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上册科学教学计划 

一、指导思想： 

积极贯彻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技教育应从娃

娃抓起”的指示，适应“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指示，引导少年儿童开展各类科技活动，培养少年儿童科技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少年儿童的科学素质，努力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    

 二、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内容生动活泼，有很大的弹性和开放性。注重突出科

学、大自然、天气、材料、工具，加强了和其它学科的联系。包括五

个单元：走近科学、探访大自然、认识天气、常见的材料、常见的工

具。 

根据新科学课程标准，本册重在培养学生以下几种科学素养：    

科技探究：知道科技探究涉及的主要活动，理解科学探究的基本

特征。 

科学价值观：保持与发展想知道，爱提问、大胆想象、乐于探究

的愿望。关心新事物与生活的联系。正确的理解科学，形成科学的思

维方式。互助与合作的学习方式，学习中尊重事实、注重环境保护和

与自然和谐相处。    

科技知识：使学生了解生命世界、地球与宇宙世界的一些基础知

识。以及运用知识进行科学探究活动。    

通过本册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科技课的兴趣，使学生在探究、科



学价值观、科技知识各方面得到发展。   

三、教学措施：   

a)开展生动的科技课，引领学生进行主动地探究学习。   

b)注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把

科学探究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与科学知识目标有机的结合在

一起。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知识、技能与社会生活相联系，逐步形成科

学的态度和价值观。   

c)重视科学与技术的联系。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和技

术设计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d)树立安全意识。培养学生具有安全参与探究活动的知识、能力

和习惯。    

四、 潜能生培养措施： 

根据对学生情况的了解，结合科学课的特点。潜能生主要表现在：

1、对学科知识无学习兴趣; 2、无科学探究意识，科学探究能力差; 3、

缺乏合作意识; 4、实践能力不足。针对这些情况，首先以生动的教

学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供合作与参与的机会，培养他们科学探究

的能力;在自由分组中安排他们进入较好的组学习，并开展“一帮一”

的活动帮助他们。 

 

 

 

 



第一单元 走进科学 

第 1 课 让我们从观察开始 

一、教学目标 

1. 科学知识 

了解各个感官的作用, 认识西瓜的特征。 

2. 科学探究 

初步运用多种感官，对西瓜进行多角度的观察，能依据观察目的，选择合适的

感官观察，并能描述观察过程和观察结果。 

3. 科学态度 

意识到观察在科学探究中的重大意义，学习科学家坚持不懈的研究精神。初步

树立保护自己和他人感官的意识。 

二、教学准备 

分组材料：西瓜（完整的和纵切一半的），湿纸巾，塑料小叉子或牙签，小餐

碟。 

教师准备：水果刀 

三、教学时间 

1 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教学导入 

教师出示西瓜，提出学习任务：学习科学，让我们从观察开始。首先，我们以

西瓜为例学习怎样观察。 

（二）新课学习 

1. 整体观察西瓜 

（1）分发材料：各组 1份完整的西瓜 

（2）以小组为单位，引导学生用眼看、鼻闻、手摸、手拍并且耳听等方法观

察。 

（3）交流观察后的发现。例如西瓜的形状、颜色、花纹，拍打时的声响等。 

2. 由外到内继续观察西瓜 

（1）分发材料：各组 1份事先切开一半的西瓜 

（2）各组由外到内继续观察 l 

教师巡视、指导，引导学生将感官、功能和可发现的西瓜的特征结合起来（如：

眼——视觉——形状、大小、颜色、花纹；手——触觉——光滑程度、硬度；耳

——听觉——声音；鼻——嗅觉——气味；舌——味觉——味道）等。  

3. 品尝西瓜，描述味道（舌——味觉——味道） 

4. 小结 

说一说：西瓜是什么样的？我们是怎样知道的？  

用各种感官对西瓜的不同方面都进行了观察，才能对西瓜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5. 讨论延伸 

上述感官除了帮助我们观察西瓜的方方面面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感官还帮助

我们发现了什么？ 

6. 保护感官 

（1）辨识哪些行为有损感官健康。 



（2）总结正确保护感官的方法。 

（三）讲述法布尔的观察故事。整理材料、下课 

 

