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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年级 科学学科第 一单元备课计划
单元名称       热胀冷缩

单元教材分析           本单元由《温度计的秘密》、《自行车胎为什么爆裂》二课组成，
主要研究物体的热胀冷缩。

为了帮助学生深入地了解物体的热涨冷缩，探究身边的现象  
和事物，解决他们的疑问，根据《课程标准》中的有关要求，物体 
的热胀冷缩作为本单元的探究主题，旨在借助学生已有的生活经
验，使学生了解物体热胀冷缩与生活的关系，并让学生认识到所有 
物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单元课时分配   《温度计的秘密》   一课时

《自行车胎为什么爆裂》   一课时

本单元每课时
集体备课主备

人

本单元过程性 
检测要求

检测时间

命题人

检测反馈 
情况

试卷从面向学生学业水平测试的角度命题，覆盖 
的知识面较为合理，重视基础知识的考查，总体难度 
不大，但是比较灵活多变，区分度较好,充满新课程  
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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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西关小学电子备课课时设计活页纸

课   题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

学科：   科学       年级：   四年级            授课时间       设计者：
1、温度计的秘密                                 课型            新课

（一）知识与技能

（二）过程与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引导学生研究温度计的构造和原理，使学生 
理解液体都具有受热体积膨胀、受冷体积缩小的 
性质 ｡
指导学生初步学会做液体热胀冷缩的实验，培养 
学生的实验能力、初步的分析能力 ｡
认识水和其它液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

通过引导学生研究温度计的构造和原理，使学生理解液体都具有受热体积膨胀、 
受冷体积缩小的性质 ｡
1、装有酱油、酒精的模拟温度计各一支，水槽 2 个｡
2、演示用温度计 1 支，每实验小组摄氏温度计 1 支 ｡
3、学生课前搜集各种各样的温度计 ｡ 
各种各样的温度计 ｡

教          学          过          程                                               修改

一、导入新课
1、谈话：温度计放到热水中，红色液柱上升，放到冷水中，红色液柱下降了｡ 
温度计的液柱为什么会上升或下降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温度计的科学 ｡
2、提问：进行科学研究，最常用的方法是什么？
二、学习新课
1、认识水和其它液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

（1）提问：出示模拟温度计与演示温度计，比较它们在构造上有什么相同的地 
方 ｡ 把它们分别放入热水、冷水中，液柱有什么变化？
（2）学生分组实验：把模拟温度计分别放入装有热水和冷水的两个水槽中，观 
察液柱的变化 ｡
（3）讨论：瓶中的水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液柱却上升或下降，这是怎么回 
事呢？
（4）学生讨论、汇报 ｡
（5）小结：水受热体积会膨胀，所以液柱上升;水受冷体积缩小，所以液柱下 
降了，水的这种性质，我们把它叫“水的热胀冷缩性质”
（6）提问：其它的液体有没有这种性质呢？同学们能不能设计一个实验来证 
明？
（7）学生实验并讨论、汇报 ｡
（8）师生小结：液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 温度计就是根据液体的热胀冷缩的 
性质制成的 ｡
2、指导学生了解摄氏温度计的发明 ｡
（1）学生看课本阅读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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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问：摄氏温度测量标准是谁制定的？刻度标准是怎样规定的？
（3）学生讨论、汇报 ｡
（4）小结：同学们要注意，在不同的地区水烧开的温度并非都是一样的，有兴 
趣的同学可以课后去探索其中的秘密 ｡
练习题
1、物体的                     叫温度。要准确地判断或测量物体温度要用              ， 
常用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的                          的性质制成的。
2、家庭和物理实验室常用的温度计有              、                、                 等
3、人的正常体温为          ，读作              。
4、摄氏温标的单位是              ，用符号                来表示。规定                      的 
温度为 0℃,把                                                的温度规定为 100℃, 。
5、体温计的最小刻度是            ℃,测量范围从            ℃到            ℃。实验 
室常用温度计的分度值是                        。
6、使用温度计测量液体温度时，温度计的玻璃泡要                           被测液体 
中，但不要碰到                          或                        。
7、温度计玻璃泡浸入被测液体后要求稍候一会儿，待温度计的                   稳 
定后再读数。读数时，玻璃泡要                        被测液体中，视线与温度计中 
液柱的                      相平。
8、使用温度计测温度前，观察温度计的                               和                       ， 
并估计被测物体的大概温度。若被测物体的温度超过它能测的                 ，或  
低于它能测的                     ，就应当换一支是量程合适的温度计，否则，就可 
能                 温度计或               。

板 书   温度计液体的热胀冷缩的原理制成的 
设
计

作 业   1、温度计的设计原理是什么？ 
设       2、你还见过哪些温度计？
计

教 学   《温度计的秘密》这节课是从复习温度计的构造入手，让学生在熟悉了温度计组成的基 
反       础上，进行自制温度计的活动，使学生的活动有了指向性。通过自制温度计，将小瓶里 
思       装满红色的水，在密封口插入一根吸管，用手加热。通过实验讨论交流得出结论：水具

有热胀冷缩的性质。从而得出温度计工作的原理：热胀冷缩。这节课的教学重点就落位 
了。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实验，探究其它液体是否具有热胀冷缩的性质。接 
下来，让学生用自制的温度计测量水的温度。最后，可以利用课件的演示，让学生了解 
水的反常膨胀的特性，拓展学生的知识，解释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不足之处：温度计内 
的主要成分是酒精，而试验用的液体是水，不能得出酒精也具有热胀冷缩的性质。用手 
加热小瓶时，耗费的时间过长。自己的教学语言还需要进一步规范，专业知识还需要进 
一步深造。



ll

Mark

平度西关小学电子备课课时设计活页纸

课   题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

学科：   科学       年级：   四年级            授课时间       设计者：
2、自行车胎为什么爆裂                            课型            新授

（一）知识与技能

（二）过程与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科学知识：让学生知道通过加热或冷却可使物体 
的形状或大小发生变化，能列举生活中常见的热 
胀冷缩的现象，乐于用热胀冷缩的科学道理改善 
生活 ｡
使学生能借助老师提供的材料，设计多种多样的 
实验来证明气体、固体有热胀冷缩的现象｡ 通过 
观察现象，进行交流描述｡ 并认识到科学结果应 
该是可以重复验证的 ｡
通过活动，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愿意和同伴交流并分享对气体、固体热胀冷缩现 
象的的感知和认识 ｡

｡ 其中“观察现象、交流描述现象和学会倾听交流”作为本课的重点，而“组内合 

作设计实验，证明气体、固体有热胀冷缩的现象”作为教学的难点 ｡
教师应为学生准备典型的分组实验材料，如烧瓶、烧杯、冷水、热水、气球等
｡

各种各样的温度计 ｡

教          学          过          程
一、变魔术，调动学生的趣味导入
1、教师操作“红墨水上下升降”试验 ｡
2、提问：你看到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3、学生猜一猜，说一说｡
二、试验操作，验证猜想
（一）明确操作安全，制定实验方案
1、提问：怎么知道你的猜想是否正确呢？（学生回答）

2、学生看材料，小组内交流实验方案 ｡ （强调：充分利用材料） 
3、明确实验时应注意什么？（强调安全、分工合作意识）
（二）分组实验操作，教师是服务者，提供材料;或参与各组活动，启发引导｡ 
三、演示试验，汇报交流
1、学生派小组代表上台边讲边演示 ｡

提出要求：（1）、你们想让大家看到什么？想证明什么呢？（2）、同学们的更要 
注意了：咱们能看到什么现象？他们能证明出什么呢？
2、学生讲解演示 ｡ 教师随时与学生交流重点内容或启发思考实验注意事项，完 
善实验操作 ｡
3、师生总结：空气有热胀冷缩的现象 ｡ 
请学生板书知识点：空气     热胀冷缩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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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介绍科学家的种种实验证明，归纳板书：气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 
请学生板书知识点：气体

