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脑简笔画教学反思 简笔画人教学反
思(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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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简笔画教学反思篇一

一、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小猫简笔画提高学生的夸张概括能力。

2、学生一个人的方式参与美术活动，表达了自己的情感。

3、让学生懂得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学会用夸张概括的笔法画小猫。

教学难点：通过学习让学生知道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热爱
大自然。

三、教具准备：

课件

四、学具准备：

有关动物的图片或文字资料。铅笔、水彩笔、画纸等。



五、教学过程：

（一）创设问题情景：

师：同学们，你们都喜欢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小动物吗？

师：那么，谁能说说你都见过哪些种小动物呀？

师：你们说得很好，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种动物的简笔画。

（二）游戏表演、自主探究学习环节：

1、师：（提问）谁知道捉老鼠的能手是谁？

师：对，是小猫，请学生来模仿猫是怎么叫的。

课件出示猫的.图片，教师和学生一起找出猫的特点。

师：请同学们先仔细观察一下，再分组练习用简笔画的方法
画一只猫。

3、请学生讨论：

猫最爱吃的都有什么。

师：猫当然是爱吃鱼了呀，看这就是鱼（出示鱼的图片），
鱼的特点是什么呀？

师：请学生来模仿鱼是怎么游泳的，老师来点评一下。

师：请学生结合老师前面教过的画鱼方法自己画上鱼。

（三）独立拓展练习环节：

1、学生自己练习画简笔画。



2、为自己喜欢的动物画一个自己的家。

3、教师巡回辅导学生完成作业。

（四）课堂总结：

1、教师作本节课的小结引出本节课的教学理念：动物和我们
是好朋友。要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爱护自然，维护生态平
衡。

2、由游戏模仿可爱的动物来结束本节课。

电脑简笔画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教会学生画一些日常能见到的人和物的简笔画，有助于学
生对身边事物的形状的认知

2.加深学生对颜色的掌控

3.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

教学重点：

画得最大限度地相似

教学难点：

1.学生的握笔

2.对形状的认知

3.对颜色的辨别



教学准备：1.铅笔

2.有颜色的画笔（每人一筒）

3.画画簿（每人一本）

4.打印一些示例图片（自行解决）

教学过程：

1、跟学生互动认识

2、教学生画画的时候，如何握笔和动笔？

3、提问学生画笔的颜色，让学生举手回答

4、开始教学生画简笔画

1）给学生展示图片

2）在黑板上示范，并让学生一步步地跟着画

3）最后让学生自行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4）写上今天的日期

5、最后总结陈词

电脑简笔画教学反思篇三

简笔画与古诗教学

甘州区青年东街小学王玉琴

古诗教学历来是阅读教学的一大难点。而简笔画的自如适时



运用，则不失为古诗教学的一种好方法。

一、简笔画的运用，有助于领略诗情。所谓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由于古诗内容的时空跨度太大，加之学生的阅历又太
浅，他们很难体会诗中的意境，很难心同此情，意同此理。
而简笔画的运用，则使诗词内容具体化、形象化。图文并举，
入情入境，缩短了学生生活与诗词内容的时空距离。在充分
感知的基础上，加深对诗意的理解、诗情的品位。于是，诗
句背后的诗味和意蕴，就在视觉的召唤和引导下，喷涌而起、
一泻千里。如学习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时，学生通过欣
赏图画，真实的再现了王维与元二在蒙蒙细雨下惜别的感人
画面。由于画面的出现，学生结合诵读诗句，很自然的明白
了前两句勾勒了一幅春雨离别图。在充分感知的基础上，学
生自然的产生了无穷的遐想。我又抓住这个契机，让学生模
拟表演，再现当时分别的情境，使学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诗
人与友人依依惜别之情。如右图：

二、简笔画的运用，有助于化繁为简。简笔画的运用，可以
有效地调动学生的`思维，使复杂模糊的思路一下子明朗化。
如学习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时，学生通过观赏
图画很自然的弄明白了孟浩然的辞别之地及到达之地。并且
再现情境、引发联想。画面上江水浩浩荡荡，一只小船愈行
愈远，唯有诗人伫立在江边远眺，心中惆怅之情更是溢于言
表。在这里简笔画起到了化繁为简的作用，大大提高了课堂
效率。如图：

