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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媒体情境，调动学生学习热情 1

多种媒体的广泛应用，可以为学科教学创设适宜学

习情境，教师在媒体筛选和应用时，要对教学内容做深

度解析，找到教学设计切点，利用媒体手段，将一些图

片、视频、动画、音频等信息展示出来，对学生多种感

官带来冲击，引导学生顺利进入到学习环节，调动其多

种学习思维，在深入思考和互动交流中形成基础能力。

如教学高二通用技术必修二，关于“结构与力”学习环

节，教师借助多媒体展示一组图片信息，要求学生做好

观察，结合物理学原理展开讨论，这些结构与力有什么

用的关联？具体分析其结构受力情况。学生开始观察图

片，对图片展示的结构与力的关系进行互动交流。如两

个人拔河比赛，受力的是拔河用的绳子，受力方向相反，

构件被拉，在拉力作用下，绳子会发生一些变形。如拧

麻花，构件是麻花，受到作用力后，其形状发生扭曲变

化。为启动学生学习思维，教师利用多媒体展示拱形桥

图片，要求学生做对比分析，为什么要将桥面做成拱形

呢？学生开始讨论，学习气氛活跃起来。教师借助媒体

展示图片信息，目的是让学生在观察中展开交流讨论，

对一些常见结构与受力情况做认知。特别是拱形桥的图

片展示，这是学生比较熟悉的生活画面，自然能够引发

深度思考。从学生学习表现可以看出，教师教学设计是

比较有成效的 [1]。

二、对接生活认知，激发学生学科思维

通用技术与学生生活有更多对接点，教师在教学设

计时，需要对教学内容做深入探究，还要对学生生活认

知基础有一定把握，以便做出更为理性的设计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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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结合生活认知展开学科学习，在思维对接融合中

建立学科能力基础。教师在执教过程中，需要观照学生

生活认知情况，进行对接设计和组织，可以获得丰富调

度力量。如教学《结构设计与制作》这部分内容时，教

师在课前为学生准备了制作任务，要求学生利用身边材

料，自行制作一个相片架子，准备参与班级展示活动。

教学启动后，学生都能够将制作好的成品展示出来。教

师组织学生进行集体评价活动，从稳固性、美观度等角

度展开评选，最终选出一些经典制作。为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教师让相关作品的作者，自行介绍其操作经历，

对材料选择、制作流程、设计理念、制作感悟等角度展

开解读，将学习推向高潮。教师利用多媒体播放制作动

画片，给学生提供更多学习体验的机会。教师利用预习

机会，积极推出制作活动，将学科教学推向高潮。学生

对制作活动有特殊参与兴趣，因为制作带有操作性、创

造性、挑战性等特点，能够引起学生的创作意愿，教师

通过评选环节，让表现出色的学生介绍制作经验，将学

生带入特定学习情境之中。一个简单的相片架制作活动，

与学生生活形成多重对接，其调度作用更为突出，学生

从中获得的学习成长更为丰富 [2]。

三、推出互动交流，提升学生探索品质

学生有主动交流的意愿，教师对此需要有更清晰的

认识，针对教学内容实际，为学生准备更多互动交流的

机会，以成功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课堂讨论、话题辩

论、实验操作、生活观察、参观访问、信息搜集等，都

属于通用技术学科教学中可能涉及到的活动形式，教师

要有深度探索意识，成功启动学生学习思维，引导学生

展开创意学习实践探索，在互动交流过程中达成学习共

识。教学案例的积极投放，可以给学生带来更多观赏思

考的机会，也能够顺利激发课堂教学引擎，形成崭新教

学动机。在教学《经典结构的欣赏》这节内容时，教师

先拿出一些图案，让学生细致观察：这些建筑都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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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特点，如“飞檐”，为什么会有这些设计呢？这些