四、回顾前文，引出对固体的探究
1、回顾旧知：《温度计的秘密》一课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请学生同时板书：液体
2、启发：我们都知道，物体一般有几种状态？现在，已经知道气体、液体有热 
胀冷缩的现象，此时，你还想知道什么吗？
3、学生猜想 ｡ 板书：固体(?)
4、演示“固体膨胀演示器”｡ 邀请学生合作完成实验 ｡
5、先观察材料，接着设计试验方案，最后合作实验 ｡
6、学生观察，并思考现象 ｡ 实验操作者简介不同材料的物体在相同情况下热胀 
冷缩程度的不同 ｡
7、师生总结板书：固体也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 擦去“？ℽ ｡
五、简化总结，对比描述，严密知识
1、启发：谁能把这个结论再简化一下？ 
（物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 )
2、启发思考：所有物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吗？
3、学生各抒己见 ｡ 教师简介“反常膨胀”现象 ｡ 总结出：一般情况下物体有热胀 
冷缩的性质 ｡
六、联系生活，学以致用
1、分析判断图片，练习巩固知识点，向生活开放 ｡

2、交流生活中，人们科学利用物体热胀冷缩的地方 ｡ 
学生各抒己见 ｡ 教师展示相应的图片 ｡
教师抓住契机或启发学生思考“自行车胎为什么爆裂”知识点    ｡  请学生解释道 
理，揭示课题，讲解预防措施 ｡
4、教师简介物体热胀冷缩性质的两面性 ｡
（1986  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就是因为一个密封圈的热胀冷缩 
的现象造成的 ｡ 先用温水洗脸再用冷水洗脸，能让你的皮肤更清洁更富有弹性 
｡ 让热胀冷缩的现象为我们服务｡ 别忘了告诉你周边的人尝试一下 ｡ )

只要我们善于观察，会发现生活中更多的热胀冷缩的现象 ｡
七、明确闪光点，树立自信，促成良好习惯养成，整合收获 ｡

这节课高兴吗？（指着板书）咱们了解到这么多知识，我觉着其中离不开大家 
的愉快合作、细心观察 ｡ 你说对吗？
好，让我们再次团结合作，把咱的收获记录下来吧 ｡ （小组长领取自测题 ｡ )
练习题
1、物体的                     叫温度。要准确地判断或测量物体温度要用              ， 
常用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的                          的性质制成的。
2、家庭和物理实验室常用的温度计有              、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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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的正常体温为          ，读作              。
4、摄氏温标的单位是              ，用符号                来表示。规定                      的 
温度为 0℃,把                                                的温度规定为 100℃, 。
5、体温计的最小刻度是            ℃,测量范围从            ℃到            ℃。实验 
室常用温度计的分度值是                        。
6、使用温度计测量液体温度时，温度计的玻璃泡要                           被测液体 
中，但不要碰到                          或                        。
7、温度计玻璃泡浸入被测液体后要求稍候一会儿，待温度计的                   稳 
定后再读数。读数时，玻璃泡要                        被测液体中，视线与温度计中 
液柱的                      相平。

8、使用温度计测温度前，观察温度计的                               和                       ， 
并估计被测物体的大概温度。若被测物体的温度超过它能测的                 ，或  
低于它能测的                     ，就应当换一支是量程合适的温度计，否则，就可 
能                 温度计或               。

板 书   空气     热胀冷缩
设       固体     热胀冷缩
计       液体     热胀冷缩

作 业   交流生活中，人们科学利用物体热胀冷缩的地方 
设
计
教 学          在教学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能够值得我进行思考。
反              首先在课堂上复习上节课的内容时间过长，导致本节课有些紧张。我想原因是上节

思       课的内容学习掌握的不是什么的牢固，导致本次课学习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复习提问，正 
常的情况下本部分不要超过 5 分钟。其二是在老师创设情境，讲述了自行车爆裂的情境 
时，学生的反应不积极。没有大胆的去猜想其原因。在这里老师需要引导学生鼓励学生 
积极的思考回答问题。在学生回答问题不完全时，要用激励的语言去鼓励学生回答进行 
完整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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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名称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课时分配

平度西关小学  四年级年级 科学学科第 二单元备课计划 

岩石的科学

《岩石的科学》在教材的第二单元，主要包括学会认识石头的研究方法， 

认识岩石的主要种类，了解岩石的形成，知道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对岩石的 

利用，懂得保护岩石资源的重要性，学会岩石标本的制作方法，进行采集、 

制作简单岩石标本等探究活动。 学生通过本单元地学习，可以激发对岩石的  

研究兴趣，并借此深入探究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岩石的应用，进而使学生 

对地层以及地球生命进化中的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产生兴趣，如化石、地层万  

卷书、卵石的形成、地质变迁等，也为学生高年级的学习打基础、作铺垫。 

《认识岩石》 一课时        《做个岩石百宝箱》 一课时

《岩石的用途》 一课时    《岩石的风化》 一课时

本单元每课时集 

体备课主备人

本单元过程性检 

测要求

检测时间

命题人

检测反馈情 

况

试卷从面向学生学业水平测试的角度命题，覆盖的知识 
面较为合理，重视基础知识的考查，总体难度不大，但是比 
较灵活多变，区分度较好,充满新课程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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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西关小学电子备课课时设计活页纸

课   题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

（一）导入新课

学科：   科学       年级：    四年级            授课时间       设计者：

3、认识岩石                                           课型               新课

指导学生掌握鉴别岩石的方法， 了解几种常见岩石的特

（一）知识与技能                         征 ｡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比较能力和分析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对岩石的探究兴趣｡ 

指导学生掌握鉴别岩石的方法，了解几种常见岩石的特征｡

典型的花岗岩、砂岩、页岩、石灰岩、大理岩标本，每组两盒：A 盒、B 盒｡ 每盒内装入上 

述五种岩石标本，分别贴上标号，两盒内的岩石号序不同｡

典型的花岗岩、砂岩、页岩、石灰岩、大理岩标本，每组两盒：A 盒、B 盒｡ 每盒内装入上 

述五种岩石标本，分别贴上标号，两盒内的岩石号序不同｡
教          学          过          程                                                         修改

1.提问

（1）我们在一年级观察过石头，你们知道石头有什么不同吗？你是怎样知道的呢？

（2）请同学们打开 A 盒，看一看里面是什么？ （讲解：这些石头叫做“岩石 ”｡ 仔细观察 

岩石，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3）这些岩石都是一样的吗？

（4）认识、研究岩石很有用，地质学家通过大地上岩石的分布情况可以找到矿藏｡ 你知道 
地质学家是怎样研究岩石的吗？

（通过观察，你 

感 觉 石 头 一 样  

吗 ？你能具体 

说说吗？）

2.谈话：

今天让我们像地质学家那样来认识岩石｡ （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

1.教给学生观察、辨认岩石的方法

（1）谈话

你打算从哪些方面观察这些岩石？（让学生充分发言，引导他们从颜色、结构、软硬以及 

遇酸后的反应等方面观察岩石的特征｡  同时板书，板书内容同课文中的表格｡ )

以上特征分别用什么方法观察？（随着学生的发言，在表格各项的上方分别写出相应的观 

察、实验方法：看──颜色、结构 ;刻──软、硬 ;滴──遇酸后的反应情况｡  )
（2）学习观察岩石的颜色和结构的方法

①讲解：岩石外表的颜色不同，有单色的，也有几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还有带花纹的，  
我们要仔细看看每块岩石是什么颜色｡ 我们还要看看岩石的结构，岩石的结构是指岩石是 
一层层的还是一粒粒的，是粗粒的还是细粒的，是由同种颗粒构成的还是由几种不同的颗 
粒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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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提问：用什么仪器观察岩石的结构，才能看得更清楚些？（用放大镜）老师可以出示一 

下放大镜，做一下简单介绍
（3）学习用实验的方法观察岩石的硬度及遇酸后的反应

①提问：用什么方法比较岩石的软硬呢？（必要时可问：在《玩石头》和《铜铁铝》两课 

中我们是怎样比较物体的软硬的？）（让学生自由发言：用手掐一掐，用刀子刻等）。②讲 

解演示：今天我们要学习给岩石的软硬划分等级， 一般可分为三级｡
（出示操作的提示 ｡ )

用小刀刻不动──很硬 ;

用小刀刻得动，用铜钥匙刻不动──较硬 ;

用铜钥匙刻得动──较软｡

③讲解演示：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实验方法认识岩石｡ 这个实验要用到一种化学药品，叫 

