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色彩的明与暗美术反思 春雨的色彩
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色彩的明与暗美术反思篇一

《春雨的色彩》是一篇语言优美，充满诗意的课文。讲的是
春雨沙沙沙的下，三只小鸟在争论一个有趣的问题：春雨到
底是什么颜色的。“春雨是绿色的，春雨落到草地上，草就
绿了。春雨淋到柳树上，柳枝也绿了。”“春雨的是红色的，
春雨洒在桃树上，桃花红了。春雨滴在杜鹃丛中，杜鹃花也
红了。”“春雨是黄色的，春雨落在油菜地里，油菜花黄了。
春雨落在蒲公英上，蒲公英花也黄了。”

多么恬美的意境，多么令人遐想联翩呀!学完这篇课文，孩子
们沉浸在那对春天的想象中，从他们的小嘴里迸发出许多优
美的词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课堂上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是教师的任务之一。我利用一幅春雨图质疑(老
师不知给图画中的春雨涂上什么颜色，你们认为春雨是什么
颜色呢，让学生展开想像畅所欲言)将学生引入情境，自然引
出课题。

在识字教学中，我把学习的权利充分还给孩子，采用了多种
识字方法，如：自由认读、同桌互读、小老师带读、齐读。
放手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生字，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认识
生字，由扶到放，反复认读、巩固识字。为活跃课堂气氛，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利用“小动物找家”的游戏，来巩



固识字，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朗读是小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途径，在教学《春雨的色彩》
一课时，我针对学生年龄特点，采用在情境中读、自由读、
分角色读、齐读等读书方式，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春雨的颜
色，春雨的形象，春雨给大地带来的变化，引导学生边读边
体会春雨的轻柔、细小，体会大自然的神奇、美丽。让学生
在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另外，关于春天的歌曲有很多，在学习课文的过程当中，学
生们都会产生思想共鸣，我提示他们，你们谁能唱一首关于
春天的歌曲呀?其中一个女同学站起来说：“老师，我会唱春
天在哪里。”下面的同学看着我，几个孩子已毫无顾及地哼
唱起来。看者孩子们跃跃欲试的样子，我笑了。她的精彩表
演使大家的情绪空前高涨。而后孩子们一起唱，配上动作，
边歌边舞。“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
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
鹂……”天真稚气的歌声在教室里回荡，讲台上站满了一群
手舞足蹈、兴致昂然的孩子，当然还包括我这个老师，多么
欢快的时光呀!

春雨，像春姑娘纺出的线，轻轻地落到地上，沙沙沙，沙沙
沙……

田野里，一群小鸟正在争论一个有趣的问题：春雨到底是什
么颜色的?

小燕子说：“春雨是绿色的。你们瞧，春雨落到草地上，草
就绿了。春雨淋在柳树上，柳枝也绿了。”

麻雀说：“不对，春雨是红色的。你们瞧，春雨洒在桃树上，
桃花红了。春雨滴在杜鹃丛中，杜鹃花也红了。”

小黄莺说：“不对，不对，春雨是黄色的。你们看，春雨落



在油菜地里，油菜花黄了。春雨落在蒲公英上，蒲公英花也
黄了。”

春雨听了大家的争论，下得更欢了，沙沙沙，沙沙沙……

色彩的明与暗美术反思篇二

《春雨的色彩》是一篇优美的童话故事。优美的语言，富有
诗意的课文，令人遐想联翩。故事中，小燕子、麻雀、小黄
莺争论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身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让学生带着这个问题感受课文中蕴含着的道理
和情感，凭借课文展开想象，并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激发
学生探究大自然的奥秘。

在教学这一课时，我先让学生自己质疑、问难，说说读懂了
什么，还有哪些问题不明白。之后，我进一步把课内知识拓
展：“同学们，让我们也走进蒙蒙春雨中，加入小鸟们的争
论中吧！你认为春雨是什么颜色的？”话音刚落，教室里马
上沸腾了起来，开始了七嘴八舌的讨论。李戈同学说：“春
雨是紫色的，因为春雨落在紫丁香上，紫丁香花就变紫
了。”吕向林说：“春雨是白色的，因为春雨淋在梨树上，
梨花就变白了。”忽然，梁永辰同学大声说：“春雨应该是
无色透明的。因为我们看到的雨水都是没有颜色的”。一石
激起千层浪，立刻有同学质疑：“既然春雨是无色的，那么
小鸟们怎么争论春雨的颜色呢？”我说：“同学们这就是大
自然的奥秘！什么奥秘呢？”李灵鹤翔沉思了片刻，
说：“春雨的色彩，是春雨洒在植物上，各种植物发生的变
化。”

