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术课剪纸故事教学反思(精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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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美术课剪纸故事教学反思篇一

当拿到教材看到《姥姥的剪纸》这一课文时，一股亲切感油
然而生，当时吸引我的是姥姥的那些生动的.剪纸。可这几天
备课备下来，我觉得心里一直很难过，我记起了我的外公，
外公对我很是疼爱，可外公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因为肺癌过
世了，最近几天我也几次梦见了外公，梦见她给我做陀螺，
梦见他用竹子给我制作风筝……我知道这篇文章打动我的正
是作者和姥姥之间相互牵挂的情，所以文章在教学时候，我
想通过教学，要让学生感受姥姥剪纸技艺的高超和祖孙之间
的浓浓亲情。这篇课文，我用两课时完成教学任务。

美术课剪纸故事教学反思篇二

《姥姥的剪纸》这篇课文采用第一人称，叙写了姥姥心灵手
巧，剪纸技艺精湛，围绕“喜鹊登枝”和“老牛兔子”的剪
纸展开了“我”和姥姥之间动情有趣的故事，表现了“我”
对姥姥的深切怀念之情。

通过引导学生理解“熟能生巧，手都有准头了”这句话的深
刻含义，从中感悟姥姥的话是经验之谈，做什么事都要有恒
心，有毅力，勤练不止！姥姥为什么如此熟练，下面的.“总
剪”二字透露端倪，因为老是不断地剪，岂能不熟练？手都
有准头了，因为总剪，再熟练不过了，日久天长，剪起来就
心中有数，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要注意什么，剪起来



才能得心应手，岂不是有了准头了。这样循序渐进的教学，
学生很容易明白。而在教学过程中，我觉得学生的说话练习
还需老师进一步引导，让学生列举生活中的人和事，也像姥
姥剪纸那样，因为不断地练习，反复地实践，达到了熟能生
巧、出神入化的地步，从而进一步体会姥姥的话中寓意！

美术课剪纸故事教学反思篇三

剪纸五彩缤纷，我知道如何剪，自己也剪得不错，是这么剪
的：把正方形纸对折为小正方形，然后再折一次，剪出喜欢
的图案（要在连着的地方剪），这就基本完成了。

剪纸有很大的用途：

剪纸需要很多的技巧，只有用心、专心，才能把纸剪得生龙
活虎、栩栩如生，

剪纸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它需要我们把它宣传，并
发扬光大！

美术课剪纸故事教学反思篇四

你们可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吗?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我最拿
手的是剪纸。只是你们不要以为我只会剪什么动物、字、花
等图案，我是想要剪什么就能够剪什么的，而且你们还不要
说我还剪得有点像模像样的，非常逼真。

怎么样，你想要看看我的手艺吗?好吧，我就剪一个给你看一
看。只是，不巧，你不能够到我这儿来。现在我只能够用文
字告诉你，看了以后你一定也会感受到、欣赏到的。

我先找来了一张白纸，裁成一个正方形。然后，我按照自己
想剪图形的样子去折纸。我斜着对折，然后再斜着对折一次。
好了，现在这一张纸成了一个三角形了，好象一座小山。接



着，我就动手剪了起来。我东边一剪，西边一剪，然后弯了
下去，再翻过一个身来往中间剪过去。我又弯来弯去地剪了
一会儿，很快我就把纸花给剪好了。然后，我把纸翻开。啊，
这时你就可以看到一幅漂亮的剪纸呈现在你的面前了。当然，
如果你在现场看到我的剪纸的话，一定会更加兴奋。而且还
会立刻动手也想自己亲自剪一剪呢!不过没有关系，你只要自
己动手试一试，多试试，就一定会摸索出一套经验来的，而
且会越剪越好的。

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你赶紧去按照我说的去做，去剪吧!
如果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走到一起商量探讨，把我们的剪纸
技术进一步提高，让我们的中国民间艺术得到进一步发扬光
大。

美术课剪纸故事教学反思篇五

一把剪刀和几张纸，能做什么呢?没错，剪纸。经过灵巧的手，
它可以变成形象生动、风格各异的精美图案!剪纸的种类很多，
比如：窗花、喜花、礼花、剪纸图画、剪纸团花等。

有一天，妈妈和我一起去商店，她要一个窗花，我也要一个，
只见在商店里，有许多十二生肖的窗花，他们栩栩如生，惟
妙惟肖，真像活的一样。在里面，有胆小的老鼠，肥胖憨厚，
有凶猛的老虎、可爱活泼的小白兔，神气活现的龙，长长的
小蛇，奔驰的俊马，洁白温柔的小羊，机灵的猴子，漂亮的
公鸡，忠实的小狗和好吃懒做的猪。大精美了，他们是劳动
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

一回到家，我就看见门口贴着一张“福”字，我仔细观察，
发现它在一个圈中套着，象征着圆圆满满，两条鱼在旁边表
示年年有余，上面有竹子，表示竹报平安。剪纸艺术真神奇!

