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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地球家园你我他

1 认识植物

教

材

分

析

本课是冀人版小学科学一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开篇课，旨在引导学生从身边常见的植物入手，

认识植物的基本特征和多样性，了解植物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为后续学习其他自然事物

和现象奠定基础。教材通过生动的图片、简单的文字和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对植物的好奇心

和探究欲望，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

学

情

分

析

一年级的学生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索欲望，对植物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能说出一些

常见植物的名称，但对植物的具体特征和生长习性了解较少。他们的观察力、注意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正在逐步发展，但还需要在具体的活动中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在学习方式上，学生

更喜欢直观、生动、有趣的活动，需要教师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引导他们积极参

与、主动探究。

教

学

目

标

科学知识目标：学生能够认识身边常见的植物，说出它们的名称和基本特征，如颜色、形状、

气味等。

科学探究目标：通过观察、比较、描述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探究精神，学会用科

学的方法认识植物。

科学态度目标：激发学生对植物的兴趣和好奇心，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爱护植物的情感和

意识。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了解植物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知道植物在美化环境、

提供食物、净化空气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教学重点：认识常见植物的名称和基本特征，学会用多种感官观察植物。

教学难点：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准确地描述植物的特征，培养学生的观察和探究能力。



教

学

重

难

点

教

学

方

法

讲授法、直观演示法、观察法、讨论法、实践操作法相结合。

教

学

准

备

教师准备：各种常见植物的实物或图片、视频资料、PPT 课件、观察记录单等。

学生准备：笔、本子。

教

学

过

程

导入新课：

1. 播放一段展示大自然中各种美丽植物的视频，如森林中的树木、花园里的花朵、田野里

的农作物等，引导学生观察并提问：“同学们，你们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这些植物都有什

么特点呢？”
2. 展示一些常见植物的图片，如杨树、柳树、菊花、向日葵等，让学生说出它们的名称，

引出本节课的主题 —— 认识植物。

讲授新课：

1. 认识常见植物：

教师拿出一些常见植物的实物，如绿萝、吊兰、苹果、香蕉等，让学生观察并说出它们的名

称。

展示更多植物的图片，如玫瑰、月季、仙人掌、玉米等，让学生快速说出名称，巩固对常见

植物的认识。

2. 观察植物的特征：

教师引导学生用眼睛观察绿萝的叶子，提问：“绿萝的叶子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形状的？” 
让学生仔细观察并回答。

让学生用手摸一摸绿萝的叶子，感受叶子的质地，如是否光滑、柔软等，并让学生用语言描

述出来。

教师将绿萝放在学生面前，让学生闻一闻，问：“你们闻到了什么气味？” 引导学生用鼻子

感受植物的气味。

让学生分组观察苹果和香蕉，从颜色、形状、气味等方面进行描述，并填写观察记录单。

3. 比较不同植物的特征：

展示杨树和柳树的图片，让学生观察并比较它们的树干、树枝和叶子有什么不同。

拿出玫瑰和月季的实物，让学生观察它们的花朵，比较颜色、形状、花瓣数量等方面的差异。

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不同的植物会有不同的特征呢？” 让学生初步了解植物的多样性与

环境的关系。

课堂小结：

1. 引导学生回顾本节课认识的植物，让学生说出它们的名称和特征。



2. 提问：“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对植物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收获。

3. 教师总结本节课的重点内容，强调观察植物的方法和植物的多样性。

巩固练习：



1. 让学生完成课本上的练习题，如给植物图片涂色、连线等，巩固对植物名称和特征的认

识。

2. 展示一些植物的局部图片，如叶子、花朵、果实等，让学生猜出是哪种植物，进一步加

深对植物特征的理解。

作业布置：

1. 让学生回家后观察家里的一种植物，用画笔画出它的样子，并写出它的名称和特征。

2. 在家长的陪同下，到小区或公园观察更多的植物，记录下它们的名称和自己感兴趣的特

征，下节课与同学们分享。

板

书

设

计

主板书：

认识植物

一、常见植物

绿萝、吊兰、苹果、香蕉、杨树、柳树、玫瑰、月季等

二、植物的特征

1. 颜色

2. 形状

3. 气味

4. 质地

三、植物的多样性

不同植物有不同特征

副板书：在黑板的一侧记录学生的回答和观察发现，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生成的问题和总结的

要点等。

教

学

反

思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视频、图片和实物等多种形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学生