“盐酸 ”｡ （出示操作提示）把盐酸滴在岩石的断面上，观察有什么反应｡  盐酸有腐蚀性， 

不要弄在手上或衣服上｡ 滴盐酸时一定要用滴管，每块岩石上只滴 2 至 3 滴｡ 实验完毕后 

要把岩石冲洗干净｡
（4）启发学生思考观察岩石特征的其他方法

提问：除了以上的方法，还能够从哪些方面、用什么方法，观察、辨认岩石的特征？（若 

学生一时想不起，可提示：在玩石头时，我们用手摸石头表面是否光滑 ;在认识金属时，我 

们发现金属有光泽｡ 这些对你认识岩石有无启发？）
2.学生观察活动

（1）学生分组观察、实验，在课文的表格中记录观察实验结果｡

（2）汇报观察结果

提问： 1 号岩石有什么特征？ 2 号呢？ ……

（鼓励学生互相交流，以便更准确、更全面地发现岩石的特征｡ 通过讨论，把一致的意见 

填   写在“岩石特征表 ”中，填写的内容不局限于表格所列的方面｡  )
3.明确五种岩石的特征

（1）学生阅读课文中各种岩石的特征｡

（2）谈话：我们通过观察、实验研究了五种岩石的主要特征，现在请你把记录表中的岩石 

特征与标准岩石特征进行比较，说说 A 盒岩石 1 至 5 号分别是什么岩石？
（3）学生比较并分组讨论｡

（4）汇报讨论结果｡

（5）教师小结五种岩石的名称及特征｡  另外，应评价学生观察活动的情况｡ 

（6）指导学生填写课文空格中五种岩石的名称｡
（三）巩固

1.谈话：

刚才，我们用观察、实验、查资料的方法认识了五种典型的岩石｡ 现在，请你用刚才学习 

的鉴别岩石的方法，鉴别 B 盒中的几种岩石｡
2.学生分组探究、讨论，教师巡视并进行指导｡

（要求学生用观察、实验、查资料的方法进行研究，相互讨论，给岩石定名｡  )

老 师 应 该 出 示  

一 个 标 准 的 岩  

石 特 征 表 作 为  

样板，让学生参 

考，可以让学生 

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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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汇报定名结果，教师评价学生活动情况｡

（四）布置作业

1.观察我们周围哪些地方用了岩石？用的是哪一种岩石？

2.到山上、河滩或建筑工地采集一些岩石标本｡  （讲解采集岩石的方法及安全事项｡  )

用小刀刻不动──很硬;

用小刀刻得动，用铜钥匙刻不动──较硬; 

用铜钥匙刻得动─ 软 ｡
观察我们周围哪些地方用了岩石？用的是哪一种岩石？

学生对岩石的研究是很感兴趣，通过带的石头，可以调动起学生的各种感官去认识自己喜欢研 

究的岩石，还可以借助其他的工具，对岩石作更深入的了解，在给岩石分类的时候，我没有局限在  

必须按照一定的方法分，让学生发挥想象，不足之处，对岩石的很多知识我有点模棱两可，还需要  

进一步完善。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设 计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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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西关小学电子备课课时设计活页纸

学科：   科学       年级：    四年级            授课时间       设计者：

课   题                                        4、做个岩石百宝箱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

（一）知识与技能

（二）过程与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在观察制作中进一步了解岩石的特征和种类；能用相关 

的分类标准给岩石分类｡

培养探究岩石的兴趣，并能初步利用岩石标本进行岩石 

探究;欣赏自然界岩石的美丽，产生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 

感 ｡
学习制作岩石标本，在交流与制作中获取和了解岩石信 
息 ｡

在观察制作中进一步了解岩石的特征和种类；能用相关的分类标准给岩石分类｡

采集的各种岩石，岩石百宝箱制作工具——厚纸片，小刀，锤子，胶水，硬纸盒，棉花，

布片，岩石标本，岩石资料 
岩石标本，岩石资料｡

教学过程                                                                       修改

一、创设情境，引出课题｡

1、播放录像资料，展示大自然的奇石和一些金属矿石以及一些岩石制作的标本｡

2、提问：看了录象，你有什么想法 人们为什么要把岩石作成标本

二、交流信息，欣赏体验｡

谈话：岩石制作成标本，既有利于人们辨认，又有收藏的意义，从岩石标本中人们能学到 

好多的知识｡

提问：今天同学们带来了很多的岩石，能向别人介绍一下你所带的岩石吗 

学生交流：
生：我的这块岩石很好看，我知道它是石英岩｡

生：这块石头是我从河边捡的，是圆形的，它可能是砂岩吧｡ 

生：我的这块石头不知道是什么，爸爸告诉我是沉积岩｡
……

谈话：现在知道了你们小组都带的什么岩石，观察一下自己小组的岩石，把他们分分类，  

每一类放到一块｡ 等一会每个小组派一名同学总结一下你们都有那些种类的岩石，有几块
｡

学生分组观察桌上的各种岩石，进行分类｡

谈话：哪个小组总结一下你们都有那些种类的岩石，有几块 

学生交流

谈话：看来有些小组采集的岩石种类和数量都很多，而有些小组采集的种类较少，你们觉 

得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生：把我们组多的一些岩石送给别的组没有的同学｡ 

生：我准备把这块岩石送给第二小组｡
生：我想用这块岩石同第四小组交换一块我们没有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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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组交换岩石｡

三，制作岩石百宝箱

谈话：现在每个小组都有了很多种类的岩石，  咱们做个岩石的百宝箱，怎么样  你们小组研

究一下要做岩石百宝箱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学生讨论，交流
谈话：大家的想法很好，我这有一些岩石百宝箱的资料，请同学们参考一下｡ （出示岩石

百宝箱的课件，学生欣赏岩石百宝箱的图片，观看制作方法）

谈话：现在你们小组再讨论一下，你们小组的岩石百宝箱准备怎么做 研究一下你们小组的 

分工 ｡
学生讨论交流

谈话：下面你们每个小组开始制作一个岩石百宝箱吧｡ 小组成员团结协作，制作完后，参 

加我们班的岩石博览会，你们向其他小组展示介绍你们的作品｡

学生小组合作，制作岩石百宝箱｡  （教师进行巡视，提醒学生要注意贴上标签） 

四，开岩石博览会，展示岩石百宝箱｡

师：同学们做出了这么漂亮的，内容这么丰富的岩石百宝箱，赶快把你的百宝箱展示出来， 

我们来开岩石博览会｡
学生进行展示｡   （如我们的百宝箱里有什么，岩石的特征是什么，我是怎么做的｡  )

3， 师生小组互评：大家感觉我们的岩石百宝箱做得怎样， 在刚才的制作过程中你还发现了 

什么
4，提出自己想研究的问题及一些研究想法｡

（汇报过程中，教师注意进行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及评价） 

五，总结评价，拓展延伸
师：这节课，你有哪些收获 你的制作如何 你在搜集岩石信息方面的表现如何

（学生回顾所学，并对自己在资料的准备，动手操作和表达与交流等方面的表现做出客观 

评价）

师：岩石中有很多学问和信息，利用岩石标本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岩石研究，希望同学们继 

续搜集各种岩石，不断丰富岩石百宝箱，成为一名出色的小地质学家｡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设 计

4.做个岩石百宝箱

编号：

岩石名称： 

采集地点： 

采集时间： 

采集人：
不断丰富自己的岩石百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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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西关小学电子备课课时设计活页纸

课   题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

学科：   科学       年级：   四年级

5、岩石的用途

（一）知识与技能

（二）过程与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会搜集和整理信息，能够查阅岩石方面的有关资料｡ 

知道人类对岩石的开采活动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正面  

与负面影响，理解保护岩石资源的重要性｡
了解岩石的用途，认识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岩石资源的 
密切联系｡

一些有关岩石用途以及岩石资源保护方面的课件或视频资料，为学生提供帮助｡ 如岩石矿 

产资源的开采图片，岩石应用的视频资料;岩石用途、岩石文化、矿产资源的各种资料;有关 

岩石、矿物和人类关系的图片｡
有关岩石、矿物和人类关系的图片｡

做剪贴报的材料工具——图片、剪刀、胶水、水彩笔等｡

教学设计

一、激发情趣、探究引入：

1、谈话：在我们美丽的校园｡ 我随即拍摄了一幅图片，大家想不想看看（出示图一 ：大理 
石雕塑）

平时我们出入校园随时都能看到它，但有谁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2、学生交流自己的认识｡

