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美术装饰画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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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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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美术装饰画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是造型·表现领域，属于工艺制作，是学生比较喜欢的
课程内容，本课通过表现经典故事里的人物，让学生掌握立
体人物造型的技巧，尝试表现人物外貌和肢体动作特点。由
于本课是立体造型，特别是六年级学生具象表象的绘画思维
对表现泥塑有所抑制，学生会觉得自己制作出来的人物太粗
糙，太不像想要表现的人物，作业预期和实际效果的巨大差
异是学生觉得有制作有难度。

在教学过程中，先复习了有关泥塑的丰富的基本制作方法，
在欣赏艺术家的作品中，让学生思考这些泥塑生动在哪里，
从而分析出人物表达的形体、动作、表情（五官）的特征，
让学生明白只有对上面几方面的特征有所表现，那塑造的人
物才能生动。在欣赏过程中，同一人物的不同艺术家泥塑作
品的欣赏，使学生明确表现人物“更像”的方法，让学生建
立抓“特征”的思维意识，只要表现特征，那么人物自然
就“像”。艺术家的作品是那样的细致，那是长期作业的结
果，在给学生观看艺术家制作泥塑的过程，那学生就会明白，
在精致的泥塑作品都是从一块泥通过不断加工慢慢成形，最
后才变得精致，所以我们一节课时间虽然制作的人物显粗糙，
但同时也显得更加率真。

在把握人物特征的教学环节，通过几对人物照片的对比，学
生都能明确人物在体型。动作、表情（五官）特征，在学会
把握人物特征后，教师示范制作怪物史瑞克，同时在制作不
同部分时有意识的和奥特曼做形的对比，给学生慢慢呈现怪



物史瑞克各方面的特征，详实的示范、对比分析，使学生能
明确泥塑的制作步骤以及特征表现上的技巧，真实的过程给
学生莫大的鼓舞与自信。

在人物比例的把握上，则采用先捏制基本形体后加工的方法，
同时情调形的圆柱立体感，以避免学生制作的人物单薄无法
站立，因为有绘画方面的经验，学生基本能制作出比例较协
调的基本人形，泥任意的变形给动作表现上给学生广阔的空
间，除了手。脚的动作，身体的姿势的变化尤为重要，有了
腰部、头部的姿态，人物才能分外生动、形象。

在学生作业效果看，学生都能有意识的表现人物各方面的特
征，但在制作上还是缺乏一定的信心，学生往往会被约束在
局部的细节的表现上，整体的表现意识需要教学中适当渗透
教学。

六年级美术装饰画教学反思篇二

《拟人化的卡通》是六年级美术教材中的一节“造型.表现”
课，在教学过程中我主要从以下几个面进行考虑：

一、引导学生观察不同卡通形象的外部形态，让他们感受卡
通形象的结构特点，使他们对卡通形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在创作过程中针对其五官、身体、形态等特点通过夸张、拟
人化的手法，创作出富有情趣及创造性的卡通作品，体验卡
通形象的设计过程，提高绘画能力。

二、通过课件欣赏优秀的卡通作品，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习
惯和学习观察方法，提高对卡通作品的理解及审美能力。

三、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充分感受拟人化的卡通作品对于
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提高创作的兴趣。

教学中学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们通过书籍、dvd、电



脑以及游戏卡片等多种方式收集了大量的卡通图片，并通过
讨论、分析表达出对这些作品的感受。我通过示范给学生直
观的显示动物拟人化的变化过程：真实照片——写实绘画表
现——概括表现——夸张、拟人卡通形象，同时指导学生多
运用多向思维、求异思维、逆向思维、联想等思维方式开展
创作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创新，设计出美观、个性化的卡通
作品。很多同学将自己的书包、水壶、笔记本、钢笔等学习
或生活用品创作出来非常有趣的卡卡通形象。

1、学生设计的卡通形象单调，设计思路有局限。

2、学生创作中，拟人化的卡通形象不够巧妙显得比较呆板。

六年级美术装饰画教学反思篇三

1、绘画小手工遵循教材。无材料无法实施的找相关课件着重
来绘画。

2、着重收集与课本课程相关的视频。

3、注重传统文化的渗透。例如中秋、冬至、元旦手抄报的绘
制。

1、材料工具的欠缺。

2、一部分学生觉得美术课无关紧要也提不起兴趣。

3、教师只注重少数学生的培优，忽略大部分学生。

1、教师示范要到位。

2、加大手绘基础训练。

3、少部分学生写时能力可再提高。



六年级美术装饰画教学反思篇四

色彩的基本属性，所谓色彩“三要素”即：色相、明度、纯
度。它是决定画面色彩的主要原因。我们平时看到的色彩世
界，正是由于这三要素的变化与组合，形成了五彩斑斓的景
象。人们对色彩的不同感受与认识正是基于对这三要素的不
同认识。

色彩组合所产生的美感，离不开色彩的对比与调和。装饰色
彩常常和现实生活中的色彩不一样。虽然它源于自然，但不
是对自然色彩的复制。学生将学过的对比色知识，运用到对
装饰色彩的理解上，这样便会更好的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绘
画中。要注意培养自身的直觉敏感。然而，确始终以色彩原
理为基础的。

景物在光线的照射下会产生多种不同的色彩。小学美术以平
面色彩为主。但对学生的色彩感受要积极的给予肯定。

有人认为审美的知觉，就是一种情绪的知觉。对艺术作品的
理解，往往是从作品具有一定的情绪体验开始的。色彩的体
现更有说服力，在作画过程中，情绪对学习来说也是至关重
要的。艺术作品如何有感人作用，就在于它的吸引力，如何
把作画者引入，这就要求先调节自己的心态，稳定情绪。让
我们得去“喜欢”它。

六年级美术装饰画教学反思篇五

“家乡的小吃”是六年级美术新教材中的一课，它主要是激
发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了解传统的民间小吃，锻炼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我将游戏与美术教材有机整合，起到
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启迪智慧的火花，活跃思维...

“家乡的小吃”是六年级美术新教材中的一课，它主要是激
发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了解传统的民间小吃，锻炼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我将游戏与美术教材有机整合，起到
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启迪智慧的火花，活跃思维、训练技
能的作用。下面，我结合“家乡的小吃”一课的教学实践，
谈谈自己的点滴感想。

一、生活情境，置身愉悦环境。

创设游戏情境，让学生置身于一种愉快的易于接受的学习气
氛中。

“家乡的小吃”一课在一首歌曲中拉开了序幕。我先让学生
自己动脑想想东北民间小吃、欣赏小吃，讲讲做法，小吃的
小故事，让学生自己当厨师。此时课堂一下就变得情趣万千，
充满勃勃生机。

二、亲身体验，游戏贯穿始终。

重视实践，让游戏伴随着孩子们学习与活动是新课标的基本
理念。美术课的教学过程是学生实践、游戏的过程。在“对
号上菜”后我们进入主题制作“家乡的小吃”。他们在玩中
学、玩中体验着美术课的童趣、情趣、文化味之所在。

三、主动参与学习，互动其乐融融。

这个年龄的学生都喜欢议论，针对这一特点，在教学实践中
我尝试着把学生材料造型技能进行整合，作业的形式是举
办“美食展销会”。为了让学生能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到
活动中来，我请学生当起“美食品尝家”，如在小组合作、
集体合作玩“美食展销会”游戏时，让“美食品尝家”做出
公正判决。学生的情感在升华，起到了“师生互动、共同参
与”的效果，充分体现“现代课堂上让学生成为主体”的精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