们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主动观察和描述植物的特征。在观察植物特征的环节，学生们的

观察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锻炼，但部分学生在描述时还不够准确和完整，需要在今后的

教学中进一步加强引导和训练。在比较不同植物特征的环节，学生们能够发现一些明显的差

异，但对于一些细微的差别还需要教师进一步引导观察和分析。在课堂小结和巩固练习环节，

学生们对本节课的重点内容掌握较好，但在实际应用和拓展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练习和实践。

在今后的教学中，可以增加更多的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际观察和探究中进一步加深对

植物的认识和理解。

2 认识动物

教

材

分

析

本节课是在学生对身边常见植物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

生认识动物，了解动物的多样性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教材通过

生动有趣的图片、简单易懂的文字和实际观察活动，激发学生对动物的

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帮助学生初步建立对动物的科学认知，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比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为后续学习动物的生活习性、行

为特征等内容奠定基础。



学

情

分

析

一年级的学生对动物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接

触过许多动物，能够说出一些常见动物的名称，但对动物的具体特征、

分类以及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等方面的了解还比较肤浅。他们的注意力难

以长时间集中，需要通过生动有趣、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来吸引他们的

注意力，激发学习积极性。同时，一年级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

力还在发展阶段，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步提高观察的准确性和描述的

完整性。

教

学

目

标

科学知识目标：学生能够认识身边常见的动物，说出它们的名称和基本

特征，如外形、颜色、生活环境等。了解动物是有生命的，需要食物、

水和适宜的生活环境。

科学探究目标：通过观察、比较、描述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

探究精神，学会用科学的方法认识动物。能够对动物进行简单的分类，

如按生活环境分为陆生动物、水生动物等。

科学态度目标：激发学生对动物的兴趣和好奇心，培养学生热爱动物、

爱护动物的情感和意识，树立正确的动物观。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了解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知道

动物在农业、交通、娱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人类活动对动物生存

环境的影响。

教

学

重

难

点

教学重点：认识常见动物的名称和基本特征，学会用多种感官观察动物。

了解动物的生活环境和习性，以及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教学难点：能够准确地描述动物的特征，并根据动物的特征进行简单分

类。理解动物的多样性及其对环境的适应性，培养学生爱护动物的意识

和行为习惯。

教

学

方

法

讲授法、直观演示法、观察法、讨论法、游戏法相结合。

教

学

准

备

教师准备：各种常见动物的图片、视频资料、PPT 课件、动物模型或标

本、观察记录单等。

学生准备：笔、本子。

教

学

过

程

导入新课：

1. 播放一段有趣的动物视频，如《动物世界》的精彩片段，展示各种不

同的动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场景，引导学生观察并提问：“同学们，

你们在视频中看到了哪些动物呀？它们都在做什么呢？”

2. 展示一些动物的局部图片，如大象的鼻子、兔子的耳朵、金鱼的尾巴

等，让学生猜猜这是哪种动物，引发学生的兴趣，引出本节课的主题 

—— 认识动物。





讲授新课：

1. 认识常见动物：

 教师拿出一些动物模型或标本，如小狗、小猫、小鸟、金鱼等，让学

生观察并说出它们的名称。

 展示更多动物的图片，如老虎、狮子、大象、猴子、乌龟、青蛙等，

让学生快速说出名称，巩固对常见动物的认识。

2. 观察动物的特征：

 教师引导学生用眼睛观察小狗的外形，提问：“小狗的身体是什么颜

色的？它的耳朵、眼睛、嘴巴是什么样子的？” 让学生仔细观察并回答。

 让学生用手摸一摸小狗的毛，感受毛发的质地，如是否柔软、光滑等，

并让学生用语言描述出来。

 教师将小狗放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听一听小狗的叫声，闻一闻小狗的

气味，引导学生用多种感官感受动物。

 让学生分组观察金鱼和乌龟，从外形、颜色、生活环境等方面进行描

述，并填写观察记录单。

3. 比较不同动物的特征：

 展示老虎和狮子的图片，让学生观察并比较它们的外形、颜色、斑纹

等有什么不同。

 拿出小鸟和金鱼的实物或模型，让学生观察它们的生活环境和运动方

式有什么差异。

 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不同的动物会有不同的特征呢？” 让学生初

步了解动物的多样性与环境的关系。

4. 动物的分类：

 教师介绍动物分类的方法，如按生活环境可分为陆生动物、水生动物

和空中飞行动物；按食性可分为肉食性动物、草食性动物和杂食性动物

等。

 展示一些动物的图片，如兔子、老虎、大象、金鱼、老鹰、啄木鸟等，

让学生将这些动物进行分类，并说出分类的依据。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活动，给每个小组发放一些动物卡片，让学生合作