3、谈话：我们学校里的其他物体还有哪些是由岩石做成的呢？

4、小组代表交流 ｡

〖说明〗尽量让学生将他们所知道的由岩石做成的物品都说出来｡

5、小结：在以上的学习中，我们知道岩石的种类很多，大自然给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岩 

石，关于岩石还有许多的问题等着我们来探究呢!到底他们都有那些用途，你们知道吗？这  

节课我们就共同来探究一下｡
二、探究过程：

活动一 ：关于岩石的用途，我们知道多少？

1、谈话：课前让同学们利用各种途径搜集有关岩石用途的相关资料， 搜集到了吗？先在小 
组内交流一下｡

2、小组同学充分交流课前搜集的资料｡

〖说明〗建议老师参与到学生中间，与学生一起交流搜集的资料｡  引导学生在交流中观察、 

思考，比一比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3、提示、指导小组同学填写“岩石用途”记录表｡

开课我给学生展示了来自长白山区的各种各样的奇石，激起学生对岩石的兴趣。教  学 
反 思

设计者：授课时间

课型 新课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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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用途”记录表

物品名称                              制作材料                            发现途径

4、谈话：现在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比一比看哪组搜集的最多、最好，并说出搜集的途径，然 
后就能得到一面小红旗!（黑板标出 1—6 组比赛的分数）

5、小组代表以“头脑风暴”的形式交流自己所整理的岩石用途，同时，说出自己的感受和发 
现的问题｡

6、师：汇报了这么多，老师课前也搜集了一些图片｡ （出示课件）

7、学生围绕课件所展示的资料讨论， 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 不需要学生用规范的语言来描 
述 ｡

8、师生总结：岩石的用途

第一，岩石是重要的建筑材料;

第二，岩石是重要的生活和生产用品 ;

第三，岩石可以雕刻、磨制成各种工艺品;

第四，岩石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矿产资源｡ 谈话：同学们的想法与见解很有道理，下面， 

我们分组有选择地探究、验证一下这些问题｡
活动二：岩石与人类有什么关系？

1、谈话：刚才，同学们通过交流知道了岩石的用途，但是你知道岩石与人类文明，与地球 
文明的关系吗？岩石中含有哪些矿物吗？下面先以小组为单位交流、探究｡

2、小组同学利用自己准备或老师提供的各种图书资料及相关的信息资料卡， 查阅有关岩石 
与人类生活关系的资料，并做好记录｡

3、组织小组同学轮流观看为本环节专门制作的“岩石与人类生活关系”的网页｡

4、引导小组同学整理相关资料，形成交流报告，准备在全班交流、展示｡

5、刚才各组同学通过不同的渠道，查阅、整理了许多岩石与人类关系的资料，下面，请代 
表在全班交流，比一比，哪个小组同学整理的资料全面，有代表性｡

6、小组代表以“头脑风暴”的形式在全班交流｡ 
（允许小组同学随时补充交流结果｡  )

7、播放关于岩石在生活中广泛应用、与人类关系等相关的视频资料｡  以此总结本探究环节
｡

活动三：保护岩石资源

1、谈话：岩石与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人类在开采、利用岩石的同时，由于乱开采、，无 
计划的开采既浪费了大量资源，也破坏了环境｡ 谁能说出身边的例子？

2、学生交流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例及看到的有关现象｡

3、课件展示：人类乱开采矿产资源造成浪费，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图片和视频资料｡

这 个 环 节 可 以  

布置作业，让孩 

子回家完成。毕 

竟 课 堂 上 的可 

查 资 源 是 有 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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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谈话：我们在开采利用岩石的同时，也应保护岩石资源，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5、让学生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及保护岩石资源的建议｡

6、讲解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问题，让学生了解并体会到保护岩石资源的 
紧迫感和重要性｡

三、自由活动：

1、组织小组同学做剪贴报｡

（1）谈话：同学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知道了岩石的用途、岩石与人类的关系以及如何保护岩 
石资源｡ 接下来，我们利用自己收集和资料和本单元所学的知识办剪贴报｡ 比一比，哪个 
小组同学的创意新颖？设计、制作的有观赏性？

（2）小组同学合作设计、制作剪贴报｡

（3）小组代表介绍本组的剪贴报｡ 教师及时鼓励表扬同学们的设计与创意｡

2、组织小组同学对自己探究进行评价｡

（1）谈话：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在小组内从“准 
备的材料怎样、与同学讨论合作的怎样、自己的发现怎样及剪贴报”等方面进行评价｡

（2）组织学生在小组内评价，并填写在表格中 ｡

（3）学生展示评价结果｡ 
四、拓展活动：

1、谈话：小结本课内容，并对学生的表现做出评价｡

2、与学生交流，谈谈对岩石研究方面的探究活动方案和设想， 指导学生选择自己对岩石最 
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板  书 5.岩石的用途

设 计

第一，岩石是重要的建筑材料;

第二，岩石是重要的生活和生产用品 ;

第三，岩石可以雕刻、磨制成各种工艺品; 

第四，岩石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矿产资源｡

作  业 
设 计

回家再丰富自己的剪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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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西关小学电子备课课时设计活页纸

课   题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

一、谈话导入

学科：   科学       年级：    四年级            授课时间       设计者：

6、岩石的风化                                                                           课型               新课

（一）知识与技能            岩石在大气、水、生物等长期联合作用下会发生风化现象｡

风化作用会改变地球上的地形地貌，但这种变化是在缓慢的过
（二）过程与方法

程中进行的｡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模拟实验，求证冷热变化、流水等对岩石的影响｡ 

酒精灯、水、镊子、岩石、塑料瓶、烧杯等｡
自然界中岩石变化图片

教学设计                                                                       修改

同学们喜欢旅游吗？

今天老师就带你们去旅游｡  （课件出示象鼻山、石蘑菇、鹅卵石等图片）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看的景点都和什么有关？ 

学生回答岩石（教师板书：岩石）

这些岩石之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用一个词语来概括 

（奇特、奇形怪状等）
那么，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些奇特的岩石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吗？（学生猜测）

那么如果在过一万年，甚至更久，它们还会是这个模样吗？（教师板书：会改变模样吗） 

是什么原因是这些岩石发生变化呢？
学生猜测各种原因（教师一一板书）

刚才都是我们的猜测，我们用什么办法来验证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呢？ 

学生提出实验

我们能不能把大自然中的岩石和影响岩石的因素搬到教室里来？怎么办？（让学生提出试 

验用具代替）

酒精灯模拟太阳，小石头模拟岩石，自来水模拟雨水，瓶子中的水晃动模拟流水冲刷｡ 

那这个实验应该怎么来做？小组讨论
请一组会几组学生讲述，教师补充实验步骤｡

二、实验求证

（一）冷热实验

1、我们就用这块小石头模拟校园里的岩石（出示小石头），那阳光和雨水用什么代替？

2、你打算怎么做这个实验？
3、讲解实验单的填写 ｡

教  学           在创设一种宽松、自由的环境，把课堂放手给学生，充分调动学生探索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广

反 思   泛搜集资料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情境下， 一个人所提出的哪怕是很不成熟的观点也

可能激发其他的思维，产生一系列新的想法。这种讨论最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可以使小学生形 

成正确的思维方式，获得自信，体验到探究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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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件出示温馨提示 ｡

5、学生实验，教师巡视｡

6、汇报实验收获｡ 教师相机追问：你观察到的现象是什么样的？如果继续实验下去，  这块 
小石头又会变成什么样？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水槽底部有些小碎石）

7、小结：这些现象告诉你一些什么信息呢？ 
学生得出结果：热胀冷缩

播放视频

二、流水实验

当山上的岩石碎裂后，滚到山脚下的溪流中，还会受到水流的冲刷和搬运，接下来同学们 

用桌上的实验材料，自己设计流水冲刷的实验｡
学生实验，教师巡视｡

汇报实验收获｡   （请两组上台汇报）教师相机追问：你又观察到了什么现象？如果继续实 

验下去，这块小石头又会变成什么样？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小结：这个实验，又告诉你什么信息？

流水的冲刷和搬运过程中，是岩石之间互相碰撞，造成岩石的模样发生改变｡ 

播放视频

视频中的岩石经过流水的冲刷后，变成了鹅卵石，我们刚才的小石头有没有变成鹅卵石？ 

为什么？
学生提出时间的问题

三、推测与解释

（一）课件展示另外一些岩石的图片｡  它们以前长这个样子吗？

（二）科学推理：联系刚才的实验，说一说这块岩石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课件 
出示视频：岩石的风化）

