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单元信息

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

学科 年级 学期 教材版本 单元名称
基本信息

科学 一年级 第一学期 教科版 植物

单元组织方式  自然单元  重组单元

序 号 课时名称 对应教材内容

1 第一单元第一课 我们知道的植物

2 第一单元第二课 观察一棵植物

3 第一单元第三课 观察叶

4 第一单元第四课 这是谁的叶

5 第一单元第五课 植物是“活”的吗

课时信息

6 第一单元第六课 校园里的植物

二、单元分析

（一）课标要求

学习内容 1~2 年级学习目标

能识别常见植物，简单描述植物的特征。了解周围的植物，能说出名称，观察

植株的构成。
尝试种植一种植物，观察、记录植物的生长过程。。

能利用多种感官有序地运用正确的方法观察一棵

植物的外部特征。植物具有根、茎、叶等结构。

体会植物是有生命的，要爱护植物。

认识叶子的特点，学会分辨叶子种类。植物的叶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叶在

形状、大小、颜色等方面都具有自己

的特征。 认识植物是有生命的，是大自然重要组成部分。

叶的种类多种多样，但每种植物的叶

都有共同的特征。
根据叶的特征说出周围常见植物的名称。

植物是有生命的，需要水分、阳光等

以维持生存和生长。

找一些证据证明植物是活的。

不同地点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知道我

们离不开植物。

认识周围常见植物的名称及其特征，能用图画来

描述和记录植物的形态。知道植物与我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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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分析

1.知识框架

我们知道的植物

观察一棵植物

观察叶

这是谁的叶

植物是“活”的吗

校园里的植物

2.内容内在逻辑分析

这是小学一年级科学课的第一个单元：“植物”单元，它将引领学生走进小学科学学习 的

大门，掀开科学学习的第一页，对学生今后的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选择植物作为科学 学

习的起点，是因为植物是孩子们的亲密伙伴，他们对植物具有天然的好奇心。让孩子把植物

作为一个生命体来思考，运用各种感官进行观察，是生命科学概念体系构建和技能目标达成

的基础和需要。让学生关注植物、关注一个个生命体的特点，是这个单元的重要导向。“种植

和照顾植物”的活动贯穿整个单元，意图是让学生通过亲自种养植物，体会植物会生长，植

物的生长需要水分和阳光，为形成“植物是活的”的认识积累经验、提供证据。以观察和描

述为主，运用感官进行观察并对观察到的结果进行描述。在活动过程中体验科学探究的乐趣，

保持和发展探究周围事物的兴趣和好奇心。懂得珍爱植物，认识到保护植物很重要。

（三）学情分析

基础知识：一年级的学生能指认一些常见的植物，也能说出它们的名字，甚至知道根、

茎、花、果实等器官。但这些概念的认识是零碎的，不系统的 。

能力水平：一年级的学生，书写、交流的能力都比较缺乏，刚刚接触科学，更没有倾听

他人、记录、分析的学习能力。

生活经验：学生身边的植物，每天都能看的。探索千奇百怪的植物世界对学生来说，有

着极大的兴趣。但对植物的名称、形态结构以及植物个体生存、生长条件等还是模糊的。

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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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元学习与作业目标

（一）基于观察了解，感受植物的多样性，能说出周围常见植物的名称及其特征，对植

物产生研究兴趣。

（二）通过观察真实的叶子和图片认识叶子的特点，学会分辨叶子种类。

（三）利用多种感官观察研究植物体的外部形态特征。说出很多植物都有根、茎、叶、  

花等主要器官；知道不同的器官也有差异，但都是植物生命体的组成部分，与植物能够“活”

着有着重要的关系。

（四）种植一棵植物，并使其存活一段时间，在观察、照顾的过程中，体会植物会生长，

认识植物维持生命需要阳光、适宜的水分和土壤等。

（五）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植物，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四、单元作业设计思路

（一）研读课程标准，理清教学内容，分析教学背景；

（二）制订单元学习目标和作业目标；

（三）作业设计基本流程：明确作业目标、选取情境素材、设定问题任务、设计评价标

准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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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时作业

