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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科学一年级上册全册教案及计划

一、班情分析

一年级学生对自然事物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对周围

的事物总是想要摸一摸，看一看，闻一闻……喜欢问这、问

那，这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开始。

孩子们的头脑里有许许多多的为什么，他们遇到问题要

问个究竟，遇到问题愿意去探索，更乐于动手做做，而寻找

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实际就是在学科学、做科学。因此，科

学对他们来说也并不是一无所知的，同时这些都为学习科学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包括：四个单元和一个专项学习。其中，第 1

单元“走进科学”重点关注科学本体，第 2单元“用感官观

察”和第 3单元“用大脑思考”重点关注科学探究和工程实

践的方法，第 4单元“用双手创造”重点关注科技与生活。

每个单元都安排了 3课时，专项学习建议 2课时。

教材关注的两个重点：科学探究与工程实践。

在以学生感兴趣的游戏活动为载体，解决一个又一个他

们感到好奇的小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明白观察伴随着今后

科学探究历程的每一步，逐渐习得观察的各种方法，养成认

真观察的好习惯，培养观察能力和良好的观察品质。同时，

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与动脑习惯的培养。

难点：促进学生在事物的外部表象与内部特征间建立联系，

综合培养学生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技能。

三、教 学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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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够像科学家与工程师那样去尝试做一些小的探究活动

或是制作产品。

2．知道观察就是利用各种感觉器官获得事物的信息。

3．通过观察，描述物体颜色、形态、大小、轻重、表面粗

糙程度等特征。

4．知道猜测要有依据，猜想不一定正确。

5．能够针对一些简单问题提出猜想并进行验证。

6．观察和了解自然物和人造物的外部特征和产生过程，利

用比较、分类等方法得出结论，学会与同学讨论、交流自己

的发现和结论。

7．认识到小学生也能像工程师那样做改进小车的工作。

8．能够提出问题，完成气球小车的设计以及制作并进行展

示性交流。

9．能如实讲述观察结果，当发现事实与自己原有的想法不

同时，能尊重事实，养成用事实说话的意识。

四、教学措施

1．认真学习新课标，深入钻研新教材，精心设计教学过程。

2．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趣味游戏充实教学过程，让探

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3.各班建立科学学习合作小组，让学生在相互交流、合作、

研讨中学习。

4．给学生提问和假设机会，并指导学生自己动手寻找证据

进行验证。

5．充分运用各类课程资源和现代教育技术丰富教学策略。

6．在课堂上渗透科普阅读意识，让学生学会阅读方法。



3

五、教学进度

周次 单元或章节内容 教时 本单元重点、难点

1～2 开学第一课 1

第一单元

3 1.小小科学家 1

4 2.小小工程师 1

5 3.上好科学课 1

重点：了解科学家与工
程师的一些工作场景。
难点：能够像科学家与
工程师那样去尝试做
一些小的探究活动或
是制作产品。

第二单元

7 4.认识感官 1

8 5.感官总动员 1

9 6.借助工具观察 1

重点：知道观察就是利
用各种感觉器官获得
事物的信息。
难点：能与同学合作共
同完成一次观察活动，
并乐于交流。

第三单元

10 7.做个小侦探 1

11 8.暗箱里的秘密 1

重点：知道猜测要有依
据，猜想不一定正确。
难点：能够针对一些简
单问题提出猜想并进
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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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树叶变黄了 1

第四单元

13
10.自然世界与人
工世界

1

14
11.衣食住行的变
化

1

15 ～
16

12.轮子的故事 2

重点：能够区分什么是
自然物，什么是人造物。
难点：利用比较、分类
等方法得出结论，学会
与同学讨论、交流自己
的发现和结论。

专项学习

17 ～
18

像工程师那样…… 2

重点：知道工程师在不
断改进汽车。
难点：能够提出问题，
完成气球小车的设计
以及制作并进行展示
性交流。

19～
复习检测
补充拓展

苏教版一年级科学上册教案

1 小小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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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激发学生对科学课的兴趣，使学生从第一节课就爱上科

