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小学三年级上册科学小实验 

第一篇：苏教版小学三年级上册科学小实验 

科学探究小实验 

1 实验名称：动画小人 

实验材料：白纸、铅笔、彩笔，实验步骤：1 将白纸对折，对折后

要大小相等，分别画上大小相等、神情不一的小人，2 把上面的纸条紧

紧卷在一支铅笔上 

3 左手按住纸条的底部，右手拿着铅笔，让上面的纸条随铅笔不断

快速的伸展、卷曲 

实验现象： 纸条随着铅笔伸展卷曲，上面的小人好像动起来了 

实验结论：我们只要善于观察，善于思考，才能把小发现变成大

科学 

2 实验名称：探究纸鹦鹉站立的秘密 

实验材料：卡纸、回形针、铅笔、剪刀、彩笔、白纸 

实验步骤：1 在活动记录上描下或剪下鹦鹉图形 

2 将鹦鹉图形贴在卡纸上，沿轮廓剪下，鹦鹉就做好了 

3 不加回形针先试着让鹦鹉站在指尖上，看能不能站起来 

4 试着在纸鹦鹉不同部位加回形针，看能不能站在指尖上 

实验现象：1 当不加回形针时纸鹦鹉不会站在指尖上 

2 只有把回形针加到纸鹦鹉尾部时，纸鹦鹉站在了我们的指尖上 

实验结论：重物在支撑点的下面，物体会站起来 

3 实验名称：小草吸水 

实验材料：大试管、试管架、橡皮泥、植物油、根系发达的小草、

水、直尺 实验步骤：1 将小草放到装有水的试管中，用直尺量好高度，

在水面上滴几滴植 

物油，防止水分蒸发 

2 把试管放在试管架上，放到阳台上，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用直尺测

量试管内水的高度 

实验现象：发现试管里的水每天都在减少 



实验结论：植物每天都在喝水 

第二篇：小学科学三年级下册教案(苏教实验版) 

第二单元 植物的一生 

1、植物和我们 

教学目标： 

1、能够调查植物的用途。 

2、能用画图的方法描述一株完整的绿色开花植物。 

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各种植物及果实的图片、西红柿植株的图片。 

2、学生准备：各种植物及果实（如：土豆、胡萝卜、豆角、油白

菜、香蕉等）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植物与我们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植物对人类的贡献，

