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我的课程表教学反思 flash制作按钮
元件的使用教学反思(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制作我的课程表教学反思篇一

在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形成初步的工具和机械的概
念，我积极引导学生从生活中使用工具经验的回顾和用熟悉
的工具解决具体问题，感受工具能帮助省力或提供方便，如
让学生回忆曾经使用过的工具，以填调查表的形式展示出来，
重视学生描述各种工具的作用，为后面的学习做准备。另外
通过设计拔钉子的教学活动，让学生根据生活经验选择可以
完成任务的工具，让学生认识到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用途，
完成同样的`事情，使用恰当的工具能给我们带来方便和省力。

2、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如在拔钉子的教学活动中，为
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工具的作用，我采取了分组探究的方式，
尽量给每个学生提供动手操作的机会，让学生科学合理的使
用工具，体验工具带给我们的方便。

不足之处：

1、教学准备不足。由于受到教学条件的限制，为学生提供的
工具种类较少，数量也不够，使学生的探究受到了一定的制
约。

2、因为担心使用工具过程中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对学生
的探究活动限制较多，未能使学生的思维和能力得到最大程



度的锻炼。

制作我的课程表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熟悉flash的界面。

2、掌握几个基本工具的使用：选取工具、变形工具、填充工
具、线条工具、椭圆工具、矩形工具、颜料筒工具、墨水瓶
工具。3、掌握几个基本术语：图层、元件4、记住几个快捷
键5、完成四幅绘制图案教学重点：应用工具画图教学难点：
复杂遮照的创建。

教学过程：

一、界面环境介绍

二、工具箱的介绍

工具箱提供了用于图形绘制和图形编辑的各种工具。工具箱
内从上到下分为4个栏：“工具”栏、“查看”栏、“颜色”
栏和“选项”栏，单击某个工具的按钮，即可激活相应的操
作功能，以后把这一操作叫作使用某个工具。（1）“工具”
栏：工具箱之“工具”栏内的工具用来绘制图形、输入文字
和编辑图形。（2）“查看”栏：工具箱之“查看”栏内的工
具是用来调整舞台编辑画面的观察位置和显示比例的。其中
两个工具按钮的名称与作用如表1-1-3所示。（3）“颜色”
栏：工具箱之“颜色”栏的工具是用来确定绘制图形的线条
和填充的'颜色。其中各工具按钮的名称与作用如下。

（笔触颜色）按钮：用于给线着色，也叫作描绘颜色。（填
充色）按钮：用于给填充着色。



（从左到右分别是：黑白、没有颜色和交换颜色）按钮：单击
“黑白”按钮，可使笔触颜色和填充色恢复到默认状态（笔
触颜色为黑色，填充色为白色）。在选择了椭圆或矩形工具
后，“没有颜色”按钮才有效，变为，单击它可以在没有颜
色和有颜色之间切换。单击“交换颜色”按钮，可以使笔触
颜色与填充色互换。（4）“选项”栏：工具箱之“选项”栏
中放置了用于对当前激活的工具进行设置的一些属性和功能
按钮等选项。这些选项是随着用户选用工具的改变而变化的，
大多数工具都有自己相应的属性设置。在绘图、输入文字或
编辑对象时，通常应当在选中绘图或编辑工具后，再对其属
性和功能进行设置，才能顺利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动手用一下工具

1、使用工具制作一个“笑脸”或“哭脸”

2、渐变工具的使用：几个关键概念颜色调板填充变形工具的
使用

3、用椭圆画个画环

操作步骤：

1、用填充色画圆，并设置笔触的粗细。2、设置边线的填充
色为“七彩色”。

3、将该线形圆环转换成填充色：修改－－形状－－将线条为
填充。

4、使用“墨水瓶”工具给圆环加边线。

操作步骤：

1、用多边星形工具制作太阳的外围，作以下设置：



（1）将矩形工具转换成多角星形工具

（2）设置多角星形的“属性”中的“选项”

（3）设置“样式”为星形，输入星形数，及星形顶点大小
（顶点越小，星形越尖）

2、设置填充色为放射性，无边线

3、开始画星形。

4、创建一个同心的圆为太阳的脸。

5、使用直线工具画眼、嘴。（注意：用选择工具调整其曲线
度，利用变形工具作旋转）

四、课堂习题：自创月亮

五、课后作业

1、书本p34页的实例6：茶杯。

制作我的课程表教学反思篇三

这一节的教学内容是用flash制作按钮，并运用按钮来制作交
互性动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注意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引导学生运用多种学习方法进行
知识的学习，对于整堂课的教学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反
思：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创设真实恰当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入新课
时，老师运用一个flash动画的播放，进入到新课的'学习中。



这里的情境创设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引入这节课学生的
学习任务；二是复习上节课所学的知识。

2、学生主体、知识探究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自主学习可以达到教学目标要求。
从两个flash动画的对比教学、到按钮的制作、运用，老师都
在一步一步的进行引导，让这个学习的主体来探索学习知识
的过程。提供适合小学生自学的学习资料，让学生能够通过
自学掌握新的知识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学习过程完全
由学生自己控制，可以很好地进行自主探究和小组内或小组
间的讨论。教师可以及时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适时地反
馈各种信息。

3、分层教学、各有所获

分层教学，注重各层次学生的发展。学生的信息技术水平的
层次存在差异，在制作按钮的过程中，考虑学生学习过程中
可能会存在水平高低的问题，不管是问题的提出，还是任务
的布置都会考虑对学生的分层教学，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均能
学有所成。

制作我的课程表教学反思篇四

1、实验教师汪老师执教了一节三年级数学实践活动课《制作
年历》，这节课是在学生充分掌握了有关年、月、日的知识
基础上，让学生观察年历的特点，了解年历的.变化规律，引
导学生动手制作年历，通过提供一些精美形象的动画图片，
让学生猜测是一年中的哪一个值得纪念的节日，从而进行有
关的思想品德教育，让学生感受数学的实际作用，体会到有
价值的数学。

2、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教给学生制作年历的方法单一
化、重复化、思维不够灵活，学生用同一的模式推算、制作



太过于机械化，对学生今后的发展不利。

3、当学生将xxxx年的年历做好后，利用年历解决日常生活的
实际问题缺乏，学生做好年历后没有充分应用手中的年历进
行交流、讨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下面谈一谈本人对这节课的教学设想：

一、从学生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揭示活动的内容：

制作我的课程表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反思：

在将教学设计转化为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学生顺利地完成了
学习任务，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反
思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总结如下：

本节课的学习任务主要是让学生们掌握按钮元件的.制作和使
用。本节课采用兴趣教学法、演示法、讲授法、自主探究法，
通过老师的讲解和学生实践让学生们了解按钮元件，并掌握
其制作方法，通过教师演示及学生自主探究，熟练掌握按钮
元件的制作和使用方法，通过任务的选择，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的能力。

本节课程设置较为完整，教学的内容设置合理，并在知识的
拓展上把握较好，评价方面有所欠缺，在以后的课程中需加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