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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第二学期教学进度表

科目：家乡                                               年级：一年级

教学内容

周次 时间 授课天数
起止（页）

备注

1 2 月 27 日—3 月 3 日 5 西瓜子的“旅行”

2 3 月 6 日—3 月 10 日 5 美丽的“小豁牙”

3 3 月 13 日—3 月 17 日 5 小辫子和小平头

4 3 月 20 日—3 月 24 日 5 跟随生命的节奏

5 3 月 27 日—3 月 31 日 5 别去危险的地方玩

6 4 月 3 日—4 月 7 日 4 求助电话

7 4 月 10 日—4 月 14 日 5 这些物品不共用

8 4 月 17 日—4 月 21 日 5 饮食有讲究

9 4 月 24 日—4 月 28 日 5 上课能专心

10 5 月 1 日—5 月 5 日 2 我和大家一起做

11 5 月 8 日—5 月 12 日 5 我有点儿怕

12 5 月 15 日—5 月 19 日 5 不拿别人的东西

13 5 月 22 日—5 月 26 日 5 家乡的田野

14 5 月 29 日—6 月 2 日 5 我身边的农贸市场

15 6 月 5 日—6 月 9 日 5 粮食来之不易

16 6 月 12 日—6 月 16 日 5 拒绝餐饮浪费

17 6 月 19 日—6 月 23 日 3

18 6 月 26 日—6 月 30 日 5 期末复习

19 7 月 3 日—7 月 7 日 5 期末复习、考试

20 7 月 10 日—7 月 14 日 5 批卷



- 2 -

环保教育学科渗透一览表

学科：家乡                              年级:一年

序号 课题

1 西瓜子的“旅行”

2 美丽的“小豁牙”

3 小辫子和小平头

4 跟随生命的节奏

5 别去危险的地方玩

6 求助电话

7 这些物品不共用

8 饮食有讲究

9 上课能专心

10 我和大家一起做

11 我有点儿怕

12 不拿别人的东西

13 家乡的田野

14 我身边的农贸市场

15 粮食来之不易

16 拒绝餐饮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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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计划                        总第 1 节

课题 西瓜子的“旅行” 授课时间
1周

课型 新授课 教法 阅读指导法 教具 多媒体

教
学
目
标

1.知道西瓜子被吞到肚子里以后会经过人的消化系统的各个器官，最后被排

除体外；

2.知道人和植物是两种不同的生命体，存在差异；学习感知和理解植物生长

的规律。

重
点
难
点

1.知道西瓜子被吞下肚子后，会依次进入食管、胃、小肠、大肠，最后被排

泄出来。

2.感知植物的生长规律。

教        
 

学         

过          

程

一、活动导入

人是身上能长出西瓜吗？你想长出西瓜吗？为什么？有什么办法长出西瓜

吗？自己曾经吞下过西瓜子或其他一些核吗？吞下后，长出西瓜或其他什么东西

了吗？

二、主题活动

生命小秘密

1.老师讲"西瓜子旅行"的故事，让学生来说说西瓜子都到过哪些地方。

2.讨论：西瓜子能在人的身体里生长发芽吗？为什么？

3.一起来了解西瓜生长的过程。

生命小智慧

1.看图，猜猜哪颗西瓜子能发芽。生物的生存和生长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种子发芽的条件是什么呢？朗读教材第 2页的《小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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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2．不同生物的生物生存的环境是不一哦。

(1）有的生物生活在寒冷的地方，如北极熊企鹅驯鹿托牛

(2）有的生物生活在炎热的地方，如大象芭焦树仙人掌骆驼

(3)有的生物生活在水里。如鲨鱼海草海龟水母

(4）有的生物生活在陆地上，如大熊猫竹子鸡老虎

(5）有的生物小时候生活在水里，长大了却可以生活在陆地上。

如青蛙

3. 植物认养活动：引导学生介绍自己喜欢的一种植物，讲讲喜欢的原因，

用一句话赞美它，并想想能为它做什么事。

三、课堂小结

板  

书  

设  

计

西瓜子的“旅行”

