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鄂教版科学五年级上册全册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第一单元《烧水过程的热传递》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教材

版本
人教鄂教版 单元（或主题）名称 烧水过程中的热传递

单元

主题

在人教鄂教版五年级上册科学教材中，《烧水过程中的热传递》单元通过

日常生活中的烧水现象，引导学生深入探究热传递的基本原理及其在自然

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本单元旨在激发学生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索

欲，培养其观察、实验、分析的科学素养，同时增强学生对能量转换与守

恒的科学观念理解。

课标

要求

核心概念：

热传递：热量从高温物体传向低温物体的过程，包括传导、对流和辐射三

种方式。

水的状态变化：水在受热时会从液态变为气态（沸腾），此过程伴随能量

的转换。

学习内容：

1. 理解热传递的三种基本方式（传导、对流、辐射）。

2. 观察并记录水加热至沸腾的过程，理解其中的能量变化。

3. 分析影响水加热速率和沸腾快慢的因素。

学业要求：

能够通过实验验证热传递的不同方式。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烧水过程中的现象。

培养提出问题、假设、设计实验、收集数据、分析结论的科学探究能力。

树立节能减排、合理利用能源的责任意识。

教材

分析

本单元教材设计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生动的图片、实验指导和问

题讨论，引导学生从直观感受入手，逐步深入到热传递的科学原理。教材

还融入了 STEM 教育理念，鼓励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如利

用物理知识解释烧水现象，结合化学知识理解水的状态变化等。



学情

分析

五年级学生已具备一定的观察力和好奇心，对日常生活中的科学现象充满

兴趣。然而，他们对热传递的复杂机制和水的状态变化背后的科学原理理

解尚浅。因此，教学中需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通过直观的实验和生动的

讲解，帮助学生建立科学概念，同时培养他们的探究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单元

目标

科学观念：

形成对热传递及其方式的基本认识，理解水加热至沸腾是能量转换的过

程。

科学目标：

掌握热传递的三种方式，并能举例说明其在生活中的应用。

能够描述并解释水加热至沸腾的过程及其伴随的能量变化。

探究实践：

能够设计并实施简单的热传递实验，如使用不同热源加热相同量的水，观

察并记录温度变化。

学会使用温度计等测量工具，准确收集实验数据。

责任态度：

培养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意识，认识到合理利用热能的重要性。

激发对科学探索的热情，形成持续学习、勇于质疑的科学态度。

单元

结构

化活

动

1. 引入阶段：通过生活中的烧水现象引发学生兴趣，提出问题：“为什么

水会热？热是如何传递到水中的？”

2. 理论学习：讲解热传递的三种方式（传导、对流、辐射），并举例说明。

3. 实验探究：

实验一：比较不同热源（如炉火、电热水壶）对水加热效率的影响。

实验二：观察并记录水加热至沸腾的全过程，使用温度计测量水温变化。

4. 数据分析：引导学生整理实验数据，分析影响水加热速率和沸腾快慢

的因素。

5. 总结应用：讨论热传递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如烹饪、供暖等，并思

考如何节能减排。

6. 拓展延伸：鼓励学生设计创新实验，探索更多关于热传递和能量转换

的奥秘。



第一课时《壶是怎样传热的》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 科学探究能力：引导学生观察、提问、假设、实验、分析数据并得出结论，

提升科学探究的基本技能。

2. 科学思维能力：通过理解热传导的基本原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学

会从现象到本质的推理过程。

3. 科学知识积累：掌握热传导的基本概念，理解不同材质在传热性能上的差异。

4. 科学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培养尊重事实、

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热传导的概念，认识金属、陶瓷等材料在传热过程中的作用及差异。

难点：通过实验设计，观察并解释不同材料对热传导速度的影响，理解并应用热

传导原理于日常生活。

三、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 设计意图

达成

评价

围绕课时学习目标

过程性评价：观察学生在实验中的参与度、合作能力、数据记录与分析能

力。

成果展示：学生以报告、海报或口头汇报的形式展示实验成果，评价其对

热传递原理的理解程度。

自我评价与同伴评价：通过反思日志和同伴互评，促进学生对自身学习过

程的反思和改进。

知识测试：设计包含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等题型的测试卷，检验学生

对热传递核心概念的理解。



（一）

情境导

入

活动描述：

教师展示一个装满热水的金属壶和一个

装满热水的陶瓷壶，让学生触摸壶的外

壁，感受温度差异，并提出问题：“为什

么两个壶装同样温度的水，摸起来感觉

却不一样呢？”

通过直观感受，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自然引入“热传导”

