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图形联想反思中班 图形联想教学
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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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图形联想反思中班篇一

18号听了朱敬东老师的一个讲座，正好讲到这一课，他给我
们看了舟山的一个老师上的这一课的教案，教学目标中的方
法是这样的：能利用添加法，组合法和替代法对图形进行设
计，比如说把电扇的叶子变成树叶形，把风车上的四个叶子
变得成蝴蝶的翅膀等等，他都是在现有的设计上进行设计，
而我所理解的教材就是直接在简单的图形上进行变化，比较
简单而不深刻。还有他的这个三方面是比较清晰的，我所设
计的教学目标中的三点：联想，设计、组织在范围上广了一
点。所以以后在设计教学目标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分析教材，
知识点不能含糊不清，要有精准度，还可以从课题来研究教
学目标，图形联想中本来就有联想这个词，那么我们在研究
这一课的时候是否应该从如何联想去出发呢？所以按照我自
己的教案上课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设计，组织应该是包含
在联想中的，我认为不能并列，而且小朋友并不一定能够理
解这三个词，课上下来之后，我觉得我的上课过程是偏向于
对基本形的添加联想，教案还是有待改进的。

图形联想反思中班篇二

在整节课中教学过程简洁流畅清晰,课堂气氛轻松，学生在我
的引导中发现这些图形联想的例子都是自己熟悉或感兴趣的，
学习主动，热情高，表现得乐于学习。说明学生对本课内容



挺感兴趣,同时又以愉快的心情参与学习。在学生进行创作练
习时，我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都给予指导，特别是有困难的学
生，在第一小组的最后一个女生眼睛稍有斜视，在辅导时我
三次走到她的面前和她交流，第三次时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虽然她的作品并不是最优秀，但那时我的心里是最高兴的，
也许那时她的心里已经对我这个陌生老师有了一种亲切感。

在学生作业展示中，大部分学生已画了满满一张纸，虽然不
是一组图形，但是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说，这已经不错了，
特别是学生由裙子设计的手提包、冰箱设计的邮箱、帽子设
计的翘翘板、轮船……虽然在设计形式上有些稚嫩,但都非常
真诚有趣，符合学生的特点。

在整节课中，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1、在学生练习时对于有困难的学生我安排他们可以与同桌合
作，可能由于借班上的课，学生平时没有合作的习惯，个别
学生没有达到理想的练习效果。

2、学生在评价时的声音不响亮、不敢说，坐在下面听的同学
也没有认真听，有的还沉浸在联想的创作中，以致评价时的
互动还不够。

总之，这节课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基本达到了我预先设
计的多元教学目标，让学生基本掌握了图形设计的基本知识，
在提高创造能力的同时也拓宽学生审美视野。

图形联想反思中班篇三

教学者的教学思想往往决定了教学实践和教学效果的优劣。
这节课教师在师生互动,让学生自主探究上取得了较好效果。
这一堂课的教学设计体现出探究性教学这样一种教学思想：
教学不以灌输知识为重，而是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
着眼于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到解决问题，运用综合知识



进行创新实践能力为重点。

二、体现了教学者的教学效果

本课教学过程流畅清晰，教学气氛活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
参与积极。教师在教学设计中能够贴切学生的学习心理需求，
通过游戏，猜谜，过关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由于本课内容
都是生活中自己熟悉或感兴趣的物品，所以学生在课堂中很
投入，不知不觉就下课了。但是本堂课的教学过程转换还略
显生硬，虽然教学环节步步深入，象第四关“这些图形给你
什么启发呢？”这个环节的提问设计就太笼统了。教师的意
图是图形联想的设计是在物体原有的特征上进行创意设计的，
学生有点摸不着头脑。

三．体现了学生的学习方式

这一堂课的教学设计，在学生的学习方式上作出了重大的突
破。首先，学生的学习方式的转变，是在教师教学思想的引
领下，逐渐得到养成和实现的。在传统的美术学习方式中，
过分地突出和强调知识的接受与技能的掌握，冷落和忽视了
发现与探究，在实践中导致了对学生认识过程的极端处理，
使学生的学习美术知识完全控制在“你说我听，你示范、我
模仿”的被动接受过程。其次，体现学生的学习方式，就是
把学习过程之中发现、探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
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过程。当然本堂课的教学方式还有待改进的地方。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太注意完美求全，面面俱到，教师可以尝试在
一样物体上进行多种创意的设计，或可以尝试在一样物体上
进行接画的创意设计，课堂的教学效果会更多样。