黑﹣﹣没有阳光

闷﹣﹣没有空气

所以西瓜子在肚子里不会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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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计划                             总第 2 节

课题 美丽的小“豁牙” 授课时间
2周

课型 新授课 教法 阅读指导法 教具 多媒体

教
学
目
标

1. 使学生了解换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正常现象，并帮助学生接受这一成长

现象。

2.通过换牙、蝉脱壳、蚕蛹成蛾等事例，让学生明白生命是在变化中不断成

长的。

3.让学生结合自身实际，感知生命在变化中不断成长。

重
点

难
点

1.换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正常现象，应正确看待和接受这一现象。

2.让学生通过换牙现象明白生命是在变化中不断一长的。

教         
学         

过          

程

一、活动导入

同桌之间相互看看对方的牙齿，说说你的发现．

二、主题活动

生命小问号

1.听故事"明明换牙"

2.你想了解换牙的过程吗？

生命小秘密

1. 看图讲故事：①请学生先把自己看懂的知识说一说。教师进行总结

2.可爱的乳牙：学生展示自己的乳牙，说说自换牙的故事。

3.表演"开心的小豁牙":

①教师指导学生看懂图画故事。

②学生讲一讲图中的故事。

③同桌之间练习表演。

④请同学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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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生命小智慧

1.听老师讲蝴蝶从卵变成蛹、再变成蝴蝶的故事和蝉脱壳的故事，请

学生在听完后说说自己明白了什么道理。

2.我在长大

①看图，说说图上的小朋友在干什么？

②汇报  ③教师总结 ④说说你成长的需要

3、帮家人选合适的物品

①先观察

②再选择

③教师总结

三、课堂小结

板  
书  

设  

计

美丽的小“豁牙”

没牙----乳牙----恒牙

课时计划                          总第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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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小辫子和小平头 授课时间
3周

课型 新授课 教法 阅读指导法 教具 多媒体

教
学
目
标

1. 知道人的性别差异在社会行为方面有哪些表现，以及社会习俗对

不同性别在行为方式上有哪些不同的俗成约定。

2．理解性别形成的生理基础，这是接纳自我性别特征和社会角色的基础，

也是进一步理解性别平等的基础。

3．初步建立异性交往过程中的相互尊重和自我保护意识。

重
点
难
点

了解性别差异的生理基础和由此为出发点的性别平等的社会学含义，形

成悦纳自我的生活态度，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教         
学         

过          

程

一、谈话导入。

1．老师：我们人从性别上区分，可以分为什么？（学生自由回答）。

2．那生男孩和女孩到底是谁决定的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二、了解生命的秘密。

1．老师简单讲解生命的形成。（让学生了解男孩还是女孩，是由进入卵

细胞的那个精子决定的。)

2．听了这些知识，你想说什么？抽生交流。

生 1：生男生女不是妈妈决定的

生 2：我知道我是怎样出生的了

三、了解男女的性别特征。

1．拼图游戏：师为学生准备好一些过期的杂志、画报等，让学生分组

2．请学生观察一下，你能说说男孩和女孩外貌上有什么区别吗？小组讨

论汇报交流。

生 1：男孩短头发，女孩长头发

师：那某某小朋友是女生，她头发也很短呢？

生 2：男孩头发一般很短，女孩短头发也不是很短的。

生 3：男孩和女孩声音不同

师：哦。这是从声音来区别男孩女孩的

3.再观察一下男女生在打扮上有什么差异？抽生交流

生 1：男孩穿的是浅色的衣服，女孩穿的是鲜艳的。

师：那男孩可以穿鲜艳的衣服吗？可以的

生 2：男孩不穿裙子，女孩可以穿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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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4．同桌讨论：我们长大后又有什么变化呢？（想想自己的爸爸妈妈）

