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一年级数学玩具教学反思 民间玩具
教学反思(实用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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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一年级数学玩具教学反思篇一

上周市教研中心到我校视导，我执教了一节课题为《民间玩
具》的美术课，这节课是四年级的一节美术手工课，作为手
工课学生会特别的感兴趣，但课堂组织与课堂秩序等方面也
会出现混乱，课堂局面不好控制等问题。于是，课前我就做
了精心的准备，紧紧地抓住了“趣”这个特点，自己亲自动
手制作了“圣诞老人”和“多啦a梦”两个同学们非常熟悉的
动画形象，在新课导入时搞了一场“小型模仿秀”，一下子
就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学生学习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了，
心都从别处收回来了，下面的教学就顺利多了。

学生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以后，我引导学生思考“圣诞老人”和
“多啦a梦”为什么会走？同学们通过观察很快发现，“圣诞
老人”是靠人的手指来“走”的，“多啦a梦”的两条腿是可
以自由活动的，人用手推着它就可以“走”了。思维的闸门
被打开了，我马上因势利导：还有其他的方法让玩具走起来
吗？学生们马上联系到自己的玩具上，想到还可以给玩具安
上轮子等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这一课的学习要求不但是让学生用纸或废旧材料做一个会走
的玩具，还要让学生学会画设计草图，而我们平时上手工课
一般都不画设计草图，为了让学生明白设计草图的重要性，
于是我就在课前以“圣诞老人”为例先画了一张设计草图，



上课时对照草图边讲解边示范“圣诞老人”的做法，还组织
学生讨论“如果不画设计草图会出现什么问题？”同学们经
过讨论知道，如果不画草图可能导致圣诞老人各部位尺寸不
合适，影响制作效果等问题，明白设计草图的重要性，在接
下来的制作环节中大部分同学都考虑到这一点，从而保证了
制作的玩具比较成功。

接着我引导学生们欣赏了课本中展示的玩具范例，让学生商
讨各种“会走的玩具”的设计思路和对制作材料的不同要求，
以及不同的装饰方法，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制作出与众不同的
玩具，并采用画、剪、贴等各种手段将玩具装饰美化。但是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我示范了“圣诞老人”的制作方法，无
形中产生了一定的框框，使得全班大部分同学都制作了“圣
诞老人”，没有什么新的创意。其实这也是美术课上的一
个“老毛病”，不示范，学生无从下手，但一示范，又是全
篇一律，没有了学生自己的想法。我一直都能意识到这个问
题，也在积极的寻求好的解决方法，希望可以改变这种现状，
尽可能的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最后的作品评价阶段，由于时间问题很多同学没有完成自己
的作品他们总是不停的做自己的，无心评价别人的作品，也
没有一个好的倾听习惯，这就使得这一环节不尽人意，有
些“虎头蛇尾”的感觉。这也说明平时的课上就没有很好的
去培养学生的这些良好习惯。今后，我一定要注意平时课上
对学生行为习惯的培养，在提高作品质量的同时对行为习惯
也要提出相应的要求，让每一位学生在美术课上获得能力与
习惯的“双丰收”。

通过这节课教学，使我认识到教师要想真正上好一节课，必
须认真领会课程目标，从调动学生积极性入手，调动了每个
学生的每个感官，对学生加以引导，实施教育。总之，今后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寻求更好的方法，让我的美术课上得更
有特色，更有成果。



小学一年级数学玩具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教学属于“设计、应用”领域。通过本课教学加强与生
活的联系，使学生将学到的美术知识和技能应用在同的设计
制作之中，达到提高审美素养、培养设计能力与创造能力的
目的。启发学生巧妙利用各种废旧材料进行制作，让学生去
发现生活中可再利用的废旧物品，在制作过程中培养学生的
热爱生活、关注生活的习惯。

上课伊始，我让同学们查资料，解释爬、升两个字的意思，
让学生更深一步了解爬升的含义。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和探究精神。请学生说一说生活中还发现有哪些爬升现象，
然后欣赏教师找到的爬升现象（课件）让学生了解爬升的现
象就在我们的身边，激发了学生的制作兴趣。然后通过爬升
玩具图片的欣赏，使学生从中得到启发，从生活中找出适合
制作爬升玩具的材料。请学生欣赏各式各样的爬升玩具，让
学生边看边观察思考问题，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探究
精神，提高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然后通过送礼物，
把爬升玩具发到每个小组，学生分组分析、研究、讨论制作
方法和步骤。培养学生合作意识和分析能力。下一步小组同
学制定设计方案，渗透设计意识。整个教学过程，学生通过
交流，启发，小组探究得出制作材料、制作过程、制作方法。
开阔了思路，做到真正的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人。我觉得作为教师能放手时就得放手，给学生有表现
自己才能的机会。这样教学，既发挥了学生之间的互补作用，
又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教学效果明显优于那
种老师讲学生听，老师演示学生看，老师提问学生回答的传
统教学模式。

