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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

24-25 学年小学科学一年级（上）教学计划

一、学情分析

一年级学生进入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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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刚入学时，40 分钟的课堂学习对于小朋友来说有一定

的难度。

一年级上册科学在小学六年科学学习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说

他们在幼儿阶段主要是通过“玩”来认识和了解科学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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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是“有意思”、令人“感兴趣”，在一年级的课程

是“儿童的科学”，课堂中有大量的“探索空间”，孩子们可以表达

“个人看法”，提升科学素养。

二、教材解读

“什么是科学”“怎样做科学”诸如此类的问题，无法也不应该

教给孩子们，而是让他们在科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通过与之交融的

探究活动逐渐体验和理解。因此，一年级上册科学的主要功能是为六

年的科学学习打基础。

1.内容分析

一年级上册科学教学内容由“周围的植物”和“我们自己”两个

单元组成。其中“周围的植物”单元有 6 个教学内容，“我们自己”

单元有 7 个教学内容，总计 13个教学内容，原则上每个教学内容需

1课时来完成教学。另外每个单元最后都有“单元小结”和“科学阅

读”内容。

（1）“周围的植物”单元：本单元以观察、 记录、 交流能力

为培养重点, 促进学生科学观念的形成与思维发展。通过各类观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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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让学生知道描述植物的方法, 认识到植物的需要。通过对生活中

植物的用途的了解, 真切感受到植物, 作为我们人类的好朋友,为我

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和美的享受。 同时通过单元小结、科学阅

读是学生学习科学的一种方法, 学生通过阅读板块的插图和文字认

识更多周围的植物, 感受到植物的多样性。

（2）“我们自己”单元：在这个单元中，学生了解了我们身体

的基本结构, 知道眼、耳、 鼻、 舌、 皮肤是我们的感觉器官, 每

个感觉器官都有各自的功能, 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世界。

本单元还帮助学生回顾自己从出生到现在的生长变化, 推测未来的

身体信息, 引导学生关注身体的生长, 认同健康生活是自己的责任。

知道保护感觉器官的重要性, 了解保护感觉器官的方法, 形成健康

生活的意识。

2.板块分析

一年级的科学书每课一般由聚焦、探索、研讨和拓展四个板块组

成。在实际教学中，这四个板块并不是截然分开、机械使用的，四个

板块呈现的是一个有结构的，既符合科学家的工作特点，又符合儿童

认知规律的教学过程，目的是让儿童亲身经历和体验问题解决的系列

科学实践。这个实践过程与儿童转变他们的原有认识相关，与促进他

们对科学的理解相关，与发展他们的认识能力相关，而且一定是以科

学概念和科学探究共生的方式发生的。具体说明如下：

（1）聚焦板块：一般以陈述句的形式描述问题情境，以疑问句

的形式提出 1-2 个学生可以探究的科学问题，以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

语句与前一课的学习内容进行联系，体现课程的连贯性。

（2）探索板块：包括前概念测查、预测、探究计划的制订、收

集信息、组织和呈现证据以及形成初步解释。这一板块通常以陈述句

的形式出现，列出可供选择的观察和实验方法、有关的第二手资料和

数据呈现所需要的方法和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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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讨板块：呈现的是学生在交流、讨论、论证时所应围绕

的关键问题。一般以疑问句的形式指导学生抓住主题学习的核心，陈

述自己的观点，运用证据支撑自己的解释，在个人论证的基础上，展

开集体论证以达成共识。

（4）拓展板块：为学生提供一系列活动建议，以便他们在课外

开展进一步的探究，使他们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生活及其他新的情境，

或是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学习进行联系。

三、教学目标

1.“周围的植物”单元教学目标

（1）科学观念

①知道植物是各种各样的，认识一些植物的外部特征。

②知道植物具有很多特点, 能识别植物之间的异同。

③知道植物的生存需要环境, 认识到不同环境下植物的特征不

同。

④知道几种常见植物的名称。

⑤知道植物需要水、 阳光、 空气等条件, 了解植物在生长过程

出现的变化。

（2）科学思维

①通过回忆、交流、运用多种感官观察与比较一些植物，认识到

植物是各种各样的。

②通过对植物特点的比较、 分析, 能概括出植物特点, 尝试描

述观察到的

信息。

③用比较的方法观察不同环境下的植物, 分析植物的不同之处。

④通过观察和画 “像” 记录, 能分析植物与生活环境之间的联

系。

⑤依据观察到的现象搜集证据, 体会植物在不断地生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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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究实践

①能运用多种感官观察植物, 描述和记录植物的外部形态特征

变化。

②观察不同环境中的植物, 用简单的语言描述植物的外部特征

和生长环境。

③学会用画图的方式真实地记录植物的主要特征。

④在实地观察中, 能用简单的示意图来描述和记录植物的形态,

能提出自己感兴趣的有关植物的问题。

（4）态度责任

①能倾听、乐于表达和分享有关植物的信息。

②激发了解植物的兴趣, 培养爱护植物、 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2.“我们自己”单元教学目标

