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应用 
成果评比与展示活动优秀教学设计方案 

姓 名 陈晓晖 单 位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 

单位地址 广州市下塘西路 41 号 邮政编码 510091 

联系电话 83572768，13610034911  Email地址 chen34911@yeah.net 

题 目 给个人网站添加多媒体元素 授课时间 2009 年 5 月 22 日 

所属学科 网页设计 适用年级 职一年级 

教学目标分析（结合课程标准说明本节课学习完成后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 

情感目标：职中生所欠缺的不是聪明，也不是能力，而是多年以来学习让他们的自信心受挫。而在 

本课程的学习中，学生通过不断地学习，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个人网站，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地让他 

们体验成功的快乐，以触发和加强他们学习的自信心； 

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老师的教学活动，及学生的实践活动，学会在 Dreamweaver 软件中进行动画 

效果的制作，对于个别动手能力强的同学，还可以学会插入音频和视频的操作； 

能力目标：通过课件上的实例来拓展知识面，深入分析多媒体制作的技巧，使学生不但能在自己的 

网站中添加多媒体元素，还能把此技术应用于其它的网站中，做到学以致用； 

过程和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采用以旧知识引出新知识、套用旧知识的操作方法学习新知识等 

教学法，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及自学能力，使学生学会学习。 

学习者特征分析 （结合实际情况， 从学生的学习习惯、 心理特征、 知识结构等方面进行描述）： 

我所教授的对象是高一年级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他们平时经常上网查资料、玩游戏，所以对网站界 

面元素的组成已有一个感观认识，本次学习任务就是将他们平时所熟悉的多媒体元素应用于他们自己的 

个人网站中，所以他们对此学习任务有着浓厚的兴趣。 

教学过程（按照教学步骤和相应的活动序列进行描述，要注意说明各教学活动中所需的具体 

资源及环境）： 

[课题引入] 

所需资源及环境： 

由于本节课的内容是利用 Dreamweaver 软件进行动画制作，所以把带有动画效果的课件利用投影机 

投射在自动白板上，要比把课件利用多媒体播放在学生电脑上有更强的视觉冲激力，更能引起学生的共 

鸣；另外，学生看着老师在白板前讲课比看着电脑屏幕听老师讲课更容易集中精神，老师也更容易了解 

学生的学习情况。所以本教学环节所需教学资源是：投影机、自动白板、课件。 

教学步骤： 

1. 演示利用 Dreamweaver 软件制作的本节课课件的“静态效果”页面。让学生仔细观察该页面后， 

进行提问:“如果你是老师，你会如何修改该课件，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2. 演示“动态效果”的页面，分析其中动画的类别，并将“静”、“动”两个页面进行比较，让学 

生体验加插动画效果后，页面会变得丰富多彩。然后继续提问：“你知道有哪些制作动画的软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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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引入正课——制作动画效果除了利用 Flash 软件外，还可以利用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 

Dreamweaver 软件进行制作。 

[教学演示] 

所需资源及环境： 

利用自动白板功能进行课例的演示教学，教学课件是利用 Dreamweaver 软件制作，该课件同时具备 

以下两个功能：① 每个页面都有相应的知识点，让学生直观了解各个教学环节的具体内容；② 由于制 

作课件的软件即是学生所学的软件，所以很多课例的制作可以在该课件上实现，这样能把每个知识点立 

即应用于实际的工作中，更利于学生理解与掌握所学知识。 

所以本教学环节所需教学资源是：投影机、自动白板、课件。 

教学步骤： 

1．在网页的标题栏中“插入 Flash动画” 。 

由于学生已经掌握了在网页中“插入图像”的方法，而“插入 Flash动画”与“插入图像”的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命令不同而已。因此，先告诉学生“插入 Flash动画”的命令，然后让他们自己摸索 

进行制作。 

2．把导航栏的文字制作成“Flash按钮”形式。 

利用自动白板，在课件的导航栏上进行制作“Flash按钮”的操作，并在操作过程中提示学生，凡是 

“制作多媒体”的命令都可以从“插入/媒体”菜单项中查找，为学生以后自学打下基础。 

3．把可链接的文字制作成“Flash文本”效果。 

先告诉学生“Flash文本”的制作方法与“Flash按钮”的制作方法非常相近，并且大家通过刚才的 

学习，已经掌握了在制作多媒体时，调用命令的方法，然后让一位学生上讲台进行操作，老师边观看学 

生的操作，边分析讲解其操作要领。 

4．制作“图像查看器” 。 

制作 “图像查看器” 是本节课的一个难点。 在制作 “图像查看器” 时， 必须修改“Flash参数表”或“html 

代码”，其中包含的 20 个关键的参数都是英文参数。现在很多软件都提供了可视化的操作，学生操作技 

能停留于计算机的自动化，而对于修改代码，且还是英文的代码，往往使他们的信心不足。如何才能使 

学生克服这一心理障碍，完成代码的修改工作呢？我采用了联想教学法，先让学生思考制作“图像查看 

器”的必备条件，从而把其中 3 个重要参数提取出来；然后让学生了解参数本身的英文含义，再联想在 

“图像查看器”中的实际意义，从而加深对这 3个参数的理解；再从这 3个参数中，引出其他的参数， 

让学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修改参数的思路。 

[学生练习] 

