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技术作品设计方案和制作过程集
合的区别(实用5篇)

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方
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和安
排等。方案能够帮助到我们很多，所以方案到底该怎么写才
好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技术作品设计方案和制作过程集合的区别篇一

全校学生。

发明创造（小制作）、科技论文、科技创意（幻想作品）。

xx月xx日。

1、发明创造（小制作）。

参赛选手的发明创造作品。发明创造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中所规定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
设计。已申请和获得国家专利的项目优先参赛，具体可参照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竞赛规则》。此项提倡“废物利
用”小发明小制作。

可供参考的作品范围：

（1）玩具和文体用具。

（2）教学和学习用具。

（3）日常生活用具。



（4）工农业生产用具。

（5）环保作品（废旧材料用品的回收与利用）。

（6）其它。

2、科技论文。

科学论文是指：科学研究论文、研究报告、实验报告、调查
报告以及研究性学习的课题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等。科学研
究论文或研究项目必须附有研究过程记录、论文全文、研究
报告及参考书目、实验数据及其他必要的图表资料、证明材
料等。

可供参考的作品范围：

（1）数学。

（2）物理。

（3）化学。

（4）生物。

（5）环境科学。

（6）工程学。

（7）计算机科学。

（8）行为与社会科学。

（9）地理。

（10）医学与健康。



（11）其它。

3、科技创意。

也称幻想作品大赛，创意作品是基于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需要
而大胆提出的富有想象力，能启迪人们的创造思维，符合科
学原理的构想都可以参加竞赛，既可以用论文、小说，也可
以用图式的形式来表达创意。

“三自”原则和“三性”原则：

（1）“三自”原则：自己选题、自己设计和研究、自己制作
和撰写。

（2）“三性”原则：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

逸夫一楼。

全体学生。

xx。

xx、xx、xx、xx（每人50道题，提供电子文档，10月20日上交
到xx）。

xx。

xx、xx、xx、xx。

1、从“题海”中揭取题目，交与评判小组现场做答。

2、答对题目者有小奖品，同时获得一粒智慧豆；答错者，将
从所在班级扣减一粒智慧豆。



3、团体记分：分年级按班级智慧豆的总数从大到小排名，分
年级设置团体一、二、三、四等奖，智慧豆相同者，扣减智
慧豆较少者排名靠前。

技术作品设计方案和制作过程集合的区别篇二

《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实验）》（下简称《课程标
准》）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课程改革步入了实质性阶段，基础
教育改革进入了新的时期。课程标准无论是课程性质、课程
理念、设计思路，还是课程目标均为建国以来的首创。通用
技术课程标准的内容以提高学生技术素养、促进学生全面而
富有个性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坚持基础性、通用性、选择性
与时代性的高度统一，注重国际经验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教
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相结合、教育传统与未来发展需要相结合，
努力建设立足我国国情、体现未来走向、具有中国特色、富
于开拓创新的普通高中技术课程的新构架。

本学期开设的课程是通用技术课程的必修模块“技术与设
计1”，使用的是江苏科技出版社的教材。“技术与设计1”
是普通高中通用技术学习的导入模块，皆在使学生理解技术
及其性质，经历一般的技术设计过程，并在九年义务教育中
的劳动与技术学习的基础上，形成结构较为完整的技术素养。
具体内容有技术及其性质、设计的基础、怎样进行设计、设
计的实现——制作、设计的交流与评价。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学生将：

1、加深对技术的理解，增强使用技术的自信心和责任心；

2、了解设计的基本知识，熟悉设计的一般过程，初步掌握设
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3、通过设计的交流和评价，培养合作精神，提高审美情趣，
学会多角度地思考问题。



1、在开学初将各班学生分为4-6人的技术小组，便于开展技
术活动，每个小组的组长每周填写《技术课过程考核小组量
化表》，便于更好地完成学分认定过程中的过程性评价和形
成性评价。

2、紧扣通用技术课程的基本目标“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促
进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设计、组织和实施教学活动，
避免教学过于专业化，防止陷入某项技能、技艺的教学。

3、教学中要体现新理念，不仅要注重学生对基础知识与基本
技能的学习，还要注重学生对技术思想和方法的领悟与应用，
注重学生对技术的人文因素的感悟与理解，注重学生在技术
学习中的探究、试验和创造，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
共通能力的发展。

4、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联系学生实际，从学生生活出发，收
集与技术有关的各种图片、文字资料，营造轻松、愉快的学
习氛围，让学生喜欢上技术课，使学生对“技术与设计1”形
成浓厚的学习兴趣。

5、通用技术课程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在教学中要多跟其他
学科的教师进行沟通和交流，掌握教材中所涉及的有关物理、
历史、化学、艺术等学科的知识。

1、关注全体学生的发展，着力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

2、注重学生创造潜能的开发，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3、立足科学、技术、社会的视野，加强人文素养的教育。

4、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努力反映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

5、丰富学生的学习过程，倡导学习方式的多样化。



根据安徽省普通高中学校课程方案设置指导意见，本（技术
与设计1必修）应该安排36学时，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我校
高一年级通用技术（技术与设计1必修）模块课时分配计划：