 

 

 

 

 

 

 

 

 

 

 

 

 

 

 

 

 

 

 

 

 

 

 

 

 

 

 

 

 

 

 

 

 

 

 

 

 

 

 

 

 



第 2 课 找物体的相同和不同 

一、教学目标 

1. 科学知识 

认识物体和人的外部特征。 

2. 科学探究 

经历多个观察、比较、描述的活动过程，尝试用多种观察方法观察物体，从不

同的角度对物体进行比较。学习比较方法，初步形成比较能力。  

3. 科学态度 

勇于尝试新的比较方法。逐步形成仔细比较，如实描述的态度  

二、教学准备 

分组材料：不同形状、颜色的积木块，轻重、软硬、材料不同的小球（小皮球、

玻璃球、乒乓球、小铁球、球状药丸盒等），白纸，笔。 

教师准备：体重秤，米尺或软尺，长度相同粗细不同的小木棒等  

三、教学时间 

1 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教学导入 

1. 猜一猜：哪根棒更长？ 

（教师两手分别握着两根长度相同、粗细不同的小木棒，让学生判断哪根棒更

长？） 

2. 怎么证明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 

（两根木棒并排放在一起，对齐一端，观察另一端；也可以用直尺为标准分别

量长度）渗透比较时需要统一标准的意识。 

（二）新课学习 

1. 用眼睛观察比较物品 

（1）提供颜色相同但形状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4块积木 

思考：这 4 块积木颜色都相同吗？形状都相同吗？你怎么知道的？ 

（2）提供同色（绿色）、同形状积木 2块，同色（红色）不同形状积木2块 

思考：这 4 块积木颜色都相同吗？形状都相同吗？你怎么知道的？ 

（3）提供更多的积木块，增加比较的灵活性 

2. 借助多个感官观察比较物品 

（1）提供两个有较多不同点（包括轻重）的玩具球，比较它们的不同和相同。 

思考：这 2 个球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你怎么知道的？ 

（2）提供两个有较多不同点的玩具球和积木块，比较它们的不同和相同。 

思考：这 2 个物品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你怎么知道的？ 

3. 总结（重点总结比较方法）。 

4. 找我们自己的不同和相同 

（1）学生两人一组，先借助感官找不同（例如高矮、胖瘦、说话声音等），再

找相同（例如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人的共同特征等）。 

（2）借助工具进行观察比较（例如用笔画出脚的轮廓，用电子秤称量） 

（三）整理材料、下课 

 

 



