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感受肌理的教学反思(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感受肌理的教学反思篇一

经过对这节课的认真准备，我对新课标的理解加深了，了解
了更多教学手段，锻炼了自身素质，自我感觉在课堂教学上
有一大进步。在教了《感受声音》这课后，我对下面几点体
会较深，总结如下：

有所进步的地方：

在设计中体现了综合性和多样性,在美术教学中融入了音乐，
还准备在以后教学中融入电脑教学，运用计算机的绘图软件
绘画。

在课件的制作中对音乐和图片的选择有较强的视觉和听觉冲
击力。

在语言讲解上较以前精练简洁。

在教学仪态上较以前少了些随便的感觉，多了些亲切的感觉。

有待改进的地方：

1、有些知识点设计不够深入，如在色彩的`运用中的搭配里，
感受对比色红配绿的搭配时，对学生有些误导，色彩搭配协
调的方法知识进一步引导学习。

2、不注意总结，使课堂设计的每个环节主题不明确。



3、对学生的评价没有达到全面性，未能关注全体学生，如在
结束时后排有两个学生很积极地想上台展示自己的作品，但
是未能关注到。

4、对学生评价语言不够丰富，反馈学生的回答应变能力不强。

5、应加强自身综合素质锻炼，在色彩在绘画中的运用环节中，
音乐和美术的结合，由于自身对音乐的感悟能力不强，所以
在运用色彩表现对音乐的感受时没有深入地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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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肌理的教学反思篇二

《巧用肌理》一课是六年级上册第七课的内容，是小学美术
中的一个重要的知识。在绘画教学中，我们讲过了构图要饱
满、主角要突出，色彩要注意主角与背景的颜色对比，整个
画面的色调统一，还有在五年级上期学习的色彩的渐变能让
画面产生立体感、韵律感等。掌握了这些构图色彩知识，学
生的作品算可以了。但如果在绘画中再加入肌理的'元素，这



样的绘画作品会更好。

本课的学习主要有三个活动。第一步，寻找并拓印肌理；第
二步，利用拓印有肌理的纸材，制作一幅拼贴画。第三部手
绘肌理，进一步画一幅画，运用肌理纹样丰富画面。从教材
的编写来看，这是循序渐进的方式认识肌理、运用肌理。首
先让学生知道什么是肌理，如何制作肌理、利用肌理的材料
来做剪贴画。我在让学生认识了肌理后，就让学生说说我们
身边的肌理，如教室的讲台，标语背景，同学们穿的衣服等，
然后欣赏一些利用肌理来制作的剪贴作品，让学生感受肌理
在造型表现中的作用，让画面更加生动、真实。然后本课的
作业就是让学生制作一幅拼贴画。利用废旧的报纸来制作。
学生开始在欣赏了课件中的鸵鸟，在拼贴画中显得有些不规
矩。但我立即在下一个班中把教材中的鱼、长颈鹿、树等作
品进行了讲解和示范。学生的拼贴作品质量有所提高。在本
课的教学中还要强调的是肌理的选择，不是随便选择肌理来
作画。要兼顾色彩。第二个内容，就是绘画中填画肌理。首
先，引导学生欣赏有肌理的绘画作品，让学生感受绘画中的
肌理，然后学生会发现自己以前也无意识的画过一些肌理。
只是没有意识到。我以一课树为例、以学生画的草坪为例，
让学体会到了如何把树画出树皮的感觉，如何草坪肌理的感
觉。通过示范、引领，学生再画了一幅有关学校足球比赛的
照片，在背景表现中，要求学生利用肌理来丰富画面，学生
作品效果良好。

在以后的教学中，无论绘画还是手工制作，肌理的运用都是
很重要的，所以教学中要随时随地的提醒学生利用肌理来表
现。

感受肌理的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我讲授了《感受快乐》一课，学生们学会了很多的知
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课堂中，我们运用了讨论的方法，学生们可以互相启发、
共同提高。孩子们的思维很活跃，能从多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充分发挥了学生们的'主体地位，把学习的时间还给了学生。
孩子们学习特别积极主动，能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之中。

不足：

1.有个别学生发言不积极。

2.学生们的知识不够丰富。

改进措施：

1.我们要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应多关注学困生，争取让
孩子们在乐中学、玩中学。

2.教师应让学生多看书，多查阅资料，应开阔学生们的视野，
使孩子们学会更多的知识。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们要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争取做到
寓教于乐。

