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科学三上第一单元《认识空气》

“教学评一体化”单元教学整体设计

学科 科学 年级 三 课时 5课时
单元

信息 教学内容
1单元 认识空气

1.空气占据空间吗  2.空气有质量吗  3.热空气和冷空气

核心概念 1.物质的结构与性质

学习内容

及要求

1.2空气与水是重要的物质

④说明空气有质量并占有一定的空间，空气会充满各处。

⑤观察并描述空气受热上升的现象。

⑥知道风是一种空气流动现象，列举生活中常见的形成风

的一些方法。

单元教材

分析

本单元由三课组成，分别是《空气占据空间吗》《空

气有质量吗》《热空气和冷空气》。本单元是对空气性质

的认识，从具体现象中提出问题，依据已有经验作出猜想，

利用感官和选择恰当的工具观察并描述空气的特征及现象，

运用分析、比较、推理、概括等方法得出结论。前两课运

用多种方法，充分感知空气占据空间、空气可以被压缩、

压缩空气有弹性、空气有质量的性质。第三课，通过观察、

实验、制作等活动，认识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空气

流动形成风的现象，明白其中的道理。本单元各课是从不

同侧面描述空气的性质及受冷受热后的变化，各课之间是

并列关系。

单元分析

单元教学

目标

1.科学观念：能举例说明空气有质量，能描述空气受

热上升的现象，知道风是一种空气流动现象。

2.科学思维：能利用证据说明空气占据空间，充满各

处的性质。

3.探究实践：能用简单的仪器测量空气的质量，能在

老师的指导下设计方案，观察空气受热上升的现象。

4.态度责任：认识到观察和测量的重要性，观察和测

量的结果需要如实记录；能按要求进行合作探究学习。



学情分析

三年级的学生一般会直观地认识空气的基本特征，而不会有意识地

去研究空气的物理性质。他们会因为空气看不见而忽视其占据空间的性

质，会因为空气摸不着而忽视其有质量的性质，更不会意识到空气流动

与风的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学生对“空气”的认识存在迷思概念，

所以本单元从儿童概念发展的角度出发，遵循概念的形成要经历从简单

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空气的性质。

单元作业

设计思路

一、单元作业目标

1.帮助学生巩固对空气的特征、性质和作用的理解，如空气占据空

间、有质量、能流动等。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实验操作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3.激发学生对空气相关科学知识的兴趣，增强环保意识。

二、作业类型与形式

1.基础作业

填空、选择、判断等基础性题目，考查学生对空气概念和知识点的

掌握。简答题，要求学生简述空气的某一特征或实验过程及结论。

2.探究实践作业

设计简单的实验，如利用瓶子和气球验证空气占据空间，并用文字

或图画记录实验过程和结果。

观察生活中与空气有关的现象，如风吹动树叶、气球充气变大等，

写下观察心得。

3.跨学科作业

查阅资料了解空气中不同成分的作用，制作一份简单的科普手抄报。

三、作业层次

1.基础巩固

针对单元中的基本概念和知识点设计题目，确保学生掌握基础知识。

2.能力提升

通过实验设计和现象分析等题目，提升学生的动手操作和思维能力。

3.拓展创新

引导学生进行资料查阅和思考探究，培养创新意识和综合应用能力。

四、作业评价

1.及时批改书面作业，指出错误并给予针对性的评语和建议。



2.对实践作业进行展示和点评，肯定学生的努力和创意。

3.对拓展作业进行分享和讨论，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

五、作业反馈与调整

1.收集学生的作业情况，分析学生的学习难点和易错点。

2.根据反馈结果，对作业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和优化，以更好地满

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通过以上单元作业设计，旨在帮助学生全面而深入地认识空气，提

高科学素养，同时培养其对科学的热爱和探索精神。

苏教版科学三上 1.1 空气占据空间吗 第 1 课时

“教学评一体化”课时教学设计

学科 科学 班级 三 1、三 2 教师

课题 空气占据空间吗     第 1课时 课型 新授课

核心

概念
1.物质的结构与性质

教学

内容

及要

求

1.1.空气占据空间

说明空气占有一定的空间，空气可以被压缩，压缩空气有弹性。

学习

目标

1.使学生了解空气占据空间;空气占据空间的多少(体积)是可以变

化(被压缩或被扩张)的。

2.让学生用实验方法证实空气确实占据空间;用对比实验控制条件

的方法，进行观察;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进行预测和解释。使学生了解

空气占据空间;空气占据空间的多少(体积)是可以变化(被压缩或被扩张)

的。

3.培养与他人合作的良好习惯，形成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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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难点

重点：使学生知道空气与其他物质一样，能够占据空间，但空气占

据空间的多少是可以改变的，认识到空气是一种物质。

难点：让学生用实验方法证实空气确实占据空间，空气占据空间的

多少是可以改变的，并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进行预测和解释。

学具

准备

给每个小组准备:1个玻璃瓶、1个玻璃杯、2个注射器、4根吸管、

纸巾 2张、1块橡皮。给每个学生准备:记录纸一张。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学活动 二次备课

教学

导入

一、故事导入新课

1．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几个小朋友在踢

球，一不小心，球掉进了一个大树洞里，树洞很深，

洞口又很小，球拿不出来了。（这时，将准备好的小

球放进锥形瓶里）同学们，你们有什么办法帮帮他们

吗？

2．学生汇报：用水

3．教师边演示边讲解：随着老师将水倒入到锥

形瓶中，我们发现“水将瓶子里的空间一点一点的占

满了，小球就出来了”“此时瓶子满了，如果老师继

续往里面倒水，可以吗？为什么？”“是的，瓶子里

的空间被水占满了。所以，我们说：水可以占据空间”

4．（将锥形瓶里的水倒掉）提问：“仔细观察，

此时瓶子里还有东西吗？”

5．学生汇报：有，空气

6．揭示课题：那空气会不会像水一样占据空间

呢？

探究

新知

二、操作与探究

（一）烧杯底部的纸团会湿吗？ 

1．演示讲解实验过程，



 提问：把小烧杯口向下竖直的扣到水里，并完

全浸入水中，纸会不会湿？猜一猜并说出理由。

2．师：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你来试一试！学

生活动

3．师：说一说，你的纸湿没湿？为什么？

生：纸没湿，因为空气有占据空间的性质，杯子

里面的空间被空气占据着，空气跑不出来，水就进不

去，所以纸团不会湿。

4．师：如果将杯子慢慢倾斜，会看到什么现象？

松开手以后呢？

生：将杯子慢慢倾斜，会看到气泡，松开手以后

纸就会湿。

5．师：是不是像我们同学猜的这样呢，我们再

来试一试。学生活动

6．师：你看到了什么现象？

生：将杯子慢慢倾斜，会看到气泡，松开手以后

纸就湿了。

7．师：为什么？

生：将杯子慢慢倾斜，会看到从杯口冒出气泡，

那是空气跑出来了，说明空气比水轻，杯子里空气占

据的空间一让出来，水就进入杯子，纸团就变湿了。

8．师生小结：通过这个实验你知道了什么？（第

一次把杯子往水中压时，纸团没有湿，是因为杯子里

面的空间被空气占据着，空气跑不出来，水就进不去，

因此纸团不会湿。第二次把杯子压入水底后，将杯子

慢慢倾斜，会看到从杯口冒出气泡，那是空气跑出来

了，说明空气比水轻，杯子里空气占据的空间一让出

来，水就进入杯子，纸团就变湿了。）

（二）漏斗的秘密（空气占据空间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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