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教粤科版科学四年级下册全册教案

《白兰和根杏）教案

一、 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小学科学四年级卜册第一单兀第一节《白兰和银杏h

卜:要介绍J'白又和银杏这两种植物的特点和生长环境.通过学习本节 

课.可以让学生了解植物的基本特征和不同植物的生长环境，培养学 

生的观察能力和探兄精神。

二、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 了解白兰和银杏的基本特征：

（2） 了解白兰和银杏的生长环境及K.适应性：

（3） r解植物的基本特征，如根、茎、叶、花、果实等。

能力目标：

<i）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探究精神：

<2）培养学生的分类思维和归纳总结能力；

（3）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

情感目标：

（1） 培养学生的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2）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三、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

（1）白兰和银杏的基本特征：



（2）植物的暴本特征，如根，茎、叶、花、果实等。

教学难点：

（1） 如何止学生正确理解植物的基本特征：

（2） 如何让学生了解不同植物的生长环境及其话应性。

四、 学情分析

本节课是小学科学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一节，学生己经学过了 

植物的基本特征,如根' 茎、叶、花、果实等。但是，学生的观察能 

力和探究精神还需要进•步培养.需要老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积极探 

究和学习.

五、 教学过程

第一坏节：导入环节

1. 教师通过一张图片让学:生猜测图片中的植物地什么，例如一张 

白兰的图片。

2. 让学生说出植物的基本特征，例如根、茎、叶、花、果实等。

第二环节：星现环节

I.教师通过图片让学生了解向兰和银杏的基本特征，例如白兰的 

叶子呈长条形，花朵门色或淡黄色，银杏的叶子呈扇形,果实为核果 

等.

2•让学生观察闩兰和银杏的叶子、花、果实等，了解它们的相同 

点和不同点，例如银杏叶子有锯齿.而白兰叶子光滑.

3.通过展示不同地方的白兰和银杏，让学生了解它们的生长环境 

及其适应性，例如白兰适合生长在阴湿的环境中，而银杏适合生长在



温暧的气候和较混润的土填中。

第三环节J探究环节

1.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让学生视察课堂I•.准簿的植物标 

本，例如仃合、菊花、玫瑰等，r解植物的基木特征，例如百合的花 

朵早钟形，花辫白色，菊花的花朵芋网推形，花/黄色等n

2. 让学生在小组内讨论并总结出不同植物的基本特征，并进行分 

类十纳,例如把菊花和玫瑰队为同一类，因为它们都是有茎的植物. 

而把而金和银杏归为同•类，因为它们都是没有花瓣的植物。

3. 让学生在小处［内进行合作学习，共同完成任务，例如让学生在 

小组内制作•张植物分类表格.将观察到的植物按照不同的特征进行 

分类。

第四坏节：巩固坏节

1. 教师通过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il•.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 

例如让学生观看一个有关植物的视频，了解更名的植物。

2. 让学生通过课堂问答、小组竞赛等形式进行知识的巩固，例如 

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植物分类的竞赛，时间限制为10分钟，看哪个 

小组能够完成得更快更准确。

第五环节：拓展环节

I•教师通过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枇物，例 

如让学生了解仙人掌、水仙花等植物的特点和生长环境。

2.让学生在家里寻找植物并观察它们的基本特征，例如让学生到 

附近的公园或者花店寻找植物，观察它们的叶子、花朵、果实等特征。



六、 板书设计

白兰和粮杏

基本特征

生长环境及适应性

植物的基本特征

七、 教学反思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学生们的观察能力和探冗精神得到了很好的 

提高.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分类思维和归纳总结能力.在教学中，注 

而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小徂内互相交流、合作学习. 

共同完成任务.同时.在教学中，也要注重学生的情感目标的培舞. 

让学生真正热混大口然，了解保护环境的匝要性.



■收版四年级下册小学科学

《月季与荣莉)教案

一、 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小学科学四年级卜册第一单兀第二节《月争与茉莉》， 

主要内容为月季和茉莉.本节课的教材来源于《粤教版小学科学》四 

年级卜册.本书课的主要内容包括月季和茉莉的生K环境、特点、用 

途、栽培方法等方面。本节课所涉及的旬i只点比较简单.适合小学四 

年级学生学习.

二、 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

(1) r解月季和茱莉的生长环境、特点、用途、栽培方法等方面 

的知识。

(2) 掌握月季和茉利的区别和联系，

2. 能力目标

(1) 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归纳和忌结的能力。

(2) 培养学生动手实成的能力。

3. 情感H标

(1)培养学生爱护植物的意识。

(2)培弄学生对关的感受和欣常能力。



三、教学爪点和教学难点

1. 教学成点

⑴月季和荣利的生长环境、特点、用途、戒培方法等方面的知 

识。

(2)月季和茉莉的I 乂别和联系。

2. 教学难点

(1) 月季和茉莉的I乂别和联系。

(2) 如何让学生对月季和茉莉产生兴趣和爱护意识.

四、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学生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对植物的认知还比较简 

单，但是他们对关的感受和欣贫能力己经开始形成.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要注重培恭学生的观察、分析、以纳和总结的能力.同时也要 

注重培芥学生对美的感受和欣赏能力.让学生从中感受到关丽的IT然 

世界。

三、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新课导入

老师用图片或实物向学生展示月季和茉莉，并让学生说出自己对 

这两种植物的了解和认识.例如，老师可以向学生展示•些月季和茉 

莉的图片，然后止学生说出它们的外观特点和生长环境等。

第二环节：教学主体



（】）月季的特点和生R环境

老师向学生介绍月季的特点和生长环境.例如，老师可以通过展 

示月季的图片或实物，让学生观察月季的不同品抻和花色,然后让学 

生说出月季的特点，如花型美丽、花期长、耐寒、由阳光等.网时, 

老师还可以让学生观察月季的生长环境，如土壤、水分、光照等。例 

如，老师可以带学生去学校的花园，让他们观察月季的生长环境。

<2）月季的繁殖方式

老师向学生介招月季的繁殖方式.例如，老师可以通过展示月季 

的图片或实物，让学生观察月季的不同繁殖方式和步骤，如抒插、嫁 

接、分株等.然后.老师可以通过实际操作，让学生掌握其中一种繁 

殖方式的操作方法，例如，老师可以带学生去学校的花园，止他们亲 

手尝试并捕月季.