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板书： 

1、植物和我们）你能具体说说植物对人类有哪些贡献吗？ 

2、学生回答 

（二）播放各种植物图片。 

1、你们看一看图片上的植物对人类有什么贡献？ 

2、学生回答。 

（三）自主学习。 

1、认识植物的局部。 

（1）教师出示课前准备的一些植物，请学生分析一下。 

今天你们都吃植物了吗？你知道吃的是植物的哪一部分吗？（2）

师生交流。 

2、调查研究，小组讨论。 

（1）以小组为单位，调查植物以种子、根、茎、叶、果实等不同

形式向人类提供食物的有关信息，并在班级中进行交流。 

（2）在我们所吃的植物中，有哪些部分被我们食用了？ 

（四）拓展活动。 

1、教师出示西红柿植株的图片。 



（1）同学们，让我们来认识一株完整的、绿色开花植物。你能说

一说它是哪几部分组成吗？ 

（2）学生回答。 

2、请同学们画出一株熟悉的完整的植物图，并标出各部分的名称。 

（五）教师小结。 

2、果实和种子 

一、教学目标： 

1、能够在预测的基础上对植物的种子进行细心解剖、细致 

观察，并用画图的方式描述观察结果。 

2、能够针对“种子萌发”提出自己可以研究的问题，探究 

种子在萌发时需要的条件。 

3、开始种植一株植物，经历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观察、测量、

收集、积累植物生长周期的资料。 

二、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各类植物的图片、浸泡过的蚕虫种子、镊 

子等。 

2、学生准备：各类植物果实如：花生、玉米、茄子、辣椒、豆角

等。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果实就是植物种子的“家”，它们在果实中受到保护，

现在请你找一找哪里有种子？ 

（二）小组研究讨论。 

1、同学们将自己带来的各类果实进行研究，并找出它们的果实。 

（1）学生进行分析，并找出果实中的种子。 

（2）对有争议的问题教师进行分析。 

2、说一说种子是怎样进行旅行的？ 

（1）学生先自己自主发言。 

（2）教师播放关于种子传播的图片和资料。 

（三）自主学习。 



1、观察种子的内部构造。 

（1）先预测种子里面有什么，再把预测的结果画在活动记录上。 

（2）用镊子仔细地剥开用水浸泡过的蚕豆种子，用放大镜仔细观

察种子的内部构造，画下你所看到的。 

注意： 

2、探究种子在萌发时需要的条件。 

（1）先让学生说一说种子萌发的条件是什么？（） 

（2）课外拓展实验： 

①在 4 只瓶里都放入两面三张纸巾，撒上一些种子。将 1 号瓶瓶

盖拧紧。 

②分别在 2、3 号瓶内洒一点水，而将 4 号瓶内的种子完全浸泡在

水里，然后都拧紧盖子。 

③将 1、3、4 号瓶放到碗柜里，2 号瓶放到冰箱里。五六天后观

察 4 只瓶子。 

（四）拓展活动： 

你还能提出哪些和种子萌发有关的、又是自己能研究的问题？如：

大种子发芽快还是小种子发芽快？把蚕豆种子头朝下放，根会向上长

吗？ 

（1）先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 

（2）学生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预测。（3）作业：对自己提出

的问题进行实验。 

3、根和茎 

教学目标： 

●能够通过观察、比较正确区分不同类型的根和茎； 

●能够通过阅读资料和联系生活经验了解根和茎在植物生长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 ●能够设计实验或观察实验现象验证已有的结论； ●能够

利用工具做植物的茎横切和纵切的实验； 教学准备 

1、课前学生分别准备一些植株完整的蔬菜、庄稼带进课堂 

2、两天前及课前 20 分钟将数段新鲜的芹菜的茎放入一个装有染

过红色的水的容 器中，以备教学观察； 



3、提前准备透明的玻璃瓶或者杯子，一株完整的植物、食用油些

许； 

4、有关变态根和变态茎的实物。（箩卜、莲藕、大蒜、姜、荸荠）

教学过程设计 

一、观察实物，认识根的不同类型 

1、出示菠菜和大蒜，指出它们根的在哪里。 

2、学生观察、比较：菠菜的根和大蒜的根有什么不同？ 

3、提问：你们可以根据根的形态不同给它们取个名字吗？ 

4、学生交流汇报。 

5、小结：科学上把有明显的主根和侧根区别的植物的根叫做直根；

而没有明显主根，每一条根都想胡须一样粗细的根叫做须根。 

6、小组活动：植物分类——把带来的植物按照根的类型不同分一

分，说说哪些植物是直根，哪些植物是须根。想一想它们一般分别种

在什么样的土壤里。 

7、小结：植物的根的特点与它的生长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二、利用多种资料，认识茎的不同类型 

