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船员的工作心得(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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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想象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反思：《画出你的想象》，属于抽象的造型表现课，课
程作业及要求对低年级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本课的要求
通过欣赏艺术大师的作品，使学生会解读大师作品的创作特
点及表现形式，引导学生先摹仿、再创作，最后能大胆地、
毫无顾忌地画出自己想要的色彩和形象来。

这节课要求学生先欣赏两位艺术大师米罗、克利的作品，然
后自己创作一幅作品。在教学中，先向学生介绍两位大师的
作品，如何的好，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现在的一些知
名画家对他们的评价颇高，许多博物馆里都珍藏着他们的作
品，价值连城。若你们拥有其中一幅作品的话，那不是千万
富翁，也是个百万富翁。学生兴趣很高，都觉得这样的大师
非常了不起，学生跃跃欲试，很迫切的想看这两位大师的作
品，很好的激发了学生的欣赏欲望。于是我让学生掀开课本
欣赏作品。

学生十分激动而虔诚地打开书，只听嘘声一片。大部分孩子
认为作品就是乱画，没什么了不起。由于大部分孩子从小接
受的都是很具体的画，觉得画得像就是画得好，画得不真实
就是乱画。正在这时，有一个男孩大声地说：“这几幅画画
得很美。”他说，他觉得第一幅很美，黄色做背景很鲜艳。
有的.学生认为第二幅很好看，因为它的颜色很特别，各种颜
色都流动起来了。



教室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我惊喜于孩子对颜色的敏感，鼓
励他们继续观察并提出问题，对颜色的感受，如黑色会给你
什么感觉？黄色背景让你想到什么？为什么艺术大师用了鲜
艳的黄色呢？孩子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很兴奋、议论纷纷。

这节课通过听大师的故事吸引学生提高学生兴趣来导入新课，
然后欣赏大师的作品，又不懂到慢慢喜欢，最后发展到大家
积极发表各自的想法，虽然每个同学的想法各不相同，但毕
竟都动了脑筋。但我还应多准备一些抽象大师的作品，让学
生更多的了解抽象画可产生这么美的作品来，使他们从小就
懂得艺术有如此大的魅力，从而增强他们的创作欲望。

想象教学反思篇二

《奇特的海螺》是一年级的一堂绘画课。我触摸游戏吸引了
学生的好奇心与关注度，增强了学生的表现欲望并参与动动
脑筋思考，创设了一种宽松的游戏教学环境；又出示海螺实
物和图片给学生以感官认识，给他们以好奇、愉悦的心情去
观察，去参与实践活动，充分调动起自己的想象思维。在作
业创作过程中通过思索、体验、表达、尝试之后，更好地发
挥个性和创造性，他们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激动、自豪，为
社会责任而感到使命。

我引用“最奇特海螺参选比赛”来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和表
现心理，并用同样的方式来展示作品，把评价的“权利”让
给学生，用每位学生的互评互赏来代替教师作业评价，并设
置荣誉――评选出“最奇特海螺才能参加海洋生物聚会”。
这样的作业与评价的设计，符合学生好表现、易兴奋、好动
的心理特征，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使
他们产生强烈的获得知识、表现艺术情感的欲望。他们不再
感到美术作业是无味的，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最奇特海螺参选》自编故事的引入，让课堂充满了童趣与
想象的翅膀，孩子的天性在课堂上得到良性的发展，学生很



喜欢在这样的情境中去想象，去创造。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
进入未来社会的心理素质，也助长了孩子们的同情心、同理
心，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体验到共享欢欣、创造和谐的喜悦，
关爱他人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使命感，感受自己的价值存在。

学生在课堂所创设的宽松愉快的生活情境中，主动充当角色；
老师对学生不必约束很多。学生们毫无顾忌地自由选择、自
由活动、自由创造、自由表现，尽可能地挖掘大脑潜在的能
量，使新的点子、新的想法喷涌而出，从而主动积极地把自
己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学生在这种氛围中，必然能迸发出
创造的火花，使创造性思维得到自由伸展和尽情发挥。

想象教学反思篇三

想象作文，顾名思义，就是作者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
凭借想象的翅膀，超越实际生活，去构想出见过或根本没有
出现过的生活图景，以达到某种表达效果的文章。一位作家
曾说过：“一个会回忆，会联想，会想象的人，才是会构思
的人。”由此可见，想象对我们学习、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写好想象作文，会提高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会成
为我们一生的学习、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的。

那么，怎样写好想象作文呢？

1、构思巧妙

吸引力，一看到开头，就愿意继续读下去。

2、大胆合理

想象汇总突出自己的创新。想象要大胆而有新意，具有时代
性的同时，要注意合理。想象的合理指想象要基于现实。它
是想象而不是狂想、妄想。要基于现实，又要超越现实。写
这类作文要注意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将自己平时观察所得，



