一年级美术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是属于“造型·表现”学习领域的一个学习内容，是色
彩系列的一部分。色彩对于学生来说并不陌生，但要使学生
理解色彩的.对比特性，并能运用于生活就比较难。本课主要
是要让学生发现什么是色彩对比，它应用在生活的哪些方面。
通过一些师生互动游戏、欣赏生活与民间工艺，多方面引导
学生了解、感受色彩对比美的特点，让学生了解色彩的视觉
规律，进而运用色彩对比的视觉规律来表现美。

我是这样完成本课教学的。本课我采用欣赏观察的形式进行



导入，贯彻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学生的主体是在教
师主导的引导下来体现的，我是引导学生凭自己的感觉和实
际生活中的感受来判断、分析色彩的对比的。当然，本节课
教师也有更为方便的讲课方式，教师直接告诉学生哪些色彩
是对比色，学生记住了就行了，但是这样的教学，学生只能
学到死知识，如果长此以往，学生的知识会越学越死，只会
学到死知识。新课标要求教师摒弃以教为主的传统教学，教
师在教学中充当的应该是引导者和参与者的角色。

在学生创作过程中，我加强了对学生的指导。学生创作过程
中，曾出现过一些畏难情绪，不能恰当使用对比色。我提示
学生：仔细地观察，才会有完美的表现，对比色色彩组合会
比同色系色彩组合更容易吸引注意力，画面整体的色调，是
作品完美至关重要的体现。同时，我启发学生想要调配出完
美色调，不可太迁就画面的内容，必须要恰当将对比色当作
调色的配置。我又进行了简单的示范，引导学生有意识将一
种对比色面积设计得小一些，或将一种颜色降低纯度来表现。
这节课丰富了学生进行艺术创作活动的形式，满足了每一位
学生的表现欲望，培养了学生合作的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美术的兴趣。

只有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能够达到培养学生的兴趣及审美能
力设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才是有生命活力的课堂。课
是载体——课堂上的教学活动是通过这个载体展示出来的，
过程是由一些版块组成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一根线把它们
串联起来。怎样用好这根线串，这就是我们上课的艺术！教
学应是双边活动，既然是学生的美术课，当然是为了满足他
们美术方面的需求，为何不予其所求，舍其多余的呢，这样
学生学得开心，学生体验到了平等、民主、友情，不仅对课
本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也增强了学习的乐趣和信心，这对
以后的教学能做到很好的铺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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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色彩一年级美术教学反思篇四

本课内容属于“设计—应用”领域。通过图片和教师示范作
品的欣赏让学生了解各种柱子装饰，使学生对柱子装饰产生
兴趣，进而研究柱子的形态，结构与柱子上的装饰。

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建筑中的柱形装饰的功能，理解美的
设计来自于生活中的需要，是为扮美生活而设计、服务。从
而，培养学生学会用所学知识装扮生活，陶冶情操。

《装饰柱》教学中，我将重点放在装饰柱的组成与制作，示
范加引导，启发学生在设计中举一反三，注重柱身的设计及
色彩的协调。学生利用各种色彩的卡纸等容易准备的材料，
在设计制作中，课堂气氛活跃。通过教学，大多数同学积极
思考，比较用心，做出了漂亮的装饰柱，但也有少数同学课
前准备缺失、上课不用心、作品在剪贴连合时又不够细致，
欠缺美观。反应出少数学生在材料准备和动手制作能力上仍
有欠缺。因此，在以后的教学中要特别关注。

春天的色彩一年级美术教学反思篇五

《装饰画》是人美版小学美术第十二册中的内容。导课时我
展示了几幅学生作品，询问他们感觉如何，结果出乎我的预
料，竟然有学生说：“画面黑乎乎的，不好看！”我觉得他
是无理取闹，就说：“你的审美观有问题！”其实对于学生
的回答我简单粗暴的处理是不恰当的，学生心理上是不会接
受的，我应该再次引用《论语》中的“众恶之，必察焉；众
好之，必察焉”，让这名学生具体说说为什么觉得不好看。
他经过仔细观察后，也许就会对自己轻易下的结论感到后悔。
我再适时地用《弟子规》中的“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
勿轻传”进行教育就有实效了。在引领学生欣赏丁绍光的作品
《乐园之梦》时，谈及感受我以为学生会说很美，却没想到
有学生说画面很乱，我顺势组织学生进一步观察画面为什么
让人觉得乱，学生开始注意到作品中线条的运用，接着我再



稍加引导他们就感受到了线条的丰富和疏密变化。此时我本
还可以让那名学生再说说自己的感受，他也许就有了不一样
的想法。然后由他或其他学生针对这件事情引用传统文化表
达一下自己的感受，我相机点拨，学生就自然而然从中受到
了教育。但是由于缺少经验，我错失了这次机会。

课堂教学要张扬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见解，使学生不人
云亦云，迷失自我。每一次问题的提出，学生不可能完全按
照我们的预想来回答，即使他们的答案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
也不要轻易否定他们的想法。有想法就][说明他们已经对于
我们提出的问题思考了，只是思路跑偏或者是他们的主观臆
断，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我们要循循善诱，慢慢转变他们
的想法，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再结合传统文
化进行反省，这样的教育才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