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教学反思案例(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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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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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教学反思案例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在沙瓶上进行绘画，练习幼儿立体作画的能力。

2、回忆经验，巩固对迎春花、喇叭花等一些花的特征的了解。

活动准备：

1、活动前组织幼儿观察过各种各样的花。

2、幼儿有立体作画的经验。

3、沙瓶人手一份。

4、颜料、毛笔等若干。

活动过程：

一、谈话交流，引起兴趣。

师：“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季节(春季)?春天美不美?美在什
么地方呢?”

二、回忆经验，复习表述。



1、师：花园里的花真美丽，前几天，我们在花园里都看到了
哪些花呢?(蝴蝶花、迎春花、杜鹃花……)

2、师：我们前几天在花园里找到了许多花，有迎春花……老
师还给他们照了相呢。看!这是什么花?(绣球花、迎春
花……)

3、小结：我们刚才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花，它们有的`是紫色
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五颜六色的真漂亮。有
的花像球一样，有的像喇叭一样真好看。小朋友找到了各种
各样的花，可真高兴，可是有一只小蝴蝶不高兴了，你们知
道为什么吗?(幼儿猜想)

三、自主选择，创造表现

1、师：因为小蝴蝶的花园里什么也没有，所以想请小朋友帮
忙，帮忙装饰花园，让它的花园比别人还漂亮。

2、介绍材料与操作要求。

3、幼儿操作，教师观察。

四、鼓励交流、体验情感。

师：今天我们帮助小蝴蝶画出了这么美的花园，小蝴蝶可高
兴啦!让我们一起把自己设计的花园布置在“青青草原”，让
更多的朋友来参观我们的美丽花园!

活动反思：

整个活动环节自然相扣，主线清晰，幼儿不仅对我们美丽的
家乡(中国)有了较全面清晰的认知和了解，同时通过教师对
灾区情况的介绍，让幼儿对灾区小朋友的学习、生活情况有
了进一步的了解，并激发了幼儿同情心及博大的爱心，记住



在这次地震中遇难的亲人和同胞，记住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
线的解放军叔叔、医生护士、广大的志愿者，树立长大后建
设我们美丽家园的决心。

美术教学反思案例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不同形状的楼房，感知房子有高有低;有尖有圆
等不同的形状。

2、让孩子学习如何观察事物顺序的方法。

活动准备：

不同形状、大小和颜色的各种图形的'蜡光纸若干。胶水、白
纸人手一份。各种不同楼房图片。

活动过程：

1、出示楼房图片引导幼儿由上下、左右、前后等方位去观察
楼房的形状。

――有的房子是一排排的;矮矮的;房顶都是三角形的等特征。

――有的房子前后、左右的高矮不同，房顶的形状也不一样。
是高楼大厦等。

2、教师出示不同大小、形状、颜色的图形提问：谁能用这些
图形拼出你认为最漂亮的房子。鼓励幼儿大胆开展想象。

3、教师请幼儿上来拼贴，并说说自己拼了一间什么房子。

4、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巡视时及时表扬有进步和有创意的幼儿，并激发其他幼
儿的积极性。

活动结束：

展示幼儿作品，教师进行综合评价。让幼儿把作品贴在后面
的墙上，展示幼儿的作品并邀请家长一起来欣赏，相互交流。

活动反思：

“三人行必有我师”，孩子也是我的老师。孩子们看待事物
不同的角度的视角，以及他们拥有的天马行空丰富的想象力，
让我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丢失的童趣有着深刻的反省。今后的
自己将会让自己慢慢找回曾经的遗失。在课堂上我大致画出
房子的轮廓，有的孩子根据自己的想法画得很独特而有些就
完完全全的跟着黑板上的描绘出来。前者收获的肯定是快乐
多一些，而后者的情况总有一天会对绘画不感兴趣。对于不
同情况我对此也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因此我在课堂上将会
把更多的耐心更多的鼓励倾洒向孩子们。他们也一定会更加
出色。

美术教学反思案例篇三

活动目标：

1、通过走迷宫游戏，引导幼儿大胆用手指画出迷宫的线路图。

2、巩固认识红、黄蓝绿四种颜色，鼓励幼儿大胆选用自己喜
欢的颜色作画。

活动准备：

有色浆糊、转印纸、刷子、泥工板等



活动过程：

一、预热阶段：

游戏：走迷宫(事先用绳子在场地上设置好迷宫)

师：小朋友，你们玩过迷宫吗?我们一起去走迷宫吧。

幼儿一个跟着一个走迷宫，教师边走边唱：走、走、走走走，
我们一个跟一个，走、走、走走走，一块儿走迷宫。

提问：刚才我们走的迷宫是怎样的?

