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科学上学期教学计划 

    牟平第二实验小学 

一、学情分析 

经过学前教育的科学学习，学生已经基本具备了初步的科学知识、

操作技能以及初步的探索能力，并且思维方式开始从具体向抽象初步

转变。所以在后续的教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知识范畴，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新与自主探究能力，着重培养学生在动手与动脑

学习科学方面的兴趣，增多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以及进行自我研究

的机会，让他们联系实际生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进

而实现将科学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到生活之中的目标。 

二、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以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和事物为切入点，设置了《走近

科学》《我们怎样观察》《玩中学》《使用工具》四个单元。这种编排

方式符合一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心理发展水平，从他们日常能接触

到的内容入手，能够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其对科学的好奇心

和探索欲。 

四个单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引导学生初步“走近科

学”，对科学有一个宏观的认知，到教授“我们怎样观察”，为学生提

供观察事物的方法和视角，再到“玩中学”，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通过实践活动深入理解科学知识，最后到“使用工具”，进一步

提升学生运用工具进行科学探究的能力，这种由浅入深、从认知到实

践的编排，有助于学生逐步构建科学知识体系，培养科学思维和探究

能力。 

三、教学目标 

1.科学观念：知道泡泡液能吹泡泡、物体可借物或改变形状站立、

操作等时可提问。要识别人体器官及其功能与保护方式，明白分类需

定标准及不同标准影响结果，认识常见树木特征与制作树“名片”步

骤，了解推力拉力可改变物体形状、常见磁铁特性、纸蜻蜓制作、放

大镜相关知识、削笔刀相关内容以及活扳手等简单工具的功能与用法。 

2.科学思维：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能口述吹泡泡、立平衡车相关



内容与问题，运用器官观察描述事物特征并分类。对捏彩泥等活动可

分析并口述、画图表达想法，能观察描述磁铁、推力拉力、纸蜻蜓相

关情况。此外，能观察放大镜特征，多途径了解削笔刀，还能按需选

择工具扩展其使用范围。 

3.探究实验：学生通过相关活动观察体验后提出问题与猜测，利

用器官观察对象特征等并进行比较、分类及制作“名片”。对捏彩泥

等活动分析并用口述、画图表达想法，对磁铁、推力拉力、纸蜻蜓也

进行相应观察与描述。对推力拉力、玩彩泥、玩磁铁等活动能提出问

题、猜想，有相关意识，还能制作和改进纸蜻蜓。此外，学生在教师

指导下使用放大镜观察并比较，对削笔刀提问、猜测与拆解，发现结

构功能关系，对玩具能提出维修方案并进行维修。 

4.态度责任：好奇心使学生对吹泡泡等活动、常见事物与现象、

彩泥等研究都表现出直觉兴趣。他们乐于合作完成探究任务、发表观

点，能如实记录与描述现象、分享并倾听想法，还能意识到器官保护

的重要性。对生活中的科技产品和维修工具，学生有探究兴趣，意识

到它们能给生活带来便利，也乐于与同伴完成相关任务。 

四、教学措施 

1、开展生动的科技课，引领学生进行主动地探究学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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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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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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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安排： 

 

周次 课题 周次 课题 

第 1 周 吹泡泡 第 9 周 给树做名片 

第 2 周 把他们立起来 第 10周 玩小车 

第 3 周 我的小问号 第 11周 玩彩泥 

第 4 周 看一看 第 12周 玩磁铁 

第 5 周 听一听 第 13周 做纸蜻蜓 

第 6 周 摸一摸 第 14周 认识放大镜 

第 7 周 闻和尝 第 15周 研究削笔刀 

第 8 周 比一比 第 16周 修理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