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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第 1课时　了解我们的住房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1）住房都是有一定结构的，根据需求不同，结构也会存在差异。

（2）住房由供水、供暖、采光、电路等多个系统组成。

（3）住房需要经历一定的建造过程，每一个过程都非常重要，需协同发挥作用。

2.探究目标

（1）能结合自己家的住房，说出住房的结构（功能分区），以及供水、采光、供暖等主要系

统。

（2）能通过查阅资料及相互交流，简述住房的基本建造过程。

二、知识梳理

1.住房都是有一定结构的，根据　需求　不同，　结构　也会存在差异。 

2.住房的结构分类（多个分类标准）

（1）从　功能　分类，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等。 

（2）从　高度　分类，有低层、多层、小高层、高层、超高层等。 

（3）从　楼体结构　分类，有砖木结构、砖混结构、钢混框架结构、钢结构等。 

3.住房由　门　、　窗　、　柱子　、　梁　、　墙体　等基本结构和　供水　、　排水　、　

电路　、　采光　、　通风　、　供暖　、　燃气　、　网络　等多个基本系统组成。 

4.住房需要经历一定的建造过程，每一个过程都非常重要，需要　协同发挥作用　。 

5.住房建造的过程一般经历：

选址→设计→建造→评估→改进。其中　设计　是核心。 

三、实验解析

1.实验重现

（1）实验名称：标出住房所具有的系统

（2）实验材料：住房图纸（学生活动手册）、笔等。

（3）实验步骤：观察住房图纸，在图中标出房屋所必须具有的系统。

（4）实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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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验结论：住房必须有门、窗、承重等基本结构和供水系统、排水系统、通风系统、

采光系统、供暖系统、电路系统、网络系统等基本系统。

2.指点迷津

在房屋建造过程中，一般包括哪些工作阶段？核心是哪个？ 

　　建造房屋的过程有选址、设计、建造、评估、改进。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不可缺少，

其中设计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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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课时　认识工程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1）许多发明创造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可以在自然界找到原型。

（2）工程建设需要运用相关科学知识以及技术的支撑来完成。

（3）工程需要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完成任务，要经历类似的建设过程。

2.探究目标

（1）能通过阅读资料知道工程建设需要面临的限制条件有哪些，又是怎样解决难题的。

（2）能根据工程案例归纳出工程建设过程的相似步骤。

（3）能了解工程建设所需的科学技术支持，分析工程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二、知识梳理

1. 港珠澳大桥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伟大工程之一。经过九年施工正式开通，全长　55　千

米，是集　桥　、　岛　、　隧　为一体的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2.工程的关键是　设计　，工程是运用　科学　和　技术　进行设计、　解决实际问题　和　

制造产品　的活动。 

3.港珠澳大桥面临的限制和挑战以及解决办法：

限制和挑战 解决办法

桥面高度、塔高与香港机场对建筑物高度的要求相

互影响
相应海域修建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

桥梁和隧道需要用岛屿连接 修建人工岛

海底淤泥问题与环境保护 用圆钢筒围岛

4.工程建设中的相似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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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天眼”、高铁、“鸟巢”体育馆、“天宫”空间站等工程项目包含了大量的　科学原

理　，利用了大量的　科学发明　，使用了　现代科学技术　。工程的建设需要运用相关　

科学知识　以及　技术　的支撑来完成。 

第 3课时　建造塔台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对一项工程的设计需要考虑到各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联。

2.探究目标

（1）能够考虑到建造塔台所涉及的各个因素。

（2）能够根据教科书中的“标书”样本制订出建造塔台标书。

（3）能够利用文字、绘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创意与构想。

二、知识梳理

1.建造塔台需要考虑的因素：

（1）对一项工程的设计需要考虑到各因素以及　各因素　之间的　关联　。 

（2）足球教练训练塔台　不固定　位置，可以随需要　变换位置　。这就需要建造的塔台

具有　方便移动　、　抗风　、　抗震　等多项功能。同时，工程项目还要求教练能够站在

上边指挥训练，其　承重能力　、　高度　和　安全性　也是重要项目要求，是核心与重点。

 

（3）　美观　、　成本　等属于在重点基础上的综合点。 

2.制订标书：

（1）塔台竞标标书项目：　建塔位置　、　使用材料　、　塔的设计　、　成本预算　、　

人员分工　、　时间分配　等。 

（2）竞标要点：　项目成本　和　项目安全性　。 

3.投标发布会：

（1）小组进行投标讲解，利用文字、绘图的方式介绍本组塔台设计的　优势　，阐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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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安全　和控制　项目成本　的设计。 