的话题，为后续学习铺垫。

（二）

探究活

动

活动 1：热传导初探

内容：展示热传导的动画或图片，介绍

热传导的基本概念。

活动 2：金属与陶瓷的传热实验

内容：分组实验，使用相同温度的水分

别加热金属杯和陶瓷杯，记录并比较两

者外壁温度变化。

活动 3：设计隔热装置

内容：鼓励学生利用身边材料（如棉布、

泡沫等）设计并制作简易隔热装置，包

裹在加热的金属杯外，观察并记录效果。

活动 4：热传导在生活中的应用

内容：分组讨论并列举生活中利用或避

免热传导的例子，如保温瓶、铁锅炒菜

等。

活动 5：制作简易温度计

内容：引导学生利用热胀冷缩原理，制

作简易温度计，观察并记录水温变化时

温度计的变化。

帮助学生建立热传导的初

步认识，为后续实验提供理

论基础。

通过实验观察，直观感受不

同材料传热速度的差异，理

解材料属性对热传导的影

响。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

手能力，同时深化对热传导

原理的理解。

将理论知识与日常生活相

联系，增强学生的应用意

识。

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巩固

热传导和热膨胀的知识，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

（三）

生活应

用

内容：引导学生思考并讨论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有效利用或避免热传导，比如冬

季保暖措施、厨房用具的选择等。

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

活中，增强学生的生活技能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

知识总

结

内容：师生共同回顾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总结热传导的概念、不同材料的传热性

能差异以及热传导在日常生活中的应

用。

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

体系，加深记忆，同时培养

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

四、作业设计

（一）、填空题：

1、物体由于温度差别，会发生_____。

答案： 热的传递

2、在给金属加热时，热会沿着金属从_____的部分传向_____的部分。

答案： 温度较高；温度较低

3、像金属这样容易传导热的物体被称为_____，而像塑料、木头这样不容易传导

热的物体被称为_____。

答案： 热的良导体；热的不良导体

4、不需要通过固体、液体或气体就能传递热量的方式是_____。

答案： 热辐射

（二）、判断题：

1、用煤气灶烧水时，壶和水是同时热起来的。

答案： ✘

2、 烧水时，水能热起来，是因为壶身将热量传递给了水。

答案： √

3、用陶瓷杯装热水有利于保温。

答案： √

4、烧开水时，水壶里的水传递热的方式属于热传导。

答案：✘

（三）、简答题：

1、为什么用金属壶烧开水？

答案：金属是热的良导体，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能。当我们在壶底加热时，金属壶

能够迅速将热量从底部传导到壶身的其他部分，甚至到壶内的水中。这样不仅可

以提高烧水的效率，还能确保整个壶身均匀受热，避免因局部过热而导致的损坏。



因此，金属壶是烧开水的理想选择。

2、在烧水过程中，壶身是如何传热的？

答案：在烧水过程中，壶身的传热主要通过热传导的方式实现。火源在壶底加热

时，热量首先被壶底的金属吸收并升高其温度。由于金属内部原子间的相互作用，

热量会沿着金属从温度较高的壶底迅速传递到温度较低的壶身其他部位。这一过

程中，热量不断从高温区域流向低温区域，直到整个壶身达到热平衡状态。同时，

壶内的水也会通过热对流的方式吸收壶身的热量并逐渐升温，最终沸腾。

（四）、实验验证

为了进一步理解壶的传热原理，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观察热传导现象。

例如，使用金属丝、凡士林、小木棒等材料进行实验：

1. 实验材料：金属丝、凡士林、小木棒、酒精灯、火柴、铁架台等。

2. 实验步骤：

将金属丝水平固定在铁架台上，并用凡士林将多根小木棒等距固定在金属丝上。 

点燃酒精灯，对金属丝的一端进行加热。 - 观察并记录小木棒掉落的顺序。

3. 实验现象：随着加热的进行，靠近加热点的小木棒会先掉落，随后是更远的

小木棒依次掉落。这表明热量沿着金属丝从温度高的部分传向温度低的部分。

第二课时《水是怎样热起来的》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 科学探究能力：培养学生观察、提问、假设、实验、分析和结论的科学探究

全过程能力，激发其好奇心和探索欲。

2. 科学思维：引导学生运用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理解热量传递的基本原理，

包括传导、对流和辐射三种方式。

3. 技术应用与创新：通过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思

考并尝试改进加热效率的方法，培养创新意识。

4. 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关注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理解节能减排的重



要性，培养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水加热过程中热量传递的三种方式（传导、对流、辐射），并能通过

实验观察其现象。

难点：区分并解释不同加热方式下水的加热效果差异，以及这些原理在日常生活

中的应用。

三、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 设计意图

（一）

情 境

导入

活动设计：

播放一段关于家中烧水过程的视频，引

导学生观察水从冷到热的变化过程，并

提出问题：“水是怎样热起来的？”激发

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通过贴近生活的情境，迅速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为后续