根据表达的需要，合乎情理地展开想象。

3、内容具体

描述出来，不可只写一些简单、空洞的概念。写得具体而详
细，这样文章才会有具体内容。

4、感情真实

首先，对未来的展望是幸福的，我们应把这种幸福的感受融
于语言中，在字里行间，渗透“我们”的幸福感。未来的世
界更是令人向往而美好的，大家一定要运用生动、形象而优
美的语句对其进行叙述、描写，把语言好好提炼，让它充分
展现我们未来的美好。

同时，语言要有自己独特的个

想象教学反思篇四

围绕本课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教学效果：

1、巧妙导入，激发习作欲望。

导入这一阶段教学的关键是激发学生情感，让学生产生强烈
的学习愿望。发散了学生的思维，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当学生提到与本次习作有关的词语或事物时，我引导他们把
想象说具体，为学生下一步的习作做好铺垫。

2、放飞想象，拓展想象空间。创设想象情境，让学生想象会
发生什么故事。伴随着舒缓的轻音乐，学生完全沉浸在想象
的世界当中。每个学生均有了一次口述想象的机会，为下一
步习作又搭了一个台阶。

3、张扬个性，自悟习作要求。同桌互说后，学生迫切地想要



与老师分享自己的想象。当学生和我分享他们的想象时，我
让其他学生认真倾听，充分肯定他们个性化的语言或表达形
式，充分尊重学生的每一个闪光点，并引导他们尽可能说得
具体些；随后请学生评价，说出最欣赏的地方，让生自悟习
作要求。培养了学生的想象能力，训练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
力。

4、多元参与，评价促进发展。叶圣陶先生多次强调过：“作
文教学要着重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好文章是“改”出
来的，三年级学生的作文亦是如此。在习作讲评时，我改变了
“老师批，学生看；老师讲评，学生听”的传统形式，充分
调动了全体学生参与评价的积极性和热情。我让学生先自评
自赏习作，重新感受了一次写作的过程。学生不但在自我欣
赏好词好句中提升了写作的信心，同时，在查缺补漏中逐步
完善了自己的作文。

在上这节课的时候，我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在互评互改环节
中，学生年龄相仿，相互之间有很多的相通之处，同伴之间
的赏识让学生增强了习作的信心，同时同伴的建议可能会更
中肯，更利于彼此接受。在学生自评、互评的基础上，教师
挑选结合学生自荐、小组推荐，选出了3篇有代表性的、不同
层次的作文由师生共同讨论评改，让学生谈优点、找缺点、
出主意、提建议，我适时地给予学生真诚的鼓励“你真会欣
赏！”、“你给他的建议实在太有价值了！”帮助学生树立
了信心的支撑点，从而激发了学生评价习作的主动性，让学
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
学原则。

由于小学生思考问题的逻辑性较差，虽然有时他们经过持续
观察后占有的材料十分丰富，且富有生活气息和儿童情趣，
但是在他们的头脑里，这些材料是零乱的、分散的，没有大
小轻重之分，尤其处于作文起步阶段的小学生，他们不会根
据中心思想选取相关的材料进行分析、比较，所以大多学生
写起来思前不想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这就难免出现词不达意、详略不当的毛病。

如果我再重新上这节课的话，我会这样做：交流平台和作文
教学课相联系，从而将说和写结合起来。指导学生将事例写
具体，在讲评时从选材、内容和语言三方面进行评价欣赏。

想象教学反思篇五

我最喜欢的是游戏是奥雅之光，最喜欢的角色是小小。玩的
不是很久，但是我玩的时候很开心。

“这里，这里是哪里，好熟悉的画面”我紧张的'说。过了不
久我想起来了，“哦，这是奥雅之光刚注册的地方。怎么回
事”

突然，我变成了奥雅之光的小小。“啊啊。啊，怎么回事？
爸爸妈妈。”这时守护者和哥哥还有大家都在我身边。哥哥
问我：“怎么了，小小？有人欺负你吗？没事哥哥保护
你1。”守护者说：“嗯，小小是谁告诉我，我帮你报仇。”
然后大家的说：“是谁，小小我也帮你报仇！”我惊呆了，
大家都叫我小小？我立即不哭了，我说：“我要照镜子！”
小美就拿了一个大镜子。我照了照我没有想到我变成小小了。
突然，一种声音说着：“帮我照顾大家，我现在在另一个世
界，求求你帮我照顾大家。”“你。你。你是谁？”“我
是——小小，谢谢你帮我照顾大家！”“小小。你是小小，
嗯我会帮你的！”“谢谢你。”日子过了很久可是我依然还
想着小小什么时候回家！”

“啊，怎么了？呼原来是梦，小小。小小。呵呵，哎还是好
好学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