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单元《物质的变化》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教 材

版本
教科版（2017） 单元（或主题）名称 物质的变化

主 题

概述

本单元将引导学生用变化的视角观察生活、了解社会、关注科学，在观察实验

的基础上善于从文字、视频资料等途径获取与物质变化特别是化学变化有关的信

息，体验变化的无处不在和探究物质变化的无穷乐趣。通过学习，拉近学生与物质

变化的距离,化解他们对化学变化的恐惧感。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化

学观”，认识到化学变化是可观察、可研究，甚至是“美丽”的。

课 标

要求

一、核心概念：物质的变化与化学反应

二、学习内容：

2.3.1 知道有些物体发生变化，如纸燃烧、铁生锈等，构成物体的物质也发生改变。

三、学业要求：

（1）能举例说明物质发生变化时有些产生了新物质，有些则没有。

（2）能寻找证据解释和判断物体发生变化时，其构成物质是否改变。

（3）能设计方案，探究身边物体的变化。

（4）认识到要基于证据得出结论，面对有说服力的证据时能调整自己的观点；乐

于尝试运用多种思路和方法，完成探究和实践。

教 材

分析

本单元“物质的变化”共 7 课，从化学变化的概念、特征、现象、作用以及与

人类的关系等角度，帮助学生形成对自然界的基本认知——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是

变化的。第 1课，《厨房里的物质与变化》用“叙事+实验”的方式呈现科学的观察

视角。第 2~4 课，《产生气体的变化》《发现变化中的新物质》《变化中伴随的现

象》用“变化”引导科学的思维和逻辑。第 5~7 课，《地球家园的化学变化》《生

命体中的化学变化》《美丽的化学变化》突破以往知识结构模式，在学段范畴内实

现跨领域认知，将认识视野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各个角落，为科学概念的进阶提供知

识基础。

学 情

分析

在三年级“水”单元的学习中，学生已经初步感知到有些变化只会让物体的形

态发生改变，但构成物体的物质没有改变。本单元将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构成

物体的物质发生了变化。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化学是“高冷”的，等同于一串串

“神秘”的符号和一件件“冰冷”的仪器，在小学生的眼里也是如此。他们会用

“专业的实验室”“穿防护服的科学家”来阐述对化学的认识。同时，学生头脑里

的物质变化特别是化学变化往往是剧烈而壮观的反应现象，他们对化学变化既好奇

又恐惧。



本单元将学生对物质变化的认知引向深入，引导学生学会从宏观层面按照“是

否有新物质产生”的标准对物质变化进行分类。此外，经过长期的科学探究活动，

学生的探究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也掌握了一定的比较、分类、分析、推理等科学高

阶思维。

单 元

目标

一、科学观念

（1）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变化存在着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两种变化形式。

