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有趣的脸谱教学反思中班(模
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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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有趣的脸谱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通过这一活动，我反思了自己的教育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了解孩子孩子们的认知背景，还需要了解孩子们的社会性
发展和个性特性。

2、教师的正确引导孩子操作是我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3、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交往环境，吸引幼儿乐于与他人交
谈，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是必备的。

幼儿园有趣的脸谱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京剧是我国最著名的的剧种，被世人称之为国粹，而京剧脸
谱又被称为国粹中之国粹，素以精巧的构图、绚丽的色彩，
细腻的线条见长，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脸谱表现不同
的人物品貌、身份、性格特征，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
术价值为人们广泛称道。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一经典文化，探
究如何体现阅读教学的有效性，课前我让学生搜集了有关京
剧脸谱以及课文中涉及的人物的相关资料，开阔学生的视野，
感受丰富的脸谱文化，并将《唱脸谱》一课先后上了两次，
收获颇多。

第一次，课题实验班级：502班



从介绍京剧引出“脸谱”入手，检查学生的资料搜集情况，
进入课堂教学。大多数学生不太懂京剧，因此我讲了很长时
间，学生好像还是似懂非懂，导课时间过长。

在认识脸谱人物时，我通过让学生说说有关这些人物的故事，
从而了解不同颜色的脸谱所表现的不同人物的性格。虽然学
生情绪高涨，个个讲得头头是道，但有的'是照着三国故事读，
有的讲得太长太嗦，有的讲得则不具代表性，不能突显人物
性格。这使我想到平时总是让学生海量阅读，而学生在语言
文字的化吸收上指导得还不够，今后不仅只要求学生阅读，
还要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概括能力，尽量做到语言精练。

从而让学生高兴地读，放开去读，去唱，读出了感情，读出
了

韵味。最后让学生跟着音乐一起唱，进一步体会《唱脸谱》
的

韵味。由于前面耽误了很多时间，在对诗歌的韵脚，排比的
格式等等没有详细讲解。

下课之后我让本年级学生将自己搜集到的资料要加以整理，
讲述故事的主要内容，抓住体现人物性格的重点语句，注意
语言的简练。

第二次，课题实验班级：501班

我在课前播放一段京戏《铡美案》，其中包公就是“花脸”，
学生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快就回忆起以前曾经
看过的京剧表演，谈论起来绘声绘色。

在了解不同的脸谱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特征时，学生说出了
卖尔敦、关公、典韦、曹操、张飞等人物的故事，学生用自
己的语言将搜集到的故事加以归纳总结，故事内容颇具代表



性，充分体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本次教学，课堂上留有足够的的时间让学生充分朗读，分析
重点词句，让学生感受诗歌的对仗、押韵美。本文重点在二、
三节，难点在一、四节。我先从第二节入手，认识几个主要
的脸谱人物，接着让学生自学第三节，在读中感受京剧艺术
的博大精深，在第四节中去赞美这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样
式，最后学习第一节，从外国人的角度去看京戏，让学生产
生一种民族自豪感，从而热爱祖国的京剧文化。

通过这两次的教学，让我收获了：

1、在教学程序上，老师要根据学生的心理、态度和需要精心
设计，使教学充满活跃的气氛,学生课堂情绪高涨、思维积极
主动，从而激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2、在课堂教学中，要正确把握文本的特点，取有效，舍无效，
完成教学目标为有效，课时目标要具体，要突出重点，突破
难点，要针对全体学生，合理把握每一分钟。

3、学生阅读方法的指导，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教师要
注重学生阅读效果的反馈，对于收集的资料要消化吸收，不
能照本宣科，如定期开展读书交流会，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
能力。

4、课堂提问时，教师要注意问题的设计，必免重复性的问题，
另外提出问题后，要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教师要有耐心。

幼儿园有趣的脸谱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活动中，幼儿观察的积极性较高，他们敢于表达观察所得，
活动参与性较好。以下是我对本次活动的点滴体会：

1、运用观察比较法，引导幼儿理解作品的造型方法。



本次观察的作品，最大的特点是造型的新奇。对大班，对事
物的认识以趋向于理性，他们能理解看事物的角度不同，呈
现的物象也不同。而画家反常规而行，将不同角度所看到的
物象安排在一个画面中，这会使幼儿产生疑问，从而感受艺
术表现的多元化特点，对激发幼儿的创新意识有很大的好处。