进行分类游戏，看哪个小组分类又快又准确。

5. 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展示一些图片，如农民伯伯用牛耕地、马拉车、警犬帮助警察破案、

导盲犬帮助盲人出行等，引导学生了解动物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

用。

 让学生说一说自己还知道哪些动物对人类有帮助，培养学生的语言表

达能力。

 展示一些因人类活动导致动物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的图片，如森林砍伐、

水污染、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等，引导学生讨论：“我们应该怎样保护

动物呢？” 让学生树立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意识。

课堂小结：

1. 引导学生回顾本节课认识的动物，让学生说出它们的名称和特征。

2. 提问：“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对动物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让学

生分享自己的学习收获。





3. 教师总结本节课的重点内容，强调观察动物的方法、动物的分类和动

物与人类的关系。

巩固练习：

1. 让学生完成课本上的练习题，如给动物图片涂色、连线等，巩固对动

物名称和特征的认识。

2. 展示一些动物的局部图片或特征描述，让学生猜出是哪种动物，进一

步加深对动物特征的理解。

3. 让学生说一说自己最喜欢的动物，并说出喜欢的理由，培养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和对动物的喜爱之情。

作业布置：

1. 让学生回家后观察家里的一种动物，用画笔画出它的样子，并写出它

的名称、特征和生活习性。

2. 在家长的陪同下，到动物园或宠物店观察更多的动物，记录下它们的

名称和自己感兴趣的特征，下节课与同学们分享。

3. 制作一张保护动物的宣传卡片，上面可以画一些动物和保护动物的标

语，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动手能力。

板

书

设

计

主板书：

认识动物

一、常见动物

小狗、小猫、小鸟、金鱼、老虎、狮子、大象、猴子、乌龟、青蛙等

二、动物的特征

1. 外形

2. 颜色

3. 生活环境

4. 习性

三、动物的分类

1. 按生活环境分

陆生动物、水生动物、空中飞行动物

2. 按食性分

肉食性动物、草食性动物、杂食性动物

四、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1. 动物对人类的帮助

2. 保护动物

副板书：在黑板的一侧记录学生的回答和观察发现，以及在教学过程中

生成的问题和总结的要点等。

教

学

反

思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视频、图片、实物和模型等多种形式，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学生们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主动观察和描述

动物的特征。在观察动物特征的环节，学生们的观察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得到了锻炼，但部分学生在描述时还不够准确和完整，需要在今后的教

学中进一步加强引导和训练。在动物分类的环节，学生们对简单的分类

方法能够掌握，但对于一些特殊动物的分类还存在困难，需要教师进一

步讲解和举例说明。在动物与人类关系的环节，学生们能够了解动物对

人类的帮助，但对于人类活动对动物生存环境的影响和保护动物的重要

性认识还不够深刻，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通过更多的实例和实践活动让

学生加深理解。在今后的教学中，可以增加更多的课外实践活动，让学

生在实际观察和探究中进一步加深对动物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培养学生

的环保意识和爱护动物的行为习惯。

3 比较植物和动物

教

材

分

析

本课时是在学生认识了植物和动物的基础上进行的比较学习。教材通过图片、文字等形式引

导学生从多个方面观察和比较植物和动物的不同特征，如形态、生活方式、生长需求等，帮

助学生构建对生物多样性的初步认识，为后续进一步学习生物知识奠定基础。同时，教材注

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比较思维能力，让学生在比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科学探

究的能力。

学

情

分

析

一年级的学生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生活认知，但这种认知大多是表面的、零散的。他们

对植物和动物的观察往往停留在直观的外形和明显的行为上，缺乏系统的比较和深入的思考。

在学习方法上，学生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观察能力和简单的表达能力，但对于如何进行比

较观察和归纳总结还需要进一步的指导和培养。

学生对科学课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喜欢通过亲身体验和实践活动来获取知识，因此在教学

