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原子结构的模型教学反思(模板5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原子结构的模型教学反思篇一

《我的小天地》一课属“造型・表现”领域，旨在让学生观
察身边所熟知的环境，体会其中所包含的美感因素，提高审
美与创造美的意识和能力，进而培养热爱生活的情感。

教学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欣赏、讨论、分析，使学生在初
步了解有关居室设计文化、习俗的基础上进行观察、表现与
体验，感受美好，体验乐趣。导入环节所创设的学习情境充
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
活动中来。其次通过观察、记忆、想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
创意。作品能体现学生的个性，小天地中充满着孩子自己喜
爱的床铺、桌椅、书本、玩具，还有自己美好的、难忘的生
活、学习场景，画面完整、色彩鲜艳、富有创意。

这样一种表现生活中有特色的环境的创作练习，使学生在体
验生活情趣的同时，提高了绘画表现技能，学会了装饰和美
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此过程让孩子意识到爱护和珍惜自己的
小天地的重要性，对父母为他们创造了美好的生活、学习环
境懂得感恩，并培养自己良好的卫生和劳动习惯。

但对于三年级的学生，家俱的描绘和空间感的处理还存在较
大问题。这其实涉及到透视知识，教材中还没教到这个知识
点，新课标也不需要三年级的学生去掌握。即使学生对此有
所了解，但这本身也是一个难点，需要很长的过程，不是一
朝一夕能解决的。因此，在作品评价时，我们也相对淡化这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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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通过立体组合的设计，了解生活用品设计的美感，理解和掌
握立体构成的各种知识，实用性与品位性的统一，即功能性
与美观性的统一。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增强创造的自信心，
体会创造的乐趣。

【重点、难点】

重点:通过调研、研讨、设计、制作，去感受生活用品设计的
美感。通过各种教学方法，使学生了解设计的美感，从而提
高学生的审美水平。

难点:立体设计。既要考虑生活用品是使用功能，又要使设计
既美观又有新意，这些对学生来讲有一定的难度。设计中需
要立体构成的知识，纸工制作的技法及色彩搭配的功能。

【学习过程】

情景导入

拿出之前学生完成得座椅作品导入新课。

探究表现创新

1、理解领悟

课件展示现代生活用品图片

组织讨论：现代生活用品的设计有哪些特点。



2、探究学习

确定设计的主题。分析它的使用功能。造型构思。确定设计
风格，现代或古朴、几何或相形。采用什么技法，几何形组
合或面的切割组合等。

基本技法：直线折，弧线折，切刻切形，卷曲，组合（粘贴
与插合）

选用纸材。包括薄厚、色彩、质感等。

讲解一些有关色彩搭配的.知识

巩固练习

自由制作。教师指导

创设情境：教师和几名学生作为业主，将学生分组为各家具
设计公司，通过作品进行招标，最终完成一组生活用品的组
合。

作品评价标准：

1、设计美感，能否用审美的眼光，关注生活

2、生活用品的设计：能否完成一个生活用品的创意设计。

3、学生是否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介绍自己的构思，作
业展示将学生的设计作品进行展示，这是学生互相交流，进
行审美教育的舞台。

三、展示评价拓展延伸

根据学生的作品，讲解作品的优劣点，让学生从感性上体会
生活离不开设计，造型上的美感。



小结

本课制作比较困难复杂，学生应有很强的立体思维能力和创
造能力。如何解决这个难点，需要我们探讨。可以进行尝试
抓重点、缩小范围、降低难度、开阔学生得眼界等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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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小天地就是他们的小小房间，也是他们活动学习睡
觉的地方，所以这课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在引导他们
说说自己房间的摆设，有哪些家具，是用来干什么的时，孩
子们回答得很踊跃，描绘得也非常具体。

但如何让他们画出自己的小天地，并且有自己的特点并不容
易。这时我用欣赏书中作业来解决这一难题，我发问：书中
的这些小天地你们喜欢吗？你最喜欢哪个小房间，为什么喜
欢，它哪儿吸引了你，从房间的布置你能看出小主人的爱好
吗？他们画自己的小天地是否面面俱到，还是有选择地画，
突出自己最喜爱的一角？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后，孩子们对
今天要画的内容已基本了解。

在布置作业时我说：你喜欢你的小房间吗，它是你的小天地
吗，你最爱在里面干什么，你可以把它们画出来吗？如果你
不满意自己的小天地，你想把它重新设计成什么样，你也可
以把它画出来。孩子们在画的过程中，也有出现问题，如，
画面不够集中，就像写作文有点散；颜色涂的不明确，分不
清楚家具和墙面还有地板，颜色拉不开等。

但也有的孩子画得非常棒，画面清新，颜色鲜艳，突出了自
己的喜好。在赞扬他们的`同时，也给予其他孩子一些鼓励，
相信他们会不断进步，会越画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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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目标

1、显性内容与目标综合运用本单位学习的有关家居布置知识，
设计制作一个布局合理、使用美观、富有个性的学生居室模
型。在设计过程中，认识造型、色彩、情调等设计因素在设
计中所起的`作用。

2、隐性内容与目标通过设计自己的居室，使学生更加热爱生
活，关注生活中的设计，提高审美品位。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

学生居室的审美情趣。包括品味、个性、居室布置的各种因
素。

难点：纸模型的制作。包括时间（课时可能不够）、比例
（家居与房间的比例）造型（各种家居的制作）。

课前准备工具：刻刀、尺子、胶水。

材料：废鞋盒、各色硬纸。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对教科书中居室布置的分析。书上的几件学生
房间模型与实例，有它的优点也存在不足，让学生发表自己
的观点，从家居造型、色彩搭配、空间利用、房间装饰几方
面谈实用、品味、性格以及制作技法，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为制作模型做铺垫。

二、学生设计制作制作时注意几点：



1.模型一般有地面和两面或者三面墙组成，像装修的样板间。
制作材料可用鞋盒代替。

2.家具与房间应有一定的尺度感，家具大了，房间就显小，
家具小了，房间就显大。家具之间也要注意比例，如写字台
和椅子的大小比例。

3.颜色最好用纸的本色，如上色应先画图案再制作。如果模
型做成后再着色，模型就会变形，所以应先涂色后制作。

三、展示将学生的作品进行展示，谈自己的想法。模型有多
种布置形式，如挪动家具位置、变化房间装饰等方法，让学
生进行尝试、讨论。可边布置，边拍成照片，可将照片扫描，
制作成课件，利用电脑变化设计成其他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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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复习提问：

1、分子和原子的概念、

2、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原子还可以再分吗？

引入，然后引出探讨原子内部结构的话题。由学生自学课本
并讲解“原子内部有一个体积很小但质量很大的核”。让学
生想象原子结构像什么？引起了学生很大的兴趣有的说像地
球，有的说像苹果，有的说像太阳系，然后引导学生比较它
们的异同，效果较好！交给学生讲解是成功的，而且以后还
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把课堂交给他们，让他们做主
人，效果会更好。

数据分析环节学生不是很活跃，主要原因是学生对于两个等
式的结论已经有所了解，所以讨论和交流的并不热烈。这也
是本节课一个难以突破的地方，因为问题挑战性不强，所以



学生的积极性不高。

课后，有老师提出本节课悬念不足，总是有一个固定的结论
引导着学生，使他们不能展开想象和打开思维；也有老师提
出学生活动还不够。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一类问题，就是如何
充分调动学生。由于原子的构成是抽象和微观的，所以不能
由学生进行动手实验，生动性和趣味性减少了很多。不过我
利用一些图片和动画来模拟展示，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弥补，
但总的来说值得继续探讨的地方还很多，有收获更有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