所需资源及环境： 

每位学生需要一台计算机进行实践学习；同时，通过多媒体广播系统转播学习好的学生的操作过程。 

所以本教学环节所需教学资源是：计算机，投影机、投影幕、多媒体广播系统。



教学步骤： 

1．学生从服务器中取出自己的前期作品（个人网站），为其添加动画效果； 

2．当老师分析讲解操作要领后，或许还会有小部分学生未能掌握。这时可以让一位成绩较好的学生 

的操作过程通过多媒体广播系统在投影幕中播放出来，这对于接受能力较弱的学生又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知识拓展] 

所需资源及环境： 

首先利用投影仪在自动白板播放需要进一步修改的“知识拓展”页面；然后利用自动白板功能直接 

在课件上修改该页面。所以本教学环节所需教学资源是：投影机、自动白板、课件。 

教学步骤： 

1．利用投影仪在自动白板上播放需要进一步修改的课件页面，然后老师以提问的方式，引发学生思 

考如何修改才能得到最佳效果。 

2．在自动白板上，对课件进行修改。 

3．针对学生英文水平有限，对于需要输入的英文代码，采用“一起拼读”的方式，加深学生的印象。 

4．随着学生对多媒体制作的认知不断加深，让他们继续完善自己的个人网站。对于提前完成动画制 

作的同学，还可以进行音、视频的添加工作。 

[学习小结] 

所需资源及环境： 

首先利用多媒体广播系统转播学生的作品；然后在自动白板上播放课件的“学习小结”页面。所以 

本教学环节所需教学资源是：多媒体广播系统、投影机、自动白板、课件。 

教学步骤： 

1．利用多媒体广播系统转播学生的作品，让学生思考哪些动画是你们喜欢的，分别运用了什么关键 

的参数？而哪些动画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如何完善？ 

2．利用投影仪在自动白板上播放课件的“学习小结”页面，其中列出了若干个关于多媒体制作的问 

题，让学生进行归纳与总结。 

[课后作业] 

所需资源及环境： 

利用投影仪在自动白板上播放课件的“课后作业”页面。所以本教学环节所需教学资源是：投影机、 

自动白板、课件。 

教学步骤： 

利用投影仪在自动白板上播放课件的“课后作业”页面，布置课后作业。 

① 完成课本多媒体制作的课例，以求对知识的更深入理解。 

② 进一步修改完善自己的个人网站，以求版面的和谐统一，动静相宜。



教学资源（说明在教学中资源应用的思路、制作或搜集方法）： 

教学资源的应用及课件的制作，首先是要体现以人为本，应用教学资源后让学生能最有效地进行学 

习；其次，各种教学资源要与教学要素和教学环节的相互融合，使课堂在整体优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 

促进教学。本节课对教学资源的应用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下面谈一谈体会。 

1．关于课件的制作 

为了让学生能即时体验到 Dreamweaver 软件在实际应用中的各种功能，我选择了利用 Dreamweaver 

软件进行课件的制作，这样既可以使课件发挥其本身的功能，又可以使学生从多角度理解知识，增强学 

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使理论与实际一体化。 

2．关于自动白板的应用 

利用自动白板功能进行教学演示，比多媒体广播教学，更方便快捷。老师站在自动白板前进行教学 

演示，可以边讲课边观察学生，以此判断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情况；而若采用多媒体广播教学方式，老 

师坐在电脑前进行教学，比较难全面观察学生的学习情况，另外学生看着老师在白板前讲课比看着电脑 

显视器听老师讲课更容易集中精神。 

3.关于多媒体广播系统的转播功能 

在教学过程中，有两个教学环节运用到多媒体广播系统的转播功能。首先为了解决学生个体差异性 

问题，利用多媒体广播系统在投影幕上转播优秀学生制作动画的过程，让个别学习能力弱的学生可以边 

看边跟着做；另外，在点评学生作品时，也利用了多媒体广播系统的转播功能，让学生互相学习，观察 

和思考其他同学的网站有哪些优点？应如何实现？通过这样方便快捷的实时转播，避免了把作品从学生 

机拷贝到教师机，再由教师机进行播放等繁琐的步骤。 

评价方法或工具（说明在教学过程中将用到哪些评价工具，如何评价以及目的是什么）：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以下的“评价方法”来把握教学的方向及重点： 

1.“教学摸底”型评价 

在“课题引入”教学环节中，进行“教学摸底”型评价。考一考学生对于“动画制作”知多少？ 

2.“教学反应”型评价 

在“教学演示”教学环节中，进行“教学反应”型评价。通过观察学生的表情，判断学生对新知识 

的掌握情况。 

3.“教学反馈”型评价 

在“学生练习”教学环节中，进行“教学反馈”型评价。在巡堂过程中，即时发现学生哪些方面的 

知识已经掌握，而哪些方面的知识还欠缺，需要再深入讲解。 

4.“成果把握”型评价 

在“知识拓展”与“学习小结”的教学环节中，进行“成果把握”型评价。通过点评学生的作品和 

提问方式，让学生对知识进行归纳总结，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及运用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