中应设计丰富多样的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教

学

目

标

科学知识目标：学生能够说出植物和动物的一些常见特征，并能从外形、生活环境、生长需

求等方面比较植物和动物的不同之处。

科学探究目标：通过观察、比较、讨论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比较能力和归纳总结

能力，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水平。

科学态度目标：激发学生对植物和动物的研究兴趣，培养学生认真观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和爱护动植物的意识。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让学生了解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认识到保

护动植物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生态环保观念。

教



学

重

难

点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从多个方面比较植物和动物的不同特征，并能用自己的语言准确地表达

出来。

教学难点：帮助学生理解植物和动物在生存方式、生长需求等方面的本质区别，以及它们之

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教

学

方

法

讲授法、直观演示法、讨论法、实践探究法等相结合，根据不同的教学环节和内容灵活运用。

教

学

准

备

相关的植物和动物图片、视频资料，一些常见的植物和小动物实物，如盆栽植物、金鱼、蜗

牛等，以及记录表格等。

教

学

过

程

 导入新课

1. 展示校园里学生们熟悉的植物和动物图片，如大树、花朵、小鸟、小狗等，引导学生观

察并说出它们的名称。

2. 提问学生：“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植物和动物，你们觉得植物和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呢？” 
引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从而自然地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1. 植物和动物的外形比较

（1）展示多种植物和动物的图片或实物，让学生仔细观察它们的外形特征。

（2）引导学生从身体结构、形状、颜色等方面进行比较，例如植物一般有根、茎、叶、花、

果实等器官，而动物有头、身体、四肢、尾巴等部位；植物的形状和颜色多种多样，动物的

外形也是千差万别。

（3）组织学生分组讨论，然后请每组代表发言，说一说他们观察到的植物和动物外形上的

不同之处，教师及时给予肯定和补充。

2. 植物和动物的生活环境比较

（1）播放一些植物和动物生活环境的视频，如沙漠中的仙人掌、热带雨林中的各种植物、

海洋中的鱼类、草原上的狮子等，让学生直观地感受不同生物的生活环境。

（2）引导学生思考：植物和动物都生活在哪里？它们的生活环境有什么不同？

（3）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观察，举例说出一些植物和动物的生活环境，并进行比

较。教师可以适时提问，如 “为什么仙人掌能在沙漠中生存，而小鱼不能呢？” 引导学生深

入思考。

3. 植物和动物的生长需求比较

（1）展示植物生长需要阳光、水分、土壤等条件的图片或视频，以及动物需要食物、水、

空气等的图片或视频，让学生了解植物和动物的生长都需要一定的条件。

（2）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比较植物和动物在生长需求方面的不同。例如，植物通过光

合作用制造自己所需的营养物质，而动物需要摄取其他生物来获取营养；植物一般固定在一

个地方生长，而动物可以自由移动寻找食物和适宜的生活环境等。

（3）请小组代表汇报讨论结果，教师进行总结和归纳，强调植物和动物在生长需求上的本

质区别。

 实践活动



1. 观察比较教室里的植物和小动物



（1）将提前准备好的盆栽植物和小动物（如金鱼、蜗牛等）放在教室里，让学生分组进行

观察。

（2）学生可以用眼睛看、用手摸、用鼻子闻等多种方式观察植物和动物的特征，并记录下

来。

（3）引导学生从外形、生活习性、生长需求等方面进行比较，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和自己的

发现。

2. 完成比较记录表

（1）给每个学生发放一份植物和动物比较记录表，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讨论结果，填

写表格。

（2）表格内容可以包括植物和动物的名称、外形特征、生活环境、生长需求、相同点和不

同点等。

（3）教师巡视指导，帮助学生完成表格的填写，提醒学生注意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课堂小结

1. 引导学生回顾本节课所学的内容，从外形、生活环境、生长需求等方面总结植物和动物

的不同之处。

2. 强调植物和动物都是地球上的生物，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我们应该爱

护它们。

3. 对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进行评价，表扬积极参与、认真观察和思考的学生，鼓励其他学

生向他们学习。

 布置作业

1. 回家后和家长一起观察家里的一种植物和一种动物，并用自己的话向家长介绍它们的不

同之处。

2. 画一幅关于植物和动物的画，展示它们的不同特征和生活环境。

板

书

设

计

比较植物和动物

 外形

植物：有根、茎、叶、花、果实等

动物：有头、身体、四肢、尾巴等

 生活环境

植物：大多固定在一处，适应不同环境

动物：可自由移动，寻找适宜环境

 生长需求

植物：阳光、水分、土壤、二氧化碳等，自己制造营养

动物：食物、水、空气等，摄取其他生物获取营养

 相同点

都是生物，都有生命，都需要适宜的环境等

教

学



反

思



4 认识自然物和人造物

教

材

分

析

本节课是冀人版小学科学一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地球家园你我他” 中的第 4 课，主要引导