（三）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因素也能使岩石的模样发生改变？学生讲述，教师板书｡ （教 

师相机出示“石生树”图片：这棵树长在什么地方？一直长，岩石会怎样变化？植物的根也  

能改变岩石的模样｡ 另外，动物、大气污染等对岩石的破坏也很厉害，大家可以利用课余 

时间设计模拟实验验证其它因素对岩石的作用｡

（四）明确风化概念：由于受水、大气、气温或动植物的作用，岩石破碎，这种现象叫风 
化 ｡

四、巩固应用

生活中有许多石制的文物古迹，比如龙门石窟（出示图片），仔细观察，你有什么发现？（引 

导学生发现被风化损坏的地方）
结合你学过的知识，设计一个保护文物古迹的方案｡ （组织学生讨论交流）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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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名称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课时分配

平度西关小学四 年级   科学  学科第   三单元备课计划

土壤与植物

土壤是学生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物质之一。以土壤为话题，把土壤当成 

一个认识的材料，目的是运用多种方法和多种感官去认识植物与土壤的关   

系。

本单元共分为四部分《土壤里有什么》、《土壤的种类》、《植物与土壤》、 

〈保护土壤〉。

7.土壤里有什么——2 课时

8  .  土壤的种类   ——2 课时 

9.土壤与植物——1课时
10.保护土壤——1课时

本单元每课时集 

体备课主备人

本单元过程 

性检测要求

检测时间

命题人

检测反馈情  

况

4 月份

试卷从面向学生学业水平测试的角度命题，覆盖的知识 
面较为合理，重视基础知识的考查，总体难度不大，但是比 
较灵活多变，区分度较好,充满新课程的气息。

教  学           学习即生活，生活即课堂。本堂课学生从身边熟悉的事物（岩石）着手，通过观察

反 思   岩石的形态、结构并分析、推测其形成的原因，当了一回小小“地质学家 ”，图片资料 
的展示与欣赏，学生深切的感受到风化作用的神奇的力量。整堂课学生的学习、探究的 
情绪高涨，思维活跃，主体参与性强，并且把学生与文本，文本与生活紧密、和谐的结 
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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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西关小学小学四年级下册科学教案

学科：科学        年级：  四年级     授课时间：     执教人 ：

课   题                                          7、土壤里有什么                                        课型               新课

（一）知识与技能

（二）过程与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能用各种感官直接感知自然事物并用语言或图画描   

述所观察的事物的形态特征；能用简单器材做简单的观 

察实验，并做实验记录；会查阅书刊及其他信息源；能 

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述研究过程和结果。

2、想知道，爱提问；尊重证据；愿意合作交流。

3、知道土壤的构成成分。

1、知道土壤的构成成分。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综合能力。

土壤标本、放大镜、水、小木棒、酒精灯、小铁盘、烧杯、玻璃片、三角架、石棉网，滴 

管，试管夹，记录表。有关土壤资料
课件

教学过程                                                                      修改

（一）导入活动

1、谈话：今天，许多同学采集的土壤，老师想问一问：你们是在什么地方采集的土 
壤？（学生回答）那么，你们知道土壤有什么作用吗？（学生回答）

2、花草树木的生长离不开土壤，高粱小麦等农作物的生长也离不开土壤，土壤是我 
们人类的好朋友。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土壤。你们最想研究有关土壤的什么问题呢？（学 
生提出问题）

3、这节课，我们先来研究土壤中有什么？（板书课题：土壤里有什么）

（二）探究活动

活动一 ：观察土壤里有什么

1、科学家在研究问题之前， 一般要先进行假设和推测，让我们也像科学家那样先来 
猜想一下：土壤中可能有什么呢？（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选择学生说出的土壤成 
分适当板书。）

2、同学们的猜想和推测，用什么方法才能证实我们的这些猜想对不对呢？ (观察与实 
验)

3、探究科学的方法很多，首先，我们通过观察法来研究土壤。请同学们将土壤放在  

白纸上，充分利用我们的观察器官，认真观察，也可以借助放大镜、小木棒等工具，把从 

土壤中发现的东西分类放好。

4、学生分组观察，汇报结果。 
活动二：设计实验继续研究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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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里面到底含有一些什么呢？根据提供的实验器材，想一想，可以怎样利用这 

些器材来研究土壤里有什么？（介绍实验器材，讲解酒精灯的使用）
预设：①把土壤放入盛水的烧杯中，看有什么现象产生。

②把土壤放在洒精灯上加热，看有什么现象产生。

2、实验探究，把观察结果记录下来

①把土壤放入盛水的烧杯中：（为使实验效果明显，提示学生选择块状土壤放入水中。） 
将土壤放入水中，会有气泡冒出，说明土壤里有空气。

多放入一些土壤，用小木棒将其搅拌，放在一边静置沉降，过一会儿再来观察， 

看有什么现象发生。

②把土壤放在酒精灯上加热：学生设计实验方案（把土壤放在小铁盘里，把小铁盘放 

在三角架上，用酒精灯加热，看有什么现象产生）

课件提示之后，学生实验，交流现象。教师归纳总结：加热过程中土壤的颜色变 

浅了，冒白烟，有糊味。颜色变浅了，说明水蒸发了，再一次证明土壤里有水；冒白烟，
有糊味，说明土壤里有一种能够燃烧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腐殖质。（课件介绍腐殖质）

③观察土壤沉降后，烧杯内有什么现象发生？ （漂在水面的是什么？沉淀下来的有什 

么特点？为什么会分层？用小木棒取出上层的土，用手感觉一下，有什么特点？。）

总结：土壤分层沉降，下层是粗粒的沙，上层是很细的黏土。这说明土壤中含有颗粒 

较大的沙和很细的黏土。

④用滴管取烧杯里上层清液滴在玻璃片上， 将有水滴的玻璃片用试管夹夹住，放在酒 
精灯上加热，观察有什么现象发生？（教师可进行演示实验。烧干水后，发现玻璃片上有 
一些“脏”的痕迹。说明土壤中含有溶于水的物质，例如无机盐）

3、总结：土壤不是一种单一的物质，它由多种成分组成，水、空气、沙、黏土、腐 
殖质、无机盐等都是土壤重要的组成成分。

练习设计

回顾实验过程：

1、把土壤放入水中，有（                     ）冒出，说明土壤里有(             )

2、把土壤放入水中搅拌均匀，静置沉降后，发现土壤分层，上面一层（          ），是 
(                  ),下面一层较（              ），是（             ）。

3、把土壤放在铁盘中加热，开始有白气冒出，说明土壤里有（            ），继续加热，会 
有烟冒出，并闻到糊味，说明（                        ）。

4、取一滴静置后上面的清液，滴到玻璃片上加热，待水干后会发现玻璃片上会留下“脏” 
痕，说明土壤里有（             ）。

（三）拓展活动

1、课堂小结：用自己的话说说本节课的收获。

2、课后活动“我们去观察校园里的土壤”，也可以任意观察自然界中的土壤， 对课堂探 
究的结果进行实践验证。

3、搜集、查阅关于土壤形成的资料，摘记其中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做成资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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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土壤里有什么

板  书 

设 计
无机盐

1、课后活动“我们去观察校园里的土壤”，也可以任意观察自然界中的土壤， 
对课堂探究的结果进行实践验证。

2、搜集、查阅关于土壤形成的资料，摘记其中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做成资 
料卡。

我想课堂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我的课堂出现的最大问题其实是课    

前准备的不充分，导致后半段时间的紧迫。另一问题是汇报的不规范，尤其是在讲解分层的成分时。

作  业 

设 计

教  学 
反 思

空气

黏土

腐殖质

水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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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西关小学小学四年级下册科学教案

课   题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

（一）教学引入

学科： 科学      年级：  四年级          授课时间：          执教人 ：

8、土壤的种类                                         课型               新课

（一）知识与技能

（二）过程与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使学生知道土壤有砂质土、粘质土、壤土三类，以及这 

三类土壤的性质｡
会做说明三类土壤渗水性不同的对比实验

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会做说明三类土壤渗水性不同的 
对比实验）和分析综合能力｡

