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单元《多变的月亮》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单元主题 多变的月亮

课标要求

一、核心概念

宇宙中的地球    技术、工程与社会

二、学习内容

  9.4月球是地球的卫星

  ③知道每天观察到的月亮形状是变化的。

  12.1技术与工程创造了人造物，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工程核心是建

造

  ②学会使用锤子、安全剪刀、放大镜等简单工具；应用身边的材料

和工具，制作简单的手工作品。

三、学业要求

能在教师指导下，通过观察或利用图片资料，知道一个月内月亮形状

的变化情况，初步具备分享和交流的能力。

愿意参与观察和分享活动，认识自然现象的变化。

学会使用锤子、安全剪刀、放大镜等简单工具，能应用身边常见材料

和简单工具制作简单的作品。

单元课时设计 3课时

一、单元学习主题分析（体现学习主题的育人价值）

主题名称 多变的月亮

单元设计意图

本单元是一年级上册综合探究单元的第四单元,由《月亮什么样》

《月亮“变脸”》《白天和夜晚》三课组成。它是在学生已经认识了

太阳每天在天空中东升西落的位置变化,学会了利用太阳的位置辨认方

向等知识基础上所安排的学习任务。同时,为今后认识月相变化的规律

、地球昼夜交替现象对生物的影响等内容打下基础。

在本单元教学中,学生将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多种感官及简单的

工具,观察月亮外形特征，了解月相变化现象,比较白天和黑夜的不同

，并通过列举生活中的实例,描述白天和黑夜对动植物和人类生活有着

重要影响,着力培养儿童利用多种方法搜集证据的能力。

主题学情分析

通过前面几个单元的学习,在科学探究方面,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已经能从具体现象与事物的观察、比较中提出感兴趣的问题;能依据已

有的经验,对问题作出简单猜想;了解到科学探究需要制订计划。



月亮的阴晴圆缺变化、昼夜的不同，这些是学生司空见惯的自然现

象。本单元以月亮为认知载体,根据一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继续充分调

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通过设计一系列观察游戏、设计制作等活动,引

导学生经历提出问题、作出假设制订计划、搜集证据等科学探究过程。

开放性学习环

境

1.指导性预习：阅读+问题+检测；

2.大单元大概念大任务课堂学习：问题+探究+讲述+整合+实战；

3.现代教育新技术：PPTX+微视频+网络+师生互助

二、单元学习目标设计（基于标准、分析教材、结合学情，体现素养导向）

单元学习目标

科学观念：每天观察到的月亮形状是会变化的。

科学思维：能运用一定方法比较月相变化以及昼夜对地球生物影响。

探究实践：

①通过口述、画画、游戏等形式描述月亮外形特征、月相变化。

②通过观察能简单描述白天和夜晚常见的自然现象、人类活动、常见

动植物的不同之处。

态度责任：能初步具备收集信息和得出结论的意识，对自然现象的观

察感兴趣，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探究成果。

三、学习活动/任务设计（指向学习目标，强调学生的活动与体验）

第 1 课时

任务 1

名称：情景导入，揭示主题

猜谜语，画记忆中的月亮

设计意图：通过猜谜激发学生提出问题的兴趣；绘画记忆中的月亮，使

学生的前概念发生冲突，为后面的观察月亮做铺垫。

任务 2

名称：月亮的外形

制定观察计划，如实记录观察月亮的样子，并与记忆中的月亮进行

比较，做出恰当的评价。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用眼睛观察月亮，了解月亮外形特征，初步意识到