飞檐有什么功能呢？学生拿到这些思考问题后，都能够

积极行动起来，展开深入思考，开始了互动交流。有学

生说，飞檐是向外的，而且翘起来，有利于排水和采光。

也有学生说，飞檐形状像飞天，增加了建筑的气势和美

观度。还有学生说，古代建筑追求文化底蕴，这些飞檐不

仅有生活实用性，还应用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教师对学

生个性理解给予更多肯定评价，让学生顺利进入到互动交

流环节。教师推出讨论话题，成功调度学生学习主动性。

学生从不同角度展开思考，对飞檐的作用进行个性解读，

体现学生创意思考的意识。教师与学生一起互动交流，在

对话中达成共识，这样的教学才有更多成效。学生的理解

未必正确，教师没有简单对学生个性解读做是非判断，而

是从正面进行鼓励，这是最为理性的设计和应对 [3]。

四、组织调研活动，强化学生操作体验

教师组织学生展开调研活动时，需要充分利用操作

和实验机会，让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操作体验活动，对

学习内容和技术要领进行深入探索，自然建立技术应用

能力。通用技术离不开实际操作活动，教师在活动筛选

和创新设计时，要注意提升对接性，顺利启动学生学习

思维，自然建立学科教学成长点。实验操作、学术研讨、

课题研究、方法探索、技术锻炼、实验分析等，都可

以为学生提供操控经验，教师适时做出组织和调度，可

以学生提供更多学习实践的机会。在教学《系统及其设

计》相关内容时，教师先为学生准备一些思考问题：什

么是系统设计？系统设计需要哪些步骤？系统设计应该

考虑哪些问题？学生开始阅读教材相关内容，对相关问

题进行深度思考，课堂学习进入互动交流环节。为调动

学生探索精神，教师拿出一些手电筒，要求学生分组展

开操作研究：手电筒照明供电部分的设计，先做结构分

析，理顺其照明功能实现的条件，对手电筒进行拆卸和

组装，形成系统设计认知 [4]。学生接受任务后，开始相

关思考和讨论，对操作任务进行对应研究，在充分讨论

中达成学习共识。教师组织学生展示学习成果，每一个

小组都能够快速形成实验报告，对相关操作进行归结处

理。在这个教学案例中，教师推出了操作任务，要求学

生对手电筒供电系统进行思考认知，对手电筒进行拆卸

装配操作，从实践体验中形成技术能力。学生对此有浓

厚参与兴趣，课堂操作顺利展开，教师跟进指导，确保

学习互动顺利展开。学生从实践体验中建立的学习认知

更为鲜活而立体。教与学达成更多和谐，强化学生操作

体验，丰富学生学习积累。

五、延伸实践维度，形塑学生综合能力

通用技术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教师借助生活实践

展开训练设计，可以快速调度学生训练热情。通用技术

关涉方面众多，教师需要有融合对接意识，结合学生生

活学习实际，推出一些社会实践的活动，让学生在实践

体验中成长技术操作能力。结合生活展开实验操作、深

入社会进行学术调研、借助技术操控展开经验总结、通

过实验体验进行操作解析，都可以为学生带来学习内化

的机会，教师要建立清晰教学认知，切准学生学习心理，

推出实践活动，以提升学科教学品质。通用技术实践内

容更为广泛，教师需要有延伸意识，针对学生实践现实，

积极推出实践活动，将学生带入操作环节，在多重体验

中建立技术能力 [5]。在教学《控制及其设计》这部分内容

时，教师利用多媒体展示古代的水车图片，要求学生分析

水车运行原理，对踏车和筒车控制手段进行比较，看哪一

种控制手段更科学。学生开始观察学习，对古代水车工作

原理展开深入探索。通过一番互动交流，学生逐渐达成学

习共识。认为筒车运行更省力，其控制手段应用更为科

学。教师随之布置操作任务：借助生活的材料，自行设计

制作一架筒车，将相关成品以照片形式呈现到网络交互平

台上。学生听说要自行设计制作一架水车，都表现出极高

的好奇心。教师展示古代水车图形信息，要求学生做比较

分析，对控制手段进行客观解读，自行设计制作水车模

型，将学生带入特定学习情境之中。教师跟进指导，给学

生提供更多学习启迪。特别是学生自主制作水车任务，对

学生提出严峻挑战。这个设计带有创意性，有兴趣的学生

会主动展开探索和设计，其助学效果会更为丰富 [6]。

六、结束语

通用技术学科教学设计时，教师需要对教法展开筛

选和创新，借助更多教辅手段，给学生提供更多创造性

学习操作机会，以有效提升其学习品质。媒体展示、生

活对接、活动组织、实践延伸，都能够给学生提供更为

广阔的学习时空条件，教师要对教法进行升级处理，以

顺利启动学生学科思维，在积极参与活动实践中建立通

用技术能力。通用技术包含诸多内容，与学生生活高度

对接，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教师围绕学生展开教学，

可以获得丰富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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