抽生交流。

生 1：爸爸要胖一些，妈妈要瘦一些

师：有没有谁的爸爸瘦一些，妈妈胖一些请举手。

生 2：爸爸高一些，妈妈矮一些

生 3：我爸爸和妈妈一样高

生 4：爸爸喉咙有个包．（喉结）妈妈没有师：哦，观察得很仔细

生 5：爸爸声音粗些，妈妈声音细些

生 6：爸爸不戴胸罩，妈妈有（妈妈胸部大些，这是女人的标志）......

5．师小结：长大后，我们的性别特征就成为自己的秘密，不可以随便被

人看见或者触摸。要学会保护自己，当然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要互相尊重。

四、画一画。

1．观察第 13页的图，设计两套衣服，把你认为不可以让别人看见的身体

部位遮挡起来，涂上花纹和颜色。

2．请个别学生交流，并说说为什么。

3．观察玩具图，给你喜欢的玩具画圈。

五、老师总结。

男孩女孩都有小秘密，我们应该互相尊重．

板  

书  

设  

计

小辫子和小平头

小辫子----女孩

小平头----男孩

课时计划                              总第 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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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跟随生命的节奏 授课时间
4周

课型 新授课 教法 阅读指导法 教具 多媒体

教
学
目
标

1. 了解什么是生物钟现象；生物钟现象有什么启示。

2．了解、掌握自然界中有哪些生物的生命活动呈现出节奏和规律。

3．初步学会按照人的生命活动规律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

重
点
难
点

了解、掌握自然界中有哪些生物的生命活动呈现出节奏和规律。初步学

会按照人的生命活动规律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

教         

学         

过          

程

一、导入

同学们，你知道公鸡为什么天亮就打鸣儿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近《跟

随生命的节奏》去寻找答案吧！

出示课题。

二、安全小问号

1.看图，回答问题。

出示：课文中的图片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学生 1：清晨 7点，我就醒了。

学生 2：一到中午，我就感到饿。

学生 3：有些时候特别精神。

学生 4：有些时候特别疲倦。

2．思考：这种表现是一种什么现象？（人体的生物钟现象）

教师小结：什么是生物钟呢？

生物钟就是生物有规律的生命现象，比如人到了晚上就会想睡觉，天亮

就会醒来，就是因为生物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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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二）生命的小秘密

1．出示课文中的图片探究生物的生命活动呈现出节奏和规律。

学生 1：蝙蝠昼伏夜出

学生 2：睡莲清晨绽放，夜晚合拢。

学生 3：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说一说，还有哪些生物的生命活动呈现出节奏与规律？

（三）生命小智慧

1．生命中的生物钟现象对你有什么启发？

要按照人的生命活动和规律来安排作息，能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减少

疲劳。预防疾病，防止以外事故发生。

2．按照人的生命活动规律你将怎样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

（四）拓展延伸

你还知道哪些有趣的生物钟现象？

板  

书  

设  

计

跟随生命的节奏

               按照生命活动呈现出节奏和规律，健康快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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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计划                        总第 5 节

课题 别去有危险的地方玩 授课时间

课型 新授课 教法 阅读指导法 教具 多媒体

教
学
目
标

1.能意识到陌生的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危险。

2.了解掌握生活中常见的存在的危险的地方。

3.初步学会判断不同地点和不同情况下是否存在的危险，是否需要避开。

培养学生实践活动的能力。

重
点
难
点

了解、掌握生活中常见的存在危险的地方

教         
学         

过          

程

一、导入新课

思考：危险的地方是哪些呢？

二、主题活动

平安小问号：

1.看图：答答下列问题。

①说说图上发生了什么事呀？

②思考：他们这样做对吗？可能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啊？

③小组讨论。

④小组汇报。

2.师作补充和总结。

3.议一议：到哪些地方会遇到哪些危险？

4.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探险经历？

★平安小博士：

1.看图，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2.小组讨论并汇报：教师小结：

①工地、停车场等地方，易受伤，不能去玩。

②铁路、高速公路、机动车道等地方，易被撞，不能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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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③窗台上、悬崖边、深井旁、水库边等地方，易坠落，不能去玩。