三、简笔画的运用，有助于学生提高背诵速度。如果学生只
是单纯机械的吟诵，则速度太慢，而且不太牢固。反之，简
笔画则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就可以化抽象为形象，
大大提高识记速度，增强牢固性，如学习李白的《独坐敬亭
山》时，我让同学们充分朗读后，迅速勾勒出一副图画，并
要求他们在理解诗意后，借助图画背诵古诗，结果，学生在
很短的时间里背会了古诗，而且记得很牢固。如右图：



总之，简笔画在古诗教学中，对于帮助学生在理解字词、诗
境，对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抽象
的思维变为具体的感知，都有它的积极的作用。我们如果适
时运用简笔画这一手段，将会在古诗教学中收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更好地为学生架设了形象思维至理性思维的桥梁。

电脑简笔画教学反思篇四

在欣赏铅笔画之前，我们先来了解铅笔画创作的主要工
具――铅笔。提起铅笔，我们都再熟悉不过，在中国的普及
率也远高于毛笔，可是对于书画创作铅笔远不及毛笔应用广
泛，这也是国画常见铅笔画不常见的缘故。今天使用的木质
铅笔，是由美国木匠威廉・门罗于18发明的，至今有两百年
的历史了。铅笔型号的区分主要是依据笔芯的硬度和石墨的
份量，一般硬度越高，颜色越淡，石墨含量越高，颜色越浓。

许亚飞创作铅笔画，一般采用2b类铅笔，这类铅笔笔芯相对
较软，适合各类绘画创作。他在长年的书画创作中，摸索出
铅笔画创作的一套规律，仅仅通过改变笔尖力度就可以表达
不同色调，并表现出层次、远近的细节和形态，看似简单，
实则是奥妙无穷，如同中国的太极拳，功夫高手往往能以静
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他的铅笔画是其二十多年功力
的体现。在此我们对许亚飞铅笔画主要
从“道”、“真”、“美”三个维度去欣赏和剖析。

关于“道”的艺术

书画艺术创作基本可分三个层次，“技”、“艺”和“道”，
一般初学绘画者，比如练习素描基本功，即是技的层面，主
要是掌握基本的运笔技巧和绘画技能；第二层面是艺的层面，
长年累月，熟能生巧，有一定审美情趣，带给人们愉悦；第
三层面是道的层面，其作品包含极其深厚的功力，蕴涵独特
的人文精神和深邃的哲学思想，达到这种境界即为开宗立派，
成为一代大师级人物，比如西方的毕加索、中国的齐白石。



伏羲氏上观天象，下察地理，悟出中国本土的思想的源
头――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地
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许亚飞的铅笔画，通过黑白艺
术展示人间万象，通过阴阳之道呈现自然和谐。我们知道“精
（阳）、气（太极）、神（阴）”是人体三宝，在他看来也
是创作铅笔画的精髓和奥秘所在，朴素的铅笔画展现天地自
然，生生不息，以方寸之间，展万千气象，生机无限。

电脑简笔画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反思一直以来是教师提高个人业务水平的一种有效手段，
下面是关于《简笔画人》教学反思  的内容，欢迎阅读！

通过一年级新课程、新教材美术教学实践，如何让参与学习
成为学生真正的自我需要， “激发兴趣、自主参与”教学策
略研究成了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上一年级美术《简
笔画人》这一课中我是这样来设计的：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能发现动态人物的躯干和四肢的动作与变化

2.能抓住人物动作的基本形状特征，用椭圆和直线画出运动
中的人。

3.初步感受如何画出人物的动感及韵律。体会简笔画人的乐
趣

教学重点：学生学会用简笔画的形式表现人物。

教学难点：运动中的人物，躯干和四肢会有变化。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今天，你们的课前准备做得非常好，老师奖励你们看一段
动画片。（师播放“火柴人”动画，学生欣赏。）

2、学生看后，老师提问：这个动画片和我们平时看的动画片
中有何不同呢？（请学生回答）谢谢你告诉我（奖励奖品）。

3、那你们看这些人物的画法是不是和这里一样的呢？（课件
出示简笔画人物画，学生欣赏。）谁愿意告诉我这些人物是
怎样表现出来的？（由小圈圈和长短不一的线条组成），由
此导入课题———简笔画人。（课件出示课题《简笔画人》
及其特点：头部用小圈圈来表示，身躯和四肢用长短不一的
线条来表示。）

