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2022 青岛版科学（2017）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 

教学设计 

 

第四单元 物体的形态 

14 固体、液体和气体 

15 固体、液体的体积和质量 

16 空气占据空间吗 

17 气体的体积和质量 

18 生活中的压力容器 

14 固体、液体和气体 

【教材分析】 

本课内容主要对应《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物质世界的内容“物质一般有三种状态： 固

态、液态和气态。”作为三年级的课程，主要对应课程标准中年级的内容“知道固体有确定

的体积和质量”。 

【学生分析】 

作为三年级的学生，在低年级的科学课学习中，能够通过观察，描述物体的轻重、薄厚、 

颜色、表面粗糙程度、形状方面认识物体的特征。能根据物体的外部特征对物体进行简单分

类。在观察、比较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能力，对物体的特征描述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在对

物体的体积、质量的认知上，只要做好引领，学生能够胜任认知过程。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目标： 

1. 知道固体、液体有确定的体积和质量。 

2. 液体、固体的体积和质量，不因为形状和形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科学探究目标： 

1.在探究固体、液体的体积和质量的过程中，与同学进行讨论、交流。 

2.会使用天平测量物体的质量。 

情感态度价值观： 

1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2.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积极进行合作学习。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1.初步了解所学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教学重难点】 

1. 知道固体、液体有确定的体积和质量；液体、固体的体积和质量，不因为形状和形

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2. 在探究固体、液体的体积和质量的过程中，与同学进行讨论、交流，会使用天平测

量物体的质量。 

【教学难点】 

【器材准备】 

教师准备：水、牛奶、水杯、水槽、订书钉、天平、实验记录单、多媒体课件等。 

学生准备：细线、小石块、橡皮泥  课下实践活动：冰块（体验固体、液体都有确定的

质量，这个质量不随形状的变化而变化）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新课 

[PPT 1 出示]  固体、液体的体积和质量 

[PPT 2 出示] 1.故事：《乌鸦喝水》。让学生讲一讲这个故事：瓶口很高，瓶内的水很

少，开始乌鸦喝不到水，后来聪明的乌鸦往瓶内放小石块，水慢慢升高，乌鸦就喝到水了。 

2. 提出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学生思考并交流，导入新课。 

3. [PPT 3 出示] 活动准备  

二、学习新知 

[PPT 4 出示] 活动一：探究液体、固体是否占据空间 

1.实验指导。 

（1）引导学生设计实验探究液体或占据空间 

[PPT 5 出示]（学生交流想法：取一大一小两个杯子，把小杯放到空水槽里，取一大杯

水，这时往小杯里倒水，水满了，继续倒，水会流出来，说明水占据了小杯的空间。） 

[PPT 6 出示] [PPT7 出示]（学生交流想法：设计对比实验，两个大小相同的杯子，第一

次实验把装满水的杯子里的水倒入另一个空杯子，这时空杯子正好满，第二次实验把装满水

的杯子里的水倒入空杯前，往空杯里倒入一部分红水，再往空杯继续倒水，水满了，继续倒，

水就会流出来，说明红水占据杯子的。） 

[PPT 8 出示]（学生交流想法：设计对比实验，两个大小相同的杯子，第一次实验把装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满水的杯子里的水倒入另一个空杯子，这时空杯子正好满，第二次实验把装满水的杯子里的

水倒入空杯前，往空杯里放一个石块，再往空杯继续倒水，水满了，剩下水没倒完，说明石

块占据杯子的空间。） 

（2）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想法吗？请各组讨论本组用什么方法来探究液体或固体占据

