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水果蹲教案 摘水果教学反思(通
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
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水果蹲教案篇一

我从小生长在城市，没去过田地，，一直以为草莓是从树上
长出来的'。

今天，我终于亲眼见到的草莓的生长地---------大棚，并过
了一把摘草莓的瘾。那儿的草莓分为两个品种：“巧克力草
莓”和“奶油草莓”。经过大家的品尝，我们一致决定采摘
奶油草莓(甜嘛!)。我和妈妈换好了雨鞋，走进了一个用塑料
包着的“长廊”--大棚。里面有几条长长的土地，中间的路
窄得只能够放下一只脚。草莓就种在那高高隆起的土上。远
远望去，满眼的绿色中夹杂着零零星星的红色，那就是草莓!
我们分别从两条路走，我掌握不好平衡，老是摔跤!我一开始
老是采一些小的，后来经过指点，采了许多大的。尽管如此，
我们俩只有了一点点时间，就采了满满一脸盆的草莓。我踩
着泥泞的路走出了大棚，看着那红红的草莓，好想在对我笑。
我们还另外称了一点儿“巧克力草莓”，和自己采的“奶油
草莓”一起带回家和家人分享。

不知为什么，今天的草莓特别好吃。也许是因为品种，也许
是自己收获的总是最好的!

水果蹲教案篇二

在本次教学活动中能感受到学生对民间美术认识的变化。他



们对农民画能用简单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感受。通过不同画种
的对比，学生能感受到农民画的与众不同，农民画中浓郁的
乡土气息，缤纷的色彩深深的吸引着他们，纷纷表示不是很
喜欢农民画。

农民画中蕴含着广大劳动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农民生
活的情趣、丰富的精神食粮，它对于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审美
情趣的培养有很好的教育价值。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民间
美术的教育功能，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化品质和审美修养。锻
炼他们美术素养，慢慢的体会到农民画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绘
画作品，是人民的智慧的精华。

在欣赏分析农民画中指导欣赏作品，尝试进行分类和特点归
纳，然后临摹、写生、观察、教师示范等，学画农民画。从
而注意到运用民间美术的造型和色彩特点。

通过这一课的教学，我想：

1.教师要在平时注重各方面知识的积累，这样更有利于在这
种非固定模式的课堂中灵活机动的运用所学引导和启发学生，
令学生信服。

2.在课前学生探索阶段要密切关注各组学生的进展情况，提
供及时的帮助和指导。有些学生热情很高，选择的内容太过
庞杂，教师应在先肯定其热情的前提下巧妙的引导其选择一
个合适的主题。但在学生的探究过程中，教师的帮助要适度。

3.上课前要对各组学生探究的情况有所了解，这有利于更好
的掌握时间，调动课堂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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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蹲教案篇三

《画水果》本课属造型表现学习领域。在设计本课时，我根
据学生实际能力，预期要达到目标是：了解表现水果的一些
基本知识，初步掌握水果的基本画法，感受，体验中国画用
笔，用墨和用色的特点。并且能大胆地运用作画工具和方法，
重点通过勾勒法能画出一副表现形象生动的水果形象，表达
色彩的变化效果。在有形中，使学生感受到表现水果是运用
彩墨在宣纸上的自然渗化，使水果饱满而有韵味的;在无形中，
培养了学生关注生活、热爱祖国传统艺术的美好情感。

1、把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对于四年级的学生，对于中国画的
了解甚少，教学中一定要减少美术专业术语的运用，从而可
淡化由于美术的专业性对学生带来的陌生感，我的教学设想
是尽可能利用最简单、可行的方法取得理想的效果。

2、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为了使学生很快掌握中国画的用笔、
用墨、用色和鼓励学生大胆动笔，我根据学生年龄实际，自
编了一首朗朗上口的儿歌，“中峰画点线，侧峰画片片”总
结出用笔，“肚子一色头一色” 总结出用色的规律，再
在“儿歌示范画”中加以讲解水分的重要作用，同时提示学
生绘画时注意构图问题。学生在朗朗上口的儿歌中学习了多
种用笔、用墨、用色的技法，消除学生画国画不敢动笔的畏
惧感。这样做，突出重点，化难为易，突破了教学的`难点。