原来剪纸多么有意思。以后，我一定刻苦学习剪纸，创作出
自己独特的作品。



优爸点评：优爸今天在小作者的文章当中对剪纸有了不少了
解呢。小作者的文章结构清晰，过渡自然，字词的运用准确。
文章还给读者们展现了各式各样的剪纸窗花，凶猛的老虎、
可爱活泼的小白兔，神气活现的龙，奔驰的俊马等等，这都
是劳动人民流传下来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的
见证。小作者能对传统民俗有兴趣，愿意去学这项对空间思
维、创意要求很高的艺术，真的很难得!优爸可是很期待小作
者跟优爸分享更多的剪纸历史文化，更希望小作者能分享自
己的剪纸作品!

作者：郑高澎

公众号：优页作文选2

美术课剪纸故事教学反思篇六

在教学苏教版《姥姥的剪纸》时，我把难点和重点定为：感
受姥姥剪纸技艺高超，以及我与姥姥之间那份浓浓的亲情。

在确定了目标、重难点的基础上，本节课我将采用朗读感悟
法，让学生充分诵读课文，在读中感悟姥姥剪纸技艺高超，
以及我与姥姥之间那份浓浓的亲情，让情感在朗读和体验中
升华。

第一环节：初读文本，走近姥姥

播放剪纸的图片，配上高山流水的音乐，简介剪纸。导入：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姥姥剪纸技艺高超，这节课就
让我们跟随着作者再次走进姥姥的剪纸，去认识这位可亲可
敬的姥姥，重温那浓浓的祖孙亲情。

我通过图片再现姥姥的剪纸，让学生从剪纸图片中感受到姥
姥技艺的高超。抓住第1自然段的“都”字，抓住邻居的啧啧
赞叹声来让学生感受姥姥的剪纸技艺是多么的“神了”！再



通过姥姥摸黑剪出“喜鹊登枝”这件事，感受姥姥剪纸技艺
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通过理解“刁难、耍赖”等词感受
作者的顽皮和姥姥的爱孙之情。学生在朗读和感悟后，自然
而然地走进文本，认识了这位技艺高超、可亲可敬的姥姥。

第二环节：品读感悟，走进姥姥

让学生自由读7-12自然段，找出我与姥姥的对话，然后再利
用课件展示牛兔图让学生结合生活想象牛的勤劳、兔的顽皮，
看到图想到了什么，联系生活实际说说，最后抓住姥姥与作
者的对话进行朗读训练指导，一个对孙儿关爱有加的姥姥形
象生动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抓住两幅画面，进行朗读感悟、
想象，结合学生自己的生活实际，从而感受姥姥对“我”的
疼爱、呵护。

第三环节：读背结合，升华情感

通过抓词语“定定地”、“出神地”，读出姥姥内心又是希
望朝夕相处的孙儿能留在身旁，又想让孙儿去更广阔的田地
发展的矛盾心情。姥姥舐犊情深，对儿孙们是如此的牵挂深
深打动了作者，也使读者的内心也掀起了情感的波澜。

好的语言、动情的话语就应该让孩子能当堂积累下来，让学
生把课文段落背诵下来，这样既积累语言，有加深了学生对
文章思想内涵的领悟。

美术课剪纸故事教学反思篇七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什么剪纸，风筝呀・・・・・・不
计其数。我最爱剪纸了，我来给大家说说吧！

剪纸五彩缤纷，我知道如何剪，自己也剪得不错，是这么剪
的：把正方形纸对折为小正方形，然后再折一次，剪出喜欢
的`图案（要在连着的地方剪），这就基本完成了。



剪纸需要很多的技巧，只有用心、专心，才能把纸剪得生龙
活虎、栩栩如生。剪纸可以训练你的大脑，优化你的想象力，
让你的双手动起来吧！

剪纸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它需要我们把它宣传，并
发扬光大！

美术课剪纸故事教学反思篇八

我喜欢给孩子讲故事。一本绘本、一则小故事，只要有趣有
内涵，都是我的素材，我都会拿来讲给孩子们听。我觉得那
些生动有趣、积极健康的故事，不仅能使孩子受到良好的思
想品德教育，还有助于发展孩子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而且，我认为借助故事来说明一个道理、表达一种看法，能
使孩子更轻而易举地受到启发。我要给孩子讲故事，我的做
法是：