第 3 课 给物体分类 

一、教学目标 

1. 科学知识 

认识物品的外部特征。知道什么是分类，知道分类要依据一定的标准。 

2. 科学探究 

在观察比较的基础上，分别经历给定标准、自定标准的分类过程，在教师指导

下归纳分类方法，提升观察、比较、分类能力，渗透归纳方法。 

  3. 科学态度 

  逐步形成细致认真的习惯，乐于制定不同的标准为物体分类，体会分类活动在

生活、学习和科学探究中的重要意义。 

二、教学准备 

  分组实验材料： 

  每组 5 根不同颜色铅笔，带橡皮头的铅笔（削尖的与未削的）各一支， 普通

铅笔（削尖 1支、未削的 2支）。 

  每组四个容器：一次性纸杯，一次性小塑料杯，带盖透明圆筒，带胶塞玻璃试

管。 

三、教学时间 

  1 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教学导入 

开门见山，交待学习任务 

（二）新课学习 

1. 认识分类 

（1）出示按教材准备好的五支铅笔，让学生找出它们的相同和不同。  

（2）学生尝试分类：各小组学生根据比较的结果整理铅笔。将某一特  

征相同的铅笔放在一起，没有这一特征另外放在一起。  

（3）教师示范分类：例如以是否带橡皮头为分类标准，整理、示范分类的过程，

帮助学生提炼分类的流程：明确对象、观察比较对象的特征、找出相同和不同、

选择分类标准（同一次只能采用同一个标准），依据标准分类。 

（4）学生再次分类。让学生按照自己的一分为二的标准（例如按是否削尖、按

冷暖色、按铅笔型号、按品牌等）将铅笔再次分类。 

（5）汇报交流，小结（重点小结一分为二的方法）。 

2. 分类练习 

（1）提供 4 个不同的杯子， 

（2）放手让学生按一分为二的标准给杯子分类。 

（3）交流、评价。 

（三）讲述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对动物分类的科技史，体会分类工作由来已

久，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四）课后拓展 

用学过的分类方法，整理散乱的图书。 

 

 

 



第 4 课 让我们发现更多 

 

一、教学目标 

1. 科学知识 

根据积木的特征，察觉稳度、形状、结构间关系。 

2. 科学探究 

会对哪种形状积木容易堆叠有猜想，并记录；会在搭建中观察、比较，找到

容易搭建的积木，并记录。巩固分类方法，形成动手能力。在教师指导下，

能初步归纳概括容易搭的物体的共同之处。 

3. 科学态度 

分工合作搭建；耐心细致完成工作；乐于挑战，用不同形状搭建出既高又新

颖的作品 

4.STSE 

初步了解搭建活动在人类建筑方面的应用。 

二、教学准备 

分组材料：学生自带各种形状的积木，实验记录单 

教师准备：建筑图片，积木搭建作品图片 

三、教学时间 

1 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教学导入 

大家玩过积木吗？我们前面学会了观察、比较和分类方法后，今天进行搭建

积木，相信我们将有更多的发现。 

（二）新课学习 

1. 探索什么样的积木更容易搭 

（1）每个小组准备好不同形状的积木 

（2）明确问题——什么样的积木更容易搭？ 

（3）学生猜想 

（4）讨论，明确做什么和怎么做：一种形状的积木、另一种不同形状的积木

不断搭高，比一比哪种形状更容易搭起来。  

（5）学生进行搭建，求证推测是否正确。 

（6）将容易搭的积木挑选出来，思考：“这些容易搭的积木有什么特点？”  

（7）小结：四四方方、表面平平的积木更容易搭。  

2. 试一试：我们组的积木可以搭多高？  

（1）要求：不但想办法往高搭，还要能用上更多不同形状的积木块。  

（2）小组分工合作，交待注意事项。 

（3）总结和鼓励 

（三）介绍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四）整理材料，下课。 

 

 

 

 



第二单元 探访大自然 

1 课 初识大自然 

一、教学目标 

1. 科学知识 

了解大自然里有什么，知道大自然里有许多秘密值得探索。 

2. 科学探究 

能静心听声音，判断和想象大自然中的事物。尝试搜集自然风光图片，尝试向

同伴介绍大自然风光。 

3. 科学态度 

感受自然的美丽、神秘，让学生热爱自然，激发探究欲；学习达尔文科学考察

过程中主要方法和不畏艰辛、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  

 

二、教学准备 

分组准备：提前搜集自己喜爱的自然风光照片，向大家介绍这是什么地方？最

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教师准备：蛙鸣、杜鹃鸣叫、公鸡叫、雷鸣等音视频资料。  

 

三、教学时间 

1 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教学导入 

大自然，是科学家们研究的对象。什么是大自然？大自然里都有些什么？这节

课，让我们来初步了解。 

（二）新课学习 

1. 提取对大自然的已有认知并予以丰富  

（1）老师播放来自大自然的声音（选取带有各种自然之声的声音资料，学生

听音判断和想象）。 

（2）学生认真听，把听到的声音与对应的物体（现象）画下来。 

（3）交流。学生将头脑中一幅幅大自然的画面，用图画和言语表述出来。 

（4）出示大自然的声音对应的事物（现象）图片，与之前的交流结果进行印

证或纠正。 

（5）学生介绍自己见过的自然风景，丰富学生对大自然的认识。（先小组内交

流再全班交流）。 

（6）小结。大自然里有山有水、有动植物，有各种自然现象（例如雷电）。 

大自然中蕴藏着很多奥秘，需要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大自然中的事物和现

象，揭示出其中的道理。 

2. 了解达尔文考察大自然的科技史实 

（1）阅读。学生看图、看拼音自读短文，然后互相讲讲达尔文的故事。 

（2）交流自己的收获和感想。 

（3）总结。我们要像科学家达尔文一样，爱自然，多观察、勤整理、记录、

善坚持。 



3.用手中的笔画出美丽的大自然。 

4.拓展：保护大自然。 

 