（3） 茉莉的特点和生长环境

老师向学生介绍茉剧的特点和生长环境。例如.老师可以通过展 

示茉莉的图片或实物，让学生观察茉莉的不同品种和花色，然后让学 

生说出茉莉的特点，如花香派郁、花瓣白净、开花时间长、喜半阴湿 

润等。同时，老师还可以让学生观察茉莉的生长环境.如土壤、水分、 

光照等。例如.老师可以带学生去，校的花园.让他们观察茉莉的生 

长环境。

（4） 茉刊的繁殖方式

老师向学生介绍茉莉的繁殖方式•例如，老师侦以通过展示茉莉 

的图片或实物，让学生观察茉利的不同繁殖方式和步骤，如扑插、分 



株、播种％然后，老师可生掌握共•中•种繁殖方式的操作方法。例 

如,老师口J以带学生去学校的花园，让他们亲手矣试打插茉莉。

第三环节：拓展知识

老师让学生|'|己动手制作月季或茉材的小布，并在制作过程中巩 

固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例如，老师可以让学生在植物盆中种植月季或 

茉剧的小苗，然后让学生通过观察和探究，巩固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第四环节：课堂总结

老师让学生回顾本节课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巩固所学内容.并引 

导学生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爱护植物和环境，例如,老师可以让学 

生分享.自己平时足如何爱护植物和环境的，比如不乱扔垃圾、不随意 

破坏花草树木等•

六、 板书设计

月季和茉莉

生长环境、特点、用途、栽培方法

1乂*|和联系

七、 教学反思

本节课通过止学生观察、比较' UI纳月季和茉莉的特点和生长环 

境.以及掌握JJ季和茉枸的繁殖方式，培养了泓生的观察和探兄能力. 

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同时，通过让学生制作月季或茉莉的小苗, 

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 

让学生保护好白己和桩物，避免意外发生。



■教版四年级下册小学科学

《风仙花和狗尾草）教案

一、 教材分析

本节课始小学科学四年级卜册第一单元第三节 mfih花和狗尾 

草》。本节课是通过观察和比较两种植物的形态特征，止学生r解植 

物的步样性和诂应性，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

二、 教学FI标

知识目标：

（1） 了解风仙花和狗尾草的形态特征.

（2） 了解植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

能力1=1标：

（1）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

（2） 能够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凤仙花和狗尾草的形态特征。

情赔11标：

（1）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热爱科学.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三、 教学页点和教学难点

教学重点：

（1） 了解凤仙花和狗尾草的形态特征.

（2） 了解植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

教学难点：

（1）如何让学生观察和比较植物的形态特征。



(2)如何培岸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

四、 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学生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已经R备了-定的舰察 

和描述能力，但是对「植物的形态特征和植物的名样性和诂应性还不 

是很J'解“因此，本节课帘要迪过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 

生主动探究，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

五、 教学过程

第•环节：新课导入

(1) 教师出示己经学过的植物的图片或实物，让学生说出它们 

的形态特征.例如：叶子形状、花朵颜色、树干高度等.

(2) 教师出示凤仙花和狗尾草的图片，让诏生观察、比较两种 

植物的形态特征，引导学生思考它们的男异和相同之处•例如：风仙 

花是-种高大的花卉，花朵呈漏斗形，花摒皇细氏形，颜色鲜艳.而 

狗尾草姻是一种低矮的草本植物.花序呈圆锥形.花朵呈小球状，颜 

色较为单调。

第二环节：讲解新课

(1)教师介绍风仙花和狗尾草的形态特征.让学生听、看、比 

较和理解.例如：风仙花的花朵足漏斗形的，有K而细的花瓣.花寤 

颜色鲜枪，而狗尾草的花朵则是小球状的，花序呈锥形，花朵颜色较 

为单调。

(2)教师引导学生思考植物的务样性和适应性，止学生了解植 

物的适应坏境和生存方式。例如：凤仙花的长而细的花裾可以吸引更 



多的压虫来授粉，而拘吊章的小球状花朵则可以更好地适应章原环境, 

避免被XI吹倒.

第三环节：实验探究

<1）教师让学生分组,每组分别观察和比较14仙花和狗尾卒的 

形态特征，记录下它伯的差异和相同之处。例如：学生观察到风仙花 

的花朵始漏斗形的，花布颜色鲜艳，而狗尾华的花朵则姑小球状的, 

花序星锥形。

（2）教师让学生交流比较结果，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风仙花和 

狗尾草的形态特征不同，它们分别适戍了什么样的环境。例如：学生 

通过交流发现风仙花的形态特征适应了吸引昆虫授粉的需要.而拘尾 

草的形态特征适应了避免被顷吹倒的翁要，适应了不同的坏境。

第四坏节；课堂总结

（1）教师止学牛I可顾本节课的学习内容，总结凤仙花和狗尾草 

的形态特征和它们的话应环境。

<2）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如何保护机物，化学生了解植物的重要 

性和保护环境的意义。例如：拍物是地球上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们应该保护植物，保护环境，避免人类活动对植物的破坏。

五、板书设计

风仙花和狗尾草的形态特征

风仙花'漏斗形花朵,长而细的花瓣,颜色鲜艳

狗尾草：小球状花朵，花序呈推形，颜色较为单调

植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



六、教学反思

本节课迪过观察和比较凤仙花和狗尾章的形态特征，让半生r解 

植物的名样性和适应性，培恭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学生通过 

实验和交流,加涕了对植物的认识和了解。怛是在教学过程中，有些 

学生比较被动，需要教师引导和激发，因此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更多 

的互动和探究。



■教版四年级下册小学科学

《葡萄和爬增虎）教案

一、 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粤教版小学科学四年级卜册》第一单元的第四节课，

F.要内容是匍萄和爬瑁虎。本节课通过学习葡您j和爬堵虎的生长坏境、 

生长习性等方面的知识，让学生了解植物和动物的特点.了解它们的 

生长过程和生活习性，培养学生对自然的热爱和保护意识。

二、 教学目标

知i只与技能RI标：

（1） 了解葡曲和爬墙虎的生长环境、生长习性等方而的知识.