1、小组活动：（出示图片）找一找，这些植物的茎在哪里？ 

2、交流汇报。 

3、小结：大多数植物都有茎，茎有多种多样的形态。 

4、出示竹子、牵牛花、黄瓜、西瓜等植物的挂图，观察、比较：

这些植物的茎有什么不同？ 

5、交流讨论。 

6、教师即时简单板画不同类型的茎，取名。 

7、小结：植物的茎形态各异，每一种形态的茎都是与植物的本身

的特点及生长环境等相适应的。 

三、探究植物的根和茎的作用 

1、思考、讨论：植物如果没有根和茎可以不可以？为什么？ 

2、提问：植物的根和茎分别有什么作用？ 

3、学生讨论、交流。 

4、小结：根是植物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的第一个作用是“固



定植物”，它可以将一株植物牢牢地固定在地下。形态各异的茎处于

植物的中央部位，它把植物身体的各个部分连成一个整体，也起到了

“支持植物”的作用。 

5、除此之外，植物的根和茎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 

6、质疑：你可以用什么来证明植物的根能吸收水分？ 

7、（1）分组讨论并汇报实验装置。（2）评价各组实验装置。 

（3）完善方案，利用准备材料组织实施。（4）观察：（前两天）

放置在阳台上的“植物根吸收水分”的实验装置，烧瓶里的水有什么

变化？学生观察、汇报。（水量减少）讨论：烧瓶里减少的水到哪里

去了？你为什么这样认为？ 

（5）小结：由于水面有一层植物油，它阻止了水分蒸发，因此减

少的水不可能是蒸发掉的。我们看到烧瓶里的水下降了，这就说明水

分是被植物的根吸收了。根在吸收水分的同时，也将溶解在水中的养

分吸收进来供植物生长。 

8、讨论：植物的茎是如何传输水份和土壤中的养料的？你可以通

过实验观察到茎传输水分的过程吗？（1）交流方法。 

（2）（出示课前 20 分钟老师将一段新鲜的芹菜的茎放入一个装

有染过红色的水的容器中）现在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芹菜的茎的颜色

有什么变化。思考：这个现象能够说明什么？（植物体内有运输水分

的管道） 

（3）把前两天插入红水中的茎切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运送水分

的管子。演示讲解茎的横切和纵切的方法。（4）学生分组实验。 

（5）汇报讨论。在茎的横切面上的一圈小红点是什么？在茎的纵

切面上的一条条红线是什么？ 

（6）小结：植物根部吸收的水分是通过植物体内的导管运送到植

物“身体”的各个部分去的。 

9、总结：植物的根从土壤中吸收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水分和营养物

质，植物的茎承担着运输的任务——把水和土壤中的营养物质从根部

运送到叶子中去，同时还把叶子制造的食物传送到植物的其他部分。 

四、总结概括，拓展延伸 



4、叶和花 

教学目标： 

●能够通过观察、比较正确区分不同类型的叶和花； 

●能够通过阅读资料和联系生活经验了解叶和花在植物生长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 ●能够设计实验或观察实验现象验证已有的结论； ●能够

利用工具做植物的花的解剖实验； 

教学准备 

1、课前学生分别准备各种各样的叶，准备两株大小、品种相同的

植物； 

2、提前准备纸盒、胶带、剪刀、几粒种子、花盆、放大镜、镊子； 

教学过程设计 

一、观察实物，认识叶的不同类型 

1、讲述：一粒种子从土壤里钻出来，先长出什么？它像什么？

（板书：叶） 

2、观察：（出示植物的叶）这片叶的正反面有什么不同？ 

3、学生汇报 

4、小组活动：拿出你们准备的叶子，认真观察他们的相同和不同 

5、学生观察、比较、讨论 

6、学生交流汇报。 

7 提问：谁能给这些相同的叶子取个好听的“名字” 

