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变戏法的纸盒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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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变戏法的纸盒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是苏教版五年级上册中一课设计·应用类的课程。让学
生能运用一些组合原理，了解一些简单的创意、设计方法和
媒材的加工方法，进行设计和装饰，美化身边的环境。

本课所使用的是形形色色的包装盒，在现代社会当中，商品
是非常讲究包装的，这些包装本身有时就是一件艺术品。让
学生收集这些包装材料，再辅以彩纸、彩带等其它一些装饰
材料，通过设计、制作成各种各样有趣的造型。

但这样也存在一个问题，学生可以把大的块面概括的非常好，
却很难概括好一些细节部分，比如象牙、耳朵等，但细节的
缺失就会使制作出来的作品缺少灵性。所以制作的过程中要
不断的提醒学生，细节、细节。

在设计制作过程中，学生一般都是用加法（粘贴）来制作，
很少会用减法（切、挖等）来制作，我在范作展示中就采用
了大量了的切、挖为手法的作品，让学生来学习，丰富了作
品的制作手法。

设计制作类的课程，往往是最易出成果，也是最难出成果的，
需要我们老师在课程设计上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就会让这
些课程充满乐趣。



变戏法的纸盒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是学生个体制作和集体组拼的活动课。材料较多，耗时
也较长，所以我放在了本学期的最有一节课来上。以纸盒组
拼活动为想像创造载体，组拼想像空间广阔的童话中的“城
堡”，体验利用废旧纸盒进行立体造型，感受集体合作创造
生活、创造美的乐趣。感悟纸盒组拼城堡和建筑物的基本方
法，提高动手制作能力，促进实用设计意识的形成。表现出
一定的立体空间想像能力，体现团结协作的好作风。

纸盒“城堡”一般人关于城堡的概念，都是在童话中形成的：
美丽的公主被恶魔抢走了，被关在阴森恐怖的城堡里，英勇
的王子会骑着白马而至，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王子把公主
救出，两人回到王子的城堡，据说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学生脑子里的“城堡”世界正是如此，学生在幼儿时期和平
时都玩过搭积木的玩具，对搭建房子还是有基础和兴趣，生
活中商品包装盒的形状、色彩、材料多种多样，学生运用纸
盒组拼创造，自己动手，发挥想像，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
神，培养创造性思维及设计意识有极大的帮助。我围绕建造
城堡展开游戏，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师生合作
商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明确每个个体在集体中应承担
的任务，对城堡的城墙、城楼、城门及设施进行分工合作，
以便更好地展开集体组拼城堡或城市的合作学习，也合理的
利用了有限的课堂时间，基本过程如下：

1、欣赏导入，激发兴趣，开拓眼界。

2、尝试创造，学习做法

3、制作表现，堆砌成型

4、作业展示，自我评价。

5、想象拓展，课堂延伸。



1、采用师生互动对话型教学方法，在师生对话中共同思考，
共同探求。我故意在示范过程中出错，让学生探究出更好的
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一方法增进了师生双方面的信息交流和
情感交流，同时也活跃了课堂的教学气氛。

2、导入过程中，我以童话故事引导学生的想象，利用多媒体
进行欣赏世界各地的城堡图片，激发学生探究，创新的欲望，
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通过多种形式的讨论，培养创新意识。

3、作业展评时，我让学生选出自己最喜欢的城堡摆在一块，
组合成一个大大的城堡国，学生非常兴奋，我还给他们照相
留影，学生在自己的作品前露出了开心的笑脸。作业展评是
为了促进教师教学，检验教学目标是否落实，采取学生自
评——学生互评——教师点评方法，符合以学生为主体的探
索评价这一原则，又能让学生充分表现自我，展示自我，内
化学生的个性品质。

变戏法的纸盒教学反思篇三

通过这节活动课的开展，使幼儿知道了探索纸盒的多种玩法，
在练习爬、钻、跳等动作。训练了幼儿的发散性思维，激发
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同时让幼儿爱上了玩纸盒游戏。