会做说明三类土壤渗水性不同的对比实验

演示实验材料：三类土壤， 3 个同样大的去底塑料瓶、特制的支架（或3 个铁架台）、粗纱 

布、3 个同样大的烧杯、水｡
分组观察材料：三类土壤标本｡

教学设计                                                                      修改

1、提问：

（1）什么是土壤？

（2）土壤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2、谈话：课前，你们观察我们附近的土壤有什么不同？

3、讲述：土壤不完全相同，有不同的种类｡ 这节课，我们学习“土壤的种类”｡ （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认识土壤的分类

（1）讲解：

土壤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中常用的有按土壤的颜色或按土壤中含砂、黏土多少来分类｡ 

在这节课里，我们学习按含砂、黏土多少分类｡

根据土壤中砂和黏土的含量不同，可以把土壤分为三类：含砂多、黏土少的，叫砂质土 ; 

含砂少、黏土多的，叫黏质土;含砂和黏土差不多的，叫壤土｡ （在讲解的同时，板书三类 

土壤的名称及其砂和粘土的含量｡  )
（2）提问：

a、刚才我们讲的，是根据什么给土壤分类？

b、根据砂和黏土的含量，可以把土壤分为几类？（三类）哪三类？

c、这三类土壤的砂和黏土的含量有什么不同？

2、指导学生认识三类土壤的性质

（1）比较三类土壤的外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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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三类土壤标本发给各组学生｡

b、分组观察：看一看，摸一摸这三类土壤有什么不同？

c、汇报观察结果｡ （砂质土颗粒比较大，黏质土颗粒比较小，壤土颗粒大小居中｡  边听学

生讲边板书｡ )

d、讨论：为什么砂质土颗粒比较大，黏质土颗粒比较小，壤土颗粒大小居中？

e、教师小结，通过观察比较可以知道，砂质土的颗粒比较大，黏质土颗粒比较小，壤土的 

颗粒大小居中｡ 这三类土壤外观所以有这样的不同，是与它们的砂和黏土的含量有关系｡

土壤中含砂越多，看起来颗粒越大;含砂量越少，颗粒越小｡ 

（2）比较三类土壤的渗水性和保水性

a、讨论：根据你的经验说一说，这三类土壤的性质有什么不同？例如下雨以后，渗水快慢 

有什么不同？
b、讲述：为了知道这三类土壤的渗水性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做个实验｡

c、演示实验：取3 个去底的塑料瓶，将细纱布包在瓶口上，用线扎牢，在3 个瓶内分别装 

进同样多的砂质土、黏质土、壤土;把 3 个瓶子放在支架上，取3 个同样大的玻璃杯，分别 

放在 3 个瓶子的口的下面;在 3 个瓶内同时倒进同样多的水｡
d、观察：

哪种土渗水快？

3 个瓶内的土停止渗水后，比一比，哪种土下面的杯内水多？

看一看，哪种土中剩下的（保存的）水多？ 

e、讨论：
以上实验说明三类土壤的性质有什么不同？

土壤的渗水性与保水性有什么关系？ 

f、教师小结：

通过以上对比实验可以知道，砂质土渗水快，保水性差;黏质土渗水慢，保水性好;壤土的 

渗水性与保水性居中｡
土壤的渗水性与保水性是相联系的，渗水快的保水性差;渗水慢的保水性好｡

土壤的渗水性与保水性也是由土壤的颗粒大小决定的｡ 土壤颗粒大的，渗水快，保水性差 ; 

土壤颗粒小的，相反｡
（3）比较三类土壤的透气性

a、讨论：三类土壤中的空气多少是否相同？哪一类土壤中空气比较多，哪一类土壤中空气 

比较少？为什么？
b、出示挂图或投影片，说明三类土壤透气性好坏的示意图｡

c、讲解：土壤的透气性是与土壤的渗水性、保水性密切相关的，土壤中的空气存在土壤的 

孔隙中，如果土壤的孔隙被水占据着，空气就不能占据｡

d、讨论：根据以上道理，你再说说哪种土壤透气性好，哪种土壤透气性差，哪种土壤透气 

性居中？为什么？

e、教师小结：砂质土颗粒大，土壤孔隙大，渗水性好，保水性差，透气性好;黏质土颗粒 

小，土壤孔隙小，渗水性差，保水性好，透气性差;壤土颗粒大小居中，土壤孔隙大小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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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水性、保水性居中，透气性也居中｡ 

（4）综合比较三类土壤的性质｡

a、讲述：现在，我们系统地看一看三类土壤的性质｡ 

b、提问：

三类土壤的颗粒大小有什么不同？三类土壤的渗水性有什么不同？三类土壤的保水性有什 

么不同？三类土壤的透气性有什么不同？

砂质土有什么性质？（把颗粒大小、渗水快慢、保水性好坏、透气性好坏连起来说｡ )黏 

质土有什么性质？壤土有什么性质？
C、指导学生填写课文中关于三类土壤性质的空白 ｡

（三）巩固练习

1、教师简单概述本课教学内容｡

2、测试：

（1）土壤分为几类？这是根据什么分类的？

（2）三类土壤的含砂量有什么不同？

（3）三类土壤的性质有什么不同？

（4）土壤的渗水快慢、保水性好坏、透气性好坏是由什么决定的？ （或问这些性质与土壤 
的什么成分有关系？）

（四）谈收获

（五）作业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设 计 

教  学 

反 思

8、土壤的种类

砂质土颗粒大，土壤孔隙大，渗水性好，保水性差，透气性好; 

黏质土颗粒小，土壤孔隙小，渗水性差，保水性好，透气性差;

壤土颗粒大小居中，土壤孔隙大小居中，渗水性、保水性居中，透气性也居中｡ 

观察、实验：当地的士壤是哪类土壤？回家自己动手完成实验。

分组实验的注意事项，不应该在实验的过程说。应该在实验前讲清楚，注意事项：a、土块要轻 

放。b、搅拌要彻底。 c、静置时间要长。观察时，杯子也应保持静置不动的状态。 d、始终要仔细观 

察，记录下每一步骤看到的现象。
观察水中土壤的分层现象， 一定要强调水中的土壤分层。前面在搅拌土壤应该把搅拌棒拿出来。 

让学生观察水中静止的土壤分层。同时这里如果在课前准备好土壤的分层，在这时展示学生看老师    
准备好的土壤分层，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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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西关小学小学四年级下册科学教案

学科：

课   题

（一）知识与技能

（二）过程与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能应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各种土壤对植物生长的影  

响作假设性解释 ｡ 能提出进行探究活动的大致思路 ｡ 

并作书面计划，会查阅书刊及其他信息源｡
能设计研究不同土壤对植物生长影响的实验｡

大胆想象，愿意合作与交流，能从自然中获得美的体验
｡

教学重难点
植物与土壤的图片和资料｡ 有关植物与土壤的资料、赞美土壤的诗歌、植物在不同土壤生

教学准备
长情况、种植在砂质土、黏质土、壤土三种不同土质相同的植物等。

三株生长情况大致相同的同一中植物｡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课前谈话：

同学们，课前搜集准备的材料都带来了吗？举起来让大家看一下。 

（老师到学生中间去查看学生搜集准备的材料）

老师看到有的同学搜集的资料很详实，有的组准备的实验材料很丰富，老师很高兴。 

（老师简单评价各组材料的准备情况）
一、以课件引出探究学习的主题

首先，【百度搜索】《土壤与植物》的课件   
http://www.docin.com/p-344807696.html

看到这些图片，同学们想到了什么？

（学生自由发言）

是的，土壤对植物的生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土壤对植物的生长有

哪些作用。（板书课题）

二、进行“土壤对植物的生长有哪些作用”的探究实验活动

（一）引导学生猜想 
1.组内讨论。

请同学们在小组内展示带来的关于土壤与植物的图片或文字资料，猜想一下土壤对植 

物的生长究竟有什么作用？由组长记录在科学记录本上，准备发言。
（小组讨论）

9、植物与土壤                                         课型              新课

年级：       授课时间：                     执教人 ：

教学目标

能设计研究不同土壤对植物生长影响的实验｡

教学课件

修改

http://www.docin.com/p-344807696.html


ll

Mark

【结合每个小组搜集的材料，老师参与到小组中去，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猜想土壤

对植物的作用。】   

2.集体交流。

请组长把你们组的猜想结论及猜想原因向同学们汇报一下。 

(各个组长发言)