1、奖励有目的性。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们要用心去爱护每
一个孩子，把浓浓的师爱注入学生幼小的心田，精心呵护好
教学中闪现的点点智慧的火花，利用多种方式对其给予表扬



或适当的奖励，让他们一起享受成功的快乐。小小的奖励对
于孩子来说充满了趣味鼓励，但是我认为奖励除了精神激励
表示肯定外必须还有目的性。

这节课我设计了四各奖励环节，每一个见环节都有它目的性。

(1)导课奖励水果。

导课时引导学生说出自己喜欢吃水果的颜色、样子、味道，
并奖励水果。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水果的色、形、味。

(2)分析奖励“国画秘笈”。

我们这里的孩子对于中国画的了解甚少，“国画秘笈”中是
一些水果的简单画法，对于个人、小组起到一个引导临摹作
用。

(4)学生作业展评“悟空尝百果”。

以“孙悟空”贴纸作为奖励，引入评价作品，调动了学生评
价的积极性，并让学生说出孙悟空为什么爱吃这位同学画的
水果，评价画面，引出用笔、用墨、用色等。从技法上引导
评价，先让学生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自评，教师引导并给以肯
定激励，小组之间进行互评，引导学生评价其他同学的作品，
教师点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作业，引导正确的画法，要注意
鼓励个别能力弱的学生，及时肯定进步与提高，使学生保持
美术创作的兴趣。

2、以生为本。

(1)把学生放在首位.。

整节课我把学生放在首位，“通过学生之口”讲出毛笔的结
构引出用笔;“通过学生之口”讲出“墨分五色”引出用墨、



用色;“通过学生之口”讲出两种画法;“通过学生之口”讲
出画法小儿歌。“通过学生之口”要比老师讲学生吸收的更
快，讲的同学有一种收获与分享的体验，而听的同学有一种
被分享的感受，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

(2)注重不同层面学生的评价。

“美术”，培养学生的美感、美的体验在前，而技法、方法
在后。本节课我能针对课堂实际及时调整教案对不同的学生
给予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评价。对于感受好的学生，及时肯
定;对于感受弱的学生，及时鼓励。这不仅是对这一名学生的
鼓励，这也是对这一个层面学生的关注。

作为一名一线的美术教师，天天进行课堂教学的实践，我认
为了解教学质量和了解学生是否达到教学目标的重要途径就
是学生作业的展现，它是学生在美术课中所学美术技能技巧
掌握程度的一面镜子，能直观地反映教学目的是否顺利完成、
完成的效果究竟如何。因而，对学生的美术作业作出正确恰
当地评价，既能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水平，提高
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又能使老师获得较好的反馈信息，以
酌情研究，调整教学，促进学生美术学习。新课标也要求我
们对教学进行发展性评价。有效的作业评价，可以增进师生
的情感交流，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以促进学生形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

在课堂实践中，学生作业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环节，于是在整
堂课中留出充足的作业评价时间，让学生明确评价标
准，“这节课主要学习了什么?应注意什么?作品中是否有所
体现?在此基础上可否有创新?”等一般保证5-7分钟，给学生
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在选择作品时，对展示的作品要
精心挑选注重这幅作品的代表性：一类是符合要求且有独创
性、给学生以美的启迪、美的享受的作品;另一类是能够代表
普遍性问题的作品，起到一个“修正”的作用。“这幅作业
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在哪，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表现方法?”“如



果让你来表现，你会怎样制作?会注意一些什么问题，你能提
醒他一下吗?”等等。自评与他评相结合，师评与互评相交融，
让学生在作业评价中发现问题、交流问题，解决问题，在问
题中弥补不足，在成功中体验快乐和喜悦。