第一课时

（一）作业内容

1.明明种植了一棵植物，妈妈从商场买回了一束塑料花。明明想探究塑料花是不是植物。

你能推测明明做出的判断吗？

图一 图二

  
图三

（1）明明发现：

①种的植物（ ）长大，塑料花（

图四

）长大。

A. 能 B. 不能

②种的植物（ ）浇水，塑料花（ ）浇水。

A. 需要 B. 不需要

③种的植物（ ）阳光，塑料花（ ）阳光。

A. 需要 B. 不需要

（2）通过以上发现，明明推断：塑料花（ ）植物。

A. 是 B. 不是

（3）通过观察，明明发现：种植植物后，植物（ ）。

A.没有变化 B.能生长 C.不需要水

2.认识这些植物朋友吗？把它们名字填入图下的括号内（选字母）。

A. 桃花 B.油菜花 C.垂柳 D.竹子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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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外活动探究

种植大蒜

种植的步骤：

①挑选一颗大小中等、健康的大蒜放入平底碗中（根部向下）。

②在平底碗中适当加点清水，把碗放在暖和的地方。

③耐心等待大约 5 天，大蒜就会发芽。

④当大蒜发芽后，把它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

⑤10 天后移植到带土的花盆中，继续培植。

注意观察记录：如大蒜在第几天出芽、定期测量并记录植株的高度、观察记录植物叶子

的形状和数量。因一年级上学期小学生认识和会写的字太少，需要家长协助。从种植活动开

始，每天观察后用手机拍图的方式记录观察到的植物的变化，并让孩子描述，家长帮助用文

字记录，最后整理成种植记录表。

大蒜的生长变化观察记录表

记录人：

时间 天气情况 养护记录 生长变化记录
生长情况

（贴图）

（二）时间要求：20 分钟

（三）评价设计

参考答案或提示：

1.（1）① A、 B ② A、 B ③ A、 B （2）B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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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B ） （ C ） （ A ） （ D ）

1.大蒜的生长变化观察记录表。

记录人：

时间
天气
情况

养护
记录

生长变化记录 生长情况
（贴图）

2022.2.21 晴

种蒜

浇水

我挑选一颗大小中等、健
康的大蒜放入平底碗中， 在
平底碗中适当加点清水，放
在餐厅桌子上，开始观察。

2022.2.26 晴

浇水

晒太阳

大蒜终于发芽了， 小芽
从大蒜的尖上冒出来，一两
个绿中带黄

2022.3.1 多云

浇水 

晒太阳

不经意间发现小蒜苗长得
真快呀！几天工夫，就窜了
那么高，用尺子量了一下最
高的 4 厘米，蒜苗尖微微泛
着黄色，这时突然发现，大
蒜下已经冒出了根！大蒜根
为弦线状须根，黄白色、无
根毛，根长 0.51 厘米不等，
这些根就像柔滑的丝带，，装
饰着成长的蒜苗显得大蒜可
爱又生动。

2022.3.5 晴

浇水

晒太阳

一早起床， 我看见大蒜
最长的有 10 厘米了，而且有
一两个蒜苗长出了两三个叶
子了。

2022.3.20 雨

浇水

晒太阳

通风

蒜苗进入疯长模式， 叶
子绿油油的，又粗又长，最
长的蒜苗超过 20 厘米了，根
须长满花盆。从老远就能闻
到蒜香。

评价指标 水平

能按计划种植植物 ☆☆☆☆☆

客观如实记录数据 ☆☆☆☆☆

能坚持长期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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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业分析与设计意图

1.通过植物生长图片和塑料花图片的观察对比，引领学生总结归纳塑料花不是植物的证

据，同时初步认识植物具有生命体的特征。

2.观察了解，感受植物的多样性，认识周围常见植物并了解其特征，对植物产生研究兴

趣。

3.让学生在种植植物过程中观察和感受生命的生长变化过程，进一步体会植物是有生命

的，同时了解到植物生存和生长的需要，并用照片和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为后面学习《植

物是“活”的吗》收集证据。

第二课时

（一）作业内容

图一

图二

1.观察图一，请你在图中填入植物的根、茎、叶。

2.仔细观察图二，比较一下，菊花和柳树这两种植物有什么不同？划去表中不正确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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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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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茎

叶

植物名称

植物器官 菊 花 柳 树

根 粗 细 粗 细

茎 粗 细 粗 细

叶 大 小 大 小

3.用科学方法，多种感官观察一棵蒲公英，并能画出简图。

观察步骤：

①用肉眼观察蒲公英。

②用手轻轻触摸蒲公英。

③用鼻子闻气味。

边观察边画，顺序是：茎----叶 ------根。

（二）时间要求： 20 分钟

（三）评价设计

参考答案或提示：

1.

2.

植物名称

植物器官 菊 花 柳 树

根 粗 细 粗 细

茎 粗 细 粗 细

叶 大 小 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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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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21164054006165

https://d.book118.com/517121164054006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