一、选择适合的故事

故事种类很多，但并不一定适合孩子听。我们应选择那些有
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故事来讲。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选材
也不一样，给二三岁的孩子讲，要选择那些主题明朗，爱憎
分明，情节简单，人物单一的故事，而给五六岁的孩子讲，
则要选择情节比较复杂、曲折的故事，否则，给小的讲复杂
的故事，他们听不懂，给大的讲简单的故事，对他们又没有
吸引力。

二、增加必要的肢体语言

给孩子讲故事时，身体语言是不可少的。因为孩子们的思维
是以形象思维为主，而在认识上也多是感性认识，所以当你
借助手势、表情、动作、眼神等身体语言表达故事意思时，
可以帮助孩子理解故事情节，增强印象，并给孩子一种亲切
感，因而你的故事也就更能受到孩子的欢迎。



三、引导孩子简单的复述

一个故事讲完了，可围绕故事给孩子提出几个问题。如：讲完
《老爷爷的帽子》这个故事，你可问孩子：“老爷爷把帽子
送给了谁？老爷爷为什么生病了”“小鸟看到老爷爷生病又
怎么想怎么做的？”……这样既能帮助孩子记忆故事情节，
锻炼思维能力，又可以使孩子开口，锻炼他的口语表达能力。
而当孩子对你讲的故事有了一定的记忆和理解之后，你就应
该让他自己试着讲述，忘了的地方给他提示，让他接着讲下
去，这样无疑会鼓励他讲故事的积极性，天长日久，这对孩
子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的提高，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美术课剪纸故事教学反思篇九

《风娃娃》是一篇童话故事，故事里的风娃娃既乖得可爱，
又傻得可爱。他想为大家做好事，以为做好事很容易，只要
有力气就行，结果把风筝吹跑，把人们晒的衣服吹跑了，还
折断了新栽的小树。

人们都责怪他，他还不知道为什么呢。课文结尾留给学生一
个问题，要让学生通过学习课文、思考后明白，做事情光有
好的愿望不行，还要看是不是真的对他人有用。

教学本课，我先由听风声谈感受导入，引起学生兴趣，再放
手让学生自学生字、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充分利用课
件，重点引导学生学习“风娃娃做好事”的部分。因此在课
堂上收获了更多精彩。这节课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低年级的语文课堂上，教师富有儿童化的语言能激发孩子阅
读的兴趣，让课堂活泼充满童趣。课堂中的及时评价对调控
教学、激励学生起到调节与导向的作用，学生能够从教师的
评价当中受到启发，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今天的语文课堂
上，我能做到教学语言儿童化，对学生的评价及时、准确而



丰富。

低年级阅读教学的重点之一就是引导学生正确的理解词句，
并有一定的积累。而低年级孩子年龄小，认知水平低，对课
文中一些含义深刻的句子，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为了突
破难点，我在教学中通过实物演示、结合图片等方式，让学
生较好地理解了词语。如在教学“断断续续”时，我先问学
生，你知道什么是断断续续吗？一名学生回答：“水有时有
有时没有的样子。”

“说得非常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断断续续地流。”
我说完，就用一次性杯子将水倒出，时断时续。通过这一演
示，学生加深了理解。对于现在的孩子理解“纤夫”“纤
绳”“号子”这些词还是有难度的，很多学生在预习中就提
出什么是“纤夫”。

于是我在课堂上就提出来，让学生先自己说，然后再出示插
图。另外“号子”一词，个别学生在预习时了解过一些，我
对孩子们进行了讲解。由于是第一课时教学，我花了较多的
时间让学生识字读词，也注意指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整堂课中重视学生朗读，让学生在读中积累词句。

形象生动的课文插图，内涵丰富深邃，如果就图讲图，学生
的想象便会受到插图内容的局限。借助插图，诵读语言文字，
想象其所表现的情景画面，产生共鸣，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

课文中第三自然段中讲到“纤夫们一边收起纤绳，一边感谢
风娃娃”，这是课文的一个补白点：“纤夫们是怎么感谢风
娃娃的？”而插图中纤夫们欢呼的样子也画得非常好。

因此我就让学生看看图说一说，纤夫们是怎么感谢风娃娃的？
孩子们仔细观察，有的说：“纤夫们在欢呼，在谢谢风娃娃。
”有的说：“多谢你，这样我们就轻松了。”



也有的说：“非常感谢你，有你的帮助，我们的船可以准时
到了。”……通过这一想象说话既让学生体会风娃娃给纤夫
们帮了很大的忙，也培养了孩子们的想象和说话能力。

这节课能做到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出发，设计教学环节；教学
过程中能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重视学生朗读，在
指导读正确流利的同时，让学生感情朗读，收效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