空间？ 

（3）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液体或固体占据空间实验，按照自己选择的实验准备器

材。 

师根据小组自由选择结果，合理调配不同小组分别做这两个实验。 

2.学生实验。教师巡视指导，巡视时加强对学生操作方法的指导，并提醒学生做好记录。 

实验记录单（一） 

实验名称 （       ）体占据空间。（选择液体或固体） 

实验器材  

实验步骤  

我的发现  

[PPT 9 出示]3.交流汇报。（通过以上探究活动，我们观察到水、石块都占据空间，一

杯水，放进石块，石块占据了空间，装的水就减少了。综合以上，所以得出结论：固体、液

体都占据空间。）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汇报，教师注意引导和评价。 

4.小结评价。 

对学生探究的过程进行评价，对优秀的小组进行表扬，对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帮

助学生提升探究水平。 

 [PPT 10 出示] 活动二：探究液体、固体是否有确定的体积 

1.提出问题：液体、固体占据空间的大小是确定的吗？ 

（1）教师引导：液体、固体占据空间有大小之分吗？ 

（2）学生交流。 

[PPT 11 出示]（不同物体占据空间大小不同。） 

（3）师讲解：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叫物体的体积。 

2 想一想，算一算： 

烧杯水的数量 实验方法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500ml 量杯装满水 放入一块石头 流出 200ml 水 石头体积： 

500ml 量杯装满水 

 

放入一块石头 流出 200ml 水 剩下水体积： 

3.师生小结、评价。 

液体、固体都有确定的体积。 

[PPT 12 出示] [PPT 13 出示] [PPT 14 出示] [PPT 15 出示]活动三：探究液体、固体的质量 

1.提出问题：液体、固体有确定的质量吗？ 

（1）教师引导：怎么知道这块石头的质量？ 

（2）学生交流（用天平秤称一称）。 

（3）教师引导：一枚订书钉有质量吗？ 

（4）学生交流（称 100 枚订书钉质量除以 100 得到 1枚订书钉质量）。 

（5）教师引导：橡皮泥改变形状后，质量会变吗？ 

（6）学生交流（质量不会变）。 

（7）教师引导：一杯牛奶有质量吗？ 

（8）学生交流（先称空杯子质量，把牛奶倒入空杯子后再称总质量，用总质量减掉空

杯子质量，剩下的就是牛奶的质量）。 

2.称一称，算一算： 

一块石头质量 船型橡皮泥质量 圆团橡皮泥质量 

 

 

  

 

100 枚订书钉 

质量 

1 枚订书钉 

质量 

空杯子 

质量 

空杯子+牛奶 

总质量 

牛奶质量 

     

 

3.师生小结、评价。 

液体、固体都有确定的质量。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三、总结拓展 

1.课堂小结。 

对本节课学生的探究活动进行小结和评价。 

[PPT 16 出示] 2.拓展活动。 

取一块冰，称一称它的质量，融化后再称质量，比较前后质量是否有变化。 

 

15 固体、液体的体积和质量 

【教材分析】 

《固体、液体和气体》是青岛版六三学制三年级上册《物体的形态》单元的第一课时。

本课通过观察、比较、实验等方法，让学生认识了固体、液体和气体的特征，明确了它们的

概念，并让学生体验到交流合作的快乐及尊重实验中观察到的事实根据。 

【学生分析】 

生活中有多种多样的物体，学生在生活中已经积累了一些与物质状态有关的感性知识，

对固体、液体和气体这些词汇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本课的目的是加深学生对三种状态物体的

认识。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目标： 

1. 知道固体、液体和气体的概念，能区分固体、液体和气体。 

2. 知道固体有确定的形状，液体和气体没有确定的形状。 

3. 知道液体的表面在静止时一般会保持水平。 

科学探究目标： 

1. 在教师指导下，能从具体现象的观察、比较中，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 

2. 会做对比观察实验，能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达研究结果。 

3. 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制作带有创造性的科技作品。 

情感态度价值观： 

1.愿意合作与交流，分享他人的智慧，体验合作的愉快。 

2.乐于用学到的知识改善生活。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1.初步了解所学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教学重难点】 