【一个组发言后，教师要提醒学生其他组相同的意见不再重复,还要提示学生，组长发 

言时，其他组的同学要注意倾听，准备修改或者补充。】

（教师记录学生猜想结果：土壤能固定植物；土壤为植物的生长提供水分和养料；豆 

苗在壤土中生长最好；土壤板结影响植物生长等）
3.教师引导归结。

土壤能固定植物；相同的植物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情况不同；不同的植物喜欢不同的 

土壤类型；同一种土壤，如果水分、养分不同，密实、板结程度不同等状况，植物的生长 

状况也会不同等。究竟我们的猜想是否正确呢？还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

（二）设计实验方案 

1.小组内设计。
因为我们要设计对比实验探究，那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学生自由发言，老师引导学生明确：植物生长情况要相同，花盆要一样大，要浇同 

样多的水，放入的土要一样多等）

好，同学们在设计时， 一定要注意让其他条件都相同，只有土壤种类不同。请各小组 

选择一个研究主题，然后设计实验探究方案，并由组长记录在科学记录本上，准备发言。
【老师指导各小组选择不同的研究主题设计实验探究方案，以保证交流时，让全班同

学从各个角度、多种方法获取知识。】 

2.集体交流。

请各小组把你们设计的实验探究方案向同学们汇报。 

（组长投影展示汇报）
一组实验方案：

【实验材料】砂质土、壤土、黏质土，花盆、豆苗（也可以是吊兰苗、韭菜苗、葱苗 

等）

【实验时间】 一个月 

【实验步骤】
①   在三个同样大小的花盆中，分别放入等量的砂质土、壤土、黏质土。

②   同时栽入三棵生长情况相同的豆苗，同时浇同样多的水。

③   经常观察豆苗的生长情况，并记录。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实验记录表
土壤种类    豆苗生长情况预测                               豆苗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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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质土

壤土

黏质土

实验结论

其他组有跟一组的实验方案相同的吗？有不同的意见吗？ 

（学生发表不同见解）

三组、五组的同学跟一组设计的方案一样，但你们认为豆苗在壤土中生长好，砂质土  

中一般，黏质土中最差， 那么， 究竟谁的猜想是正确的呢？ 一会儿，我们通过实验来验证。

其他组还有不同的设计方案吗？ 

二组实验方案：

【实验材料】肥力较高的沙壤土、黏质土，花盆、花生苗 

【实验时间】约 3 个月
【实验步骤】

①在两个同样大小的花盆中，分别放入等量的肥力较高的沙壤土，黏质土。 

②同时栽入两棵生长情况相同的花生苗，同时浇同样多的水。
③经常观察花生苗的生长情况，并记录。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实验记录表

土壤种类

肥力较高的沙壤土

黏质土

实验结论

花生苗结果情况预测

结的花生果多

结的花生果少

花生苗结果情况

六组、七组的实验方案：

【实验材料】壤土，花盆、韭菜苗（也可以是吊兰苗、葱苗等） 

【实验时间】 一个月
【实验步骤】

①在两个同样大小的花盆中，分别放入等量的壤土， 一个花盆中松散地放入壤土，另 
一个花盆中把放入的壤土挤压，让土壤密实硬化。

②同时栽入两棵生长情况相同的韭菜苗，同时浇同样多的水，松散壤土的花盆及时松 
土，土壤密实的花盆从不松土。

③经常观察韭菜苗的生长情况，并记录。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差  

好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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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记录表

土壤种类

松散壤土

密实壤土

实验结论

韭菜苗生长情况预测

好

不好

韭菜苗生长情况

其他组有不同意见吗？

（学生发表不同见解）

有的同学认为韭菜苗在密实壤土中生长得更好，我们一会儿也通过实验来验证。其他

组还有不同的设计方案吗？

【如果学生还有其他的实验探究方案，在易操作的前提下，也应充分肯定他们的方案。

以此鼓励学生在同一目标下的发散性思维，保证学生从各个角度、多种方法获取知识。】 

3.引导学生评价。

各小组都设计出了自己的实验探究方案，你觉得哪个组设计得好，你有修改或补充意 

见吗？
（学生评价，小组之间交流、补充、改进）

（三）学生栽种植物

1.各小组按实验方案栽种植物。

同学们确定了不同的研究主题，并设计了相应的实验探究方案，其中有的方法老师都 

没有想到，所以老师非常佩服同学们。下面请各个小组按实验方案栽种植物， 咱们比比看， 

哪个小组做得又快又好。
（学生栽种，教师参与到小组中去）

2.展示评价栽种情况。

各小组都栽种好了，请同学们评价一下，你觉得哪个组栽种得好，好在哪里？

(学生互评，老师也适当评价) 

3.课后延伸。
同学们，植物虽然我们已栽种好了，但这个实验我们才迈出了第一步，还需要进行中

长期的实验观察并做记录，同学们能坚持下来吗？

（学生表态）

请同学们课后对你们栽种的植物进行观察，做好观察记录。  一个月后，我们上第二课

时，请同学们把栽种的植物及自然观察记录带到课堂上来展示，咱们比比看，哪个小组观

察得最仔细，发现得最多。

第二课时

课前谈话：

同学们带来了你们栽种的植物及观察记录和搜集到的关于赞美土壤的诗歌了吗？，展

示给大家看看好吗？

（老师到学生中间去查看学生的准备情况） 

【百度搜索】赞美土壤的诗歌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2655772.html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26557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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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老师看到同学们栽种的植物长得很好，有的同学搜集的资料很详实，老师很高

兴。（老师简单评价各组材料的准备情况）

一、交流汇报 

1.组内交流。
下面，请同学们先在小组内交流你的实验观察记录， 由组长做好记录，准备全班交流。

（小组交流，老师巡回指导） 

2.全班交流。
请各小组展示、介绍你们的实验结果，其他组的同学注意倾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修

改或者补充。

（各小组投影展示、介绍实验结果）

一组实验结果

土壤种类 豆苗生长情况预测 豆苗生长情况

砂质土 差 居中

壤土 好 最好

黏质土        中                                                        最差

实验结论    豆苗在壤土中生长最好，砂质土其次，黏质土最差。

一组的预测跟实验结果有差异 ，哪个组还有不同的意见？

（学生发言，三组、五组的实验结果与一组相同）

二组实验结果

土壤种类 花生苗结果情况预测 花生苗结果情况

肥力较高的沙壤土 结的花生果多 结的花生果多

黏质土 结的花生果少 结的花生果少

实验结论                   花生在有肥力的沙壤土中比在黏质土中生长结

果多。

二组的预测跟实验结果相同，哪个组还有不同的方法？

六组实验结果

土壤种类 韭菜苗生长情况预测 韭菜苗生长情况

松散壤土 好 良好

密实壤土 不好 较差

实验结论                  韭菜苗在松散的壤土中比在密实的壤土中生长

的好。

六组的预测跟实验结果有差异 ，哪个组还有不同的意见？

（学生发言，七组的实验结果与六组相同）

（如果学生还有其他的实验结果， 一并展示给全班同学，并表扬或鼓励）

【学生汇报交流时，要与原先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从而订正错误的认识，形成正确

的结论。让学生经历一个提出问题、猜测预想、设计实验方案、动手实验、验证结论，这 

样完整的科学探究过程，形成科学的思维习惯。教师要一并展示自然观察记录，表扬自然
观察记录写得好的同学或者小组，可以发给学生或者小组最佳种植章、最佳记录章、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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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章等进行表彰。】   

3.引导学生小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学们通过亲自动手实验，验证了自己的猜想，得出了 

正确的结论，谁来总结一下？
（学生回答）

（老师引导学生总结出：土壤中含有水分和养料，对植物的生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壤 

土类土壤通气透水性能好， 能保水保肥，是豆苗等大多数植物理想的生长土壤  ；砂土类土 

壤通气透水性强，蓄水和保肥性能差，豆苗等植物生长较好，但适宜桉树、银合欢、杨树 

等生长；黏土类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强，通气透水性能差，豆苗等植物生长最差，但适宜荷 