图形联想反思中班篇四

二年级的小朋友对画线条已经比较擅长了，在本课的第一课



时，我安排小朋友用配套材料里原有的划好随意线条的纸来
进行再创作，总体来说作品的多元化无法更好的体现。而在
第二课时中，我让小朋友在白纸上用随意的线条画，画完再
来进行二次创作。在一（1）班的课上，有一个平时比较好动
的男孩子拿着笔闭上眼在纸上胡乱的画线，当我走到他身边
看画时，只见纸上线条密密麻麻乱作一团。我当即批评他，
并让他把纸翻过来重新画，这个男孩子很失望地把纸翻过来
按着我说的重画了。

在后来的上课过程中，我又看见几个小朋友也照着刚才那个
男同学的.样子，闭上眼睛乱画，一边画一边露出开心的笑容，
有的还笑出了声。这时我突然想到，自己刚才犯了多大的一
个错误啊。玩是孩子的天性，在玩中学是孩子最容易最愿意
接受的学习方式。闭着眼睛画线不是不可以，只要掌握一定
的尺度，线条不要划得过多，效果并不比眼睛睁着时画得差，
反而会让孩子感到新鲜好奇，让他们能轻松愉快地投入到画
线游戏中，从而也轻松导入本课的学习。

我马上对全班小朋友说：“刚才xx小朋友闭着眼睛画线，这
种方法并不是不可行，但是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画
得太多太密，否则画出来也不好看。大家可以在纸的反面试
一试。”说完这些话，只见小朋友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原先
的纸翻过来，闭上眼睛开始画线，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
可见他们是多么喜欢这种方式。画完随意的线条后，我让小
朋友从自己思考，到相互之间交流，找出线条中的神奇的形
状，以比赛的形式看看谁找出的秘密多，谁的想象力丰富，
或者找到移位、添加等的变换方法，通过有趣的教学手段让
学生动手动脑，自主探密，来发现画中藏着的有趣的东西，
并把它变成独特的画。

整堂课中，小朋友从画画玩玩中知道了线条与线条可以组合
成面的知识，并完成对画面的装饰，寓教于乐，玩中学，学
中玩，孩子的天性尽情释放，又学到了新的本领。



图形联想反思中班篇五

一个圆形，在小学生眼里会变成苹果、球、太阳、饼干、盘
子、镜子……小学生是善于想象、长于联想的。但平时学生
对各种大小、形状、纹理都不一样的图形往往又是不太注意
的。本课编排的目的是通过对所观察事物的形状和大小的联
想，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1、通过欣赏图片，让学生找到创作的灵感

对于三年级学生来说，什么是图形联想显得太深奥，学生一
方面听不懂，另一方面也不知道从何进行联想。于是我就利
用书上有两张图片，一张是树上的房子，问学生“这张图片
是由什么产生的联想？”引导学生发现是树加房子产生的联
想，通过加一加的方法。一张是悉尼歌剧院和帆船的对比图
案，让学生找到之间的联系。2008年的奥运会主场馆鸟巢的
设计灵感就是鸟巢。

2、有针对地设计作业

这节课如果空洞得布置学生画图形联想，学生肯定无从下手。
于是在作业设计的时候，我给学生出示一个杯子，然后再给
学生一些与之相关的'图片，如杯子加眼镜你想到了什么，杯
子加菠萝你想到了什么……有了这些提示学生设计起来不会
那么空洞。但是在上课过程中我发现学生设计出来的图案一
般都是把那个东西画在杯身上就好了，作业效果不是很好。

课后我在反思这课到底怎么处理，会让学生不仅学得有广度，
还有深度呢，于是上网寻找答案，后来我无意间看到一篇教
案，觉得他的作业设计更好，之前我就没有想到呢。以一只
铅笔为原形，没有让学生直接设计，而是出示铅笔横放、竖
放、倒放、扭曲的图片，让学生先展开想象，这样学生创作
起来有的放矢。在第二课又让学生创作了铅笔乐园、铅笔森
林等全新的画面。如果有以上的教学，学生的作业效果肯定



会更好了。

作为教师要灵活处理教材，最大限度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
一定能创作出惊人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