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班会教学设计中的教学反思总
结(汇总5篇)

总结，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分析研究，借此上
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从中提炼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提高
认识，以正确的认识来把握客观事物，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
际工作。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总结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班会教学设计中的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公共设施设计的基本规律和设计流程，尝试运用
不同的形式、材料设计景观设施。

2．了解生活中的设施，提高生活品味。

教学重难点：

重点：尝试运用不同的形式、材料，设计美观、实用的公共
设施。

难点：如何运用恰当的结构形式来建立与使用功能相适应的
公共设施。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具准备：视学生所要设计的设施而定。

教学过程：

1．欣赏身边的公共设施，请学生对设计作品进行评述，列举



这些作品的优缺点。

（教师展示课件）

2．找出学生自己喜欢的公共设施，并分析喜欢的原因。

3．]引导学生分析自己生活的小区需要哪些公共设施，什么
造型、风格、色彩的公共设施能与小区的环境相协调。

（提示：根据公共设施的`功能，分析其造型、材质设计的特
点，并要考虑到消费者的性别、年龄、文化层次和地域等特
点。）

4．学生制作（分8个小组合作）

5．鼓励学生将本组最满意的设计展示、给大家，、先请学生
自评，讲讲自己作品的优缺点，然后他评。

6．教师小结。（明确“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奋斗目标，
鼓励学生要不断进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才智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

班会教学设计中的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本课内容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美术课程“设计・应
用”学习领域。新课标指出：“设计・应用”学习领域的教
学，应“以形成学生设计意识和提高动手能力为目
的”，“应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联系社会生活，
关注环境和生态”。遵循这一原则设计，旨在引导学生从生
活中发现材料，巧用这些材料创作令人耳目一新的美术作品，
变废为宝，或应用于生活，或美化环境，体验其中的新奇，
享受其中的乐趣。

本课原是九年级第17册的课程内容，现今放在七年级上册进



行教学，不宜设置得太多理论知识或专业术语，我认为应以
简单的创意、设计方法和基础制作技能作为出发点。本课是
一节融入了寻找材料、设计构思、巧手制作三部分内容的课
程。首先培养学生有意图地去发掘生活中的材料，根据材料
自身特点去思考和构思。然后在选择恰当的表现形式，探索
不同的制作方法，完成一件作品。整节课主要是通过欣赏和
了解环保创意作品，使学生感受环保设计理念，领悟美术与
生活的关系，体验制作中的材质美与创意美。对于课堂效果，
总的来说，自认为按计划完成了课程内容的教学，基本达到
了教学预定目标。

按教参上的.设计，本课该设置2课时，我为了在公开课上方
便操作，也从学生的实际情况考虑，改设为一个课时，最终
验证，顺利让学生接受，这样的课时安排还是可行的。而在
教学程序里的时间安排上，我觉得自己还是疏忽了合理设计，
将学生制作、教师巡视辅导的时间仅设置十分钟时间，且还
包括了展示评价所需的时间，这就显得太仓促，也让整节课
显得教师讲过多。

班会教学设计中的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了解自己所在的生活、学习环境，确定主题，
设计一幅公益招贴画。

2、在学习过程中，了解招贴画的基本知识和设计方法，认识
公益招贴画的特点和设计要求，感觉公益招贴画在社会生活
中所起到的宣传作用。

教学重点：

重点：公益招贴画设计的表现形式。



难点：公益招贴画设计的创意，以及将创意用图文（平面设
计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搭配适当的.色彩，设计的主题紧密围绕
“综合，探索”活动。

工具：各式颜料（水粉、彩毛、碎布、碎报纸、剪刀、胶
水、kt板等）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教师播放重庆特大干旱录像。

