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反思设计意图(实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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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教学反思设计意图篇一

《提袋的设计》是“设计应用”学习领域的一个内容。其中
包涵了丰富的想象、变形、夸张等造型手法，内容极具趣味
性。我在本课教学中采用了小组合作、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
在学生学习提袋的造型、颜色、材料、用途等方面的特点的
知识点时，我利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各种造型、颜色、材料、
用途的提袋，让学生在开阔眼界的同时，请学生小组讨论：
这些提袋的不同点和共同点，从而使学生自主去探究、去发
现提袋在造型、颜色、材料、用途等方面的特点。这样教学
培养了学生观察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在学生作业环节，采用了小组合作和个人创作的'形式，去利
用身边的材料设计一款造型新颖、时尚的手提袋。充分给了
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学生可以选择合作完成也可以选择自
己完成。培养了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合作精神和自主学习的能
力。

在评价这一环节中，我选择了较优秀的作品进行展示，让学
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然后让创作者进行介绍。同时让其
他同学指出不足之处。

在本节教学活动中，板书这一环节被我忽略了，在以后的教
学中以待改进。



教学反思设计意图篇二

本课属于“设计·应用”领域，同学们对提袋比较熟悉，它
既方便我们购物，又展示了商品的品牌形象，好的提袋就是
一件艺术品。本课要求学生知道设计与生活的关系，手提袋
在生活中的应用及功能；学会提袋的机构设计与制作方法，
并发挥想象力，设计出造型新颖美观的手提袋。

在教学时，我首先欣赏课本22页的这些提袋，分析提袋的外
形、图案和用途，互相交流自己喜欢的提袋设计。通过这个
环节，同学们能了解提袋的功能，设计与生活的关系，美观
实用，诠释品牌的理念，而且好的提袋就是一件艺术品。接
下来欣赏一些设计巧妙美观的提袋，一起研究提袋图案及造
型的设计。在这个环节中，学生们先分析提袋装饰图案的色
彩搭配、装饰位置以及图案的抽象与夸张。接下来分析不同
的提手设计方法，有用绳带来做提手的，有用刻挖的方法设
计提手的，还有用粘贴的方法设计提手的。最后一起研究提
袋的结构设计图，通过观察发现提袋四个侧面和一个底面的
大小位置的特点，并合作来画梯形等不同造型提袋的展开图
纸。

在制作过程中，有的同学是用旧提袋改装或裱糊来重新设计
的，问题不大，重点在装饰图案的设计。有的`用包装纸或挂
历纸先画展开平面图，再粘贴起来，最后装饰。这样来设计
提袋的同学，问题错误花样百出。他们只是在模仿，没有创
新；画的展开图对着的两个侧面宽度不一样；长方形的面画
歪了，不标准了；底面画的太窄了，粘贴时封不起底来；要
不然就是画好图粘不起来，不知道谁和谁贴一块；有的干脆
不做五个面的，两个面粘起来，愁得我头都大了。也有的同
学很灵巧，立体空间感强，专门帮同学画展开平面图纸，画
的又快又准确；剩下的粘贴、装饰让其他人来做。有的学生
直接用包装纸来制作的提袋非常美观实用。

每个孩子的动手能力和空间感都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需要



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对于这些孩子，给他们充分的时间，他
们就会在不断的错误与探索中学会并掌握的。

在教学中我的不足之处在于整个课堂不够活跃，我对于学生
的激励性语言也不够，是课堂氛围受到影响，在以后上课的
过程中要加强鼓励性语言，整个过程再生动新颖，提高学生
上课的积极性，踊跃性。

教学反思设计意图篇三

《提袋的设计》是“设计.应用”领域的一课。本课重在让学
生了解提袋的结构设计与制作方法，并能发挥想象力，设计
制作出造型新颖美观的手提袋。

在本课的教学中，主要通过对提袋的解剖、观察，了解提袋
的结构，紧着这教师示范提袋的折叠方法，学生动手跟着制
作一个普通的方形手提袋；通过欣赏造型新颖、装饰精美的
手提袋，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对于提手方面也引导学生进
行观察有两几种形式，然后通过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对自己手
中的方形手提袋进行添加或减少改变其形状，并进行装饰。

本课的教学环节流畅，教学中从易到难、学生创作由个人到
小组合作，教学设计较有层次，符合四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
本课的`重点是提袋的结构、造型新颖、装饰精美，从学生的
作品来看，前两者都能达到，但在装饰方面由于时间问题，
大部分学生没有完成，在欣赏时可抓住本课的重点引导学生
进行欣赏，提手部分可省去，对于四年级的孩子来说提手的
设计并不难，应尽量节省时间，让孩子去创作。