纸盒是儿童身边常见又熟悉的物体，利用奶盒、餐巾纸盒、
鞋盒等这种废弃材料，变废为宝。同时纸盒是一种具有可变
性的材料，正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所以给了幼儿很大的探
索、想象空间。在运纸盒的游戏活动中鼓励幼儿亲自尝试，
让幼儿体验游戏活动中的'快乐，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发展
幼儿的创造性，增强幼儿的自信心。

变戏法的纸盒教学反思篇四

《纸盒之城》一课要求学生欣赏优秀的建筑艺术摄影作品和
纸盒“城堡”模型，体验利用废旧纸盒进行立体造型，感受



集体合作创造生活、创造美的乐趣，并提高学生动手制作的
能力，促进设计意识的形成，还要体现团结协作的好作风。
为了突出重难点，贯彻落实课程标准，我设计了“激趣导
入——欣赏评述——尝试创造——制作表现——自我评
价——想象拓展”六个环节进行教学。课后，我马上写下教
学后录：

1、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润物细无声。

本课所选的要制作材料是废旧纸盒，让学生巧用、巧堆、巧
饰、巧玩纸盒，不仅发展了学生的健康情趣，培养创造性思
维及设计意识，还令学生懂得了生活中处处都有美，我们的
眼睛可以发现美，双手可以创造美，更令学生懂得了变废为
宝的技法，比较成功地渗透了德育教育。

3、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本课是学生个体制作和集体组拼的活动课。在教学中，我给
学生提供较多的讨论、交流的机会，让他们集思广益、相互
切磋。不论是进行城堡单个建筑物的制作，还是制作、组拼
方法的选择，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有效地自
主探究学习，让学生通过认知、表达、交流、尝试开展方案
设想，进行城堡单个建筑物的`制作方法尝试，在自主尝试中
发现和选择恰当的制作方法，既分工又合作，完成集体作
业——纸盒之城。

1、教具利用得不够充分。

由于教具放在画板上显得过于庞大，不好摆放，在教学中，
只在导课及学生创作时出示，令精心制作的教具没有做到物
尽其用。若在讲授技法时出示教具并结合说明，相信会有更
好的效果。



2、作业展示环节效果不佳。

40分钟的教学时间对于本课的教学显然是不够的，由于时间
仓促，学生作业虽说基本达到了教学要求，但还没有完全完
成。在作业展览环节中，我请一些我认为做得不错的小组把
他们的作业放到我的展板上，然而他们认为还没有完成，硬
是埋头苦干，不愿上交，以至作业展览环节没有展现出应有
的效果。假如在学生组拼城堡后，我能用相机拍下，即时传
到电脑上，在电脑上展示学生合作的成果，相信效果也会不
错。

变戏法的纸盒教学反思篇五

我在课前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图片，便于课上启发创作构
思、参考借鉴。在上课过程中我发现学生缺乏用纸盒进行家
具设计的创意。为了解决这个我认为可以加大学生之间互相
启发交流这个环节，或是给学生看看书本中的图片。本课难
点是让学生掌握制作方法，教师采用自主探究式学习方法，
每组发一个教师教具，让学生拆一拆，折一折，有学生自主
探索制作方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演示让学生更直观更清晰
的进行学习了解让学生主动地参与活动，去感受学习的.过程，
主动探索和研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快乐的自主学习。

纸盒怎么变家具呢？首先应该找到纸盒和家具相似的地
方——外形，通过外形的相似在找到纸盒和家具不一样的地
方——具体造型和结构，引导孩子们从“同”和“异”当中
找到纸盒变家具的方法。按照这样的思路，整堂课上下来觉
得学生学得还比较清晰，从学生作品来看，学生也几本能掌
握纸盒如何来变成家具，但在家具类型以及造型方面缺少新
意。究其原因，对于结构复杂的家具造型，学生可能会产生
畏难情绪或者对自己没有信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时
刻不要忘记鼓励和支持学生，让他们能大胆表现自己的想法
进行艺术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