 

 

 

 

 

 

 

 

 

 

 

 

 

 

 

 

 

 

 

 

 

 

 

 

 

 

 

 

 

 

 

 

 

 

 

 

 

 

 

 

 



2 课 考察大自然——从校园开始 

一、 教学目标 

1. 科学知识 

了解一些属于大自然的事物，知道一些自然现象。 

2. 科学探究 

初步经历明确问题，在教师指导下制定考察计划，经历考察的过程，培养观

察能力。 

3. 科学态度、STSE 

乐于参与考察活动 观察仔细认真。感受大自然的美丽 在考察中知道要爱护

大自然。 

二、教学准备 

分组材料：学生活动手册中考察大自然的选项表，笔, 小收纳盒子。 

教师准备：考察提示 PPT 

三、教学时间 

    1 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教学导入 

这节课，我们将模仿达尔文考察大自然的方法，在校园中考察身边的大自然。 

（二）新课学习 

1. 明确考察对象 

提问：1. 我们的校园里有哪些属于大自然的事物？ 

2.我们在校园里考察身边的大自然，选取哪个区域进行呢？ 

2. 交待考察提示 

（1）选择植物多的地方 

（2）考察时，要记录观察到了什么和有什么发现。 

（3）带回 2-3 样大自然的物品。 

（4）爱护校园环境 

（5）注意安全 

3. 排队，教师带领下，在校园中的已选取区域进行考察。 

4. 完成考察任务之后，教师带领下排队返回教室。 

（三）整理，下课 

（1）各自整理自己带回的物品，并要求妥善保管好。 

（2）小组内交流自己的发现，为下节课作好准备。 

 

 

 

 

 

 

 

 

 

 



 

 

3 课 大自然中的发现 

一、教学目标 

1. 科学知识 

认识物品的特征。初步感知自然界的物品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的 

2. 科学探究 

培养观察、比较、分类能力。 

3. 科学态度 

细致观察，如实描述，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索自然的兴趣。 

4. STSE 

爱护环境，不破坏环境，引导学生建立科学与技术的关联。 

二、教学准备 

分组材料：放大镜，塑料托盘，自己考察带回来的自然物品 

教师准备：实物投影 

三、教学时间 

1 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教学导入 

提问： 

1. 观察物体，需要哪些感官参与？用感官观察时要注意些什么？ 

2.达尔文是怎样考察大自然的？ 

（二）新课学习 

1. 观察自己采集的大自然的物品 

（1）学习使用放大镜 

教师首先演示怎样使用放大镜——手持镜柄，眼看镜片中的物象，调整镜片

距离物体的远近，直至看到清晰放大的物象，然后学生练习。 

教师巡视指导并警示学生注意安全，例如“不要用放大镜对着太阳看，以烧

伤眼睛”。 

（2）小组内分享自己带来的物品，讨论怎么观察每个物体（借助感官和工具）。 

（3）指导制订观察计划（包括观察时组内成员怎样分工，如何做观察记录）。 

（4）学生观察。 

2.给自己采集的大自然的物品分类 

（1）确定分类的标准（一分为二） 

（2）自行分类 

（3）展示分类结果，小组内交流，相互评价 

（4）扩大物品范围（由个人物品到全组物品）再次分类 

（5）继续扩大物品范围（由小组到全班）再次分类 

（6）发现问题：物品越多，一分为二的分类标准比较难找。 

（7）教师指导：将物品按照有生命和无生命划分。 

3. 考察交流会 

（1）组内整理观察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2）全班交流，问题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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