想不到我说的一句抛砖引玉的话，使同学们争论那么激烈，
又那么富有独到见解！我感到很满意，因为我并没有讲解，
但是学生已经正确理解了课文的主旨。学生们各抒己见、主
动发展，这不正是我们的新课程理念的生动体现吗？春雨是
什么颜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们已经能从大自然中找到



答案了。

看到孩子们意犹未尽，我想，何不让孩子们续编课文呢，或
许他们会给我一份意外的惊喜。于是我说：“春天是一首优
美的诗，春天是一首动听的歌，春天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
事。同学们，你能把《春雨的色彩》继续讲下去吗？一分钟，
二分钟……四分钟过去了，没有人发言，我焦急而又耐心的
等待着、期盼着。终于，司泽坤站起来，她是这样编的：黄
鹂鸟飞来了，听了大家的争论，说：“春雨是蓝色的，你看，
雨过天晴，天空更蓝了。”接着，又有一个同学站起来：百
鸟之王孔雀飞来了，她说：“春雨是透明的、没有颜色的。
你们说的颜色，是春雨给万物带来的变化。”……同学们继
续编着：“春雨听了大家的议论，下得更欢了。不久，春雨
编织了一个万紫千红的世界。……”

一节课不知不觉就结束了，课后孩子们还在讲着春天的故事。
我感到欣喜、激动。

色彩的明与暗美术反思篇三

《春雨的色彩》这篇课文的主旨是让学生了解春雨给大自然
带来的变化。首先上课前两天我就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公
园、到大自然中去寻找春天的足迹，增加自己对春天的认识
和体会。我在教学中先让学生质疑问难，说说读懂了什么，
还有哪些问题不明白。之后，我把课内知识拓展：“我们也
走进蒙蒙春雨中加入小鸟的讨论，你认为春雨是什么颜色
的？”话音刚落，教室里马上沸腾起来，大家联系生活中的
见闻，开始了七嘴八舌的讨论。有的'说春雨是紫色的，因为
春雨落在紫丁香上，紫丁花就变紫了。还有的说春雨是白色
的，因为春雨滴在梨花上，梨花就变白了。这时有个学生大
声说：“春雨应该是无色透明的，因为我们平时看到的雨水
就是无色透明的。”“那小鸟为什么要争论春雨是什么颜色
的呢？”又有学生发问。马上有个学生站起来说：“我知道
了，春雨本来是无色的，小鸟们所说的春雨的色彩是春雨滴



在各种植物上，各种植物发生的变化。”

我感到很高偿，因为我并没有讲解，但学生已经理解了课文
的主旨。学生们各抒己见，主动发展，这不正是新课程理念
的生动体现吗？春雨是什么颜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们
已经能从大自然中找到答案了。

色彩的明与暗美术反思篇四

《春雨的色彩》是一篇语言优美，充满诗意的课文。讲的是
春雨沙沙沙的下，三只小鸟在争论一个有趣的问题：春雨到
底是什么颜色的。“春雨是绿色的，春雨落到草地上，草就
绿了。春雨淋到柳树上，柳枝也绿了。”“春雨的是红色的，
春雨洒在桃树上，桃花红了。春雨滴在杜鹃丛中，杜鹃花也
红了。”“春雨是黄色的，春雨落在油菜地里，油菜花黄了。
春雨落在蒲公英上，蒲公英花也黄了。”

学完这篇课文，孩子们沉浸在那对春天的想象中，从他们的
嘴里迸发出许多优美的词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课堂上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是教师的任务之一。我利用一幅春雨图质疑,将
学生引入情境，自然引出课题。

