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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设计的相关概念

教学设计是指教师在教学之前做一些构想和计划，是研究学

生、教学系统、教学过程、制订教学计划的系统方法。在课堂教

学之前，教师应首先对教学内容进行解读，厘清教材课程之间的

关联，可以串联几节课的内容，找到中心点后，将分散的课程整

合为单元课程。单元教学法是将教材、活动等划分为完整单元进

行教学的一种方法。每个单元均有规定的学习目标和内容，时间

长短因学习内容和学生个人情况而异。其目的在于改变偏重零碎

知识和记忆文字符号的教学，强调学生手脑并用获得完整的知识

与经验。

2　课程内容的设置具有关联性

增加单元教学，让教师重构教学内容，合理增加课时时

间，使教师在备课环节更多的思考课与课之间的关联，进行环环

相扣有逻辑的教学设计。例如人美版二年级上册的教材中，有三

节课是围绕节日这一主题开展的教学内容，从11课《绘画中的节

日》到18课《节日的装饰》，再到19课《过春节》，这三节课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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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课程，每节课都对中国的传统节日有一定的分析和欣赏。

在实际的教学中，若教师只是根据课本安排进行单课时的授

课，无法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到课本以外的知识点，而且课程之间

的关联、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性会严重减弱。为使课程之间更具逻

辑性，我们可以将这三节课整合为单元课程，确立其中的中心内

容。同时可以扩大对某一节日的欣赏力度，围绕该节日进行教学

内容的扩充，针对二年级的学生可以再增加有关“造型·表现”领

域的课程，学生将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以表2为例，笔者将原

本的三课时的教学内容进行分析，增加一节有关“造型·表现”领

域的课程，同时删减课中与“春节”这一单元核心不符的教学内

容，最终呈现出一节以“春节”为主题，引导学生进行赏析和绘

画的多维度单元课程。

3　问题的设置具有关联性

“问题化教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教学问题

集，即系统的、丰富的、精心设计的有效问题集合，在问题化学

习中我们称之为“问题系统”。教师在日常课上提出的问题中，各

个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更有利

于教学目标的完成，连贯的问题设置，能够引导学生探索知识点

之间的关联，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例如在“《生活中的线条》同

课异构教学研究”[]中，重庆市璧山区北街小学的白恒渊老师的课

堂提问就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生活中的线条》这节课旨在引导学

生进一步认识线条与生活的紧密联系，让学生体会直线与曲线不

同的感受。白老师考虑到四年级的学生对于线条的认识还仅限于

长短、粗细、曲直的形态，还不能有意识的选择和运用线条表达

自己的所思所想。因此白老师在教学中，运用了提问的方式，且

问题的设置环环相扣、具有逻辑性，引导学生体会直线与曲线带

来的不同感受。

课中，教师对学生进行提问“看到这些不同线条呈现的自然

景观，你有怎样的感受？”时，学生还没有领悟到教师提问的重

点，不知从哪方面谈感受。见没有学生发言，教师利用举例的方

式先引导学生观察，之后进行提问“老师从笔直的铁轨感受到了

无限延伸，短短的直线枕木让铁轨显得更厚实沉稳，那么蜿蜒的

河流让你感受到了什么？”学生回答“流动感、很柔软的感

单元课程
名称

喜庆的节日——春节

小课题
《绘画中的   

节日》
《节日中的
装饰》

《小小节日宣
传家》

《过春节》

学习领域 欣赏·评述 欣赏·评述 造型·表现 综合·探索

教学目标

1.欣赏其他画
家有关节日的作
品，了解有关春
节的知识、民俗
。2.通过图片
的欣赏，学会画
家在绘画时通过
刻画何种物体来
表达节日的喜庆
之感。3.提升
观察画面的意
识，提升对于节
日的喜爱和中华
传统节日的自 

豪感。

1.学习了解
春节常见的
装饰元素。
2.通过美术
作品与现实
生活照片的
对比，学会
欣赏和观察
美术作品。
3.培养热爱
生活、热爱
传统节日的
情感。

1.掌握基本的
线性绘画的能
力。2.通过前
面课程的学

习，回顾其他
画家是如何进
行节日的绘

画，同时结合
图片欣赏，画
处春节的相关
场景。3.培养
热爱生活，热
爱传统文化的

情感。

1.了解不同
纸张、黏土
等多种材料
的属性2.通
过小组合作
的方式，运
用绘画与动
手制作，共
同完成一幅
有关春节的
美术作品。
3.提升合作
、沟通能
力，培养动
手能力。

单元课程
结果展示

1.以小组为单位，展示本小组绘制的有关春节的美术  
作品。                     

2.小组成员能够对“春节”这一节日有基本的认知，并
且能够介绍春节的民俗。

表1      （以“春节”为主题的单元课程教学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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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主建设病理试题库劳动量大，试题数量有限，更

新困难，后期维护、更新，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往往单

一一个病理教研室的师资力量难以承担。当今社会，计算机与

网络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渗透到现代高等教育的各个环

节。高校试题库及考试工作的网络化、自动化是改革传统教育

模式、提高教学管理效能的必要手段。购买大平台网络在线试

题能有效补充自主建设试题库的不足之处。

我校购买中国医学教育在线题库后，病理教研室在充分讨论

后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在课堂内外应用该题库引导、督促学生

进行预习、复习，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通过调查问

卷和课堂测试，发现学生自主学习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学习

积极性得到提升，向老师提问，同学间互相讨论的次数明显提

高。根据课外测试题学生得分情况，判断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

情况，教师备课有了明确的方向，上课时对重点、难点的讲授

做到了心中有数。与自有试题库相比，中国医学教育在线题库

出的试卷，知识面的覆盖程度、可信度、区分度等方面均有不

同程度的优化。期末考试成绩显示，与往期学生相比，学生平

均成绩及及格率得到了提高。

总之，中国医学教育在线题库在我校病理教学中的使用，

一方面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促进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觉”。在学生能够回答出教师提问之后，教师予以肯定和鼓

励，并继续提问。

通过此案例中的教师提问环节，可以看到教师在提问时，

做好了问题之间的衔接，并且问题的设置起到引导学生观察图

片，主动思考的作用。一开始白老师提问：“不同线条呈现的

自然景观给你的感受时”，学生一时没有理解问题，进而白老

师通过铁轨举例，又对河流进行提问。问题中通过直线与曲线

的对比，引导学生认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的线条带来的不同

的感受。进而更好的完成这一阶段的教学内容，为接下来学生

用线造型做了铺垫。

4 　教学评价发挥“监督”作用

由目标开始，到评价为止，人类的教育行为由此形成了首

尾相互照应的关系，组成了大小不等、长短不一的相对完整的教

学片段，由这些不同的教学片段进而组成了人的整体的教学行为。

教学评价位于课程教学的最后环节，有时会被教师所忽略，然而

评价对于学生、对于教师、对于课堂教学却有着重要的作用。教

学评价具有诊断、强化、调节和教学功能，同时对于教师而言，可

以让教师获得反馈，调整自己的教学，提高教学质量。通过设计

出较高质量的教学评价环节，可以检测课程中学生的学习成果，

同时教师可以借此机会反思自己的教学环节的安排上是否合理，

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基础。

在儿童美术教育中，教学设计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课堂教

学内容的传授、教学目标的预设、教学活动的安排都起到了确定

性作用。通过分析教材内容，探究教材知识间的关联性，设计出

环环相扣、有逻辑的教学设计对于教学目标的完成，学生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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