学课，为以后的科学课打好兴趣的基础。

2、 使学生体会到人的周围处处有科学，科学与人有密切的

关系，少年儿童要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3、 初步了解怎样学科学。

教学重点：

1、 发学生对科学课的兴趣，使学生从第一节课就爱上科学

课，为以后的科学课打好兴趣的基础。

教学难点：

1、 学生体会到人的周围处处有科学，科学与人有密切的关

系，少年儿童要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教学过程： 

1、 今天学习什么课？

2、 什么是科学？

出示图片：（彩虹、火山、蘑菇岩、猪笼草、恐龙）



6

提问：你认识这些自然事物吗？知道关于它们的秘密吗？你

还想知道哪些自然秘密？

出示图片：家居设备组合

提问：你认识哪些电器设备？有什么用？知道关于它们的秘

密吗？

小结:生活中处处有科学。

看图：图中画有什么？是什么意思？

观看并回答问题。

引发学生对科学一词的关注

激发学生对科学探究的兴趣

3、 做实验：滚小球。

4、 介绍伽利略滚小球的故事。

5、 了解一些常见的科学问题。

6、 全课小结。

板书设计：

1 小小科学家

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科学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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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小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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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能够利用简易材料自制一个铅笔加长器，并对设计制作

的产品不断改进，力争做到最好。

 2.通过交流工程师的杰作，意识到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工程

师的发明制造。

 3.知道工程师是发现设计、发明、制造产品的人。 

教学重点：

知道工程师是做什么的，经历制作一件物品的过程。

教学难点：认识到工程师的工作与科学家的工作是有区别的，

工程师重在设计、发明、制造。

教具、学具准备： 短的铅笔头、吸管、小木棒、一次性筷

子、废旧纸张、剪刀、胶带等。

教学过程：

1、 了解工程教师活动

小朋友好，还记得老师上节课给大家介绍的一种什么样的职

业？今天呀，老师又要给大家介绍一类伟大的人，天上飞的

飞机，地上跑的汽车，甚至于小朋友们住的房子等学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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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回忆 学生回答 个性备课 等，都离不开他们，他们就

是工程师。

在你周围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工程师，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2、 结合活动手册，荷花、轮船、山峰、学生填写活动手册

并思考

3、 学做工程师，做一个铅笔加长器。

出示一支短的铅笔老师这支铅笔太短了不好写了，怎么办?

你能做个小小工程师帮老师解决这个问题么？鼓励学生利

用身边的材料制作个性化的铅笔加长器，不要求全班统一。

学生先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测试评价，再评出小组内谁做得最

好。

4、 全课小结：今天这节课我们了解了工程师主要从事什么

样的工作，他们会画设计图、发明制造新产品，甚至还

能维修机器，他们的工作与科学家们一样重要，我们班

的小小科学家和小小工程师们，老师希望你们能好好学

习，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成为像他们一样有用的人才！ 

己的改进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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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2、小小工程师 

设计 发明 制造

3、上好科学课

教学目标：

1.能够说出科学教室与一般教室的不同。 

2.通过比较水多少的活动，认识到科学课上要遵守规则。 3.

参与制定上好科学课的规则，并愿意遵守这些规则。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制定科学课的规则并在活动遵守规则。 教学难点：

能够在活动中有规则意识并主动遵守。 

教具、学具准备： 

细而高的瓶子，粗而矮的瓶子，染色用的颜料，有刻度的瓶

子，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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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1、活动一:参观科学教室，比较与普通教室的不同 。