章节建议课时分配（共计20学时）

第一章技术及其性质4：第一节两课时，第二节、第三节各一
课时；

第二章设计的基础3：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各一课时；

第五章设计的交流与评价3：第一节一课时，第二节两课时。

因课时少，时间紧大部分课都要安排在多媒体教室上。所以
要求学校提供多媒体教室。

因为学校有安排两课时，所以有时间可以上一章必修二的内
容。

技术作品设计方案和制作过程集合的区别篇三

本学期开设的课程是通用技术课程的必修模块“技术与设
计2”，使用的是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技术与设计2”
模块是在“技术与设计1”的基础上设置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专
题性技术与设计的教学内容，是“技术与设计1”所学知识的
应用和深化。本模块由结构与设计、流程与设计、系统与设
计、控制与设计四个主题组成，侧重于技术设计的思想和方
法的领悟以及生活中具体技术问题的解决。这些对于高中生
的生活、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学生应该：

2、能使用常用的规范的技术语言表达设计方案；



3、能结合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形成设计方案并初步实施；

4、学会从技术、环境、经济、文化等角度综合评价技术设计
方案和实施的结果，增强革新意识。

1、在开学初将各班学生分为2-4人的技术小组，便于开展技
术活动，每个小组的组长每周填写《技术课过程考核小组量
化表》，便于更好地完成学分认定过程中的过程性评价和形
成性评价。

2、紧扣通用技术课程的基本目标“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促
进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设计、组织和实施教学活动，
避免教学过于专业化，防止陷入某项技能、技艺的教学。

3、教学中要体现新理念，不仅要注重学生对基础知识与基本
技能的学习，还要注重学生对技术思想和方法的领悟与应用，
注重学生对技术的人文因素的感悟与理解，注重学生在技术
学习中的探究、试验和创造，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
共通能力的发展。

4、教学中要紧密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使学生通过技术试验，
领悟技术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并能将它们迁移到日常生活中
进行灵活运用，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学中应选择与学生生活实际联系紧密的、能否反映时代
的发展的教学案例，以激发学生兴趣，增强对技术及其文化
的理解。

6、教学中应根据不同的内容，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评价，倡
导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结合起来，形成性评价可采用
表现性评价和技术活动档案袋评价两种方式。

本学年二学期，每学期每周1课时。



技术作品设计方案和制作过程集合的区别篇四

1、作品名称:sunshine

2、设计人员:张**等

3、学生班级:27(1班)

2、作品归属的课程模块:技术与设计1模块

前言:学生在使用文具时不能归在一-起，有时会丢三落四，
甚至看不见。于是设计了一个笔简，他自身轻便，外观黏上
了装饰，十分美丽，使用时心情可以放松，如同沐浴阳光，
这就是这个作品的寓意所在，故取名sunshine.

材料:废弃的一次性筷子及白纸

加工制造过程:

首先用小刀将筷子劈开成两半。用双面胶将筷子- -根- -根
的黏在一起拼成四个面，用透明胶在四个表面围一圈。将筷
子砍成两段，将头部那段拼成底部。

剪出有关大自然的事物黏在四个面表面，将白纸简称适当的
形状置于笔筒内部作为隔离间。

小小的作品设计起来并不容易，需要细心和耐心，但是完成
后心情很开心，很有成就感，以后要多多参与这样的活动，
制作出更多有用的小作品来。

该作品是一个笔筒，使用性很高，针对学生的需求，笔简简
身较大，并且作品在传统笔简的基础上，加入了隔间这样的
创意，让文具各得其所。另外，作品的制作材料是废弃的一
次性筷子和白纸，选材上性价比高，符合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观念。作品在制作过程中，设计到对木材的锯削、黏贴等的
加工。在对作品的美化上也是别具一格，把对大自然的美好
向往融入作品中，让作品使用者拥有一个好心情。

(一)加工图纸

(二)作品使用说明书

笔简使用说明书

产品简介:这是一款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文具之家”，内部可
放尺子、笔、圆规等。

构成:用一次性筷子粘成四个面及底部，用白纸作为隔板。

技术指标:笔简高20cm，宽8cm，长8cm

技术作品设计方案和制作过程集合的区别篇五

 

       通用技术课程标准的内容以提高学生技术素养、
促进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坚持基础性、
通用性、选择性与时代性的高度统一，注重国际经验与我国
国情相结合，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相结合、教育传统与未来
发展需要相结合，努力建设立足我国国情、体现未来走向、
具有中国特色、富于开拓创新的普通高中技术课程的.新构架。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对教学过程提出了
这样的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
发展，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
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
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富有个性地学习。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



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技术课程应结合自身的
特征，把它落实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

本学期开设《技术与设计1》，高一年级5个班同时开课，每
周1课时，总课时数20节，其中课堂教学19节，教学评价1节。

第1周 针对新课程特点，探讨教学设想和措施

第2周 统一进行集体备课，探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第4周 学术研究讨论

第6周 放假

第7周 讨论组织学生进行哪种技术实验

第8周 对青年教师的公开课进行点评

第9周 与兄弟学校进行经验交流

第10周 统一教学进度

第11周 期中考试

第12周 进行六认真检查

第13周 针对检查结果指出不足，指导如何改进

第14周 如何组织学生进行课外活动

第15周 就设计的交流语言进行讨论

第16周 根据其他地区实施的情况，讨论可借鉴的教学方法

第17周 就学生进行怎样的模型制作讨论



第18周 制定复习计划

第19周 期末考查

第20周 进行教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