（2） 掌握植物和动物的特点，了解它们的生长过程和生活习性。

过程与方法目标：

（1）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2）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探究精神。

情感态度目标：

<1）培养学生对自然的热爱和保护意识。

（2） 培养学生的贵任感和爱护动植物的意识。

三、 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

教学重点：

（1） 了解匍偷和爬墙虎的生长环境、生长习性等方而的知识.

（2） 掌握植物和动物的特点，了解它们的生长过程和生活习性。

教学难点：



（1）如何止学生深入理解植物和动物的生长过程和生活习性。

<2）如何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四、 学情分析

学生己经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和观察能力，但足对卜植物和动物 

的生长过程和生活习性还不够深入J'解因此，本节课斋要通过多种 

教学方法，让学生深入理解植物和动物的生长过程和生活习性，同时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五、 教学过程

1. 热身

（1）教师出示•些图片，让学生观察并说出图片中的植物和动 

物。例如，出示-•张图片，上面有华果、树叶、蝴蝶、虚蜂等，让学 

生说出这些植物和动物的名称。

<2）教师通过这个环节引导学生进入本节课的主题。

2. 导入新课

（1） 教师出示葡萄和爬墙虎的图片，让学生观察并说出它们的 

特点。例如，出示一张箭偷和爬墙虎的图片，让学生说出它们的形态、 

颜色、大小等。

（2） 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了解匍简和爬墙虎的生长环境、生 

长习性等方面的知识。例如，教师问学生：葡萄和爬墙虎生长在哪些 

环境中？它们的生长习性仃哪些？

3.讲解新知

<1）教师通过讲解，让学生了解箭曲和爬墙虎的生长环境、生



长习性等方面的知识。例如，教师讲解饱匐和爬墙虎宙要温暧潮湿的

环境，它们具有拳缘生长的特点,能够自行爬1:墙曜等.

（2）教师通过图片和实物等名种教R, il学生深入理解植物和 

动物的生长过程和生活习性。例如，教师出示伽佃的果实.佝偷藤和 

爬堵虎的根茎、叶片等实物，让学生观察弁了解它们的特点。

4.合作探究

（1） 教师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选择一个枇物或励 

物，进行观察和探究.例如.学生可以选择匍简成爬墙虎.对它们的 

生长环境、生长习性等方面进行观察和探咒，

（2） 学生在小组内讨论，交流自己的观察结果.兴试归纳总结 

出植物或动物的生氏过程和生活习性。例如，忻生"J•以讨论匍剑在不 

同坏境中的生长情况，爬墙虎攀缘生长的原理等.

六、 板书设计

<1）生长环境：温暖潮湿的环境。

（2） 生长习性：攀缘生长，能够自行爬上墙壁.

（3） 特点：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在务种环境中生长。

七、 教学反思

本节课通过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深入理解植物和动物的生K过 

程和生活习性，同时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在合作探咒环 

节，学生积极参与，有效地提高了合作能力和探究精神。但是.在教 

学中，教师需要更多地引导学生思考和探充，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植物 

和动物的生长过程和生活习性。



■教版四年级下册小学科学

《睡莲和荷花〉教案

一、 教材分析

本课足小学科学四年级卜册第一单元第五节《睡莲和荷花耽本 

节课1:要讲解水生机物睡莲和荷花的特点和生长环境，弁迪过观察和 

比较.让学生了解它们之间的异同点。这节课姓生物学方面的基础课 

程.旨在培养学生对生物的基本认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逻辑恩 

维能力.

二、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睡莲和荷花的外形特征、生长环境、生箕习性等 

基本知识：通过观察和比较，憧得它们之间的异同点.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观察和比较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分类思维能 

力。

情赔H标：培养学生对1'1然的热爱，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望。

三、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睡莲和荷花的外形特征、生长环境、生长习性等基本 

知识：通过观察和比较，懂得它们之间的异同点・

教学难点：让学生通过观察和比较，发现睡莲和荷花之间的共性 

和差异。

四、 学情分析

本节课站小学四年级卜册第一单元的第五节课，学生已经学习r 



植物的基本知识,对物物的外形和生长环境有了 •定的了解。本".课 

的内容比较简机，m需娈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通过观察和 

比较，让学生主动探究,枳极参与课堂活动.

五、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新课导入

1. 老师向学生展示睡莲和荷花的图片，并询问学生是否见过这些 

植物，学生M答后，老师引导学生讨论这两种植物的共性和差异。

2. 老师可以用以下向题引导学生思考：

-这两种植物都生长在哪里？

-它们的花朵和叶子有什么不同？

-它们的外形特征有哪些共同点？

-它们的生长环境有什么特点？

第二环节：讲授新课

1. 睡莲的特点：水生植物，花朵浮在水而上，花瓣呈白色或粉色.

叶子圆形，浮在水面上。

2. 荷花的特点：水生拍物，花朵浮在水面上，花瓣呈红色或白色， 

叶子心形，浮在水面上。

3. 通过观察和比较，让字生了解睡莲和荷花之间的异同点.比如. 