1.学生能够通过观察、实验、比较、分类等多种方法探究三种常见物质状态的特性。 

2.能运用多种方法探究三种常见物质状态的特性并得出结论。 

【器材准备】 

教师准备：木块、螺母、石块、装有水的玻璃杯、形状不同的瓶子、袋装醋、袋装奶、

水槽、实验记录单、多媒体课件等。 

学生准备：橡皮、课本、墨水瓶、装有空气的塑料袋。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新课 

[PPT 1 出示]  固体、液体和气体 

师生谈话：猜一猜，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好玩的东西？ 

师从不透明的袋子逐一掏出：橡皮、课本、墨水瓶放在课桌上。 

[PPT 2 出示] 

提出问题：橡皮、课本能直接放在课桌上，墨水为什么要装在瓶子里才能放在桌子上呢？ 

学生思考并交流，导入新课 

【板书：固体、液体和气体】 

 [PPT 3 出示] 活动准备 

三、自主探究 

[PPT 4 出示] 活动一 识别固体、液体和气体。 

1.实验指导。 

（1）[PPT 4 出示]我们先认识实验台都有哪些物体：石块、螺母、木块、牛奶、水、

醋、塑料袋装空气、玻璃杯等。 

（2）小组研讨：如何对这些物体实验？ 

（3）[PPT 5 出示]汇报交流：摸一摸、捏一捏、倒一倒、压一压等方法。 

2.学生实验，教师巡视指导。巡视时加强对学生操作方法的指导，并提醒学生做好记录。 

实验记录单（一） 

物品名称 探究方法 我的发现 

石块   

木块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螺母   

水   

牛奶   

醋   

装满空气塑料袋   

3.交流汇报。 

[PPT 6 出示]  [PPT 7 出示]  [PPT 8 出示]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汇报，教师注意引

导和评价。 

[PPT 9 出示]学生根据三类物体会不会流动的特点得出结论：物体有三种状态：像水、

牛奶、醋这样，可以流动的物体称为液体；像石头、木块、螺母这样，不能流动的物体称为

固体；像空气这样能在空中向四面八方流动的物体称为气体。 

4.练习:帮物体找家，把序号填到对应的家。  

A.课本       B.牛奶       C.空气       D.酒精       E.橡皮 

 

 

 

 

      气体的家                 固体的家               液体的家 

5.小结评价。 

对学生探究的过程进行评价，对优秀的小组进行表扬，对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帮

助学生提升探究水平。 

[PPT 10 出示] 活动二 探究固体的形状 

1.师引导探究固体的形状。 

（1）教师出示木块，让学生观察什么形状？填写记录单（二）。 

（2）教师出示乒乓球，让学生观察什么形状？填写记录单（二）。 

（3）教师出示不规则石头，让学生观察什么形状？填写记录单（二）。 

实验记录单（二） 

物品名称 探究方法 观察到形状 

木块 摸一摸，看一看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4）你有什么发现吗？小组交流。 

（5）[PPT 11 出示]师生小结：石块等固体有确定的形状，方形的、椭圆形的、长条形

的，不容易变化，无论怎样放置形状都不改变。 

[PPT 12 出示]：活动三 探究液体和气体的形状。 

（1）小组内交流探究方法。 

（2）小组合作进行探究，教师巡视指导，并提醒学生做好记录。 

实验记录单（三） 

（3）[PPT 13 出示]你有什么发现吗？小组交流。 

（4）全班交流、小结：液体和气体没有确定的形状。 

[PPT 14 出示] [PPT 15 出示]师生总结：水的形状根据容器的形状会变化，小河中流动的

水，会根据地势，河床改变形状。空气也随着盛装的容器而变化形状，飘散到空中的空气，

根本看不到具体的形状。固体有确定的形状，液体和气体没有确定的形状。 

 [PPT 16 出示] 活动四：探究物体倾斜放置后的发现 

1.学生小组合作，探究水杯倾斜放置，静止后，发现什么？固体、气体呢？ 

2.小组交流研讨，形成小组意见。 

3. [PPT 17 出示] [PPT 18 出示]全班汇报交流：各小组选代表汇报，对学生的活动进行评

价。 

4. [PPT 19 出示] 师总结：液体的表面在静止时，一般会保持水平。根据这一特点，在

生产生活中，还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为了检查所盖的房屋等是否平整，人们发明了水平