在制作、评价的过程中，我提出学生可以小组合作也可以个
人创造的形式来完成爬升玩具，完全尊重学生的意愿，最后
请同学玩一玩，评一评（由组长组织进行评价，先自评后互
评）。看一看，谁的玩具做的会爬升、有趣，造型与众不同，
就让谁代表本组上台展示。（小组推荐）培养学生学会自评、



互评，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体验成功的乐趣，激发了学
生的兴趣。

最后拓展部分，请学生欣赏神州飞船发射升天的情景，引导
学生善于发现身边的科学，培养学生关注科学、热爱祖国、
为人类的科技进步作出贡献的情感。

面对机遇与挑战，到底如何上好美术课，有待于不断学习，
探索、实践。学生的思维空间需要我们去开拓，学生身上闪
耀出的智慧火花也令我备受鼓舞，总之敢于“放”就是把时
间和空间交给学生，让他们通过观察、制作，独立思考及群
体讨论，去获得知识。实践使我体会到，只要教师放开你呵
护的双手，就会发现，孩子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创造者！
为人师者，要不断完善自己，让自己真正成为发展素质人才
的沃土，让每一堂美术课，每一个美术教育活动都闪现出教
师劳动的创造光辉！

小学一年级数学玩具教学反思篇三

一开课，我就拿出几个不同形式的会响的玩具给同学们欣赏，
并问“谁会玩这个玩具？”同学们都跃跃欲试，“我会！我
会！！”通过一个情境的建立，创造轻松、活跃的学习氛围，
共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使其注意力集中起来并主
动、迫切地参与学习活动。我发现，这样的开门见山式的导
入方式是很有效果的，接下来的一整节课里孩子们的注意力
完全被这个小小的神奇的玩具吸引住了。

然后，我再通过让他们自行观察和分析，每个玩具都是用废
弃的瓶瓶罐罐制作的。并掌握制作玩具的几种途径和方法。
这样一来，同学们就沉浸在设计制作“会响的玩具”的内容
上了。

最后，我看到同学们的作品完全没被书本上的内容框死，而
是各有不同，争先恐后的创新。有的玩具是红白相间的十字



架形，利用风筝的线轴，转动起来象一个皇室的徽章，这让
其他的男同学们羡慕不已；有的利用矿泉水瓶、保鲜膜和酸
枣粒制作，转动起来就是“拨浪鼓”；有的将弹簧和乒乓球
连接在一起，再在乒乓球上镶嵌小铃铛……都是孩子们生活
中常看到的材料。

《会走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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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数学玩具教学反思篇四

我所执教的《会动的小纸人》是人教版第一册第13课的内容。
教学要求通过制作“会动的小纸人”培养学生的设计意识和
动手能力，让学生在自主合作的学习过程中提出问题，探索
问题，解决问题。

针对教学目标，我设计了以下几个教学环节：1、创设情境，
导入新课。2、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探究制作方法。3、编故
事表演。

1、创设情境，导入新课中，让小纸人表演一个小节目，激起



学生的学习兴趣，想知道小纸人是如何做的。

2、引导学生发现问题中、自主探究制作过程中：让学生自己
提出问题“小纸人为什么会动”；解决问题时学生小组探究出
“纸弹簧”，老师再交给学生一个小老师――“纸弹簧”，
让学生边拆边想是怎么样做的，让学生在“自主、探究、合
作”的过程中掌握小纸人的制作方法。充分体会成功的喜悦
和自豪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兴趣。

3、编故事表演，让学生根据自己制作的小纸人编一个故事并
上台表演，让学生充分动手动脑。

整个教学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自主参与，教师积极引导的融
洽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学生自主探究制作方法这一环节，学
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了制作方法，完成了小纸人的制作，
心里本就有股强烈的喜悦和自豪感，老师这时又为他们提供
了一个展示表演的机会――“编故事”，学习的兴趣就更加
浓厚了。

当然，这节课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1、制作方法的探究环节，
可以引导学生除了“纸弹簧”会动，能制作出会动的'小纸人
以后，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探究出更多的方法，但由于一节
课的课时太短，不可能学习那么多，但可以用一些图片或实
物展示来说明。或者一开始表演故事的小纸人就是用不同方
法制作的，让学生在观察表演时就发现会动的小纸人有许多
的制作方法，而不是只探险究出一种方法。2、用小纸人表演
故事时可以让学生分小组一边讲故事一边表演，其它学生当
观众，这样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的表演，课堂气氛会更活跃。