诃以让学生分别观察睡莲和荷花的花朵和叶子，然后让学生说出它们 

之间的W异和共性.

举例：老师可以用图片或实物来让学生观察睡莲和荷花的花朵和 

叶子，然后让学生说出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和相同点.比如，睡莲和荷 



花的花朵都浮在水面上，但睡连的花朵顿色比较浅，荷花的花朵颜色 

比较深：I峰莲的叶了是圆形的，荷花的叶子足心形的.

第-:坏节：实验探究

1. 老帅带辄学生到水塘边观察睡莲和荷花，并il:学生用手摸摸它 

们的叶于和花派，感受它们的版地和形状。

2. 同时，老师还可以准备一些图片或实物，让学生观察和比较。 

比如.可以准备府莲和荷花的叶子和花瓣，让学生比较它们的形状和 

质地・

举例：芯师可以带领学生到学校附近的池墉或者公园，让学生观 

察睡莲和荷花.学生可以用手触摸它们的叶了和花瓣.感受它们的质 

地和形状.同时，老师也可以准备•些图片或实物，让学生观察和比 

较睡莲和荷花的叶子和花宥。

第四坏节：课堂总结

1. 老师让学生网答以下问题:

（1） 睡莲和荷花都是什么类型的植物？

（2） 睡莲和荷花的花朵有什么不同？

（3） 睡莲和荷花的叶子仃什么不同？

（4） 睡莲和荷花适合生长的环境是什么？

（5） 睡莲和荷花在水中的生长习性有什么不同？

2. 老师可以让学生回答问题.并让学生互相讨论.加深对睡莲和 

荷花的了解，

举例：老师可以让学生回答以卜何题:



(】)睡莲和荷花都是什么类型的桩物？

答'都足水生植物.

<2)睡莲和荷花的花朵有什么不同？

答：睡莲的花朵颜色比较浅，荷花的花朵颜色比较深•

(3) 睡莲和荷花的叶于有什么不同？

答：睡莲的叶子是圆形的.荷花的叶子是心形的。

(4) 睡莲和荷花适合生长的环境是什么？

答：适合在水中生长・

(5) 睡莲和荷花在水中的生长习性fj什么不同？

答，睡莲的花朵和叶子都浮在水而上，荷花的花朵和叶了也浮在

水面上，但是荷花的叶子比较高，花朵比较低

六、 板节设计

睡莲和荷花

1. 特点：水生植物

2. 花朵：睡莲-白色或粉色：荷花-红色或白色

3. 叶子：睡莲-回形：荷花-心形

4. 生长环境：水中

5. 生K习性：睡莲-浮在水面上：荷花-浮在水面上

七、 教学反思

通过本节课的教,孚,学生了解了水生植物睡莲和荷花的基本知识 

和特点，并通过观察和比技，憧得它们之间的异同点。在教学过程中， 

老师注垣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让学生主动探究，积极参与课堂 



活动。但而要注意的是，本n课的内容比较简单，需要占•师在教学中 

注审培芥学生的观察和思考能力，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提高学生的分 

类思维能力"



■教版四年级下册小学科学

《校园里的植物〉教案

一、 教材分析

本节课粤教版四年级卜册小学科学《校园里的植物》，主耍介绍 

校园里的植物，u：学生r解校园里的植物种类和特点，以及它们的生 

长环境和生长习性。教材中的重点内容包括校园里的常见植物，如树 

木、花卉、草本植物等，以及它们的生长过程和生长环境。

二、 教学目标

1. 止学生了解校园里的枇物种类和特点，以及它们的生长环境 

和生长习性。

2. 培岸学生观察和探究的能力，止学生能够主动发现和解决何 

题。

3. 提高学生的厝言表达能力，让学生能够用简单的语言描述植 

物的特点和生长环境。

三、 教学审点和教学雅点

教学重点：让学生了解校园里的植物种类和特点，以及它们的生 

长环境和生长习性。

教字难点：培养学生观察和探究的能力，让斗生能够上动发现和 

解决问题。

四、 学情分析

学生己经学习过植物的基本知识，对枇物右定的了解•但是， 

学生的观察和探充能力还需要走一步提高，需要通过实际操作来加强。



五、教学过程

第-坏节】导入新课

1. 老师勺学生进行4：动，询时学生校园里有哪些植物，引导学 

生回忆之前学过的植物知识。

例如：老师：I司学们，你们在校园里者到过哪些植物呢？

学生；有树、花、草、竹子等。

老师：很好，你们说的都是校园里常见的植物。

2. 老师出示校园里的•些植物图片，让学生观察并描述它们的 

特点和生长环境。

例如，老师，同学们,看-下这些图片，这些植物足校园里的常 

见植物，你们能描述•下它们的待点和生於环境吗？

学生；这是一棵大树,它很高，树皮很粗糙，还有很多树叶。这 

是一朵花，它很漂亮，右很名颜色，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才能生长。 

这是-棵草，它很矮，需要有足够的阳光和水分才能生长。

第二环节：讲解新知

1.老师介招校园里的常见植物，如树木、花卉、单本植物等， 

让学生了解它们的种类和特点。

例如：老师：同学们，校园里有很名植物.其中包括树木、花卉、 

草本植物等。这些植物有什么特点呢？

，学生：树木很高,花卉很漂亮.草本植物很矮。

老师：很好，你们说的都对。树木是校园里最高的植物，花卉很 

漂亮，草本植物很矮，但是它们在校园里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2.老师讲解这些桩物的生仁环境和生K习性，如阳光、水分、 

上壤等因本对植物牛K的影响。

例如：老师:同学们，植物的生於环境和生长习性对它们的生长 

有很大的影响。阳光、水分、土壤等因素部是它们生长所必需的.你 

们知道为什么吗？

学生；阳光能让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水分伉让植物吸收养分.上 

壤中仃并养物质。

老师：很好.你们说的都对.阳光、水分、土埃等因素足植物生 

长所必需的，它们能提供植物所需的营养物质和能地.

