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秦始皇陵兵马俑教学反思美术 秦始
皇陵兵马俑教学反思(汇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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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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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陵兵马俑教学反思美术篇一

因为班中几乎没有学生亲身游览过秦陵兵马俑，因此秦陵兵
马俑对他们来说比较陌生、遥远。课的开始，我就利用一段
影音录象拉近了学生与秦陵兵马俑的距离，使其身临其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让学生谈谈观后感，目的在于使
学生能整体地、初步地感知秦陵兵马俑的特点，为情感的激
发、深入的学习打下基础，做好铺垫。

在教学4.5小节时，我则利用媒体出示两个陶俑的图片，让学
生看看图片、读读这两节，并根据这两小节的内容来区分两
张图片上的陶俑各是什么俑？这一教学环节的`设计，不但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引导学生自主地去阅读、理
解4.5小节的写作方法。在理清了写作方法之后，我让学生进
行反复地、各种手段的朗读，先根据媒体出示引读描写外貌、
动作、神态的句子，然后请学生选择一个自身喜欢的陶俑，
读出自身的喜爱之情，使学生在反复朗读中了解写作方法，
感受兵马俑个性之鲜明。

而在学习课文第8节前，我设计了这样一段过渡语：“据说在
这么多兵马俑当中竟找不出两个神态完全一样的陶俑，不信，
请看课文第8节。”以此来引出第8节的内容，然后通过引读
排比句，再次感受兵马俑个性之鲜明。随后，我还设计了这
样一个练习：他们有的（动作、神态），好像（干什么）。



让学生结合课文内容，展开想象，学着作者的样子把兵马俑
的样子写具体。学生通过寻找、思考与重组，将作者的表达
化为了自身的表达。

语文是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工具，此一理念也应贯穿教学的
整个过程。因此整堂课的设计和教学我比较重视学生语言的
感悟、积累、迁移。特别是着意让学生通过对兵马俑规模宏
大和类型众多个性鲜明两个特点的理解和感悟，了解秦陵兵
马俑的历史价值，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美中不足的是没有让学生再深层地去读，进一步领悟到兵马
俑是古代劳动人民或者说是能工巧匠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因
此在最后一个环节学外国元首说说参观感言时，学生发言不
够踊跃，或许此时插入一段录像，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
情绪，将课堂气氛推向高潮，取得更好的效果。

秦始皇陵兵马俑教学反思美术篇二

本课的教学中我让孩子欣赏大量的图片，并且让去过的同学
谈感想。抓住宏大、壮观、表情、发式、服装、动作这些亮
点，将其串联起来，利用收集的大量图片资料辅助教学，产
生了很强的艺术冲击力，同时注重把握艺术品的细节的'欣赏，
让学生比较全面地了解古人的精美的手工艺，增强学生作为
中华后人的自豪感。

在教学中适时地借助语文的知识点，教给学生观察的方法，
达到相辅相成、互想促进的效果，自然、顺理成章，同时让
学生模仿兵马俑的动作进行表演也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

但由于只是这次课只是片段展示，所以在开课时时间把握得
不太好，同时在分析俑的分类时细化得也不够，稍显毛糙。
通过《兵马俑》这课的教学，我发现学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
睛，只是需要教师去引导，而教师的引导是建立在充分钻研



教材的基础上的，只有挖掘教材的深层次内容来才能引导学
生，吸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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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兵马俑教学反思美术篇三

本课的教学以审美为主线，抓住宏大、壮观、表情、发式、
服装、动作这些亮点，将其串联起来，利用收集的大量图片
资料辅助教学，产生了很强的艺术冲击力，同时注重把握艺
术品的细节的欣赏，让学生比较全面地了解古人的精美的手
工艺，增强学生作为中华后人的.自豪感。在教学中适时地借
助语文的知识点，教给学生观察的方法，达到相辅相成、互
想促进的效果，自然、顺理成章，同时让学生模仿兵马俑的
动作进行表演也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但由于只是
这次课只是片段展示，所以在开课时时间把握得不太好，同
时在分析俑的分类时细化得也不够，稍显毛糙。通过《兵马
俑》这课的教学，我发现学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只是需
要教师去引导，而教师的引导是建立在充分钻研教材的基础
上的，只有挖掘教材的深层次内容来才能引导学生，吸引学



生。

二完小

赵俊霖

秦始皇陵兵马俑教学反思美术篇四

因为班中几乎没有学生亲身游览过秦陵兵马俑，因此秦陵兵
马俑对他们来说比较陌生、遥远。课的开始，我就运用一段
影音录象拉近了学生与秦陵兵马俑的距离，使其身临其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让学生谈谈观后感，目的在于使
学生能整体地、初步地感知秦陵兵马俑的特点，为情感的激
发、深入的学习打下基础，做好铺垫。