但如何让幼儿较快地理解画家的画法？依据幼儿直观学习的
特点，我采用观察比较法进行引导。在活动开始，我采用观
察比较的方法，引导幼儿分析正面和侧面脸的不同之处，为
理解画家的造型打下基础；在欣赏作品时，我引导幼儿观察
比较作品与实际物象的不同，从而发现作品的造型密码。

2、运用操作法，启发幼儿了解作品创作方法。

为了孩子在临摹创作时能更有把握，我让幼儿拼一拼有趣的
脸，此环节既能使幼儿初步了解画家的创作方法，又是幼儿
一次创造的体验；而尝试在临摹中创作的作画过程，是加深
欣赏体验的好方法。

3、运用激励法，鼓励幼儿各抒已见。

美术欣赏活动是幼儿对艺术作品自由表达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我以同伴省份与幼儿平等互动，不下权威式的结论，
而是创设能留给幼儿较大思考空间问题，以激发幼儿思维，
大胆表述。

总之，作为一个欣赏活动，我力求调动幼儿眼、口、手、脑，
让幼儿欣赏作品的形式美，鼓励幼儿大胆表达对作品的感受，
动手表现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放飞心灵的翅膀。或许孩子们
将来不会从事艺术工作，但拥有一颗懂得欣赏美的灵魂，应
该是他们的人生宝贵的财富。



幼儿园有趣的脸谱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这节课，在教学步骤方面，我根据学生的心理、态度精心设
计，使教学充满

了活跃的气氛，激活了学生对学习音乐的兴趣。同时采用了
音乐综合的方法，增强了教学的形象性、趣味性和创造性，
设想思路从介绍京剧引入教学，紧接着使学生充分欣赏体验
京剧韵味的歌曲《唱脸谱》，从谈论歌曲的体裁，讨论音乐
段落的划分，体会京剧唱腔韵味体现在哪里，对比无装饰音，
下滑音，拖腔的效果，教师范唱，引导模式，通过看脸谱，
使学生对脸谱产生兴趣如：京剧的板式，脸谱的谱式与颜色
等等都有了明显的了解，使学生了解脸谱是中国京剧的.一种
脸部化妆方式，学唱《唱脸谱》，更能让学生了解中国国粹
与流行歌曲的巧妙融合，从而培养学生热爱民族音乐艺术的
兴趣，进而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这样一来，学生在课堂上，
他们的认知，体验效果自然学得多，整个课堂情绪高涨，学
生思维积极主动，一方面加深对音乐课的情感体验，另一方
面能促进学生进一步感知音乐的内涵中表现自我，创造自我，
作为一名音乐教师，为使下一代接受“美育”熏陶，端正音
乐教育的正确方向，必须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强调民族音乐
教育，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过程与方法和知识与技能多种
目标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教学目标。

幼儿园有趣的脸谱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五彩缤纷的戏剧脸谱不同于面具，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独具风
格的造型艺术，如今，脸谱这一古老艺术非但没有历尽沧桑
而消失其魅力，相反，它被广泛应用于工艺美术中，形成很
多品类，如彩塑、国画、剪纸、竹刻、烧瓷、面塑、蜡染、
风筝、面具、蛋壳、皮影、木偶、邮票以及装饰包装等，都
有丰富多彩的脸谱造型，格调各异，绚丽多姿。选择这一课
教学内容，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设计元素的借鉴能力。



脸谱是一种色彩浓重、线条分明、夸张与象征相结合的脸部
造型艺术。特别是脸谱的色彩运用，富有褒善扬恶，评判好
坏的涵义。如红色脸谱大多用于表现忠义、勇敢善战的人，
如关羽等；黑色常表示正直无私、刚直不阿的人，如包拯等；
白色表现阴险疑诈、飞扬跋扈的人物，如曹操等。这一课安
排了许多脸谱人物造型，以及脸谱的化妆方法，让学生了解
传统脸谱艺术的造型规律及艺术特色，引导学生参与中华民
族传统艺术的传承。学生兴趣非常浓厚，造型也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