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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三年级美术教学反思(大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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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版小学美术三年级教学反思篇一

课后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我根据当地居民的建房特点，摄了不同的老
房子，让学生进行比较，收集自己见过的房子，许多学生都
很感兴趣。后来在教学中，学生们积极投入讨论，把不同的
各类房子特点总结出来，画面内容已经呈现在脑海中。但对
于基本功还欠缺的小学生，他们的素描功底还需要加强练习，
很多学生在造型方面不是很准确，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没打
消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从色彩方面进行加工处理，即使在
造型方面不是那么准确，但配上自己喜欢的色彩，画面内容
显得饱满和谐。

作为现在的小学生他们的基本功还需要加强，老师是引导者
就应该不断为学生提供画画的素材和相关的信息资源，让学
生从中获得画画的灵感。我认为在本节课中学生已获得了愉
悦。在以后的教学中，多给予学生鼓励和表扬，让他们对画
画更加感兴趣。

人教版小学美术三年级教学反思篇二

课后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我根据当地居民的建房特点，摄了不同的老



房子，让学生进行比较，收集自己见过的.房子，许多学生都
很感兴趣。后来在教学中，学生们积极投入讨论，把不同的
各类房子特点总结出来，画面内容已经呈现在脑海中。但对
于基本功还欠缺的小学生，他们的素描功底还需要加强练习，
很多学生在造型方面不是很准确，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没打
消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从色彩方面进行加工处理，即使在
造型方面不是那么准确，但配上自己喜欢的色彩，画面内容
显得饱满和谐。

作为现在的小学生他们的基本功还需要加强，老师是引导者
就应该不断为学生提供画画的素材和相关的信息资源，让学
生从中获得画画的灵感。我认为在本节课中学生已获得了愉
悦。在以后的教学中，多给予学生鼓励和表扬，让他们对画
画更加感兴趣。

人教版小学美术三年级教学反思篇三

在教学过程中，我根据当地居民的建房特点，摄了不同的老
房子，让学生进行比较，收集自己见过的.房子，许多学生都
很感兴趣。后来在教学中，学生们积极投入讨论，把不同的
各类房子特点总结出来，画面内容已经呈现在脑海中。但对
于基本功还欠缺的小学生，他们的素描功底还需要加强练习，
很多学生在造型方面不是很准确，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没打
消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从色彩方面进行加工处理，即使在
造型方面不是那么准确，但配上自己喜欢的色彩，画面内容
显得饱满和谐。

作为现在的小学生他们的基本功还需要加强，老师是引导者
就应该不断为学生提供画画的素材和相关的信息资源，让学
生从中获得画画的灵感。我认为在本节课中学生已获得了愉
悦。在以后的教学中，多给予学生鼓励和表扬，让他们对画
画更加感兴趣。



人教版小学美术三年级教学反思篇四

《面具》一课属于“设计.应用”的设计领域，内容和形式贴
近学生生活，符合学生心理。

本课遵循“以学生发展为本”课改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启
发和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有助于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从兴趣入手，达到学生乐学，会学的目的。教学中展二了不
同材质，不同造型表现手法的面具，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拓
展了学生的思维，在这样一个轻松，活泼的情境中，引导学
生自主探究学习，发现面具的从形状、色彩、花纹上的基本
特征，让学生很快地掌握了本课的重难点。并且调动了学生
对面具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学生对面具的创造热情。

学生创作环节中，重视学生自身具有的学习能力，以小组为
单位采用自主学习的方式，探究面具的表现手法，使学生创
造出的面具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真正体现了学生
独特的风采。

本节课的教学即满足了学生的学习愿望，又完成了作业要求，
并掌握了面具的多种表现手法。但对于三年级学生来说，手
工面具的制作，还应多加强小组间分工合作的能力，以及体
现面具夸张的特点。

以上是我对面具一课的初浅反思，如有不足之处，请各位领
导指出，我会用努力去弥补。

人教版小学美术三年级教学反思篇五

由于美术课有着不同的活动形式和评价标准，每个美术老师
对美术教育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因此，我在赏评这节课的时
候，认为本节课也相应的存在一些遗憾，归纳如下：



一、在导入环节拼成房子引出课题有点快，可以多让学生去
讲。

二、在色彩拼贴环节让学生贴两片小叶子感觉有点少，叶子
过小，看不出效果，感觉要贴5片大叶子左右，这样会对比更
加强烈。

三、在剪与撕有什么不同效果这个环节，学生觉得撕出来的
作品太丑，然后老师就过了这个环节，这个环节可以再问一
下其他学生，或者自己可以说下撕纸速度更快，还可以出现
不现的肌理效果，不能跟着否定。

四、教师示范这个环节，示范操作过快，布置作业时学生都
不知如何下手。在示范剪纸这个步骤时可以提醒学生使用剪
刀一定要注意。

五、展评学生作业时，可以多元化，学生的主体地位没发挥
好，没有调动学生的评，课堂就不生动了，可以通过学生自
评、生生互评、师评等环节入手，教师要想办法调动学生积
极的评价画，才懂的如何欣赏画、如何创作画。教师要积极
引导学生从色彩、构图等方面，评价学生自己的`画。

总之，这堂美术课，为我们如何上好手工课起到了很好的示
范效果，其中的很多教学环节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也给了我
很多的启示与自我反省的机会，对我改善今后的教学将是一
个很大的推动。

人教版小学美术三年级教学反思篇六

本课教学目标是引导学生细心观察各种植物枝叶生长的结构，
叶片，花瓣的形状特征以及枝杈的前后穿插变化。能运用不
同大小的点，流畅富有变化的单线条来写生各种植物，并将
点与线结合添加上背景使画面的构图更完整。通过写生培养
学生热爱生活，发现美，表现美，锻炼学生的观察力，感受



力和动手能力。

在教室里分别摆放几盆盆栽，请学生观察，植物的枝叶是怎
么生长的？叶片或花瓣什么形状？有什么特征？枝杈之间如
何穿插的？得出画画前要先仔细观察对象的认识。引导思考，
是什么把我们的校园装点的如此美丽。培养学生能从身边寻
找美，发现美，激发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教师引导学生讲植
物枝叶的结构，叶片或花瓣的形状特征。如八月菊的叶子是
椭圆形的`，边缘还长着许多小齿，像是一把把木工用的锯子。
叶子有大有小，参差不齐。有的时子还垂下来。等学生心中
有数了，再下笔去描绘。这时要注意画面的构图与盆栽外形
有整体感觉，从什么地方画起都可以，主要是把前面的花，
叶，枝杈的形态画出来，后面的花叶枝可根据前面的特征进
行添加与加工。画面的前景可以用点，线，面有规律的组合，
或用一种花纹的重复组合。

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对“花”、“植物”实物的观察，让学生
明白：平时我们随时能看见的植物，要把它画到纸上去还有
这么多的讲究。本课大部分同学学会了观察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