第三环节，实跋操作

1. 老师带领学生到校园里进行实地观察和探究，止学生自」发 

现和解决材咨

例如：老师：同学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到校园里，找到不同的植 

物，观察它们的特点和生长环境，并记录下来。

2. 学生在校园里找到不同的植物，观察它们的特点利生长环境, 

并记录下来。

例如：学生：这是一棵松树，它很高，树皮很粗糙，还有很多针 

叶。这是•朵向日葵.它很大，有很多黄色的花瓣，需要充足的阳光 

和水分才能生长。这是一棵小草，它很矮，需要有足够的阳光和水分 

才能生长.

3.学生归纳总结所观察到的植物的特点和生长环境。

例如:学生:我们观察到的植物有很多种,它们的特点和生长环 



境也不•样。例如，松树很高，树皮很粗植，还有很名针叶，需要充 

足的阳光和水分才能生长.向日葵很大,有很多黄色的花瓣,需要充 

足的阳光和水分才能生K-小草很矮，需要右足够的阳光和水分才能 

生长。

第四环节：梳理知识点

1. 老师与学生一起梳理本节课的知识点，让学生加深对本节课 

内容的理解。

例如：老师：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了校园里的植物.你们都了 

解了哪些内容呢？

学生，我们了解了校园里常见的植物.如树木、花卉、卓本植物 

等，以及它们的生氏坏境和生检习性"

2. 学生对本节课的重.点内容进行总结，用简单的语言描述植物 

的特点和生长环境.

例如：学生：校园里有很名植物，它们有不同的特点和生长环境。 

例如，树木很高，花卉很漂亮，草本植物很矮，它们需要阳光、水分、 

土壤等因素才能生长。

六、板书设计

1. 校园里的植物

2. 树木、花卉、草本植物

3. 生长环境：阳光、水分、土坡等因素

4. 观察和探宛：发现何题、解决何题

七、教学反思



本节课通过实地观察和探究的方式，让学生主动发现和解决何题, 

提高了学生的规察和探究能力0但姑，在实践操作中，需要注意学生 

的安全何题，加强对学牛的安全教育。同时，学牛的语言表达能力逐 

需要进一步提高，需要加程对学生的语目表送能力的培养。



■收版四年级下册小学科学

《网上学习，有建的植物〉•［案

一、 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网上学习：有趣的植物》，鼠「小学科学四年级卜册 

第一单元的第七节深。本节课K要介约J'枇物的生长和繁殆方式，以 

及植物对人类的重要性。通过本节谍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了解植物的 

基本为识，培养学生对枇物的兴趣和爱护枇物的意识.

二、 教学目标

知i只与技能：I.学生了解植物的生长和繁殖方式；2.学生了解桩 

物对人类的重要性.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让学生了解桩物的垂要性，培养学生保护 

植物的意识，2.让学生r解植物的美丽和神奇之处，培养学生对植物 

的兴趣。

三、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术点：学生了解植物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保护植物的意识。

教学难点：学生理解植物的生长和罄殖方式。

四、 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学习对象麓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对植物的基本知识 

和生长方式还不够了解，但是他们对植物0.—定的兴趣。因此，本节 

课需要采用生动有趣的牧学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苗生在轻松 

的氛围中学习.

五、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新课引入

1. 教师出示一张梢物图片，il:学生发表对植物的看法•

教师：同学们,这是-张枇物的图片，你们觉得它长得怎么样？ 

有什么特点？

学生：它很绿，有叶子和花。

教师；非常好，柄物确实是绿色的，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 

特点。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有•趣的植物。

2. 教师介绡本节课的主题：“网上学习：有趣的植物”.

教师：今夫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网上学习：fi趣的植物”.在 

互联网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学习植物的知识.了解植物 

的生长和繁殖方式，以及植物对人类的戒要性

3. 教师出示一张植物生长的图片，让学生猜测这是什么。

教师：这是--张植物生於的图片，你们猜猜这是什么植物？

学生：这是-•棵树，

教师：非常好,这是一棵树。植物的生长过程是非常神奇的，它 

们从种子开始，经过一系列的生长和变化，最终成长为一棵大树。

第二环节：讲解新课

I.教师讲解植物的基本姑构和生氏方式.

教师：同学们，我们知道植物有哪些基本结构呢？请看下面这张 

图。

（出示柢物基本结构图）

教师：植物的基本结构包括根、茎、叶和花。根是植物的吸收器 



官，nJ以吸收水分和恭分：岑是植物的支撑器官，侦以丈掉植物的生 

Ki叶/植物的物合器官，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出是物物的的营 

恭：花是植物的繁殖器官,可以进行繁贿.

教师：那么，植物是如何生长的呢？请看万面这张图。

（出示极物生长过程图）

教师；植物的生长过程包括种子、幼苗、成树和结知种子是植 

物的起点.它可以发芽成长为幼苗，幼苗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最终 

成长为•棵大树，产生果实.

2. 教师讲蜂植物的繁殖方式。

教师，同学们.我们知道植物有哪些繁殖方式呢？请看下而这张 

图。

（出示植物繁殖方式图）

教师：植物的繁殖方式包括有性榕殖和无性繁殖。有性繁绡是指 

通过花粉和卵细胞的姑合，产生新的种子和幼苗：无性普殖是指逋过 

植物的分株、歼捕、离体培养等方式，产生新的植株和幼苗。

3. 教师介绍植物对人类的重要性。

教帅：同学们，植物对人类有什么审要性呢？请看下面这张图。

（出示植物对人类的重要性图）

教师：植物对人类有很多的作用，它们可以提供我们所需的食物、 

药品、纤维等物质，同时也可以改善环境，净化空气、水源等。

第三环节：操练环节

1.教师出示一张植物繁殖的图片，让学生描述这张图片。



教师：同学们,这是•张桩物繁殖的图片，请你们描述-卜.这张 

图片。

学生：这是一朵花，花里而有花粉和而细胞,它们结合后就可以 

产生新的种子和幼苗.