教学反思设计意图篇四

雨里鸡鸣一两家，

竹溪村路板桥斜。



妇姑相唤浴蚕去，

闲着中庭栀子花。

录音机、液晶投影仪。

一、看图导入。

1、大屏幕出示课文插图问，这幅图美吗？美在哪里？

2、指导看图，学生用自己的话说。

二、初读感知。

1、自由读古诗，注意读准字音。

2、再读古诗，读通古诗。

3、教师范读古诗。

4、指名读古诗。

三、分组学习，体会入境。

1、学生分小组读古诗。

2、在小组里交流，通过读古诗，你知道了些什么？

3、学生提出自己不懂的地方。

四、全班交流，朗读感悟。

1、指名学生读古诗。

2、学生交流自己读懂了什么。



3、提出自己不懂的地方，师生互相交流。

4、教师点拨：这一首诗描写了雨中的山村景色，以及村民的
生活情景……

5、学生自由体会朗读，指名读、男女生比赛读、齐读。

五、创造积累。

1、以小组为单位，用自己熟悉的歌曲调子来演唱这一首诗。

2、指名学生演唱。

（1）、我用我们在音乐课堂上学到的《小蜻蜓》的调子来演
唱。（师生打拍子）

（2）、我用我最喜欢的《草原就是我的家》的调子来试着唱
一唱。

……

3、评选优秀创作。

4、学生齐唱古诗《雨过山村》。

在这首古诗的教学中，老师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交流自己
对古诗的理解，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
再通过全班交流探索古诗意境。最后通过学生用自己喜欢的
曲调来演唱古诗，感受古诗韵味，陶冶他们的情操，丰富他
们的语言，更增添了他们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
热爱。



教学反思设计意图篇五

教学目标：

1、会认、会写本课生字。正确读写“性格、任凭、贪玩、尽
职、跌倒、开辟、枝折花落”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是如何把猫的特点写具体，并表
达出自己对猫的喜爱之情。

教学重点：

学习本课抓住猫的性格特点有层次地叙述的方法。

教学难点：

体会猫性格古怪的特点及它的活泼可爱。

教学安排：

2课时。

教学流程：

教学反思设计意图篇六

《杯子的设计》这节课在通过不断的研究与改进，以教学目
标为核心，以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为检验标准，以如何培养学
生的自主创新设计能力为研究目标，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一、教学目标的设计与达成：



《杯子的设计》一课属于美术活动中的设计运用领域，它的
教学目标为：

1、了解杯子各部分结构、材料、功能等方面的知识。

2、运用了解的知识，设计出有个性、功能性又美观的杯子。

3、让学生了解设计要素，渗透设计意识，培养创新精神。

那么，这三个目标分别通过“交流回忆——观察比较——欣
赏分析——移情

联想——创新实践”等环节的引领过程，让学生将要解决的
问题逐一剖析、挖掘，

从而自主解决学习的重难点，培养学生的设计意识，发展学
生的创新思维。

二、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检验：

课堂教学是否有效，检验的标准、形式、角度、方法多种多
样，我们不妨来看以

下三个方面：

1、课堂教学提问的有效性：

2、课堂教学评价的有效性：

3、课堂教学学生活动的有效性：

我们来看一看以下提问：“同学们，喝水离不开一种生活用
品，一种装水的容

器，是什么呢？”——开门见山，直接点出杯子的含义与基



本作用，同时揭示课题。“想一想，说一说，你所使用过、
见过或知道的杯子有哪些？”——回忆与联想，激发学生的
生活经验，突出杯子的实用功能。

课堂教学评价以学生作品评价为例，通过学生自评、互评与
教师 评价三者相结合的形式，运用争当五星设计师为手段，
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及创新精神，是评价具有综
合性、形成性与发展性。

学生有效的活动有课前自主发现与了解杯子，可以从学生带
来的杯子中达到有效性。学生课上独立思考、小组交流活动，
可以通过师生互动的效果及课堂气氛得到检验。学生课堂上
创新实践的活动过程，可以通过学生的作品检验。

三、学生的自主创新设计能力地培养：

这个问题已经在研究策略中表述的很清楚。有三点：

1、贴近生活，服务生活、美化生活。

2、自主学习、探究发现、合作交流。

3、移情联想、张扬个性、创新实践。

总之，课堂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只要我们都多想一想，
多试一试，就一定会有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