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牟平区武宁街道北官庄学区小学一年级
（零起点）科学上学期教学计划 

一、指导思想 

小学科学课程是以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学生生活

经验的扩展为主线，以学生探究能力、思维能力培养为辅线进行

整体构建。积极倡导让学生亲身经历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激

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发展他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使他们

学会探究解决问题的策略，为他们终身的学习和生活打好基础。 

二、学生情况分析 

我校一年级现有 4 个教学班，孩子们因为刚进入小学，新的

学习和生活对孩子们来说充满了好奇和有趣，对学校、环境、老

师、同学、课堂学习、学校的要求都充满了新鲜感。同时他们年

龄小好动、易兴奋、易疲劳，注意力容易分散，尤其是 40 分钟

的课堂学习习惯的培养，对于他们来说极其重要！  

一年级上册科学在小学五年科学学习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

幼儿阶段孩子们主要是通过“玩”来认识和了解科学，从现在起，

他们进入的将是一门“课程”。 课程的含义是具有明确的教学目

标和系统的设计。对《科学》这门课程充满着好奇。因此在今后

的教学过程中要逐步大学生知识范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自主

探究能力，培养学生动手动脑学习科学的兴趣，增加学生的社会

实践活动和自我研究能力，联系他们的实际生活，用所学知识解

决生活中的问题，最终达到将科学知识创造性应用到生活中去。 



三、教材分析  

青岛版科学一年级上册以《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为编写依据，遵循科学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和学生身心

发展的特点，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致力于构建

开放的、富有活力的教材体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科技活动兴趣和

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本册教科书共计 16 课。以主题研究的

形式编排了《走进科学课》、《我们怎样观察》、《玩中学》、《使用

工具》四个单元。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主要线索，以大自然的特

殊现象为主要内容展开科学探究活动，将“科学探究、科学知识

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有机地整合。促使学生在“事物宏观的外部

表象与微观的内部特征”之间建立联系，进行以“逻辑推理”为

主的思维技能训练。 

教材以学生社会经验的扩展为主线，以学生探究能力、思维

能力培养为辅线，整体构建教学内容；以模块化结构构建各课教

学活动；以融合性的“知识乐园”“素养园地”“反思空间”等方

面的目标为评价依据，设置单元评价，促进学生发展。培养学生

观察与测量、采集与分析的能力。尝试用学到的科学知识与技能

去分析、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使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地结合

起来。 

四、教学目标 

1．通过科学课程的学习，知道与周国常见事物有关的浅显

的科学知识，并能应用于日常生活，逐渐养成科学的行为习惯和



生活习惯。 

2．了解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尝试应用于科学探究活动，

逐步学会科学地看问题、想问题；保持和发展对周围世界的好奇

心与求知欲，形成大胆想象、尊重证据、敢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和

爱科学、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3．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积极参与资源和环境

的保护，关心科技的新发展。 

4．在科学课上，引导学生学会有条理地进行观察，学会对

观察对象的描述与记录，要懂得运用证据形成个人看法，懂得展

示证据的重要，懂得与同伴合作和交流，让他们养成注意倾听和

深入思考的习惯。 

5.注意培养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探究

过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训练。增强学生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勇气，

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把所学到的知识用到生活中

去。 

五、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本册教科书的编排从探究对象上看，重点强化了认识

事物外部的变化，强化对事物外部表象的观察，通过学生的看、

听、摸、闻、尝等方式让学生感知自然；结合学生实际让学生在

玩的过程中体验科学世界带来的奇妙，培养学生的探知能力。 

难点：使学生形成科学的自然观，学会用联系的观点和思维

方式认识问题。探究逐步加深，螺旋上升更加明显，让学生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六、教学措施  

本册教材为科学学科的初始教材，教师应在培养学生认知

方面上形成好的教学思路，积极引导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 

1.结合学生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多采用游戏活动的形式，让

学生在参与中感受《科学》学习的乐趣。通过活动使学生亲身经

历科学探究，从而加深对科学认知、对科学探究、对科学学习的

理解。  

2.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先进的电教手段来辅助教学。利用现有

的信息技术知识，上网查找资料，搜集图片、报刊等。在教学中

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根据教材特点，让学生查一查、画一

画、读一读、说一说、想一想、做一做，多种感官并用，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培养学生动手、动口、动脑的能力。 

3．充分利用好学校的科学实验室，尽可能的去科学实验室

上课，做到多做多练，多通过实验提高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从中得到收获。 

4．注重课外的拓展研究，不只停留在课堂，带领学生到大

自然中去，到社会中去，将科学课的学习从课堂延伸扩展到活动

课程，扩展到家庭和社会。 

 

 

 



 

附：教学进度 

周次 教学内容 

第一周 吹泡泡 

第二周 把它们立起来 

第三周 我的“小问号” 

第四周 国庆节假期 

第五周 看一看 

第六周 听一听 

第七周 摸一摸 

第八周 闻和尝 

第九周 比一比 

第十周 给树做“名片” 

第十一周 玩小车 

第十二周 玩彩泥 

第十三周 玩磁铁 

第十四周 做纸蜻蜓 

第十五周 认识放大镜 

第十六周 研究削笔刀 

第十七周 修理玩具 

第十八周 复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