④收割机、打米机等机器工作的地方，易伤人，不能去玩。

3.说一说：你还知道哪些地方危险，不能去玩？

★平安小卫士：

1.评一评：这些地方或物品有哪些危险呢？

①看图思考。

②学生汇报。

③教师总结，

2.找一找：你家或学附近还有哪些危险的地方？

板  

书  

设  

计

别去有危险的地方玩

工地、停车场、铁路、高速公路、窗台上、悬崖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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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计划                             总第 6 节

课题 求助电话 授课时间

课型 新授课 教法 阅读指导法 教具 多媒体

教
学
目
标

1.使学生了解“119”“110”“120”“122”等求助电话的作用和拨打的注意事

项。

2.使学生掌握拨打求助电话的方法，学会帮助他人，救助自己。

重
点
难
点

如何正确拨打求助电话。

清楚认识谎报和胡乱拨打求助电话的严重后果。

教         
学         

过          

程

一、激趣引入

师：今天，小明一个人在家。（播放课件：小偷出现）哎呀，小明有危险了，

该怎么办哪，赶快帮咱们的朋友想想办法吧。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求助电话（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

二、谈一谈

1.拨打 110

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呢，哪位孩子愿意帮小明给

警察叔叔打电话。

2.尝试拨打

注意事项：详细地址、简述情况。

3.了解其余的求助电话及作用

4.巩固练习：设置情境，请生判断该拨打哪个求助电话？向哪里求助？

A.我上街去，看见两车相撞了，幸好没有人受伤。

B.老奶奶乘坐公交车晕倒了，其余的乘客真为她着急啊。

请学生来假设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其余学生判断：该拨打哪个号码

求助，

小结：（指着板书）看来，要正确呼叫紧急电话：就要尽快拨打、说清详细地

址或环境特征，还要简要地说清事情发生的情况，这样才能及时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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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五、拨打紧急电话的注意事项

1.师：孩子们，关于求助电话，有几点老师可得提醒你：（课件逐条出示）

110、119、120、122 等求助电话，随时、随地使用任何通讯工具都可以免费

拨打。

目前，我国有部分城市已经将 119、110、122 等求助电话统一为 110，以方便市

民拨打。即使在信号全无的地方，“110”能一拨就通。

谎报和胡乱拨打 110、119、120、122 等求助电话是违法行为，要负法律责任。

2.为什么谎报和胡乱拨打这些求助电话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生自由发表意见)

师小结：谎报和随意拨打求助电话会耽误许多宝贵的时间，会误了大事，所以千万

不要随意拨打。（板书：千万不要随意拨打）

六、谈收获

孩子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一定收获不小吧，能谈谈你的收获。

板  

书  

设  

计

求助电话

110、119、120、12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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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计划                          总第 7 节

课题 这些物品不共用 授课时间

课型 新授课 教法 阅读指导法 教具 多媒体

教
学
目
标

1.知道生活中有哪些常用物品不能共用及不能共用的原因。

2.知道区分不共用物品的方法，逐步养成物品专用的习惯。

重
点
难
点

知道生活中有哪些常用物品不能共用及不能共用的原因。

教         
学         

过          

程

一、导入

毛巾可以共用吗？

二、主题活动

◆健康小问号

看图，回答问题。

1.说说图上发生了什么事啊？

2.汇报，思考：为什么只能用自己的毛巾呢？

3.教师根据回答总结。

◆健康小博士

1.议一议：毛巾为什么不能共用？

①讨论，汇报。

②教师根据回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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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

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760522051500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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