小学一年级数学玩具教学反思篇五

《会响的玩具》是三年级上册第十七课的教学内容，本课主
要教学任务是指导学生利用容易找到的身边的材料设计制作
一个能发声的玩具，并运用绘画、剪贴、组合、装饰等方法



对玩具进行适当的美化，让学生通过联想创意及制作感受美
术活动的乐趣和成功的快乐。

课前我先用不同的材料制作了几个玩具，如：用饮料罐底制
作的花朵手鼓；用一次性纸杯制作的纸偶娃娃；用哇哈哈饮
料瓶子制作的可爱女生，用瓶酒瓶盖制作的风铃，旨在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作欲望，用这些各式各样的玩具拓宽他
们的创作思路。

一上课，“咚咚咚”，我用儿子的拨浪鼓发出声音，并提问：
小鼓为什么会响啊？从这个问题让学生思考，会响的玩具的
发声的原因，导入本课。通过总结我们得出很多玩具可以通
过物体的撞击发出声音，撞击的方式有很多，这时我便把事
先准备的范作分发给每一个小组，让他们玩一玩，听一听，
通过自主探究得出结论：不同材料制作的玩具发出的声音各
不相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探索兴趣。想做吗？那我们
来研究一下手中的玩具使用什么材料制作的？老师用什么方
法让玩具响起来的？怎样装饰的？三个问题让学生分组探究。
让学生为自己下一步的制作做了很好的铺垫。分析完老师的
范作，同学们肯定都想制作自己的玩具，我们又一起分析了
自己手中的材料，根据自己的`材料说一说自己的创意。环节
进行到这里，接下来老师出示作业要求，学生便开始制作了。
让我高兴的是学生们没有因为我的范作出示使自己的作品局
限在范作上，他们的制作也各式各样，有的用矿泉水瓶和小
米制作了会响的沙漏，有的用铁罐和铃铛制作了少数民族小
女孩等。很多学生都作出了漂亮的会响的玩具。这是让我感
到高兴的。

手工课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部分学生动手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训练，有的动手能力
还较差，个别小组缺乏合作意识，在手工课中需要关注这些
问题和这部分学生。



（2）我个人一直认为手工课是最能带给学生快乐的课，因为
课上不仅可以动脑，还可以动手，他们可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手工课要想带给学生快乐，要想办法让学生真正的在玩中学，
在玩中得到知识和技能，而不仅仅是上一堂流程顺畅的课，
所以最后我们师生一起让手中的玩具响起来，跟着小鼓上的
曲子打起节拍，学生们的脸上笑开了花，有的敲，有的打，
有的摇，虽然那一瞬间教室的声音有点大，也有点吵，但我
想这样的课学生们以后会更有兴趣，更加期待。

（3）学生课前材料的准备十分重要，因为材料准备不充分即
使创意再好也无法实现最终的创作。所以老师课前要充分调
动学生准备材料的积极性，不仅材料要准备而且越丰富越好。
我一般采取的方式是带领学生初步了解课堂内容，根据课内
容的难易，采取让学生自己分析、准备材料和老师强调两种
方式。

（4）本学期我着重研究的就是美术课上范作的有效使用，根
据研究我认为范作可以带给课堂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老师
要精心准备并灵活运用范作。

小学一年级数学玩具教学反思篇六

本节课制作的玩具特点是会响的，所以在让学生搜集材料时
提醒了，所以许多孩子都带了小铃铛，玻璃瓶和小珠子。在
本课授课过程中，制作环节就要考虑到如何制作才能够使玩
具发出的声音更响一些是本课的重难点。手工作品的制作要
体现出美观性，这里就装饰的方法让学生充分根据自己所带
的材料用不同的方法，装饰达到美观的效果。

评价阶段，由于学生制作兴趣浓郁，很多同学没有完成自己
的作品，孩子们忍不住一直在做自己的玩具，也就无心去评
价别人的作品了，这就使得这一环节不尽人意，有些“虎头
蛇尾”了。今后，教师一定要注意平时课上对学生倾听行为
习惯注重进行培养。在提高美术作品质量的同时，对学生课