花等生长。还知道了花生在肥力较高的沙壤土中生长结果多，西瓜在肥力较高的沙壤土中 

生长特别甜。壤土密实板结会妨碍植物呼吸，影响植物的生长等知识。板书：土壤影响植 

物生长）

那么，老师也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土壤与植物的新知识（教师拓展）： 

【百度搜索】转基因草坪：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D7%AA%B

B%F9%D2%F2%B2%DD%C6%BA&in=21258&cl=2&lm=-1&st=-1&pn=2&rn=1&di=131837257935&ln=

692&fr=&fm=&fmq=1331642593737_R&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

&is=&istype=2#pn2&-1&di131837257935&objURLhttp%3A%2F%2Fwww.biotech.org.cn%2Fne

ws%2Fnews%2Fimg%2F20040225195437.jpg&fromURLhttp%3A%2F%2Fwww.biotech.org.cn%2F

news%2Fnews%2Fshow.php%3Fid%3D12554&W400&H259&T8641&S66&TPjpg

中国三升集团培育出的“三升源”抗盐一号杨树新品种，能在盐碱地上生长，有耐盐特   

点。北京大学生物技术系林忠平教授领导的实验室, 培育的转基因草坪草株系品种有耐寒、 

耐旱、节水等特性。美国孟三都生物技术公司培育的棉花和玉米种子有耐旱特点。课后的  

时候，同学们也可以查阅一些关于土壤与植物的新知识、新科技。

二、自由活动 

1.小组活动。

请同学们把你们搜集到的赞美土壤的诗歌在小组内交流，每个组推选出一篇最好的诗 

歌，让读得最好的同学朗读给大家听。

（学生小组交流，老师参与到小组中去） 

2.全班交流、评价。

请各个小组朗读，其余的同学认真倾听，听听哪个组推选的诗歌好，哪位同学朗读的 

最有感情，最能打动人？

（各组依次朗读，师生共同评价） 

3.引导学生小结。

请同学们想一想，你从这些诗歌中体会到了什么？ 

（学生汇报，引导学生形成热爱大地母亲的情感）

破坏植被，土地沙化，过分开垦，土地人为硬化等因素，影响了土壤的质量，影响了  

植被的生长，也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环境，所以我们要爱护土壤，爱护大地母亲，保护环境，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D7%AA%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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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我们人类生存的家园。 

【百度搜索】土地沙化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D%C1%B

5%D8%C9%B3%BB%AF&in=10619&cl=2&lm=-1&st=&pn=20&rn=1&di=116528212440&ln=1978&fr

=&fm=hao123&fmq=1331642727511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

&istype=#pn20&-1&di116528212440&objURLhttp%3A%2F%2Fwww.ixuela.com%2Fuploads%2F

allimg%2F111031%2F1951-111031094632H2.jpg&fromURLhttp%3A%2F%2Fwww.ixuela.com%2

Fdili%2Fzhongguo%2F17299.html&W1280&H960&T8768&S98&TPjpg

【教材上本来没有自由活动这一环节，我把交流汇报赞美土壤的诗歌设计为自由活动 

环节，是为了渗透让学生爱护土壤、保护环境的情感。】
三、拓展延伸

请同学们从下面三个内容任选其一展开探究，也可自主选择其他的关于土壤与植物的 

内容进行探究，过一段时间，把你探究的结果展示给大家，咱们比比看，谁发现得多。
（多媒体课件出示）

1.继续完成研究不同土壤对植物生长的作用的实验。

2.选择自己感兴趣植物，研究土壤对它的生长有哪些影响。 

3.搜集关于土壤与植物的新科技、新事物。

【为了将课内的探究延伸到课外，我设计这三个选题，是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条件、自 

己的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内容进行课后探究，让学生更具有自主性。】
四、测试：

1、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水保存在（     ）。它是陆生植物生命活动所需水分的主要来源。

2、土壤中含有（   ）、（     ）、（   ）、（     ）、（   ）、（     ）、铜等植物生长所需元素的无机 
盐，它们在植物的生命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雨后为什么农民伯伯要给土地松土？

板书设计：

9、植物与土壤

土壤不同，植物的生长情况也不同， 

植物适合生长于壤土中。

教后记：                一、教师在教授本课时需要引导学生注意以下几点：

1.第一课时前，要布置学生搜集关于土壤与植物的图片与资料，要求 

学生搜集的资料要充分、要丰富，可以上网查阅、可以查阅书籍、可以询 

问有经验的长者等等，通过多种方法、多个途径搜集资料，只有拥有了丰 

富的资料，课堂上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才有利于得出 

科学合理的结论。

2.设计实验探究方案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实验中的变量控制，如 

实验方案一中的三个同样的花盆，浇同样多的水，同时栽入，三棵豆苗生 

长情况相同；实验方案三中注意，在其中一个花盆中放入的壤土要挤压，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D%C1%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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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土壤密实硬化，这样做是为了引导出土壤的透气性能好坏影响植物的生

长。

3.本课题的实验活动正好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探究活动，教师要引导学

生经历一个提出问题、猜测预想、设计实验方案、动手实验、验证结论，

这样一个完整的科学探究过程，训练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习惯。

4.本节课的实验活动需要较长的时间，教师要提醒同学们按照设计方

案进行实验并记好实验观察记录；还要提醒学生，进行中长期的科学探究

活动要有恒心，要坚持住。通过此活动，教师也有意识的训练学生形成中

长期科学探究的习惯。

5.学生选择实验探究方案时，很容易形成多种方案，教师要鼓励学生

在同一目标下的发散性思维，保证学生从各个角度、多种方法获取知识。 

6.本课题有较多的交流展示的环节，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
交流习惯。即一个组发言后，其他组相同的意见不再重复。组长发言时，

其他组的同学要注意倾听，需要记录的就记下来，准备修改或者补充。

二、教师在教授本课时自身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第一课时时，学生因为掌握的资料很丰富，也因为关于土壤与植物

的资料本身就非常宽泛丰富，学生很容易得出非常多的猜想，这种情况下，

教师在充分肯定他们的猜想后，要注意进行分化，易操作的、效果明显的  

引导学生设计实验方案进行探究；不易操作的可通过实地考察、 查阅资料、
询问长者等方法课后解决；错误的结论能当堂解决的就当堂解决，不能当

堂解决的引导学生课后想办法解决。

2.学生在设计实验探究方案时，会出现一些不是很准确或者有一些偏

差的情况，老师可不急于当堂解决，等到他们亲自实验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自己来订正，效果会更好。

3.学生在分组探究时，教师要充分发挥本身的指导作用，参与到各个

小组中去，进行有目的的指导，以保证课题的主要探究内容、主要探究方

法都能在课堂上展示出来，保证完成本课题的教学目标，同时又不要排除

学生随机生成的新方法、新火花，在课堂上形成一个真正探究的氛围。

4.教师在课堂上要充分发挥评价的作用，自评、互评、教师评、家长

评、专家评，实物奖励，发放标志性科学奖章等灵活多样的评价方式都可

应用到科学教学中去，以此，调动小学生学习科学的积极性，而且这也是

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

5.任何实验都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如果个别同学得出的实验结论与事

实不符，教师不要轻易的否定，要引导学生找出错误的原因，如果比较麻

烦，可延伸到课后来解决，绝不能置之不理，让学生吃“夹生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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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西关小学小学四年级下册科学教案

学科：科学        年级：  四年级     授课时间：     执教人 ：

课   题                                             10、保护土壤                                          课型               新课

1、知道土壤为人类所做的贡献，了解我国的土

（一）知识与技能                        壤资源；       知道人类破坏土壤的危害；知道垃

圾对土壤的危害，废电池对土壤的破坏。
教学目标

（二）过程与方法                        2、       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土壤和人类的关系；

3、      意识到土壤的重要性，意识到自己可以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为保护土壤做出一份努力。

重点：在查阅资料和实验证明的基础上了解土壤对人类的重要作用和人类

不良行为对土壤的破坏，激发学生保护土壤的行为。
教学重难点

难点：1、学生能够查阅书刊和其他信息源。

2、能对某些行为形成正确的是非判断。

1、布置并指导学生查阅资料。教师准备课件资料。

2、洗涤剂、土壤、试管、酸碱度试纸。

教学准备           3、农药、小喷壶、几种土壤、动物。

4、泥土、草皮、水壶。

5、收集自己进行土壤研究的所有资料和卡片

教学课件           记录表格   课件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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