感受肌理的教学反思篇四

《感受声音》这一课的成功之处我觉得：一是启发学生将美
术中绘画的造型元素与音乐的音高、音色、旋律与节奏联系
起来的环节设计；二是学生作品及艺术大师作品的分析欣赏，
通过分析与欣赏使学生具体感受到了音乐的表现方法，打开
了学生的思路！三是为创设宁静的氛围，要求学生闭上静听
音乐片段，使学生身心融入到音乐的欣赏感受中去，激发了
学生的丰富的联想和想象。

在启发学生将美术中绘画的造型元素与音乐的联系起来的教



学环节中，共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声音与线条，第二步是
声音与形状，第三步是声音与色彩。在这次的课中为了让学
生能够体会到不同的音乐感觉，更准确的表达音乐感觉，我
特意挑选了三段不同风格的音乐。第一段为轻音乐，第二段
是民间音器演奏的音乐，第三段是舞曲风格的音乐。这次的
经验就为用线条表现声音的感觉打下了基础。这里我从网上
找到了一段柔和的轻音乐音效片段，有的像曲线，有的像螺
旋线。并请学生在课堂上作业，学生画的线条呈现得很丰富，
并对音乐能够非常准确的用轻柔，柔和的感觉的表达。第二
步是声音与形状，在以前的课程中也画过了一些感觉，如硬
的感觉，软的'感觉。故学生也非常熟练的在听了音乐后用各
种有棱角的形状表达刺激的兴奋的感觉。为了让学生们更准
确的表达感觉，我特意加设了请学生在欣赏作品时请学生面
对面坐，并观察同桌的表情。为作画表达方式多增加了一种。
第三步是声音与色彩，通过欣赏活泼欢快的《洋娃娃与小熊
跳舞》我觉得对于这里引导得比较到位，从遇到开心和难过
事发出的单音的色彩感受过度到音乐片段的感受色彩。两段
音乐片段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了一种色彩的感觉。在这个时候
引导学生思考：声音是能画出来的吗？为什么？学生通过刚
才的两个环节的学习过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回答
出声音是可以画出来的，并能够总结出线条和色彩与声音的
联系。

感受肌理的教学反思篇五

认识窦桂梅是在20xx年3月的“绿城之春”，时至今日，我还
能记得那精彩的课堂、那富有激情的演讲。从那一刻起，窦
桂梅的形象，连同她的教学、她的故事一起成为了一块磁铁，
强有力地吸引着我。我有机会得到一本书，名字叫做《窦桂
梅与主题教学》，我把它捧在手里细细地读、慢慢地品，我
感到自己被深深地触动了！当我跟随窦桂梅老师的目光去寻
求课堂的真相、对课堂细节进行追问与反思时，我感受到的
是一种对教育教学此文转自的热爱，一种扎根实践的“耕者
精神”；从窦桂梅教师那一篇篇抒写生活感受的文章中，我



读出的是一种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善于从生活中发现
美、捕捉美的智慧。于是，我静下心来审视自己，审视自己
的生活、审视自己的教学，每一次审视都令我汗颜、催我清
醒！今天的我，不再做“一飞冲天”的.白日梦，让自己的心
境归于平和，为自己拥有一份为人师者的工作心存感恩，让
自己沉到书籍中去，阅读并思考；用心来感受自己的教学，
在痛苦中反思，在反思中积淀，在积淀中前行。

20xx年3月14日，我又有机会到南宁三中体育馆听到窦桂梅老
师的课，窦桂梅老师这次上的是一堂低年级小朋友的绘本作
文课，《我的爸爸——焦尼》，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硬是被
她上得情趣盎然。随着窦老师那风趣的富有感染力的语言
（也包括手舞足蹈），孩子们津津有味地置身于那童真的世
界中，始终兴致勃勃，始终笑声琅琅。窦桂梅老师仿佛化身
文中作者，在她的激情引导下，我们和学生都认识了一
位“很酷”的爸爸，在轻松的40分钟感受了深沉、伟大的父
爱。窦老师的课堂可谓节奏明快、逻辑清晰、情感丰富、韵
味无穷。走出体育馆，但见阳光柔媚，春风拂柳，心中洋溢
着一份暖意、一份感动，嘴角边是掩抑不住的笑意：这是怎
样的一个窦桂梅，这是怎样的一节语文课啊！不由得再次感
谢窦桂梅，感谢她把这个春天里最温情的阳光带给了我，给
了我享受、更给了我鞭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