学习设置悬念，激发学生主

动探索的兴趣。

（二）

探 究

活动

实验一：热水杯与冷水杯的接触

活动：将一杯热水与一杯冷水底部接触，

观察冷水杯温度的变化。

2. 实验二：水的对流实验

活动：在加热的水中加入几颗小石子或

食用色素，观察水的流动和颜色变化。

3. 实验三：火源位置对加热效率的影响

活动：分别在水壶底部中心和水壶边缘

加热，比较加热速度。 

4. 实验四：辐射加热实验

活动：使用红外线灯照射一杯水，观察

水温变化，并与直接火源加热对比。

直观展示热量传导现象，让

学生初步理解热量可以从

温度高的物体传向温度低

的物体。

通过观察水的对流现象，帮

助学生理解对流是热量在

水中传递的重要方式，加深

对热量传递机制的理解。

通过实验对比，让学生理解

热源位置对加热效率的影

响，进一步理解热量传递的

效率问题。

介绍辐射作为热量传递的

另一种方式，通过对比实

验，加深学生对不同加热方

式的理解。



5. 小组讨论：生活中的热量传递实例 

活动：分组讨论并列举生活中热量传递

的例子，如暖气片、微波炉加热等，分

析其原理。

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相

联系，巩固学习成果，同时

培养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

和知识应用能力。

（三）

生 活

应用

活动：引导学生思考并讨论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有效利用热量传递原理，比如如

何更快地加热食物、如何减少热量损失

等。

通过生活应用环节，不仅加

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还

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创新思维，同时增强社会责

任感，关注能源节约和环境

保护。

（四）

知 识

总结

活动：师生共同回顾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总结热量传递的三种方式及其在生活中

的应用，强调科学探究的重要性。

通过总结，帮助学生梳理知

识点，形成系统的知识体

系；同时，强调科学探究的

价值，鼓励学生保持好奇心

和探索精神，为后续学习打

下基础。

四、作业设计

（一）、填空题

1、当我们在烧水时，热量是通过______的方式传递给水的。

2、当烧杯中的水被加热时，我们观察到水会______流动，这种现象称为热对流。

答案： 上下不停地循环

3、 在实验中，如果将热水和冷水同时放入室温水中，我们会观察到______。

答案： 热水上升，冷水下降

4、除了水，空气也是通过______的方式来传递热量的。

答案： 热对流

（二）、选择题：

1、空气和水的主要传热方式是____，固体主要传热方式是____。

A. 热辐射；热传导

B. 热对流；热传导



C. 热传导；热辐射

D. 热对流；热对流

答案： B

2、下列现象中，属于热对流的是：

A. 站在太阳底下，身体会暖和起来

B. 用汤匙搅拌热粥，勺柄会热起来

C. 冬天用火炉取暖，室内空气逐渐变热

D. 用手握住热水杯，手会感觉温暖

答案： C

3、给试管中的水加热时，热量会如何传递？

A. 热量会直接从试管底部传到顶部

B. 热量会均匀地分布在试管内的水中

C. 热量会使底部的水受热后上升，上部较冷的水下降，形成对流

D. 热量会停留在试管底部，不会向上传递

答案： C

4、下列哪个实验最能直观地展示热对流现象？

A. 将冰块放入温水中观察冰块融化

B. 用酒精灯加热试管底部的水

C. 将红墨水滴入清水中观察扩散

D. 将热水和冷水混合后观察其变化

答案： B

（三）、简答题：

1、什么是热对流？

答案：热对流是气体或液体中温度不同的各部分之间发生相对位移时所引起的热

量传递的过程。在加热过程中，下面较热的水或空气会上升，而上面较冷的水或

空气会下降，通过冷热物质的相对流动，使整体温度逐渐均匀。

2、举例说明热对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答案：热对流在日常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例如，暖气加热室内空气时，空气受

热后上升，周围冷空气补充过来再受热上升，形成空气对流，使室内温度逐渐升

高。另外，煮面条时，锅里的水受热后产生热对流，使面条受热均匀，快速煮熟。



这些现象都是热对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实例。

第三课时《炉火周围的热现象》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 科学探究能力：引导学生观察、记录炉火周围热现象的变化，学会提出问题、

作出假设、设计实验、收集数据并分析结论。

2. 科学思维能：通过探究活动，加深学生对热传递方式（传导、对流、辐射）

的理解，培养其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3.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感：激发学生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培养尊重事实、勇

于探索的科学态度，同时引导学生思考热能利用对环境的影响，培养环保意识。

4. 技术应用与创新：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尝试解决与热现

象相关的问题，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并掌握热传递的三种方式（传导、对流、辐射），并能识别炉火周围

不同热传递方式的具体表现。

难点：通过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区分并解释炉火周围复杂的热传递现象，理解

其背后的科学原理。

三、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 设计意图

（一）

情境导

入

活动内容：

播放一段炉火旁温馨生活的视频，引导

学生观察炉火燃烧时周围物体的变化，

如水壶里的水开始冒泡、房间逐渐变暖

等。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对本课

内容的兴趣，引出热现象的

话题，为后续学习铺垫。

（二）

探究活

动

活动 1：感受热传导

活动内容：让学生触摸炉火旁的金属锅

把手和远离炉火的锅体部分，感受温度

直观体验热传导现象，理解

热量如何在物体内部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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