（2）　项目安全性　和　项目成本　是工程设计的重点，二者的　协调统一　是工程设计

的关键，工程的关键是　设计　。 

三、实验解析

1.实验重现

（1）实验名称：制定标书

（2）阅读标书内容，研讨具体内容：

（3）以小组为单位制定标书。

注意事项：制订标书要合理，准确使用文字、图画、标注等多种形式表达。在设计中还要考

虑承重、安全、抗风抗震能力等问题 。重点关注项目安全性和项目成本。

塔台竞标标书

日期：2022 年 4 月 23 日

A.建塔位置：跑道边上

B.使用材料：

①承重：空钢管、实钢管、钢筋。

②外表：塑料皮、栅栏、木头、钉子。

③移动：滑轮、固定架、焊接器等。

C.塔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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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成本预算：材料费 3000 元，人工费 800 元。

E.人员分工：甲组绘制设计图，乙组购买材料，丙组进行建造，丁组进行测试、评估及改进。

2.指点迷津

建造塔台时怎样使它更稳固？ 

　　建造塔台可以采用框架结构，遵循上小下大、上轻下重的原则，使塔台更加稳固。 

成本预算如何计算？ 

　　先参考市场，例如钢管 90 元/根（口径 4.8 厘米），木料：10 元/米（横截面长 6 厘米，

宽 4 厘米）等。电焊工 400 元/天，木工 320 元/天等。再依次计算需要的用量，各工种需要

的时间。最后得出总成本。　 

第 4课时　设计塔台模型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1）工程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个因素及之间的关联。

（2）工程设计中蕴含着一定的科学知识。

2.探究目标

（1）能根据建造塔台的具体任务，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制订出建造方案。

（2）能根据限制条件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塔台模型，并能用文字和绘图的方式表达创意。

（3）能深入思考，发现并解决设计中的难点问题。

（4）能反思自己的设计，不断改进。 

二、知识梳理

1.　建立模型　是工程设计中的重要环节，工程师常通过建立模型来测试他们的设计。 

2.　工程设计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个因素及之间的　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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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建造塔台模型的过程：　设计　、　制作　、　测试　、　评估　、　改进　。 

4.设计塔台的要求包括高度（60 厘米）、　底部不粘连桌面　、使用固定材料、承　重　、　

抗风　、　抗震　、稳固、美观、价廉（节省材料）。 

5.三角形具有　稳定性　，具有一定的　承重和抗压性　。 

6.设计塔台考虑的因素：

（1）塔台的稳定性：多用　三角形　结构，接口处固定牢固。塔身　上小下大　、　上轻

下重　。 

（2）抗震方式：

①耐震：加大底部面积或加重底座重量。

②制震：塔台底部加入弹簧。

③免震：塔台底部加入滚珠。

7.控制成本：不能太大、太高，以防材料不够用。

三、实验解析

1.实验重现

（1）实验名称：三角形的稳定性

（2）实验材料：三角形框架、正方形框架。

（3）实验步骤：用食指分别从两种形状框架上部中点往下压，感受它们的承重能力，观察

它们形状的改变。

（4）实验现象：

（5）实验结论：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具有一定的承重和抗压性。

2.指点迷津

如何保证塔台的倾斜角大小？　 

　　设计图上需要将塔台拆分成面，计算每个面的大小并标注，以此控制塔台的倾斜，保证

限定条件的落实。　 

第 5课时　制作塔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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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制作模型是工程设计的重要环节。

2.探究目标

（1）能依照设计方案，制作出塔台模型。

（2）能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引发新思考。

（3）能根据塔台模型制作评价表反思所制作模型的优劣。

二、知识梳理

1.模型要完全按照　设计图纸　进行制作。模型成品为　测试与评估　提供了可能。模型是　

改进设计　完成工程任务的重要依据。 

2.制作塔台模型：

（1）制作活动的核心：制作塔台　模型　要与　设计方案　相一致。 

（2）搭建顺序：　底座搭建　、　侧面搭建　、　整体搭建　。 

（3）塔台模型的稳定性：立柱尽量　等高　，使用　三角形　结构。 

（4）成本控制：塔台的　接口处　要固定牢固，同时也要考虑　节省　胶带。 

（5）注意事项：安全、轻声、干净。

三、实验解析

1.实验重现

（1）实验名称：制作塔台模型

（2）制作模型注意事项： 注意安全、轻声交流、收拾干净。

（3）制作塔台模型的材料：吸管、胶带、剪刀、红笔、滚珠、弹簧、钩码等。

（4）明确提示与要求：制作塔台模型要与设计方案相一致。塔台的接口处要固定牢固，同

时也要考虑节省胶带。立柱尽量等高，使用三角形结构。为塔台模型命名。

（5）模型展示：

模型名称 模型 说明

围栏防护型
上、下面为正方形，顶部带防护栏，底部四角配

重用来抗风抗震

脚手架型
底部方形，顶部三角形，在实现工程要求的前提

下，尽可能节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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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托抗震型

