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美版小学美术二年级下教学反思与改进
(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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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从教学到制作，学生一直兴趣满满，注意力集中。制
作生活常见的拖鞋让学生觉得非常有新鲜感，利用各种卡纸、
色纸、画笔为材料，这样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在教学中，我
让学生观察生活中的鞋子，和我制作的纸拖鞋并在两者之间
进行比较，找出制作鞋子的切入点，为制作打下基础。通过
教师的示范让学生直观的了解制作纸拖鞋的方法，并通过欣
赏各式各样的纸拖鞋，扩展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创作表现
的欲望。

本堂课我准备了大量的图片让学生欣赏，通过欣赏开拓学生
的思维，让学生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纸拖鞋，在课堂上我利用
实物投影仪让学生直观的看到制作纸拖鞋的方法，让每位同
学都掌握了制作纸拖鞋的方法。利用不同鞋面的纸拖鞋让学
生看到改变鞋面就能变化出不同款式的拖鞋。整堂课的程序
清楚，教态自然，语速也比以往慢了很多。

本堂课的不足之处有：

1、在交待鞋面和鞋底组合的时候，我只是示范了一下，如果
能再强调一下鞋面应该贴在鞋底上的具体位置的话，制作出
来的鞋子会更漂亮。



2、课堂上我提出的问题，在还没等学生回答出来的时候就替
学生回答了，课堂上我说的太多，学生回答的太少。

3、最后的作业展评，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让学生评价，只
是自己讲了一下，如果能让学生去点评的话，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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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是学生十分熟悉的建筑物，几乎在每个地区都有造型各异
的塔。

本课通过让学生欣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塔，使学生进一步认
识塔这一建筑形式，启发学生关注自己家乡的塔，从而去了
解塔的历史、文化，进而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

在欣赏的基础上，鼓励学生画下记忆中的塔或设计出既漂亮
又有新意的塔，这就大大拓宽了学生的创作领域，写生、记
忆画、设计，均可以完成此课内容。

根据二年级学生的特点，本课可采用讲授的教学方法，由教
师向学生介绍有关塔的知识，也可发动学生搜集资料，如果
有机会外出参观，教师更可发挥家长、导游员的资源优势。

在创作中，教师要充分启发学生，发挥学生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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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洒出成画》这一课，我感受颇多，也让我感动。随着
课程改革，越来越重视在教学中学生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课
就让我体会更明显。

最开始，我还在担心，这一课带学生到室外会不会控制不了
纪律，担心出现安全事故，所以在出教室以前我强调了几个
要求，学生之前没有用水这样玩过，所以好奇心促使他们比



以往更加的认真听。当上完一个班的课后，我彻底放心了，
学生好像比以往更懂事了，他们好像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课
堂表现也非常的好。

这只是从纪律来讲，从教学效果来说，用自己做好的水瓶自
由的在操场上画自己喜欢的，一边玩，一边学，学生喜欢这
样的美术课。在玩中学，学生掌握的知识更牢固。在引导学
生洒水过程中，我也总结了一些方法，水瓶不可离地面太高，
线条就不清晰，水瓶移动的快慢也有不同的变化，慢线条则
粗，快线条则细。当我发现这些变化时，便让学生们去留心
观察，不一会，他们也找到了其中的奥妙。

当看到学生们拿着水瓶，开心的在地上花圈，尽兴的挥洒，
看着地面不一会儿就像一张巨大的画布一样，我也开心的笑
了，给学生们拍下了许多精彩的瞬间。学生看到我在给他们
拍照，越来越有创作的欲望，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形象从他们
的水瓶里喷洒而出。不一样的教学模式，不一样的绘画工具
和方式，给学生带来了更多的乐趣和收获。像这种课改的新
课，学生在美术游戏中体验各种绘画工具和不同材料的使用
效果，在自由自在的美术表现活动中，大胆地采用各种造型
方式，并借助自己的美术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我相信学生
通过这一节课，不仅仅学到了用各种能携水的水工具作画，
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美术不单纯是一支笔和一本图画本里
的事，而是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事，只要你感发现，去创造，
在你的生活里到处都是美术。

以瓶为笔，滴水成线，洒水作画，愉快体验。学生在户外活
动中玩得开心，做得专一。同时体验其劳动的快乐以及良好
的卫生习惯。

设计“玩中学”这个主要过程，不仅改变了美术课程学习方
式，而且使学生在儿童天性需要的满足中引发学习欲望，自
主参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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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的形状》这一课是造型表现课，是通过对重叠形状的
学习，增强学生的造型能力。

本科的重点是1、了解重叠的形状可以使画面产生各种不同的
效果；

2、了解重叠形状的特点，并会制作。

这节课的成功之处是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展示了有重叠现象的
图画和生活中的照片，使学生了解重叠现象在生活中处处都
有，运用到绘画中可使画面层次丰富，具有节奏感。

不足之处是在这节课讲完后，学生制作的重叠现象的画都不
是太理想，经老师们议课后，知道了，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
因是整堂课设计的思路不明确，主线不清晰。具体改正如下：
先让学生欣赏有重叠现象的图画，激起学生兴趣。

引出重叠的概念：1、一样物体在另一样物体的前面，就会产
生重叠；

2、一样物体在另一样物体的上面，也会产生重叠。

教师用事物演示，让学生从直观上认识，学生动手，同桌之
间互相演示，加深重叠的印象；然后教师示范绘制一副有重
叠现象的画，示范后，让两组学生上台绘制，检查学习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最后告诉学生艺术来源于生活，只要多
观察，多思考，就能画好的作品。

本节课由于在备课时，每个环节设计的活动太多，导致思路
不清晰。教学是一们艺术，我会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学习，
不断思考，使自己的授课水平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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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次备“框架”的美术课，即粗线条备课，精细在课堂
的“叶尖”上，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于是一个简单的
教学流程形成：

1、感知鸟的特点和表现方法：学生从形状（鸟头圆形、鸟身
椭圆形、鸟尾三角形）、色彩上感悟鸟的特点，教师则从构
线、重叠涂色和鸟的动态上示范。形成鸟的视觉造型形象。

2、第一次作业：单只鸟的动态表现，粘贴在大树上。

3、感知几只鸟的动态特点。

4、第二次作业：几只鸟的动态表现，连成大册页。

在形状上要表现鸟的头、身体、尾巴形状及动态变化，画出
小鸟在树上快乐的样子。这是学生要表现的“形”，构线填
色，是表现的.“法”。教师在课堂上牢牢抓住这两点，其余
的可以“蜻蜓点水”

一节课下来，感觉学习内容多了点，还是集中精力突破一点
为上。要懂得取舍，一课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