（2）化学变化与人类的生存、生活紧密相关。

二、科学思维 

（1）通过观察、实验等方法认识物质变化的本质特征。

（2）经历资料阅读、信息交流、推理论证等学习过程，体会物质无处不在、变化无

处不有。

三、探究实践 

（1）能对物质的变化进行比较与分类，判断该物质变化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

（2）能获取化学变化产生新物质特征，了解地球家园及生命体时刻发生化学变化。

（3）用举例、分析、概括的方法,感受到化学变化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和方便。

（4）能采用科学小报、调查报告等方式，呈现关于物质变化的探究过程与结论。

四、态度责任 

（1）对物质变化保持好奇心和探究热情。

（2）养成细心观察及时记录习惯，能够尊重实验事实，以事实为依据作出判断。

（3）愿意与人交流实验现象，分享观点。

单 元

结 构

化 活

动

达 成

评价

围绕课时学习目标

1.关注课堂问题预设与学生课堂反馈表现。

物

质

的

变

化

物

质

在

变

化

物质变化与

人们的生活

物理变化

（不产生新物质）

化学变化（产

生新物质）

形状改变

状态改变

大小改变

伴随现象

控制化学变化

颜色改变

发光发热

产生气体

产生沉淀

铁生锈（原

因、防治）

地球家园

生命体中



2.作业设计与学生答题正确率的及时分析。

3.对《物质的变化》的测试性评价。

围绕单元和主题目标分层设置单元测试。

单元

课时

课型

规划

课

时

课

型

课 时

内容

课时目标

（单元目标分配）

课 时 学 习 任 务

（或问题）（一

般 1-2 个）

达成评价

1 观

察

课

厨房里

的物质

与变化

（ 1）能够对水、食

盐、铁锅等厨房中的

物质特征进行观察描

述。

（2）用观察、比较、

分析、概括的方法,寻

找物质发生化学变化

的证据,对物质的变化

进行分类。

厨房里有什么

物质？

它们会发生什

么变化？

（1）知道世界是由物质

组成的，物质是变化的，

物质的变化是不同的。

（2）知道物质总是在不

断地变化。有些变化只改

变了物质的大小、形态

等，而有些变化产

生了新的物质，我们把产

生新物质的变化叫作化学

变化。

1 实

验

课

产生气

体的变

化

（1）能用实验的方法

研究发现有些物质变

化会伴随一些特殊现

象。

（2）能利用感官进行

仔细观察,对物质变化

的现象进行准确描

述。

（3）能以观察到的变

化现象如有气体生成

为依据,判断物质发生

了什么变化。

物质发生化学

变化时会有哪

些现象发生？

（1）知道物质发生变化

时，常常会伴随一些现

象，例如产生气体。

（2）知道物质发生化学

变化会产生新的物质。

1 实

验

发现变

化中的

新物质

（1）能用科学的语言

描述物质变化过程中

产生的现象。

（2）能根据物质变化

的现象判断该物质变

物质发生化学

变化时，新物

质是怎么产生

的？

（1）知道一些物质在变

化的过程中,会既发生化学

变化又发生物理变化。

（2）知道物质发生化学

变化会产生新的物质。



化是物理变化还是化

学变化。

（3）能通过观察、实

验、查阅资料和调查

分析等方式获取物质

发生化学变化产生的

新物质的特征。

2 讨

论

变化中

伴随的

现象

（1）能够描述物质变

化过程中所观察到的

现象。

（2）能够根据物质变

化的现象判断物质变

化是物理变化还是化

学变化。

物质发生化学

变化时会有哪

些现象发生？

（1）知道物质在变化的

过程中往往会有许多现象

发生。

（2）物质变化分为物理

变化和化学变化,可以根据

是否产生新物质来判别它

们。

1 实

验

地球家

园的化

学变化

（1）通过查阅资料与

分析推理寻找证据,尝

试解释煤、石油、氧

气的形成经历了复杂

的化学变化过程。

（ 2）体验探究中证

据、逻辑推理的重要

性,能将自己的分析结

果与已有的科学结论

作比较。

地球家园中有

哪些主要的化

学变化？

知道地球的很多资源如岩

石、矿物、煤、石油、氧

气等都是化学变化的产

物。

1 实

验

生命体

中的化

学变化

（1）能通过观察、实

验等方式获取事物的

信息。

（2）能基于所学的知

识运用分析、比较、

推理、概括等方法得

出科学探究的结论。

我们的成长过

程经历哪些变

化？

（1）知道食物能够为人

体提供能量和营养。食物

被人体消化吸收的过程是

缓慢的,这个过程发生了化

学变化。

（2）知道情绪的产生也

与化学变化有关系。

1 实

验

美丽的

化学变

（1）能够对比观察紫

甘蓝叶片分别与白

我们观察过哪

些美丽的化学

（1）知道紫甘蓝与白醋

的反应是化学变化。



化 醋、水的反应过程并

进行描述。

（2）用举例、分析、

概括的方法，感受到

化学变化使我们的生

活变得美好和方便。

变化？ （2）知道化学变化有其

美丽的一面。人类要利用

好化学变化，让我们的生

活更美好。



4.1《厨房里的物质与变化》教学设计

一、素养目标

1.科学观念：

通过观察厨房里的常见物质及其变化，认识物质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物质的变化是不同的，

有些变化只改变了物质的大小、形态等，而有些变化产生了新的物质；知道产生新物质的

变化叫化学变化。

2.科学思维：

通过观察、比较、分析、概括的方法区分不同的物质变化。

3.探究实践：

对厨房中的物质特征及其变化进行观察描述，寻找物质发生化学变化的证据，并对物质的

变化进行分类。

4.态度责任：

通过观察厨房物质及其变化活动，发展探究身边常见物质变化兴趣。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观察厨房中的常见物质,描述其特征、用途及发生的变化。