虽然整体结构没有呈现出上小下大的形状，但是

底部设计了四个三角形组合结构，在保证稳定的

基础上融入抗震设计

金字塔型

大量三角形结构保证了塔台的稳定性，底部加重

保证抗风抗震能力，各个接口处用大量胶带固定

保证塔台坚固

2.指点迷津

以上几种模型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均包含了大量的三角形结构。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具有一定的承重和

抗压性。　 

第 6课时　测试塔台模型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1）测试是工程设计中的重要环节，是衡量设计是否达到规范要求的重要方法。

（2）完成一项任务（测试）需要使用特定的工具。

2.探究目标

（1）能依据标准对塔台模型进行测试并记录。

（2）能对测试结果进行反思，能找到问题所在。

（3）能将问题进行梳理、归纳。

二、知识梳理

1.　测试　模型是工程设计中的重要环节。模型是设计的具体表现，测试是对设计是否合理、

科学、符合要求的检验。　测试标准　就是工程设计明确的　评价指标　。塔台　模型制作

评价表　就是本课测试塔台模型是否达标的依据。 

2.测试塔台模型的各项功能，需要使用不同的　工具　。 

（1）“塔高”要求达到 60 厘米，　米尺　可以满足需要。 

（2）“顶端承重”可以借助水瓶或书本等重物，注意选择的重物要一致，方便学生比较。

（3）“抗风能力”可以借助电风扇的不同风力等级完成。

（4）“抗震能力”需要用专业仪器进行地震模拟，便于科学准确地分出等级。

（5）“材料成本统计”由材料量化进行计算。

（6）“分工合作”和“美观”是无法量化的项目，需要全班评议，共同商讨。

3.测试从　塔高　、　顶端承重　、　抗风能力　、　抗震能力　、　设计图及文字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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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本统计　、　分工合作　、　美观　八个方面打分。 

三、实验解析

1.实验重现

实验名称 测试塔台承重 测试塔台高度
测试塔台

抗风能力

测试塔台

抗震能力

实验材料
质量一样的重物

若干
米尺、书 电风扇 模拟地震仪

在塔台上方放置

一块薄纸板

米尺 0 刻度线与塔

台底端保持水平

将电风扇放置在离

塔台一定距离的位

置 

将塔台放置在模拟

地震仪上实验步骤

及数据

的记录
在薄纸板上逐个

放置重物，并记录

放置的数据

在塔台旁，米尺竖直

放置，平视读出米尺

的数据并记录

将风力慢慢调大（共

三挡），记录塔台能

承受的风力

逐渐增大地震等级

并记录数据

　 各组梳理塔台模型建造中的问题：

（1）塔台模型高度太高，对于抗风有一定影响。

（2）塔台模型承重结构不多，造成承重能力差。

（3）制作还不够精细，角度不正对于抗震有影响。

（4）吸管用量过多导致成本过高，浪费材料。

（5）底端重量较轻，不利于抗震。

（6）制作过程中测量有误差，成品有倾斜的问题。

2.指点迷津

哪些项目属于工程一定要达到的要求？哪些是相对次要的？哪些是加分项目？

　　塔高、顶端承重、抗风能力、抗震能力是必须达到的要求。材料成本统计是相对次要的。

设计图及文字说明、分工合作和美观是加分项目。　 

第 7课时　评估改进塔台模型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工程要反复评估改进，不断完善，才能达到最终的工程要求。

2.探究目标

（1）能依据评估标准，针对每一组模型开展小组自我评估与小组间评估。

（2）能根据评估结果，梳理出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3）根据已梳理的问题，依据塔台模型制作评价表再次改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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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梳理