镜头一：地壤龟裂，农作物枯萎。

镜头二：人畜缺水，老井干沽，辛苦担臭水。

学生回答：

引出保护自然，节约用水主题。

面对自然灾害，我们更应保护环境。

引出表达方式——公益招贴画。

二、通过展示二组图片

a组为公益招贴画

让学生学会讨论区别

b组为商业广告画

教师总结公益招贴画的概念，特点。



a、般矗立或张贴在公共场合。

b、图像色彩鲜明、强烈。

c、文字简练。

d、不以盈利为目的。

e、迅速传达信息。

三、设计要求与方法

教师展示图例，如：“和平招贴”，让学生分析讨论此画的
主题，构图，色彩搭配，图文处理等。

1、欣赏不同绘制方法制作的招贴，辨析不同的视觉效果。
（水粉、粘贴、电脑制作）

2、同一主题，用不同创意表达，给人的视觉感受。

教师总结

四、出示校园、街头不文明镜头，学生讨论确定主题、工具
材料等

学生画，教师巡视，直至学生完成。（有条件制作在kt板上）

五、学生优秀作品展示、贴挂

六、教师总结

班会教学设计中的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本课属于“造型.表现”领域。这一课是本教材中线条系列的



内容，目的是通过自行车的写生，引导学生精细地观察，培
养学生的观察习惯，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线造型能
力。

本课重点：了解自行车的基本结构，学习线造型的表现方法；

难点：如果和用精细地表现自行车。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解决本课的难点，所以在设计本
课时插入了一个自行车各个零件的拼图游戏，孩子们都能积
极的参与其中，带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从这个
拼图中了解了自行车的基本结构。后到学生的作品欣赏，引
导孩子们去观察自行车可以用哪些线条去表现，引导学生观
察车轮上的纹理及自行车上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培养孩子们
注意观察的好习惯，也便于学生对自行车细部的观察和刻画。
后到教师的示范——先是固定好自行车大的部分的'位置，如
车轮、车筐及链接他们的车身，然后在去细致的刻画。先画
离我们最近的距离，以免造型线条交差，然后到细节的刻画。
本节课后孩子们都能用线条表现出自行车的某够部分，局部
之间的比列也很好，大部分同学都能够用流畅的线条表现出
来，但因为是在室内上课的，有很多局限性：由于是在ppt上
放了自行车的照片，让孩子们去写生，也不是特别的清晰，
以至于孩子们观察的不是很清楚，在刻画自行车局部的时候
不是特别的仔细，下次在上这节课时可尝试下课外，学生360
度的围绕自行车进行写生。

班会教学设计中的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画家梵高》是四年级下册的“欣赏·评述”学习领域课程。
欣赏活动是一种视觉分析练习，是从感性开始的。在“欣
赏·评述”课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将欣赏活动从感性层面逐
步提升到理性层面，用美术语言、形式分析作品，积累美术
知识，建构美术能力。梵高对于小学生可能是陌生的，但是
梵高的绘画，学生们并不是十分陌生，甚至有些学生是有好



感的，喜欢的。基于这样的基础，本课首先通过作品，建立
起学生对梵高的基本认识，并对梵高这个“很会画画”的人
有了一些疑问和好奇。再介绍梵高的基本资料，让学生对梵
高的疑问能够逐步展开，并在越来越了解的过程中，慢慢对
其产生新的兴趣，完成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在本课中，主要
以印象派对梵高的影响为分界线，用前期的绘画方法和风格
与后期的绘画方法和风格作比较，感受两种风格的不同魅力，
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印象派对梵高的影响。

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美术作品的同时，不仅要精心设计设计
每个环节，还要教给学生欣赏评述的方法，搭建有利于学生
发展的支架，使学生从实际发展水平达到潜在发展水平的高
度。教材中的“小实验”环节，指导学生从色彩、线条、情
绪三方面，对画家作品进行描述，并且提供了相应的美术语
言小词库。这样不仅降低了描述作品的难度，可以让不同程
度的`学生都参与进来，也可以更好的引导学生在头脑中建立
美术语言小词库，增强学生用词语搭建完整句子的信心，从
而培养学生能用较为准确的语言表达内心感受的能力。本节
课中评述环节也一直贯穿全程，结合着进行对比欣赏，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欣赏水平，还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很明确的引导孩子们关注重点，并
且尝试用美术语言进行论述。

本节课是非常具有人文特点的，梵高是一位十分具有人格魅
力的画家，学生在本节课中不仅学到的是技能，更多的是让
学生感受艺术家的献身精神和他们对艺术孜孜不倦追求的品
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