教师：IE常好，你己经很好地理解j'植物的繁殖方式。

2. 教师出示儿张植物图片，让学生根据图片柄测植物的名称。

教师：同学们，现在我要出示儿张植物的图片，请你们根据图片 

猜测Ifi物的名称.

（出示儿张植物图片）

学生，这是•棵橙树.这是-•朵玫瑰花.这是-棵向口焚.

教师：II•常好，你们L1经举握了-些常见的植物名称。

3. 教师出示儿张植物的产品图片，让学生猜测这些产品是由哪些 

植物制成的“

教师：同学们，现在我要出示儿张植物的产品图片，清你们柄测 

这些产品是山哪些植物制成的。

（出示几张植物产品图片）

学生：这是椅汁，它是由椅子制成的；这是纸，它是由树木制成 

的：这是药丸，它是由植物药材制成的.

教师：IR常好，你们己经掌握了一些植物制品的知识。

第四环节，课堂总结

1.教师止学生回答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和盛点。

教师：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哪些内容?重点是什么？



学生：我们学习了枇物的暴本结构和生氏方式，桩物的炫俯方式, 

以及植物对人类的重要性.忒点是了解植物的基本知诀，培祥保护植 

物的意识・

2.教师止学生讨论植物对人类的页耍性.

教师：同学们，你们认为枇物对人类有哪些重要性？

学生；植物可以提供我们所需的食物、药品、纤维等物质，同时 

也可以改善环境，冲化空气、水源等。

教师：非常好.柄物对人类的作用足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珍惜 

和保护它们.

六、 板书设计

网上学习：有趣的枇物

植物的基本结构和生长方式

梢物的繁殖方式

植物对人类的重要性

七、 教学反思

本节课采用了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让学 

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通过引入、讲解、操练和总结四个环节.全 

而而系统地介绍了植物的基本知以和重要性.但是.本节课的时间安 

排可能不够合理，需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和控制，确保学生能够在规 

定时何内完成。习任务。另外，教师应该根据％生的不同水平和兴趣. 

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受益，



■教版四年级下册小学科学

《动物需妥空气〉教案

一、 教材分析

本节课站小学科学四年级卜册第二单兀的第一节课《动物需坚空 

M.】•:要内容是比学生j'解动物需要空气，理解空、对动物的审要 

性.掌握动物呼吸的方式和过程。本节课的知识点包括：动物需要空 

气、空气对动物的重要性、动物的呼吸方式和过程.<»本节课的教材是 

粤教版小学科学四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第•节.

二、 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

（1） 了解动物需要空气：

<2）理解空气对动物的成要性：

（3）掌握动物呼吸的方式和过程。

2. 能力11标

<1）观察和描述动物呼吸的方式和过程：

（2） 运用所学知识，对动物呼吸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解释。

3. 情感目标

（1） 增强学生对动物生命的尊重和保护意识：

（2） 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

三、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

<i）r解动物需要空气：



(2) 理解空气对动物的柬耍性；

(3) 掌握动物呼吸的方式和过

教学难点

<1)学生对动物呼吸过程的理解；

<2)学生对空气对动物的重要性的认识•

四、学情分析

本节课是小学四年级下册第■-单元的第一节课，学生已经学习了 

有关动物的基础知识.如动物的分类、特征等.学生对动物有•定的 

了解.但对动物呼吸的方式和过程不太清楚，对空气时动物的就要性 

也不压很了解-因此.本节课需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 

生通过观察、实验等方式，深入理解动物呼吸的方式和过程，增强对 

空气对动物的重要性的认识。

屯、教学过牌

1. 导入

教师可以通过讲述一个故中或者展示一些图片，引入本节课的k 

题：“动物需要空气二

2. 呈现

教师可以通过展示•些动物的图片或者视频，让学生观察这些动 

物的呼吸方式和过程，并引导学生描述这些动物的呼吸方式和过程。

3. 实验

教师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U：学生亲身体验动物呼吸的过程.具 

体步骤如卜.:



(】)止学生将•只气球吹满气，然后将气球放在桌了•上：

<2)止学生将一张纸巾放在气球1・，用手技住纸巾，计.气球》n

的气体逐渐排出：

(3) 让学生观察纸巾上的变化，r解气体的性质和特.品

(4) 比学生思札为什么动物能要呼吸？为什么呼吸的时候需

要吸抵气和排二氧化碳？

4. 讲解

教师可以通过训解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动物呼吸的力式和过程.

具体内容包括：

(1) 动物的呼吸方式：肺呼吸和皮肤呼吸I

(2) 肺呼吸的过程：吸钗气、输送轼气、排二氧化碳：

<3)皮肤呼吸的过程：通过皮肤吸氧气和排二氧化碳。

5. 练习

教师可以出一些练习题，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如：

(1) 动物的呼吸方式有哪些？

(2) 动物为什么需要呼吸？

(3) 动物呼吸的过程包括哪些步喙？

6. 总结

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自己总结本节课的内容，来检皆学生对所学

知识的掌握情况.