8、小结：科学上把植物的叶按形状区别，有扇形叶、卵形叶等，

大多数植物利用阳关、泥土中的水分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叶子里

自己制造养料。 

9、（猜一猜）阳关对植物生长是否有影响呢？ 

10、小组活动：研究阳关对植物生长是否有影响（课前准备向阳

性实验） 

11、学生汇报观察记录 

12、你还能旧叶子提出自己能够研究的其他问题吗？ 

13、学生汇报 

14、小结：植物的叶子是植物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作用需要



我们继续刻下研究。 

二、利用多种资料，认识花 

1、小组活动：（出示图片）找一找，你认识这些美丽的花吗？

（板书：花） 

2、交流汇报。 

3、小结：大多数植物都有花，花有多种多样的种类。 

4、出示一朵花：你们知道花的身体可以分为几部分吗 ？ 

5、交流讨论。 

6、教师演示解剖花 

7、学生活动：解剖花 

8、观察：（出示雌蕊）你们知道他上面有什么吗？ 

9、学生活动 

10 它有什么用途？他怎样传播？ 

11、学生汇报 

12、阅读小资料 

13、小结：植物的花形态各异，他又是植物的繁殖器官。花粉落

在雌蕊的柱头上，花就有可能结出种子。 

三、课后拓展：继续搜集叶和花的资料 

四、课后作业： 

1、小组活动：你种的植物张的怎么样？ 

2、小组活动：研究叶子的其他问题 

3、认真作好记录（教师及时引导） 

第三单元 固体和液体 

1、认识固体 

一、教学目标： 

1、能够运用多种感官和借助工具进行观察。 

2、能够对周围常见物体进行分类。 

3、能够利用文字和图画描述观察结果。 

4、能够运用语言、文字、图表交流观察结果。 

二、教学准备： 



瓶子、铅笔盒、杯子、水、勺子、牙膏、胶水、涂改液、牙刷、

石块、螺帽、玻璃、橡皮、米、各种豆子、锺子、擀面杖、黄豆、玉

米粉、绿豆、天平、量杯、筛子等。 

三、教学课时：2 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师：大家看，今天我给大家都带来了哪些物品？（学生边看边

说出名称） 

2、师：请大家把这些物品按固体、液体分类。 

3、学生活动。①往水里加面粉，不停地搅拌，直到搅不动为止。

②往牙刷上挤点牙膏。（师强调面糊和牙膏只是水与固体的混合，不

能说它们既是固体又 是液体。） 

（二）学习新课 

（1）用多种方法研究固体的性质 

1、师：在三年级上学期我们曾经观察过水，大家回忆一下，我们

都用哪些感官来认识它的？（生：看、闻、尝、听、摸） 

2、师：下面我们就用以前学过的方法来研究石块、螺帽、玻璃、

橡皮的性质。 

3、学生分组实验。 

4、汇报研究的结果。 

5、师小结。 

（2）了解固体间存在硬度差异 

1、师：请大家说一说，你们的桌面上都有什么？ 

2、师：请你们四人小组想办法，把这些固体弄碎，并根据弄碎的

难易程度给它们排序。把排序结果写在活动记录上。 

3、学生进行实验。 

4、汇报排序结果。 

（3）认识固体混合和分离的现象 

1、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固体混合和分离的现象？ 

2、师演示：糖拌花生米混合及分离的现象。 



、提问：还有哪些这样的例子？ 

4、师小结。 

（4）研究固体混合前后的变化情况 

1、师出示：黄豆、玉米粉、绿豆三种物体，同时将这三种物体放

到天平上称一下。请学生记下各个物体的重量。 

2、师：请大家预测一下，假如老师将这三种物体混合在一起重量

会怎么样？（生：预测） 

3、师：将三种物体放在天平的称，学生记下克数，然后请学生将

原先称得的三种物体的克数相加，看结果与老师称的克数是否一致。 

4、师小结：固体混合后重量没有变化。 

5、师：用量简将黄豆、玉米粉、绿豆测一下，分别记下各自的毫

升。 

6、学生预测，三种物体混合体积会不会发生变化。 

7、师演示实验。 

8、师小结：固体混合后体积会变化。（5）学会分离混合固体的

方法 

1、师：请大家用桌上的筛子把两种颗粒大小不等的固体颗粒分离

出来。 

2、学生分组实验。 

3、师简单小结：并提醒学生将桌面，地面收拾干净。 

（三）总结 

1、今天，我们学了哪些知识？ 

2、学生自由发言。 

2、把固体放到水里 

一、教学目标： 

1、能够借助水认识固体的性质。 

2、能够利用文字和图画描述观察结果。 

3、能够运用语言、文字、图表交流观察结果。 

二、教学准备： 

水槽、蜡烛、橙子、苹果、方糖、黏土、沙搅捧、小树枝、盐、



 

三、教学课时：1 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1、上节课，我们认识了固体及其性质，谁来说一下，固体有哪些