二、尝试表现

1、请同学们看到书本p34自己学习简笔画人的作画步骤。

2、你们能自己照看书本上的步骤尝试用简笔画的方法画画人
吗？（学生开始初步尝试简笔画人）

3、我请一个人来说说你是怎么画的。（学生回答）

4、老师小结作画步骤。（课件出示动画“简笔画人”步骤：
先画头部，再画身躯，接着画四肢。）真棒，有电脑那么聪
明。

5、你们想不想挑战电脑，看是不是比电脑更快呢？（出示课
件）请你们在电脑出示的人物图片消失前将它用简笔画人的
方法画出来。

三、自主表现



（课件出示作业要求）请一、三、五、七组的同学站在空行
里做动作，二、四、六、八组的人用简笔画人的方法画一画
你左手边的人。我没叫停之前不能停止下来，做完一个动作
画完，要再继续做，一直到我叫停为止。叫停后，请你们交
换角色，做动作的人画，画的人做动作。

四、总结下课

同学们，我们今天开不开心，你们表演得太好了，画的人也
是画得活灵活现。其实我们今天学的用简笔画的方法画出来
的人有一个专用词，想知道是什么吗？周老师下节课来告诉
你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一、导入

我初步的设想是课件出示一些简笔画人物的图片，让学生与
以前画的人物作比较，由此导入到新课。试了一节课后我发
现，虽然能够顺利地导入到下一环节，但是学生没有眼前一
亮的感觉，并没有被这儿副画深深地吸引住。进入一年级不
久的学生本就还带有许多学前班时的习惯，课前准备难以做
到很安静，于是，我上网搜索了下看是否有简笔画人的动画
片，要找到合适的动画还真是不容易。经过不断地剪接修改，
最终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长短刚好合适、内容也健康但又能
达到预期效果的约两分钟的动画。学生的眼球一下子吸引过
来，激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尝试表现：

在前段的自学、总结作画步骤过程中，我都是以学生为主体，
让学生自我发现，我只是做引导作用。这一过程都还不错。
为了让学生积极参与，我本设计请一学生上台做动作，一人
在黑板上画，其它学生在下面猜的游戏。在试课的过程中，
问题出现了，有一个学生的反应较慢，没有我想的那么快，
以致于下面的学生没事可做，课堂就出现一片混乱。于是我



就改变策略，让每一个学生都跟着课件上出示的动态人物来
画，还限制他们画的时间。这样一改，效果就大不同了，每
个学生都有活干，而且还要有速度，这使得学生都无暇做其
它的小动作。当我发现图片刚出来时，有个别学生去评价这
张图片，我就说一句“电脑听到有声音时，图片就消失得越
快”。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但是学生信以为真了，没发出
一点声音。这么简短的一句话起到了很好地组织课堂的作用。
在后阶段的重点部份，我总觉得有一点卡住了，不是很流畅。
在我备课的时候，没有细致地去组织语言，导致有点含糊不
清。在初次尝试作业展示时，有点太仓促，只是展示了两个
人的作业。如果每位学生在自己的作业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那我在展示的时候，学生的成就感会更好，这节课上学生的
积极性会更高些。

三、自主表现：

在这一阶段中，原本设计四人分一小组，组内成员轮流做动
作，其它三人画的检测过程。我没有想到学生的表演欲是这
般地强烈，每个学生都去表演动作，而画的人却很少，课堂
上立马乱成一片，我知道这是分组时没处理好。经过反复思
量，于是我把四人一组改成相邻的两人一组，这样子学生的
位置也不用变，我发号施令，整列的学生做动作，另一列人
画画，这样子，既没有学生乱起来，而且整列的学生做动作，
就像是排队表演一样，视觉效果也不一样，乱得有秩序。每
个学生画了四五个动态后，我不能让他们再动了，还动的话，
课堂就很难收了，于是我灵机想了一个法子，与其让学生动
还不如让学生静，让我来做动作，这也是一个动静结合，于
是，我把学生叫停，让学生来画画老师。想不到，这个方法
让学生刚刚有点玩腻的心再一次点起激情。

四、总结下课

在备课时，我一直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好的总结，在苦脑之时，
听了一堂颜主任的讲座，这给了我启发，我可以在总结时让



学生带着疑问到一堂课。于是才有了我这样的总结，使学生
有兴趣去上下一堂美术课。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一堂课基本上还算是成功了，为了适应
一年级的小朋友，整堂课都是在游戏中完成的，学生学得很
快乐，我教得也轻松。如果我说话语气再儿童化一些那就更
好了，还有就是以后在上课前要把问题想得更透彻、更具体，
特别是在师生互动环节，要尽可能把会出现的问题都考虑周
到。一堂好的美术课，课前准备非堂重要，课件、教具要一
一齐全。有了这一次的经历，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相信自
己，只要你想做好，就一定能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