仪。 

乒乓球 摸一摸，看一看  

不规则石头 摸一摸，看一看  

我的发现  

物品名称 探究方法 观察到形状 

水 倒进锥形瓶里，水变成……  

水 倒进盘子里，水变成……  

装满空气塑料袋 捏成苹果，变成……  

装满空气塑料袋 压成一张厚厚圆饼，变成……  

我的发现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三、总结拓展  

1.课堂小结。 

对本节课学生的探究活动进行小结和评价。 

2.课后拓展。 

[PPT 20 出示]要挂一幅画，如何确定墙上的两个点是否在一个水平面上？课下试一试，具体

操作一下。                                                     
 

 

16 空气占据空间吗 

【教材分析】 

《空气占据空间吗》是青岛版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物体的形态》单元的第三课时。本

节课主要是让学生描述生活中空气占据空间的现象，通过实验认识到空气占据空间。 

教材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活动准备，提出了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空气占据空间吗？”

引导学生课前观察生活中空气占据空间的现象，搜集空气占据空间有关的资料，模拟与空气

占据空间相关的体验活动。并提示学生准备纸、矿泉水瓶、气球等，为接下来的探究活动做

好材料准备；第二部分活动过程，包括两个活动。一、快速倒水，有什么发现？二、做空气

占据空间的小实验。让学生在有趣的活动中动手动脑，让学生亲身经实验的过程，直观地认

识到空气是占据空间的，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来验证实验的结论，从而激发学生探究兴趣，培

养学生的动手操作与发散思维能力；第三部分拓展活动，提出问题“找一找生活中空气占据

空间的现象。”引导学生继续探究生活中空气占据空间的现象，以及空气占据空间在生活中

的应用，加深对这一认识的理解。 

【学生分析】 

这一教学内容是在学生已经了解空气存在，并具有流动性的特点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

空气的其他特点。在前面的学习中，学生通过直接感受或通过简单实验观察到现象来说明空

气存在并且具有流动性，相对比较简单，而且学生在生活中有一定感知。但是要理解空气占

据空间这一概念有一定难度，因此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是教学的关键。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目标： 

1.知道空气占有一定的空间。 

2.空气总会充满各处。  

科学探究目标：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1.在教师指导下，能够用语言描述空气占据空间的现象；能用多种感觉器官和简单的工

具，通过实验认识到空气占据空间。 

2.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对空气占据空间的现象与实验表现出探究兴趣，培养探究精神。 

情感态度价值观： 

1.能尊重事实，培养用事实说话的意识。 

【器材准备】 

学生准备：纸、矿泉水瓶、气球等。 

教师准备：烧杯、漏斗、雉形瓶、橡胶塞、水槽等。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1.师：同学们，看老师手里的这是什么？ 

生：塑料杯、杯子…… 

师： 现在这个杯子装满了水，谁占据了杯子里的空间？ 

生：水占据了空间。 

2.师：（水倒掉）那现在呢？杯子里还有东西吗？ 

生：空气。 

师：也就是说我们的猜测是：空气占据了杯子的空间？ 

（板书课题：空气占据空间） 

二、活动过程 

活动一：快速倒水，你有什么发现？ 

1.[PPT 5 出示]实验活动场景与思维导航的图片。 

2.（学生演示实验）一个空的锥形瓶，瓶口处塞紧橡胶塞，漏斗从橡胶塞上的小孔里插

入瓶内，一名同学正在用烧杯往漏斗里倒水。 

3.教师提出问题：通过实验观察，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 

生：水没有流进去。 

4.教师出示思维导航：（1）水流不进瓶内。是谁阻碍了水的流入? （2）要使水很快地

流进瓶里，应该怎么做? （3）这种现象说明什么? 

学生小组讨论后小组代表在全班交流展示。 

5.教师总结：空气占据一定的空间。 

活动二：做空气占据空间的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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