（1）科学观念

①通过观察身体的外部，知道我们的身体基本结构分为头、 颈、

躯干和四肢, 身体外形具有左右对称的特点。运用耳听、透光看、手

摸等方式探知身体的内部，初步认识到身体内部有骨骼、肌肉、心脏

等。

②知道从出生到现在, 我们的身体在不断地变化, 有些变化能

够说明我们在生长。

③知道眼、 耳、 鼻、 舌、 皮肤是我们的感觉器官, 能够帮助

我们认识周围的事物及变化等。

④理解每种感觉器官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局限性。知道保护感觉

器官的重要性, 学会简单的保护方法。

⑤认识到自己在未来会持续成长, 同时也理解每个人都会经历

这样的发育过程。

（2）科学思维

①能够运用耳听、 手摸、 眼看等方式收集信息, 据此推测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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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结构。

②通过比较衣服、 外貌和牙齿等方面的差异, 可以察觉到我们

身体的变化,

意识到自己正在成长。

③通过观察与比较, 能逐渐有意识地关注感觉器官及其作用。

④通过对哥哥、 姐姐们身体生长情况的了解, 能够推测自己身

体的生长变化情况。

（3）探究实践

①能够观察并描述身体的外部结构, 并用画图的方式记录。

②能够从不同角度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 并用画图的方式记录。

③在多次 “抓尺子” 的游戏活动中, 用表格记录、 画图记录

的方式记录游戏中的发现。

④在闻味辨物的活动中, 能恰当运用感官进行观察和比较, 区

分布袋里的物品。

⑤能够恰当地运用感觉器官进行反复观察, 通过画图的方式记

录观察中的发现。

⑥在制作 “时间胶囊” 的过程中, 能够选择适合放入其中的身

体信息, 并获取相关数据。

（4）态度责任

①能够如实将自己观察到的身体特征记录下来, 养成认真、 细

致记录的习惯。

②愿意在小组合作中表达自己的意见, 倾听他人的意见。

③能够保持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 保持科学研究的兴趣。

④认识到保护感觉器官的重要性，学会简单保护感觉器官的方法，

认同健康生活是自己的责任, 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四、材料清单

1.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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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 大蒜等种子, 校园图片，绿萝 (水培)、 菊花 (土培)、

石竹、 薄荷等常见植物盆栽，种植经验分享 (照片、 观察日记等)，

绿豆，种植盆，餐巾纸，土壤，种植工具，自己种植的植物，彩笔，

各类植物 (花盆上贴好名称)。

2.第二单元

人体结构拼图，能够证明自己长大的照片、衣服、用具等物品,

水彩笔, 白纸，反应速度尺，花椒， 大蒜，洋葱，橘子，不透光的

小布袋或无纺布袋，一张校园室外环境观察地图，一个苹果 (实物或

图片)，软尺，身高体重秤，准备封装“时间胶囊” 的容器，纸带。

五、具体教学措施

1.培养学生科学学习的兴趣和良好习惯

学习兴趣对于科学学习非常重要。在教学中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兴

趣，利用教材所提供的素材，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多样的学习活动。教

学时，时常关注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热情，多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允

许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想法。让每个学生喜欢上课、喜欢教师，进

而喜欢学科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上课坐好、

举手发言等外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

敢于提问、认真倾听他人的意见、乐于表达自己的想法等内在品质。

2.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科学

教学中，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设计生动有趣、直观形象的

探究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理解和

认识科学知识，鼓励每一位学生动手、动口、动脑，参与科学的学习

过程。

3.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与同伴合作交流

独立思考、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科学的重要方式。教学中要鼓励

学生在具体活动中进行思考，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与同伴进

行交流。在思考与交流的过程中，老师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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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学生中有价值的问题或意见，引导学生开展讨论，寻找问题的答

案。老师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与人交流的愿望和习惯，使学生逐步学会

运用适当的方式描述自己想法，学会注意倾听他人的意见。

4.培养学生初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材特别注重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教学中，教师应

该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随时引导学生把所学的科学知识应

用到生活中去，解决身边的科学问题，并尝试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科学

问题，了解科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体会学习科学的重要性。

5.创造性地使用科学教材，及时反思

科学探究能力是整体性发展的,科学探究的各种类型在教学活动

中应得到系统运用。教材只是提供了学生科学活动的平台，教学中，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设计教学活

动。教师还应适时记录下自己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反思，以不断改进自

己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

附件：

《植物》单元种植计划表

周次 课题 种植内容 备注

第一周 始业教育 准备种植物品

第二周 第 1课 水培大蒜、种大麦、向日葵等
一周记录 2次，可以拍

照、画见图、文字记录

第三周 第 2课 —— 记录植物变化

第四周 第 3课 种植绿豆（水培、土培）
坚持隔天记录一次植

物的变化

第五周 第 4课 可以带种植的植物到校观察 记录植物的变化

第六周 第 5课
带前期种植的植物和种植记录到

课堂展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