学生认识自然物和人造物，了解它们的区别与联系。教材通过列举生活中常见的物体，如石

头、树木、桌椅、汽车等，让学生观察、比较并分类，从而建立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概念。同

时，教材还渗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让学生意识到人类的生活离不开自然物，人造物是由自

然物加工而成的，为后续学习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等内容奠定基础。

学

情

分

析

一年级的学生刚接触科学课程，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但他们的认知水平和生

活经验有限，对于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概念可能比较模糊。不过，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接触

到了各种各样的物体，具备一定的观察能力和初步的分类意识，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简

单的观察和比较活动。教师应从学生熟悉的事物入手，采用直观、生动的教学方法，帮助学

生理解和区分自然物和人造物。

教

学

目

标

科学知识目标：学生能够识别并举例说出身边常见的自然物和人造物，知道自然物是自然界

中原本就有的，人造物是由人加工制造出来的。

科学探究目标：通过观察、比较、分类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类能力，提高学生

的科学探究意识和实践能力。

科学态度目标：激发学生对周围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培养学生认真观察、积极思考、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让学生了解人造物与自然物的关系，认识到人类的生活离

不开自然物，树立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培养学生的环保责任感。

教

学

重

难

点

教学重点：区分自然物和人造物，掌握它们的特点和区别，能够准确判断常见物体属于自然

物还是人造物。

教学难点：理解人造物是由自然物加工制造而来的，以及自然物和人造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环保意识。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和活动，学生对植物和动物的比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和认识，教学目标基本达成。在导入环节，利用学生熟悉的校园植物和动物图片引起学生的

兴趣和思考，顺利导入新课。在讲授新课过程中，通过图片、视频、实物等多种形式让学生

进行观察和比较，使抽象的知识变得更加直观形象，学生的参与度较高，能够积极地发表自

己的看法和观点。在实践活动环节，学生通过亲自观察教室里的植物和小动物，进一步加深

了对植物和动物不同特征的认识，同时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然而，在教学过

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小组讨论时，个别小组的学生参与度不够高，存在个

别学生主导讨论的情况，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小组

活动中来。另外，在比较植物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时，部分学生理解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需

要在今后的教学中更加注重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和理解。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继续优化教学

方法和活动设计，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和质量。



讲授法、观察法、讨论法、实践法、游戏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以直观教学为主，让学生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和探究。



教

学

方

法

教

学

准

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自然物和人造物的实物或图片，如石头、树叶、花朵、铅笔、书本、

玩具等；分类卡片。

学生准备：收集一些自己认为是自然物和人造物的物品。

教

学

过

程

1. 导入新课：

- 教师播放一段美丽的自然风光视频，视频中包括山川、河流、森林、动物等自然景象，引

导学生观察并提问：“同学们，在视频中你们看到了什么？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呀？”
- 学生自由发言，分享自己的观察和想法。

- 教师引出本节课的主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我们身边的自然物和人造物。”
2. 探究新知：

认识自然物：

教师展示石头、树叶、花朵、水等自然物的实物或图片，引导学生观察并提问：“同学们，

你们看看这些东西有什么特点呀？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学生观察后回答，教师总结并讲解自然物的概念：“像石头、树叶、花朵、水这些在自然界

中原本就有的东西，我们就叫它们自然物。”
教师让学生在教室里或身边找一找还有哪些自然物，并进行小组交流和汇报。

认识人造物：

教师展示铅笔、书本、玩具、桌椅等人造物的实物或图片，引导学生观察并提问：“同学们，

再看看这些东西，它们和刚才的自然物有什么不一样呢？它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学生观察后回答，教师总结并讲解人造物的概念：“像铅笔、书本、玩具、桌椅这些由人们

加工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就叫它们人造物。”
教师让学生在教室里或身边找一找还有哪些人造物，并进行小组交流和汇报。

比较自然物和人造物：

教师将自然物和人造物的实物或图片混合在一起，让学生进行分类，并在小组内讨论分类的

理由。

小组代表汇报分类结果和理由，教师引导学生总结自然物和人造物的区别和特点，如自然物

是天然形成的，没有经过人为加工；人造物是经过人类加工制造的，具有一定的形状、结构

和功能等。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自然物和人造物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引导学生思考并回答，