在识字教学中，我把学习的权利充分还给孩子，采用了多种
识字方法，如：自由认读、同桌互读、小老师带读、齐读。
放手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生字，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认识
生字，由扶到放，反复认读、巩固识字。为活跃课堂气氛，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利用“小动物找家”的游戏，来巩
固识字，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朗读是小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途径，在教学《春雨的色彩》
一课时，我针对学生年龄特点，采用在情境中读、自由读、
分角色读、齐读等读书方式，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春雨的颜



色，春雨的形象，春雨给大地带来的变化，引导学生边读边
体会春雨的轻柔、细小，体会大自然的'神奇、美丽。让学生
在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另外，关于春天的歌曲有很多，在学习课文的过程当中，学
生们都会产生思想共鸣，我激发并鼓励他们和大家分享，这
使课堂变得趣味十足。之后让我感悟到，课堂教学不应当是
一个封闭系统，更应该让孩子全身心投入进来。我想，这样
的课堂会使我们的孩子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使我们的语文
教学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智慧。

《春雨的色彩》教学反思

《春雨的色彩》是一篇语言优美，充满诗意的课文。故事中，
小燕子、麻雀、小黄莺争论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的。这个问
题的答案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让学生感受春雨给大地带来
的变化。凭借课文展开想象，并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课文
上完后，我觉得以下几个方面做得不错。

识字写字是一年级的教学重点，学生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
已经掌握了一些自主识字的方法，通过自学、小组同学合作
交流等方式能够学好生字。在本课的识字教学中，首先是出
示带拼音的生字，学生自由拼读、齐读后去拼音读，然后同
桌合作，互读并介绍识字的方法，最后引导学生说说从这些
生字中发现了什么？如“淋、洒、滴、油”都带三点
水；“线、论、颜、淋、洒、滴、油、欢”都是左右结构的
字，等等。放手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生字，在具体的语言
环境中认识生字，由扶到放，反复认读、巩固识字，使学生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识字。

本课写春雨“落”下来，却用了不同的动词：落、淋、洒、
滴。先让学生找到这几个词，板书到黑板，学生很快发现这
几个字都是三点水，说明跟水有关，接着老师引导他们发现
作者表达同一个意思，却用了不同的词语，虽然孩子们不一



定很深刻的理解，但最起码，会注意到用词的准确，丰富。
我想，万丈高楼平地起，这就算是写作教学的一个小小的前
奏吧。培养学生的语感，从点滴做起。

故事中，小燕子、麻雀、小黄莺争论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他们回答的句式是一样的，因此，在让孩子们充分读的基础
上，也让他们围绕“你认为春雨是什么颜色的？”这个问题，
仿照课文中的句式来说一说。屏幕出示句式，学生仿说：春
雨是。你们瞧，春雨（）在（），（）。这个练习，帮助学
生用规范的语言进行表达，既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同时进
行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语感的培养。

这节课学生的表现，对课文的理解，都让我感到欣慰，开始
认为春雨是无色的，到最后都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发现春雨
是五颜六色的，给大地带来了万紫千红，生机勃勃的景象。
但是本课在有感情的朗读方面做得不到位，可能是刚刚开学
的愿意吧，今后要加强训练。

色彩的明与暗美术反思篇五

在教完了六年级美术课《色彩的调和》一课后。我想本节课
我围绕“让学生学习色彩调和的方法，感受色彩的变化，感
受色彩调和的知识，体会色彩调和带来的美感”。在教学过
程中，我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学习，激发学生积极思考，
从而提高学生的色彩审美的感受能力。在引导学生学习时，
我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从初步感受到了解定义，分析方法，
自主研究，到最后的练习色彩调和画，难度逐步加深，让学
生掌握了色彩调和的方法。比较好的完成了我的教学任务。

此外，我在课堂上还很注意学生发言后的评价。卡耐基曾说：
“使一个人发挥最大的能力的方法是赞美和鼓励。”老师对
学生的鼓励的话语，满意的微笑。赞许的眼神，默许的点头，
使学生感到老师的器重，关切和敬佩，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使整个课堂教学气氛和谐愉悦。让学生在轻松的课堂中学习，



培养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回顾整堂课，目标还是有落实的，不足之处是我在引导学生
欣赏评述环节耗时还是多了些，以至影响到后面学生的创作
实践时间较紧，学生没办法较多的完成作业，造成后面讲评
作业时作业方法单一，希望在今后的教学环节的设计和教学
上还应更加紧凑简洁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