科学观察需要恒心和毅力。

任务 3

名称：月亮的新衣

利用剪刀、彩纸等简单的材料制作月亮新衣。

设计意图：通过制作活动物化月亮的形状，激发学生对月亮的热爱之情，

培养学生用身边材料和工具制作简单手工作品的能力。

任务 4

名称：“不定时”的月亮

阅读教材资料。

设计意图：通过阅读，知道每天看到的月出时间是不同的。同时设置悬



念，为以后的学习做铺垫。



第 2 课时

任务 1

名称：情境导入，揭示主题

曾经看到的圆月和现在看到的弯月产生冲突，产生月亮还有其他形

状猜想。

设计意图：通过创设情境提出探究问题，激发求知欲望和兴趣。

任务 2

名称：不同日期的月亮

首先，制定计划，坚持观察记录不同日期的月亮形状，交流观察发

现。其次，与记忆中的月亮相比较，哪些出现了，哪些没出现，分析原

因。

设计意图：能通过观察不同日期的月亮，知道月亮的形状是变化的。

任务 3

名称：月亮饼干

用圆形饼干、牙签、纯净水、白纸等材料制作月亮形状的饼干。

设计意图：通过制作越来那个饼干活动，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月亮形状的

认识。

任务 4

名称：诗人眼中的月亮

搜集诗歌中月亮的形状。

设计意图：学生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加深对月亮形状的认知。

第 3 课时

任务 1

名称：情景导入，揭示主题

   观看昼夜交替视频；观察图片，辨别白天和夜晚；播放视频，了解

昼夜的形成；提出问题，探讨白天和黑夜的区别。

设计意图：通过创设情境能辨别白天和夜晚，初步了解白天和夜晚的形

成原因。

任务 2

名称：白天和夜晚的不同

（1）观察白天和夜晚自然现象的不同

（2）观察白天和夜晚人们活动的不同

（3）观察白天和夜晚动物行为的不同

设计意图：通过图片观察，认识到白天和夜晚对自然现象、人们活动

和动物活动的影响。

任务 3

名称：游戏——我演你猜

    表演某种自然现象、人们的活动或动物的行为，提出在白天出现

还是晚上出现的问题让对方回答并解释。

设计意图：通过游戏寓教于乐，加深学生对白天和夜晚影响的认识。

任务 4
名称：太阳和月亮的不同

    连一连，说一说。



设计意图：通过连一连，说一说，让学生总结归纳知道太阳和月亮的不

同。

四、单元学习评价设计

评价要素 针对单元整体描述

评价内容 第 1课时：月亮什么样

1.了解月亮的外形

2.制作月亮的新衣

3.阅读《“不定时”的月亮》

第 2课时：月亮“变脸”

1.不同日期的月亮

2.做月亮饼干

3.了解诗人眼中的月亮

第 3课时：白天和夜晚

1.了解白天和夜晚的不同

2.做游戏——我演你猜

3.了解太阳和月亮的不同

评价指标 第 1课时：月亮什么样

1.知道月亮有不同的样子。（科学观念）

2.通过对记忆中的月亮和真实观察到的月亮的回顾、观察、对比等系

列活动，体会到利用感官真实观察是获取证据的重要方法，在真实的

观察中，我们能对自然界中的事物有更多的发现。（科学思维）

3.在教师指导下，利用眼睛观察月亮的形状，通过口述、画图等方式描

述月亮的外形特征。（探究实践）

4.初步分清观点与事实，具有提供证据的意识；在好奇心驱使下，对常

见自然现象表现出直觉兴趣；能如实记录观察到的信息；愿意倾听他人

的想法，乐于分享和表达自己的想法。（责任态度）

第 2课时：月亮“变脸”

1.每天观察到的月亮形状是变化的。（科学观念）

2.具有初步的提出问题、制订计划、收集信息、得出结论的意识。（科

学思维）

3.通过口述、画图等方式描述月亮的形状随着日期的变化而变化。（科

学探究）

4.在好奇心驱使下,对中长期观察月亮形状的变化表现出直觉兴趣，愿

意倾听他人的想法,乐于分享和表达自己的想法。（责任态度）



第 3课时：白天和夜晚

1.能简单描述白天和夜晚常见的自然现象、人类活动、常见动植物的不

同之处。（科学观念）

2.能观察、对比白天和夜晚常见的自然现象、人类活动、常见动植物的

不同表现,提出感兴趣的问题并做出简单猜想。（科学思维）

3.通过观察发现一些自然现象、人类活动、常见动植物表现出的不同现

象与白天和夜晚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科学探究）

4.在好奇心驱使下,对白天和夜晚常见的自然现象、人类活动、动植物

等的不同,表现出直觉兴趣。（责任态度）

评价方法 课上评价

1.教师激励评价

2.学生自我反思评价

3.成果展示，学生互评：赞赏性评价和质疑性评价

5.使用评价量化表，延时评价

课后评价

1.课时作业

2.单元测试

五、单元作业设计

一、选择题，将正确的序号填写在（ ）内。 

1．在我们观察到的月亮形状当中，不存在的是（    ）。

A． B． C．

2．月亮的样子（    ）。

A．每天都不变 B．隔几天变一次     C．每天都在变

3．猜谜语：“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面圆镜，有时像把镰刀。”谜底是

（    ）。

A．月亮 B．星星       C．太阳

4．属于八月十五的月亮形状的是 。

A． B． C．

5．给我们带来光和热的是（      ）。

A．星星 B．月亮          C．太阳

6．下面不属于月亮特点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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