六、板书设计

动物需要空气



空气对动物的币:要性

动物的呼吸方式和过程

肺呼吸：吸氧气、输送氧气、排二氧化碳

皮肤呼吸：通过皮肤吸氧气和排二氧化碳

七、教学反思

本节课通过实验的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动物呼吸的过程，增强 

了学生对动物呼吸过程的理解。同时，通过讲解的方式,让学生了解 

到了动物叶吸的方式和过程.掌握了 •定的知说.但是.在教学过程 

中，有些学生对实验的过程不够认真，甫要加强学生的注意力和参与 

度.在下•节课中，需要更多地引导学生,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



■收版四年级下册小学科学

《动物需塞水分〉教案

一、 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粤教版小学科学四年级卜册第单兀第二节《动物需堡 

水分》，卜:要介绍动物需要水分的知识。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将 

了解到动物为什么需要水分，动物从哪里获取水分以及不同动物对水 

分的需求重不同等内容。

二、 教学目标

1. 了解.动物需要水分的币:要性；

2. 掌捉不同动物伏取水分的方式，

3. 了解不同动物对水分的需求量不同，

三、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动物需要水分的原因，不同动物获取水分的方式，不 

同动物对水分的需求最不同。

教学难点：如何让学生理解动物需要水分的审要性，如何让学生 

明白不同动物对水分的需求虽不同。

四、 学情分析

学生己经学习过动物的分类和特征.对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有• 

定的了解.但是对于动物需要水分的原因和方式可能还不太清楚，需 

要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来加深理解。

五、教学过程

第一坏节：新课导入



1,师生互动:老师间学生们,我们平时喝水的目的是什么?引导

学生思考水分对人类的垂要性•

2.展示图片:老师展示各神动物的图片,引导学生思考动物是否  

也需要水分。例如，展示大象、鲸鱼、姓、骆驼等动物的图片。

第二环节：讲解新课

1. 动物需要水分的原因：老师让学生们看一段视频.介绍动物需 

要水分的原因。布助学生理解动物身体的构造和机能需要水分来堆持 

正常运作.例如，通过展示鱼类的呼吸窝官和蒸发散热作用等内容. 

il:学生理解水分对动物的或要性。

2. 不同动物茯取水分的方式'老师介绍不同动物茨取水分的方式. 

如陆地动物通过饮水、食物、代谢水等方式扶取水分，水生动物则通 

过吞咽水、吸水等方式获取水分。例如，通过展示大象喝水和骆乾吃 

草等场景，让学生了解不同动物抉取水分的方式。

3. 不同动物对水分的需求虽不同：老师介绍不同动物对水分的需 

求量不同，如大象每天需要喝100升以上的水，而骆驼则可以在长时 

间没有水的情况下生存。例如，通过展示不同动物的身体形态、生活 

环境等内容，让学生了解不同动物对水分的需求重不同的原因。

第三环节：实会探究

1. 实骗I寻的：让学生亲身体验不同动物获取水分的方式。

2. 实验步骤：

(1)准备材料：大碗、水、吸管、瓶盖、草叶子等。

<2)将大碗里的水倒满，放在桌子上。



（3）止学生通过吸管喝水，模拟陆地动物饮水的方式。例如,

il:学牛用吸管吸水，体验!动物通过U腔吸水的方式“

（4）让学生通过瓶盖捞水，模拟与类和昆虫等小型动物获取水 

分的方式.例如，让学生用船盖捞水，体验动物通过嘴巴捞水的方式。

<5） II:学生通过草叶于吸水，模拟草食动物吃草获取水分的方 

式。例如，让学生用草叶子吸水，体验动物通过仅物摄取水分的方式。

3.实验总结：让学生总结实验中不同动物族取水分的方式，并思 

考为什么不同动物的需求鼠不同.例如.让学生结合实验体验和讲解 

内容，总结不同动物获取水分的方式，并思考不同动物对水分需求最 

不同的原因“

第四坏修：巩固练习

1. 小组讨论：将学生分成小组，让他们讨论不同动物对水分的需 

求虽不同的原因。例如，让学生结合讲解内容和实验体裁，讨论不同 

动物对水分需求量不同的僚因。

2. 口头练习：随机抽取几名学生EI答问题，巩固学生对本节课的 

理解。例如，让学生网答动物需要水分的原因、不同动物获取水分的 

方式和不同动物对水分的需求量不同的原因等问题。

五、 板书设计

L动物需要水分的原因

2. 不同动物获取水分的方式

3. 不同动物对水分的需求量不同

六、 教学反思



通过本代课的学习，学生对动物需要水分的质因和万式f].了更深 

入的r解，同时也「解到时可动物对水分的需求量不同。实验环节正 

学生亲身体凝不同动物获取水分的方式，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在. 

教学过程中,老师需要注意让学生思考和讨论,引导他们自主探究, 

提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教版四年级下册小学科学

《动物需基1T物〉教案

一、 教材分析

本节课站小学科学四年级卜册第二单元第三节《动物需要作物》.

!•：要内容是比学生r解动物需要食物的原因和食物对动物的更要性, 

通过实验和观察，让学生认说到动物需要不同种类的度物才能生存。 

教材中的策点是止学生了解动物需要食物的基本知识，理解食物对动 

物的重要性，以及了解不同种类的动物需要不同种类的食物。

二、 教学目标

知，目标,

（1） 了解动物需要食物的原因和食物对动物的重要性：

<2）r解不同种类的动物需要不同种类的食物；

（3）了解一些常见的动物及它们的食物。

能力H标：

（!）观察动物的食性，探兄动物的食物需求：

（2） 通过实验和观察，认识到动物需要不同种类的食物才能生 

存：

（3） 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实验探究能力.

情感目标:

（1） 培养学生的爱护动物的意识；

（2） 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

<3）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三、教学爪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H：学牛r解劫物需耍食物的基本知识，理解食物对动 

物的审•要性，以及了解不同种类的动物需要不同种类的牧物“

教学难点是让学生通过实验和观察，认识到动物需婪不同种类的 

食物才能生存。

四、 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学生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对动物和食物仃一定的 

认欢.但对动物的食性和食物对动物的重要性还不够了解.需要通过 

实验和观察来加深认识"同时，学生的观察和实蛉探咒能力还需要进 

•步培养.