性质？（生答） 

2、今天，我们继续来认识固体及固体的性质。 

（二）学习新课 

（1）认识固体在水中的沉与浮 

1、师：老师这儿有一些物体，请大家来看一下是什么？假如我把

它们放到水里，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请大家把预测结果记录下来。 

2、学生进行实验。 

3、学生汇报实验结果。 

4、师小结。 

（2）认识固体在水中的溶解现象 

1、师：请大家把方糖、沙子放到水里搅拌几下，看会出现什么现

象？ 

2、学生进行实验。 

3、学生汇报实验结果。 

4、师小结。 

（3）认识生活中固体与液体混合与分离的运用 

1、师：日常生活中，常常需要把固体与水混合，如药水比药片、

药粉好服用多了。往汤里加点味精汤更鲜。 

2、师：在生活中，有时候又需要把固体与水分离，如海水中可分

离出盐，供人们食用。 

（4）认识溶液的结晶现象 

1、师出示彩色树枝：大家看，好看吗？大家想做吗？ 

2、师：请大家按照 P34 页制作彩色树枝的步骤动手制作一根彩色

树枝。 

3、学生动手制作。 



、师进行点评。 

（三）总结 

1、这节课，我们学到了哪些知识？你有什么收获？ 

2、学生自由发言。 

3、认识液体 

教学目标： 

1、会用感官和简单器材研究液体的性质。 

2、能够运用语言、文字、符号多种方式观察到的现象表述出来。

教学重点：液体轻重，黏稠度的性质。教学难点：液体轻重的性质。

教学准备 

烧杯、平底烧瓶、锥形瓶、天平、食用油、蜂蜜、牛奶等液体、

量杯、天平、勺子、塑料袋、表格等。 

教学过程 

（一）设疑导入 

1、在日常生活中要用到许多液体，说说你都知道有哪些液体？ 

2、出示两种没有名称的液体，（酒精和醋）请同学们帮帮忙，判

断这是什么液体？ 

根据学生回答，板书（“气味”） 

3、讲解：气味是液体的一个特点，液体还有很多特点，今天我们

大家一起来认识液体好吗？（板书“认识液体”） 

（二）引导探究 

1、认识液体的颜色、气味和味道是液体的性质。 

①请看讲桌上摆了很多种液体，这些液体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根据回答板书：“颜色”） 

②出示食用油和蜂蜜，这两种液体你们每个桌上都有，现在请同

学们用你喜欢的方式来辩认它是什么液体。 

（根据回答板书：“味道”） 

③讲述：刚才我们大家提到颜色，气味和味道这些都是液体具有

的特点，在科学上我们把这些特点叫做性质（板书“性质”）但液体

的性质不仅仅表现在颜色，气味和味道上，还表现在许多方面。 



 

2、研究液体的其他性质 

① 板书学生提出想要研究的问题。 

② 和学生一起把提出的问题合并归类，选出将要研究的问题。③ 

小组讨论：用什么样的实验方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④ 请 1—2 个

小组来汇报，其他小组给他们小组提出问题和建议。⑤ 发表格，先假

结论是什么样的，并先把预测写在纸上。⑥ 学生分组实验，教师指导。 

⑦ 请 1—2 名学生汇报实验、结果，其他同学给予评价。⑧ 根据

学生汇报师板书：轻重不同，黏度不同。 

（三）课堂小结 

4、把液体倒进水里去 

教学目标： 

1、知道哪些液体可以沉浮，哪些液体可以溶解在水里。 

2、知道混合液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 

教学重难点 

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知道液体在水中有沉浮和溶解的性质。教

学准备 

烧杯、量杯、蜂蜜、油、水槽、托盘（分组实验材料）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同学们，我们前几节课认识了液体，知道了液体有许多性质，

谁能记得它们都是什么？ 

2、学生自由发言。 

（二）引入新课（1）点题 

1、今天我们要把液体倒进水里去，来继续研究液体更多的性质。

（同时板书“把液体倒进水里去”） 

（2）猜想激趣 

1、指导液体在水中沉浮的实验，大家看面前的托盘有三杯液体，

分别有水、油、蜂蜜，如果把它们依次倒入前面的空烧杯中会发生什

么现象呢？如果倒的顺序不同？又会怎样？ 

2、学生自由猜测大胆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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