1.建造塔台需要经历　明确目标　、　在限制条件下进行设计　、　设计模型　、　制作模

型　、　测试模型　、　评估模型　、　改进设计　等一整套活动。设计活动具有　循环往

复　和　闭环性　的特点。 

2.工程要　反复评估改进　，　不断完善　，才能达到最终的工程要求。 

3.设计方案修改记录：

（1）进一步调整塔台模型主体结构的吸管，降低高度，提高承重能力。

（2）加强塔台模型中间吸管的稳定性，多制作三角形结构，全面提高稳定性。

（3）减少多余的吸管与胶带，减少材料的损失，降低塔台模型的成本。

（4）底部需要加重，并重新调整结构，让底部更大，使塔台模型在抗风抗震测试中更稳固。

（5）制作过程随时进行准确测量，进一步减少误差。

（6）减少多余的吸管，让胶带缠裹减少，提高连接的有效牢固度。

三、实验解析

1.实验重现

（1）实验名称：评估改进塔台模型

（2）实验材料：塔台模型、塔台模型设计方案、测试塔台模型验记录表。

（3）实验步骤：小组针对塔台模型进行交流评估、明确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将问题记录下来、

按改进要点修改塔台模型设计方案、改进塔台模型。

（4）改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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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点迷津

小组建造的塔台按照改进后的设计需要重新加工吗？ 

　　要。应该继续完成本工程的应有活动内容，体现工程师工作的特点。我们要让它更符合

建造的要求。　 

第二单元

第 1课时　校园生物大搜索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校园中生活着不同种类的生物。

2.探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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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运用分区域调查的方法研究校园生物的多样性。

（2）能根据实际需要制订可行的调查活动方案。

（3）能根据调查，记录校园生物的种类及分布情况。

二、知识梳理

1.校园中生活着　不同种类　的生物。 

2.科学家研究一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通常要对这个区域的生物种类进行调查：一是统计　

一个区域　内生物的　种类数目　，二是统计　单位面积　内生物的种类数目。 

3.调查校园生物包括：　明确调查任务　、　制订调查方案　、　进行实地调查　。找一张

校园平面图，将校园划分为　不同的区域　，按小组　分区域　调查，最后通过　汇总　各

组的调查结果，完成对整个校园生物种类的描述。 

4.制订调查方案：

（1）明确调查目的、调查地点、调查时间。

（2）统计所调查区域内所有的生物种类并记下它们的名称，将不认识的生物　画下来或拍

照片　。 

（3）通过　动植物留下的痕迹　判断在这里生活过的生物，不漏掉任何一种生物。 

5.在校园平面分布图上　标注出观察到的动植物　。 

6.校园生物大搜索活动注意事项：

（1）不破坏生物环境，注意自身的安全。

（2）小组成员要团结互助，及时把自己的发现进行记录。

（3）分区域、分时段、分工明确。

三、实验解析

1.实验重现

（1）调查目的：校园中的生物多样性。

（2）调查地点：花坛。

（3）调查时间：现在开始到下次上课前。

（4）调查用具：放大镜、照相机、生物分类的图书资料、笔、记录本等。

（5）调查方法：①观察花坛中所有的动物和植物，统计它们的数量，记下它们的名称。②

把不认识的动植物画下来或拍照片。③从脚印、粪便、毛发等踪迹推测躲藏起来的动物和

曾经来过的动物，将它们记录下来。

（6）成果形式：在校园平面分布图上标注出观察到的动植物。

2.指点迷津

要不要记录下来经常飞来的鸟？　 

　　要记录下来经常飞来的鸟。同时不要采摘调查时见到的植物或伤害调查时见到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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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课时　制作校园生物分布图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不同环境中生活的生物种类和数量不同。

2.探究目标

（1）能用二歧分类法对植物进行分类。

（2）能通过制作生物分布图呈现调查结果。 

二、知识梳理

1.校园中生活着很多的生物。　不同环境　中生活的　生物种类　和　数量　不同。 

2.利用二歧分类法对植物进行分类：

　　确定　一个标准　，将我们发现的校园植物分成　两类　，在每一类下，再确定　新的

标准　，将其分为两类，继续确定新的分类标准，直到　不能再分　为止。 

①草质茎：茎中木质部成分　少　，通常较柔软，易折断，外表常呈　绿色　。如水稻、

小雏菊、荷花、竹子、牵牛花等。 

②木质茎：茎秆坚硬，大部分由木质部　组成。如银杏、松树、梨树、迎春花等。 

3.在制作校园生物分布图时，应先将校园中的生物　编上号码　，再将　编码　标注在校园

平面图的　相应位置上　。也可以将我们画的　生物图　剪贴在分布图旁边，用箭头指出它

所在的位置。 

4.校园中的　花坛里　、　草地上　、　池塘里　生物种类较多，　水泥地面　部分、　教

室中　生物种类较少。说明生物生存需要　适宜　的环境。 

5.有些动物以植物为食，动物的粪便可以给植物生长提供养分，有些动物疏松土壤的行为有

利于植物生长。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生存的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三、实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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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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1411010540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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