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科学一年级上册教学计划 

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中心小学 

一、学情分析 

一年级的学生对周围世界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乐于

动手操作具体形象的物体。但是由于年龄较小，他们在观察、操作、

表达等方面的能力还有待提高，需要教师进行积极的引导和培养。 

二、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内容丰富，涵盖了多个科学领域。教材以活动为主线，

通过观察、实验、游戏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科

学素养。 

三、教学目标 

1. 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积极的科学态度。 

2. 帮助学生了解身边常见的科学现象，积累初步的科学知识。 

3.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4. 引导学生学会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四、教学重难点 

1. 重点 

（1）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 

（2）指导学生进行简单的观察和实验活动。 

2.难点 

（1）帮助学生理解一些较为抽象的科学概念。 

（2）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探究精神。 

五、教学措施 

1.利用多媒体、实物等多种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

效果。 

2.创设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科学。 

3.注重小组合作学习，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交流能力。 

4.及时给予学生鼓励和肯定，增强学生学习科学的自信心。 

六、教学进度安排 



（一）第一单元：《走进科学》（3 课时） 

1.第 1 课《走进科学课》 

介绍科学课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 

带领学生参观科学实验室，认识科学仪器。 

2.第 2 课《把它们立起来》 

通过口述或演示的方式描述立平衡车、立鸡蛋、立筷子等物体的

方法。 

通过观察和比较物体立起来的现象，提出感兴趣的问题。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能对立平衡车、立鸡蛋、立木棒等想办法解

决问题的事情产生浓厚兴趣。 

3.第 3 课《我的“小问号”》 

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的事物，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鼓励学生将问题记录下来，培养问题意识。 

（二）第二单元：《我们怎样观察》（6 课时） 

1.第 4 课《看一看》 

指导学生通过用眼睛观察周围的事物，描述事物的外部牲。 

观察眼睛的外部牲，会用正确的方法保护眼睛。 

能如实表达观察到的现象，意识到保护眼睛的重要性，注意用眼

卫生。 

2.第 5 课《听一听》 

指导学生通过科普书等方式描述耳朵的外部特征和来自不同方

向、不同物体的声音。 

能利用耳朵观察 ，辨识来自不同方向、不同物体的声音，养成

用正确的方法保护耳朵的习惯。 

能如实表达所听到的声音，愿意倾听他人的想法、乐于分享和表

达自己的想法。 

3.第 6 课《摸一摸》 

指导学生通过皮肤感知并描述不同物体的软硬、粗糙等特征。 

能观察皮肤，并用皮肤感知物体的冷热、软硬等特征。 

能如实表达皮肤处摸到的物体特征，乐于分享和表达自己的想



法。  

4.第 7 课《闻和尝》 

指导学生描述闻到的气味和尝出的味道。 

能用鼻和舌观察苹果、醋等物体的气味和味道。 

意识到保护鼻、舌的重要性，注意卫生保健。 

5.第 8 课《比一比》 

知道分类是需要先确定分类标准，标准不同，分类结果一般也会

不同。 

指导学生利用多种感官观察事物的外部特征，并根据外部特征对

事物进行比较与分类。 

能如实表达感觉器官感知到的事物的外部特征，乐于分享和表达

自己的想法；能在生活中使用分类的方法。 

6.第 9 课《给树做“名片”》 

观察树的组成部分，并能通过口述、画图等方式描述树的外在特

征。 

利用多种感官感知树的外部形态特征，制作树的“名片”。 

在好奇心驱使下，对常见的树产生探究兴趣，乐于交流分享自己

的想法和作品。 

（三）第三单元：《玩中学》（4 课时） 

1.第 10 课《玩小车》 

通过口述、画图等方式描述推力和拉力，表达自己的想法。 

通过对生活中常见的推力和拉力的观察和比较，提出感兴趣的问

题，做出简单的猜想；具有初步的收集信息和得出结论的意识。 

在好奇心驱使下，对生活中常见的推力和拉力产生探究兴趣；乐

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愿意倾听他人的想法。 

2.第 11 课《玩彩泥》 

通过玩彩泥、折纸、捏海绵、拉橡皮筋等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

并能为自己的想法提供证据。 

通过玩彩泥等观察与体验活动提出感兴趣的问题，能应用彩泥和

工具制作简单的手工作品。 



在好奇心驱使下，对玩彩泥等活动表现出兴趣并愿意进行更深入

的研究；愿意倾听他人的想法，乐于表达与交流。 

3.第 12 课《玩磁铁》 

观察磁铁的外部特征，通过口述、画图等方式对磁铁的形状等外

部特征进行描述。 

通过磁铁提出感兴趣的问题，并做出简单猜想，具有初步的提出

问题和制定计划的意识。 

在好奇心驱使下，对磁铁特性表现出探究兴趣；能如实记录生活

中应用磁铁的现象，乐于分享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4.第 13课《做纸蜻蜓》 

观察纸蜻蜓的外部特征和结构特点，通过口述、画图等方式描述

纸蜻蜓的结构。 

利用纸条完成制作纸蜻蜓的任务，能发现制作的纸蜻蜓存在的问

题，并尝试做出调整。 

对研究纸蜻蜓感兴趣，乐于将自己制作纸蜻蜓过程中的发现进行

分享，能倾听和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四）第四单元：《使用工具》（3 课时） 

1.第 14 课《认识放大镜》 

观察放大镜的组成部分，描述放大镜的外部特征；初步体验利用

放大镜可以更好地进行观察。 

使用放大镜观察物体的外部特征及现象 

了解放大镜在生活中的应用及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便利。 

2.第 15 课《研究削笔刀》 

尝试用多种途径了解削笔刀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对削笔刀进行拆解，研究其内部结构，了解工作原理，提出感兴

趣的问题。 

了解生活中常见的科技产品能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乐于分享自

己的观点，倾听他人的想法。 

3.第 16 课《修理玩具》 

根据修理的需要，判断并选择合适的工具；能突破思维定式，扩



展工具适用范围。 

利用身边的材料和简单工具动手完成简单的维修任务，发现作品

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 

了解工具的使用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便利；乐于表达自己在使用工

具时的想法，愿意与同伴合作完成修理玩具的任务。 

七、评价与反馈 

1.建立科学学习档案，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果。 

2.采用课堂提问、小组讨论、实验操作等方式，及时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 

3.组织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互评，促进学生的自我反思和共同进

步。 

八、教学资源 

1. 教材、教参、科学实验仪器。 

2. 多媒体课件、网络资源。 

3. 校园、公园等自然环境。 

九、教学进度 

周次 

年级 一年级 

日期 科学 

1 9.2-9.6 1 

2 9.9-9.14 2 

3 9.18-9.20 3 

4 9.23-9.27 4 

5 10.8-10.12 5 

6 10.14-10.18 6 

7 10.21-10.25 7 

8 10.28-11.1 8 

9 11.4-11.8 9 

10 11.11-11.15 10 



11 11.18-11.22 11 

12 11.25-11.29 12 

13 12.2-12.6 13 

14 12.9-12.13 14 

15 12.16-12.20 15 

16 12.23-12.27 16 

17 12.30-2025/1.3 - 

18 1.6- 复习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