在教学4、5小节时，我则运用媒体出示两个陶俑的图片，让
学生看看图片、读读这两节，并根据这两小节的内容来区分
两张图片上的陶俑各是什么俑?这一教学环节的设计，不但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引导学生自主地去阅读、理解4、
5小节的写作方法。在理清了写作方法之后，我让学生进行反
复地、各种手段的朗读，先根据媒体出示引读描写外貌、动
作、神态的句子，然后请学生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陶俑，读
出自己的喜爱之情，使学生在反复朗读中了解写作方法，感
受兵马俑个性之鲜明。

而在学习课文第8节前，我设计了这样一段过渡语：“据说在
这么多兵马俑当中竟找不出两个神态完全一样的陶俑，不信，
请看课文第8节。”以此来引出第8节的内容，然后通过引读
排比句，再次感受兵马俑个性之鲜明。随后，我还设计了这
样一个练习：他们有的(动作、神态)，好像(干什么)。让学
生结合课文内容，展开想象，学着作者的样子把兵马俑的样
子写具体。学生通过寻找、思考与重组，将作者的表达化为
了自己的表达。



语文是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工具，此一理念也应贯穿教学的
整个过程。因此整堂课的设计和教学我比较注重学生语言的
感悟、积累、迁移。特别是着意让学生通过对兵马俑规模宏
大和类型众多个性鲜明两个特点的理解和感悟，了解秦陵兵
马俑的历史价值，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美中不足的是没有让学生再深层地去读，进一步领悟到兵马
俑是古代劳动人民或者说是能工巧匠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所
以在最后一个环节学外国元首说说参观感言时，学生发言不
够踊跃，或许此时插入一段录像，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
的情绪，将课堂气氛推向高潮，取得更好的效果。

秦始皇陵兵马俑教学反思美术篇五

因为班中几乎没有学生亲身游览过秦陵兵马俑，因此秦陵兵
马俑对他们来说比拟陌生、遥远。课的开始，我就运用一段
影音录象拉近了学生与秦陵兵马俑的距离，使其身临其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让学生谈谈观后感，目的在于使
学生能整体地、初步地感知秦陵兵马俑的特点，为情感的激
发、深入的学习打下根底，做好铺垫。

在教学4、5小节时，我那么运用媒体出示两个陶俑的图片，
让学生看看图片、读读这两节，并根据这两小节的内容来区
分两张图片上的陶俑各是什么俑?这一教学环节的设计，不但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引导学生自主地去阅读、理
解4、5小节的写作方法。在理清了写作方法之后，我让学生
进行反复地、各种手段的朗读，先根据媒体出示引读描写外
貌、动作、神态的句子，然后请学生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陶
俑，读出自己的喜爱之情，使学生在反复朗读中了解写作方
法，感受兵马俑个性之鲜明。

而在学习课文第8节前，我设计了这样一段过渡语：“据说在
这么多兵马俑当中竟找不出两个神态完全一样的'陶俑，不信，
请看课文第8节。〞以此来引出第8节的内容，然后通过引读



排比句，再次感受兵马俑个性之鲜明。随后，我还设计了这
样一个练习：他们有的(动作、神态)，好似(干什么)。让学
生结合课文内容，展开想象，学着作者的样子把兵马俑的样
子写具体。学生通过寻找、思考与重组，将作者的表达化为
了自己的表达。

语文是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工具，此一理念也应贯穿教学的
整个过程。因此整堂课的设计和教学我比拟注重学生语言的
感悟、积累、迁移。特别是着意让学生通过对兵马俑规模宏
大和类型众多个性鲜明两个特点的理解和感悟，了解秦陵兵
马俑的历史价值，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美中缺乏的是没有让学生再深层地去读，进一步领悟到兵马
俑是古代劳动人民或者说是能工巧匠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所
以在最后一个环节学外国元首说说参观感言时，学生发言不
够踊跃，或许此时插入一段录像，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
的情绪，将课堂气氛推向高潮，取得更好的效果。

秦始皇陵兵马俑教学反思美术篇六

1.是对学生的引导所进行的问题设计要非常明确。今天课堂
之上，我让学生分小组讨论问题，学生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
都能够按照正确的指令来进行展开，我很高兴。这一点与其
说是我的细心，还不如说是李老师对我的及时点拨。这样的
细节在我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还要时时从学生的角度来考虑，
进一步提高问题的导向性。

2.是学生的表达能力也要训练。学生面对听课的教师，自然
是有些紧张，这也是人的正常反映，但是今天的这堂课，原
来一些很优秀的同学也不敢站起来回答问题了，说明了我在
平时的训练还是太少了，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总之，一节课已经上完了，但对一节课的反思还远远不止以
上这些，教无止境啊，自己除了要多反思外，还要向各位同



事们认真学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