五、 教学过程

1. 导入

首先，老师町以通过展示一些动物的图片或幻灯片，止学生猜测 

它们的仕物。比如，展示一张狮*的图片，让学生指测狮子的作物是 

什么。然后，上学生说出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并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 

人和动物都需要食物。

2. 眼性认识

接下来，老师可以通过实验和观察的方式,让学生感性认识到动 

物需要不同种类的食物才能生存。具体步骤如下：

（1）准备一些不同种类的动物模型和它们的食物模型，如鸟儿 

和虫子、老鼠和谷子等.可以使用玩具或手工制作的模型。

<2）让学生观察模型，猜测它们的食物，并将食物模型放在相 



应的动物模型旁边。比如，让学生将虫了•模型放在鸟儿模型旁边。

<3）让学生分组，旬组选择一个动物模型和它的食物模型，并 

用它们进行实纵 比如,让学生将鸟儿模型放在-个盆了里，然后放 

进一些虫子模型，观察鸟儿模型会吃抻哪些虫子模型。这样，学生就 

可以感性认识到不同种类的动物需要不同神类的食物.

3. 理性认识

在辑性认识的基础上，老师可以向学生讲解一些相关的知讯，如 

动物的食性'食物链等.比如.老师可以讲解中食动物、肉食动物和 

杂食动物的特点，以及食物链的概念和组成。同时.止学生分组.根 

据自己的观察和实强结果.总结不同种类的动物需要哪些食物,并将 

结果'汇报给全班。比如，让学生将鸟儿归为肉食动物，需要吃虫了和 

小偷等食物。

4. 运用

最有，老师可以让学生通过配对游戏或填空练习来巩固所学知识. 

it学生在游戏中运用所学知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比如，U:学生将 

动物和它们的食物进行配对，或看让学生填与动物的食性和食物链。

六、板书设计

动物需要食物

不同种类的动物需要不同种类的食物

食物对动物的重要性

草食动物、肉食•动物、杂食动物

食物链



匕教学反思

本齿课通过实脩和观察的方式，让学牛感性认识到动物需耍不同 

种类的&物才能生存，并通过讲解和总结，il学生理•性认识到这个向 

题。同时，通过配对游戏和填空练习的方式，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 

解和记忆.但是，本节课的时间较短，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增加更多 

的实验和活动，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动物需要食物的问题。



■收版四年级下册小学科学

《动物的行为〉教案

一、 教材分析

本节课小学科学四年级卜册第二单元第四节《动物的行为》,主 

要洲解动物的行为，包括动物的觅a•、逃朋、休息等行为。通过观察、 

实验等多种方式，让学生了解动物的行为特征，探究动物行为的原因 

和规律。

二、 教学目标

1. 了解.动物的行为特征，能够用简单的取言描述不同动物的行为;

2. 掌握观察、实验的方法.培推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实览技能；

3. 培养学生的探完精神，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

三、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教学重点：让学生掌握动物的行为特征，能够用简单的语言描 

述不同动物的行为；

2. 教学难点：如何通过观察、实•股等方式让学生了解动物的行为 

特征.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

四、 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学生为小学四年级字生.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实验技能还 

比较薄弱，需要通过简单的实验和观察来让他们了解动物的行为特征。 

同时.由于#生年龄较小，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比较强.需要通过 

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热爱来提高学习效果.

五、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新课导入

教师可以通过图片财•视频等方式，让学生感受动物的生动形象, 

引导学生讨论动物的行为特征。例如，教师•以播放-段关于舟居动 

物的视频，让学生观察它们的行为,然后引导学生讨论群居动物与独 

居动物的区别•>

第二环节：新课学习

1. 止学生通过观察、实骐等方式，了解不同动物的行为特征

教师可以通过展示不同动物的图片或者实物，让学生观察它们的 

行为待征.例如，教师可以展示一张猫咪觅食的图片，止学生观察它 

的行为特征.如瞪大眼晴、蹲下身了等.然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和 

同桌-•起模仿猫味的行为特征，加深对动物行为的认识。

2. 弓I导学生探究动物行为的原因和燃律，提高学生的探充精神

教师可以通过提何的方式，引导学生探究动物行为的原因和规律。 

例如，教师可以向学生：“你们观察到的猫咪为什么会瞪大眼暗？ ”

“为什么狗狗会摇尾巴？ ”等等。通过这样的提问，可以让:学生上动 

思号.提高他们的探究精神。

3. 止学生用简单的语言描述不同动物的行为特征

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每组选择•个动物.然后用简单的语言描 

述该动物的行为特征。例如，学生选择了狮子，他们可以描述舞子的 

觅食行为、逃避行为、休息行为等等。然后，每组可以向全班汇报他 

们的研究成果，止学生相江学习。

第三坏节：巩固新课



1.止学生通过游戏等方式，巩固所学知识

教师可以设计f些游戏，让学生通过游戏的方式巩固所学知识。

例如，教师"J•以设计一个“模仿动物行为”游戏，让学生模仿不同动 

物的行为特征，加深对动物育为的认识。

2.提解学生多观察身边的动物，加深对动物行为的认识

教师可以提解•学生多观察身边的动物，加深对动物行为的认识。 

例如.敦帅可以布置一个家庭作业，让学生观察家中的宠物或者周围 

的野生动物，记录它们的行为特征.并在下节课上分享闩己的观察成 

果。

第四环节：作业布置

1. 通过课堂练习、作业等形式，巩固所学知识

教帅可以布置一些课堂练习和作业，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例如, 

教师町以让学生根据所学内容，填写一份动物行为特征的表格，或有 

设计一■份关于动物行为的小测试。

2. 鼓励学生多观察、多探兄，积极参与科学实践活动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多观察、务探究，积极参与科学实践活动。例 

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科学实践活动，加深对 

科学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六、板书设计

动物的行为

-觅食

-逃避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2620422512

101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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