小结：迷宫长长的，绕来绕去真好玩。

二、图形刺激：

1、动态演示：逐一介绍材料――造迷宫(刷)――走迷宫(用
手指画)――玩迷宫(转印)。

造迷宫：要刷得满满的;

走迷宫：要长长的，绕来绕去，不能断，可以边走边请幼儿
说说来到了那里;

玩迷宫：转印时提醒幼儿每一个地方都抹到。

2、幼儿体验：徒手画迷宫。

出示小红马，“小红马也想来玩一玩这座特别的迷宫，你们
愿意带它一起玩马?”幼儿徒手画迷宫，体验迷宫连续不断的
感觉。

三创造表现：



1、提出作画要求：先刷再用手指画最后转印;可以造单色的
迷宫，也可以造彩色的迷宫。

2、幼儿创作好玩的迷宫，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

四、作品赏析：

展示幼儿作品，幼儿找一个动物朋友走迷宫。

活动反思：

走迷宫能有效地提高幼儿的有意注意和空间智能，帮助幼儿
学会整体观察、全方位思考，培养幼儿逆向思维能力及沉着
冷静、敢于挑战的品质等。

美术教学反思案例篇四

提起夏天，我们常常想到的是炙热的阳光和流不完的汗水，
但是孩子们可有着不同的感受。对小朋友来说，夏天，是可
以尽情享受冰激凌的时候，是可以泡在游泳池里玩水消暑的
时候，还有那么多知了在树上唱着动听的歌。因此，我们设
计了《我爱夏天》这一主题，和幼儿一起到大自然中去倾听
夏天的天籁之音，了解夏天并激发爱夏天的情感，充分享受
夏天的特别时光。

1、情感目标：通过亲身感受，了解夏天并激发爱夏天的情感。

2、态度目标：通过游戏、手工操作，使幼儿在快活中获得知
识。

3、能力目标：学会怎样避暑，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4、知识目标：了解夏天到来时生活中的变化。



5、技能目标：懂得夏季外出及高温时的自我保护技能。

1、了解夏天的季节特征。

2、掌握夏天防暑的小常识。

3、感受夏天的美好。

做好夏令营准备，如带好水壶、太阳帽等。

1、激发幼儿活动兴趣，明确外出的活动内容和要求。

2、引导幼儿观察夏天的各种事物，并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

3、夏令营过程中掌握并运用防暑防晒常识。

4、到大自然中去倾听夏天的天籁之音，感受夏天的美好。

5、活动结束，举行“我眼中的夏天”座谈会。

1、掌握故事内容。

2、了解夏天常见的动植物3、体验故事所表现的夏天的美好
意境。

故事图片。

1、倾听故事，了解故事内容。

2、说说故事中的角色及主要内容3、知道夏天常见的动植物。

4、幼儿拿纸偶讲述故事。

5、讨论：蟋蟀在夏天感受到的快乐合资既有什么不一样。



6、说说自己的快乐夏天，并画下来。

1、了解荷花的生长过程。

2、能利用彩泥进行制作。

3、萌发对荷花的喜爱之情。

观赏荷花；彩纸、剪刀、胶棒等。

1、回忆观察过的荷花是什么样的。

2、观看荷花图，介绍荷花生长过程。

3、谈话：荷叶是什么样的及荷花的颜色和花瓣形状。

4、讨论：如何制作荷花。

5、开始制作，引导幼儿将花瓣呈现立体感。

6、作品展示，大家互评。

1、了解夏季不同昆虫的特点。

2、能说出夏季昆虫的名称及生活习性。

3、萌发对夏日的喜爱。活动准备：各种昆虫及标本、挂图。

1、讨论：夏天都有哪些昆虫？

2、观看电脑资料，了解夏季昆虫的种类及特点。

3、总结昆虫的特点，并能进行区别。

4、绘画：《夏天的昆虫》。



从执教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自己在课堂上的组织语言还有待
加强，如何让孩子对你的提问或是小结能更好的明白、理解，
是自己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术教学反思案例篇五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尝试用手型进行绘画，指导幼儿依据手型进行绘
画。

2.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和创造力。

活动准备：

油画棒、绘画纸、图片

活动过程：

一、激发幼儿兴趣

二、幼儿尝试手型画的画法

(一)今天呢老师就教大家用手的形状来画一幅画首先呢，请
幼儿欣赏老师的范画，启发幼儿大胆想象，提问幼儿：这些
画是用手部分来进行绘画的吗?“引导幼儿进行观察，明确以
手型进行联想绘画。

(二)师小结：先把自己变换的手型放在纸上不动，再用握笔
的手沿手的外型轮廓画，画出的图案就叫手型画，然后再根
据你画出的图案进行添画。

三、幼儿尝试创作手型画(老师提绘画要求)



(一)先变换手型，再根据你画的手来添画涂色。

(二)鼓励幼儿自己动脑筋，大胆画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图案。

四、作品展示和评价

(一)教师引导幼儿围绕重点难点来进行评价。

(二)根据幼儿的构图、布局、线条、色彩进行评价。

(三)幼儿把自己的作品展示在画墙上。

活动反思：

此活动设计的最大优点是：教师能较好地把握培养幼儿创造
力与提高幼儿美术技能的关系，既给幼儿留有较大的想象创
造空间，又能帮助幼儿解决绘画技能上的难点。

开始部分，通过欣赏作品和手形变化游戏，激发幼儿的创作
欲望，帮助幼儿积累创作素材。

中间部分，教师抓住了如何“将幼儿的想象通过绘画形式表
现出来”这个重难点。在方法上，把传统的教师示范，改为
幼儿创造的启发式、讨论式、在手段上，充分发挥多媒体计
算机辅助教学的优势，将幼儿的想象以动感的画面展示，为
幼儿提供了更多的观察、比较、判断的机会，找准了由手形
添上什么变成什么这一技能上的关键，突破了教学的难点，
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结束部分，利用视频转换仪，将幼儿的作品展示在同伴面前，
便于幼儿参与评价，促进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