教师总结：“人造物的原材料大多来自自然物，人类利用自然物加工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人

造物，来满足我们的生活需要。”
3. 实践活动：

- 游戏：“我指你说”
教师在教室里摆放一些自然物和人造物的实物，然后随机指向一个物体，让学生快速说出它

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并说明理由。

- 制作活动：用自然物制作人造物

教师给每个小组提供一些自然物，如树叶、树枝、石头等，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制作一件人造物，并在小组内介绍自己的作品和制作过程。

4. 拓展延伸：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如果没有了自然物，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自

然物呢？”
学生自由发言，教师进行总结和补充，引导学生树立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如节约资源、爱

护花草树木、减少垃圾等。

教师展示一些环境污染和破坏自然的图片，让学生观察并讨论：“这些行为对自然物和我们

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课堂小结：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本节课所学内容，提问：“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呀？你能说出

一些自然物和人造物吗？它们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学生回答后，教师进行总结和强调，重点回顾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概念、区别和联系，以及保

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6. 布置作业：

让学生回家后和家长一起收集更多的自然物和人造物，并制作成一个小卡片，在卡片上注明

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以及它的特点和用途。

让学生观察家里的人造物，思考它们是由哪些自然物加工制造而成的，并记录下来，下节课

和同学们一起分享。

板

书

设

计

主板书：

认识自然物和人造物

自然物：自然界原本就有

如：石头、树叶、水

人造物：人加工制造出来

如：铅笔、书本、桌椅

自然物→人造物（原材料）

副板书：

在教学过程中，记录学生的回答、发现和总结的要点，以及展示自然物和人造物的图片或简

笔画等。

教

学

反

思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和活动，学生对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认

识和理解，能够较好地区分常见的自然物和人造物，并了解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实

践活动环节，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都很高，尤其是制作活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让他们在动手操作中进一步加深了对自然物和人造物的认识。但在教学过程中，也

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如部分学生对自然物和人造物的判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在今后

的教学中加强练习和指导；在拓展延伸环节，学生对于保护自然环境的认识还比较肤浅，需

要进一步引导和深化。在今后的教学中，将更加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

法和手段，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教学效果。同时，将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环保意识

的培养，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爱护自然环境的好习惯。

第二单元 家园为我

5 认识水



教

材

分

析

《认识水》是冀人版小学科学一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重要内容。教材通

过多种活动引导学生认识水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如无色、无味、无固定

形状、会流动、透明等，让学生在观察、比较、实验等活动中建立对水

的感性认识，为后续学习水的其他知识以及理解水与生命、生活的关系

等奠定基础。同时，教材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和科学

思维能力，通过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欲望。

学

情

分

析

知识基础：一年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水有一定的接触和了解，知道水

可以用来喝、洗手、洗澡等，但对于水的科学性质和特点认识较少，缺

乏系统的观察和思考。

能力水平：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喜欢通过观

察和动手操作来学习新知识，但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还比较薄弱，

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步提高。

学习特点：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对直观、有趣的事物更感兴趣，因此

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如实验、游戏、故事等，以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教

学

目

标

科学知识目标：让学生知道水是无色、无味、无固定形状、会流动、透

明的液体；了解水在生活中的重要用途；知道水是生命之源，生物的生

存离不开水。

科学探究目标：通过观察、比较、实验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动手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让学生学会运用多种感官来认识水的性质和

特点。

科学态度目标：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欲望，培养学生认真观察、

积极思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增强学生珍惜水资源、爱护水资源的

意识。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让学生了解水与生活、生命的密切关系，

认识到水资源的重要性和保护水资源的必要性，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

教

学

重

难

点

教学重点：让学生认识水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即无色、无味、无固定形

状、会流动、透明等；了解水在生活中的重要用途。

教学难点：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实验等活动，自主发现水的性质

和特点；培养学生珍惜水资源、爱护水资源的意识，并落实到实际行动

中。

教

学

过

程

1. 导入新课：通过展示一些与水有关的图片或视频，如河流、湖泊、

大海、瀑布、下雨、人们用水的场景等，引导学生观察并提问：“同学

们，你们在图片中看到了什么？水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作用呢？” 引

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从而引出本节课的主题 —— 认识水。

2. 探究水的性质：

观察水的颜色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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