在教学过程中，我从学生对基本知识技能的掌握方面进行评
价，如对学生作业的技巧、构图能力、想象能力等方面进行
评价。在教学中我根据不同的作业特点分别设立等来鼓励学
生。最后评价阶段采用了学生互评欣赏的方式，作品展示在
黑板上，以“孙悟空”贴纸作为奖励，安排准备“最佳笔墨
奖”、“最佳色彩奖”、“最佳造型奖”等卡片，甚至可以
写上自己鼓励同学的话，然后学生按顺序下座位进行欣赏评
价，大家的兴致很高，在别人的作品前仔细观察，和同学交
流，并把自己的一票投给符合作业特点的作品，然后当这一
环节完成的时候，学生已经把自己对其他同学作品的想法表
达出来了，课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课后还使用“小学美术学科课堂学习评价表”从态度兴趣、
知识技能、能力创新几个方面，完成情况进行再评价、补充
评价，其中还设置了家长意见栏，这种在评价的方式，可帮
助教师和学生进一步了解学生的美术学习发展水平状况。

“教育是缺憾的艺术”这节课我也存在这很多不足：比如，
个别学生用笔姿势不规范;部分学生用笔很僵硬，不够灵活;
墨色的变化不大等等。

四、我的感想

虽然只是短短四十分钟的一节课，但是我的四十位小伙伴，
点点滴滴的进步，朵朵智慧的火花，带给我的是一个个不小
的惊喜;一份份或美亦或有缺憾的作品，带给我的是一次次难
得的感动，就像那个个美味的水果。



水果蹲教案篇四

今天，爸爸和我去二伯爷的果园里摘好吃的水果。到了果园，
我心想：摘了不熟的怎么办？摘了不甜的怎么办？我又紧张
又害怕，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情，走到我面前说：“别怕，爸
爸帮你。”我鼓起了勇气，爸爸和我在杨桃树下，爸爸做给
我看，先找熟了的杨桃，拿着棍子瞄准好熟了的杨桃，就把
杨桃打下来，把杨桃放进袋子里，我照爸爸的方式去摘，可
怎么也打不着，我火了，生气了，爸爸说：孩子，因为你手
抖来拌去，所以打不到。”我知道了，认真地拿着棍子，终
于，杨桃被我打下来了，我兴奋地把二伯爷的草坪踩坏了，
嘻嘻！

今天，我体会到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

水果蹲教案篇五

红苹果绿苹果(含活动反思)

【活动目标】

1.学习制作纸浆，并用纸球做芯制作纸浆苹果。

2.能尝试新的作画方式，能做大胆、细心的作品。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有制作纸浆画的经验。

物质准备：

1.范画苹果一个。

2.乳胶、红、绿颜料、废旧纸头做的球纸、抹布。



3.一棵枯树枝。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出示苹果树，引起学生兴趣。

师：看，这是什么呀?(树)这是一颗苹果树，可是树上光秃秃
的什么也没有，好孤单，好可伶!你们谁有办法帮帮他呢?(做
一些苹果，做一些树叶)

二、教师讲解制作方法

1.你们都很聪明，会帮苹果树找朋友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
给苹果树做一些朋友好吗?

2.教师示范

苹果是什么颜色的?(红红的、绿色的)那我们就选这两种颜色
来做个苹果树的朋友，有了朋友苹果树肯定会很开心的。看
看我拿的是什么?(纸浆)今天我们就要用纸浆来做苹果，我喜
欢吃红苹果我选择红色的纸浆来做一个大大的苹果，怎么做
呢?看仔细唠，就像我们的唱的歌一样：“选纸浆，选纸浆，
选一样。做苹果，做苹果，拖拖拖。红苹果绿苹果，做好啦!
真好吃”

三、学生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1.一边念着儿歌一边做苹果。教师辅导个别学生。

2.把做好的苹果放在太阳底下晾干。等晾干后挂到苹果树上。
在做一些树叶做成一颗完整的苹果树。

四、结束活动



学生整理桌面，洗小手。

活动反思：

经过有序的准备，课前的铺垫，今天的纸浆特色活动完成的
很顺利，虽然还有几个能力相对来说较弱的学生没有很好的
完成作品，其他学生都能独立完成苹果的制作。在制作的过
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可以弥补的问题，比如，纸浆的粘性不
够，加上纸球上有不干胶，导致了制作过程中纸浆与球体表
面不能很好的黏住，课前还是要做好周到细致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