堂行为习惯也要提出相应的要求，让每一位学生在美术课上
获得能力与习惯的“双丰收”。

二完小

赵俊霖

小学一年级数学玩具教学反思篇七

讲到玩具不仅是学生的最爱，也是我的喜好，从小我就喜欢
玩玩具，不过小时候我的玩具大都是自己做的，所以特别珍
贵，而现在市场上的玩具琳琅满目，随便去个玩具店都会让
你看花眼，有了这种共同的爱好便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这是
一节手工制作课，作业也是学生熟悉的玩具，课上我先从各
种玩具谈起，孩子们也有话要说，纷纷回忆自己难忘的玩具，
我先把他们的思路放出去，然后再拉回来，学生的兴趣却不
减，我趁势把课本上的设计构思和设计思路介绍给学生他们
很快就明白了，但是毕竟是学生动手能力不是很强，许多学
生的作品只能算是勉强完成了作业。接下来我让做的比较好
的学生做了设计感受，许多学生深受启发，纷纷重做，这次
效果有了明显的改善，作业效果自然变好。有时学生的语言
要比教师的更容易让同龄人接受。

小学一年级数学玩具教学反思篇八

?会响的玩具》是一节手工课，目的是指导学生利用容易找到
的身边的材料设计制作一个会响的简易玩具。并通过绘制剪
贴等方法对玩具进行适当的装饰，引导学生通过创意及制作
感受美术活动的乐趣和成功的快乐。

课前我用不同的材料制作了几个玩具，作为范作。像用花盆
底座制作的瓢虫手鼓；纸杯制作的纸偶娃娃；引导学生通过
创意和制作感受美术活动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油画棒塑料
盒制作的鳄鱼；不锈钢杯盖制作的小锣；挂画钩制作的风铃。



旨在用这些各式各样的玩具拓宽他们的创作思路。

课一开始，我便敲响了女儿的小鼓，“咚咚咚”，小鼓为什
么会响啊？从这个问题开始今天会响的玩具的探究与制作。
通过总结我们得出很多玩具可以通过物体的撞击发出声音，
撞击的方式有很多，这时我便把事先准备的范作分发给每一
个小组，让他们玩一玩，听一听，我们得出了结论：不同材
料制作的玩具发出的声音各不相同。进一步引起学生的兴趣。
想做吗？那我们来研究一下手中的玩具使用什么材料制作的？
老师用什么方法让玩具响起来的？怎样装饰的？三个问题让
学生分组探究。让学生为自己下一步的制作拓宽思路。分析
完老师的范作，同学们肯定都想制作自己的玩具，我们又一
起分析了自己手中的材料，根据自己的材料说一说自己的创
意。环节进行到这里，接下来老师稍加嘱咐，学生便开始制
作了。让我高兴的是学生们没有因为我的范作出示使自己的
作品局限在范作上，他们的制作也各式各样，有的用矿泉水
瓶和小米制作了会响的沙漏，有的用铁罐和铃铛制作了少数
民族小女孩等。很多学生都作出了漂亮的会响的玩具。这是
让我感到高兴的。

但在课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1）部分学生动手能力的欠缺，有的动手能力差，有的懒得
动手，有的合作意识差，以后的课中还需要继续关注这些问
题和这部分学生。

（2）我个人一直认为手工课是最能带给学生快乐的课，因为
课上不仅可以动脑，还可以动手，他们可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但我认为我其实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手工课要想带给学生快
乐，要想办法让学生真正的在玩中学，在玩中得到知识和技
能，而不仅仅是上一堂流程顺畅的课，所以在第二课时的时
候，学生们几乎将自己的作品全部完成了，我们师生一起让
手中的玩具响起来，跟着电脑上的曲子打起节拍，学生们的
脸上笑开了花，有的敲，有的打，有的摇，虽然那一瞬间教



室的声音有点大，也有点吵，但我想这样的课学生们以后会
更有兴趣，更加期待。

小学一年级数学玩具教学反思篇九

本节课制作的玩具特点是会响的，所以在让学生搜集材料时
提醒了，所以许多孩子都带了小铃铛，玻璃瓶和小珠子。在
本课授课过程中，制作环节就要考虑到如何制作才能够使玩
具发出的声音更响一些是本课的重难点。手工作品的制作要
体现出美观性，这里就装饰的方法让学生充分根据自己所带
的材料用不同的方法，装饰达到美观的效果。

评价阶段，由于学生制作兴趣浓郁，很多同学没有完成自己
的作品，孩子们忍不住一直在做自己的玩具，也就无心去评
价别人的作品了，这就使得这一环节不尽人意，有些“虎头
蛇尾”了。今后，教师一定要注意平时课上对学生倾听行为
习惯注重进行培养。在提高美术作品质量的同时，对学生课
堂行为习惯也要提出相应的要求，让每一位学生在美术课上
获得能力与习惯的“双丰收”。

总之，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继续寻求好的教学方法，让美
术课上得更有特色，更吸引学生，为学生学习习惯以美术技
能同时发展的有利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