引导并介绍实验室 。实验室和我们平时的那个教室有一些不

同之处呢？哪个小朋友是火眼金睛，先来说一说你发现的不

同之处吧！

2、活动二:做比较水的多少实验。

同学们，在实验室我们需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通过实验来

寻找问题的答案。比如这两瓶水，到底是哪个多一点呢？

3、活动三:制定科学课的规则。

科学课与其他课程也有许多不同，科学课上我们会面对各种

材料进行观察或是实验操作。当面对实物材料时，有的小朋

友会不自觉地处于兴奋之中，他们好奇心非常强烈，总是想

触摸这些材料，或者提前去操作实验，可是这容易造成科学

课堂的无序与干扰，所以同学们我们应该一起来制定上好科

学课的规则。

一起来看看活动手册上的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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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想一想图上哪些同学做的对，哪些同学做得不对？

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4、全课小结：小朋友们，在以后的科学学习活动中，老师

希望大家都能自觉主动地去遵守今天我们一起制定下来的

规则。 

板书设计：  3上好科学课    

            遵守规则

4、认识感官

教学目标：

1.通过与同伴互相指认眼、耳、鼻、舌、皮肤的活动，说出

它们都是感觉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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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赏视频或阅读图片资料，知道动物也是观赏视或阅读图

片资料，知道动物也通过眼、耳、鼻等感知环境并且有些动

物的感官很灵敏。 

3. 在用感官观察的活动中，尝试描述并交流物体在颜色、形

状、声音、气味、味道、粗糙光滑、 冷热等方面的特点。

教学重点：

初步培养根据颜色、形状、声音、软硬、味道和气味等特性

辨认物体的能力。

教学难点：能描述并交流物体在颜色、形状、声音、气味、

味道、粗糙光滑、冷热等方面的特点。

教学过程：

1、活动一：观看图片，认识感觉器官，包括眼、耳、鼻、

舌、皮肤，皮肤遍布全身。谜语：两间房子一样宽，大门常

开也常关，房里可容千万人，难容沙粒在里边。小朋友们你

们知道这个谜语指的是我们身上哪个器官么？ 

眼睛可是好宝贝，通过眼睛我们可以观察到事物的大小，看

到它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可是观察也不仅仅是看哦，老



13

师这里有两杯看上去一样的液体，你知道它们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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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出示一杯醋，一杯白开水，邀请学生用自己的办法分辨

 

小朋友们可真聪明，是啊，人身上可真多宝啊！眼睛、鼻子、

舌头都能帮助我们观察事物，除了这些你还从自己身上找到

哪些宝贝可以帮助你观察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书上 12 页的

图片。谁来说一说，你的发现。 

注意：手不是感觉器官，手上和遍布人的全身的皮肤是一种

感觉器官，是人体最大的感觉器官。

2、活动二： 观察图片，找出不同小动物，描述小动物的颜

色、形状、大小等特征 接下来老师来试试小朋友们的火眼晶

晶，看看谁的眼睛观察起来最厉害，13页的图片中有许多小

动物，看看你能找出来几种？ 

3、活动三：用其他感觉器官观察物体，描述物体在气味、

味道、轻重、厚薄。观察的顺序通常是一看二闻三尝，强调

对不认识的物品不能随便闻和尝。 快下课时，领学生到操场

上用手、脚等感受草地、沙地、水泥地，说出的不同感觉。

 

组织学生阅读教材图片资料或观看视频资料，狗的嗅觉、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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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觉、猫的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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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组织学生拓展交流:你还知道哪些动物的感觉器官也有

了不起的功能?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既然不同的感官有不

同的作用，当一种感官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下一节课我们再一起来寻找答案。

板书设计：4、认识感官

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舌头尝、皮肤知冷

暖

5、感官总动员

教学目标 ：

1、通过品茶、观察蜡烛等活动，说出认识一种事物需要动

用各种感官。 

2、在做品茶活动和与同伴观察蜡烛的活动中，尝试发现并

交流事物更多的特点。 

教学重点： 知道全面认识一种事物需要动用各种感官。 难

点 能动用各种感官观察并描述事物的特点。 

教学准备 ：

学生分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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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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