难点：用观察、比较、分析、概括方法,寻找物质发生化学变化证据,对物质的变化进行分

类。

三、评价任务 

表现程度评价任务 评价标准

☆☆☆ ☆☆ ☆

自

评

互

评

师

评

厨房中的物质 能观察描述物质特征，并

推测其作用

能 基本能 不能

厨房中的变化 能知道物质是变化的，且

变化不同

能 基本能 不能

不同的变化 能辨别物理变化和化学变

化

能 基本能 不能

学习收获

四、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 设计意图 效果评价

（一）

情境导

入

1.教室里的课本和桌椅、居住的房子、地球上的

各种动植物、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以及我们的身

体，它们是由什么构成的？

明确：它们是由物质构成的。我们的生活离

旨在打开学

生对物质变

化的认识视

野 ,激发学

关注学生对

物质概念的

理解



不开物质。

2. 学生观看视频，交流对物质的理解。

生研究物质

世界的兴趣

（二）

探究活

动

评价活动一：厨房中的物质

1.观察下面三种厨房里的物质，它们有什么特

征，以及有哪些用途。

温馨提示：怎样描述物质特征？

（1）感官认识：看颜色、样子，闻气味，尝味道

和摸上去感觉

（2）科学知识：液体的流动性、固体的形状、软

硬程度、材料特征、物体的传热性能

    明确：

（1）水，透明、会流动的液体，没有味道，可以

用来洗菜、煮饭刷碗.

（2）食盐，白色的微小晶体，咸的，可以用来做

调料。

（3）铁，坚硬且传热快，可制作铁锅、铁铲、铁

炉。

塑料或木头，可以隔热，做锅把手、椅子。

2.你还知道哪些厨房里的物质，它们有什么特

征，以及有哪些用途？

活动评价二：厨房中的变化

1.各种物质都在不断地变化，很多变化都与我们

的生活息息相关。

观看视频，交流物质的变化。

2.把我们在厨房中能观察到的物质变化记录下

来。

明确：

活动一：引

导学生对厨

房里的物质

进行观察和

描述，了解

物质的特征

决定作用的

规律。

活动二：收

集、观察、

分析厨房中

常见物质的

变化，认识

到物质的变

活动一：考

查学生能否

观察描述物

质特征并推

测 物 质 作

用。

活动二：知

道物质是变

化的，且变

化不同。有

的变化速度



①米经过蒸煮才会变成饭

②冰箱可以将水冻成冰块

③面包放置久了会发霉

④水果能做成罐头

⑤食盐放进水里便溶解

⑥鸡蛋清和蛋黄烹饪后变成鸡蛋饼

活动评价三：不同的变化

1.水烧开后沸腾，变成水蒸气，物质变了吗？当

温度升高，冰慢慢融化，物质变了吗？

明确：烧开的水改变了温度和状态，慢慢融

化的冰块改变大小和状态，没有产生新的物质。

2.咬过的苹果放置一段时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铁锅长时间不用会怎么样？

明确：咬过的放置的苹果会改变颜色，铁锅

长时间不用会生锈，它们都产生新的物质。

3.小结

物质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有些变化只改变了

物质的大小、形态等，而有些变化产生了新的物

质。产生了新物质的变化叫作化学变化，没有产

生新物质的变化叫物理变化。

判断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标准：是否产生

新的物质。

4.下面几幅图代表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变化，这

些变化改变的是什么？有新物质产生吗？

明确：

（1）烟花又称花炮、烟火、焰火，由我国古代人

民发明，常用于盛大的典礼或表演中。烟花与爆

竹的结构类似，其主要成分是黑火药。

化 无 处 不

在。

活动三：引

导学生比较

不 同 的 变

化，找出变

化的相同点

和不同点。

快，有的变

化速度慢。

活动三：考

查学生能否

辨别物理变

化和化学变

化。



（2）泡沫灭火器灭火时，能喷射出大量二氧化碳

及泡沫，它们能黏附在可燃物上，使可燃物与空

气隔绝，达到灭火的目的。

（3）铜狮，是由青铜合金(红铜与锡的合金)铸成

的器物，诞生于人类文明阶段的青铜时代。

5.拓展：我们身边的化学无处不在

学生观看视频，了解化学变化无处不在。

（三）

知识总

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谈收获、启

示，实现科

学育人。

鼓励学生多

谈收获，及

时 给 予 表

扬。

五、成果集成

我们通过观察厨房里的常见物质及其变化，认识物质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物质的变化

是不同的，有些变化只改变了物质的大小、形态等，而有些变化产生了新的物质；知道产

生新物质的变化叫化学变化。

六、作业设计

【知识技能类作业】

1.填空题

（1）铁生锈是一种__________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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