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科学 

第四单元  教学设计 

第 1 课  《一天的垃圾》教学设计 

教学导航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1.人们在生活中要产生大量成分复杂的垃圾。 

2.丢弃的垃圾危害环境 。 

过程与方法 

1.调查统计家庭一天的垃圾数量和成分。 

态度、情感、价值观 

1.认识到人类活动对环境会产生破坏。 

2.发展关注环境的意识 

【教学重点】 

布置学生按要求带垃圾来进行称重测量。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对垃圾产量大带来的问题进行讨论。 

【教学准备】 

1．学生提前调查家中一天的垃圾； 

2．收集垃圾堆、垃圾场、垃圾污染河道的图片； 

3．教师准备一些河道、湖泊、居民区等被污染的课件 

【课时安排】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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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课前布置家庭垃圾的收集工作 

布置：每组派一名同学把自家一天的垃圾带到学校来做分类统计工作。（如

果学生有困难可以在家称量好再把数据带到学校来进行统计，但一定要事实求

是。教师也可以把自家垃圾带到学校来做分类和称重演示。） 

课前布置: 

1、调查走读生数量 

2、要求将垃圾家庭垃圾带到学校。有条件的学生，可以先自学课本第一课，

将垃圾在家里分类后进称重。 

二、一天垃圾的分类、称重和填写记录表 

1、我们每天都要消耗食物和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

多垃圾。我家一天会有多少垃圾？垃圾里有些什么？ 

教师演示垃圾的分类和称量。 

2、学生分组分类，称量并填写“我家一天产生的垃圾统计表”表。（教师提

醒学生注意安全卫生。） 

三、关于垃圾的讨论 

1、请学生说说各种垃圾的来源。 

2、教师在黑板上画一张大表格，统计全班所有家庭产生垃圾的总重量。 

3、学生汇报后填写表格，计算平均每人每天产生垃圾的大致重量。 

4、阅读北京人均日产垃圾量资料，分组交流你对垃圾产量的一些想法。 

5、全班交流，教师引导至少提炼以下几点： 

（1）人们的家庭生活会产生大量的垃圾。 

（2）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商场、学校也会产生大量的垃圾。 

（3）大量的垃圾丢弃后，会给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从而影响我们的生活和

健康。 

（4）垃圾需要科学的处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四、课堂小结： 

讨论并记录通过学习懂得的与垃圾相关的知识，也记录下学习了这节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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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思考。 

【作业设计】   

同步练习册 

【板书设计】                       

一天的垃圾 

【教学反思】 

让学生将垃圾带到学校合适吗?在尊重事实和学校的实际情况的要求下,如

何帮助学生的一天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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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科学第四单元 

第 2 课  《垃圾的处理》教学设计 

教学导航 

【教材分析】 

《垃圾的处理》是合理使用材料，自觉保护环境一章中的内容，学生一般只

知道垃圾要扔进垃圾桶，但对垃圾的处理方法了解的并不多，本课将带领学生了

解当今人们常用的三种垃圾处理方法：即简单填埋、焚烧、堆肥，认识这些方法

都不能完全避免浪费资源、造成二次污染的现实问题。  

本课将重点经历垃圾填埋模拟实验，使学生知道垃圾填埋的方法不能完全避

免环境污染问题。而焚烧的方法还会导致大气污染、水污染等二次污染、堆肥的

方法又不能完全解决所有垃圾问题。通过以上学习，培养学生从自身做起减少垃

圾生成的意识。 

【教学目标】 

1.通过做垃圾填埋模拟实验，知道简单的填埋同样会污染环境。 

2.知道设计合理的垃圾填埋场可以有效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3.掌握处理垃圾的另一种方法焚烧的优点和缺点。 

4.了解特殊垃圾的处理方式. 

【教学重点】 

经历垃圾填埋模拟实验，知道垃圾简单填埋会污染地下水，污染环境。 

【教学难点】 

指导学生设计对比实验，研究垃圾填埋会污染地下水。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PPT 课件“垃圾填埋法”、实验报告单 

图片资料：垃圾填埋前的地下水、垃圾填埋后的地下水、新型垃圾填埋场、堆肥第

一步、堆肥第二步、可堆肥用的动物粪便、可堆肥用的农作物垃圾、可堆肥用的厨余垃圾 

【课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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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出示几张露天堆放垃圾的照片，引导讨论：生活中的垃圾如果露天堆放

会造成什么问题？ 

2、学生讨论交流后教师讲解：人们通常用挖坑填埋的方法处理垃圾。出示

垃圾填埋场图。 

二、简单垃圾填埋的研究 

1、教师讲解：让我们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简单垃圾填埋。  

2、指导学生阅读教材 72 页的内容，分析填埋模拟实验：  

（1）这个实验模拟的是什么？  

（2）实验的各个部分分别代表了什么？  

3、学生进行模拟实验，并注意仔细观察，描述其现象。  

4、汇报交流：我们观察到了什么现象？说明了什么？如果是真正的垃圾处

理场，还会对周围的环境带来哪些危害？  

三、探索减少污染的垃圾填埋场  

1、为了有效地防止垃圾对环境的污染。我们能设计一个更好的垃圾填埋场

吗？  

2、学生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把垃圾和环境隔离起来。  

3、分小组尝试设计，记录设计的重点。  

4、汇报交流各小组的设计，大家评价。  

5、观察真正的垃圾填埋场的构造图，分析它是怎么防止垃圾污染环境的。  

6、这样的垃圾填埋场就永远安全了吗？能在上面种植庄稼、建造房屋吗？  

四、垃圾焚烧的分析  

1、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垃圾呢？  

2、提出焚烧垃圾的方法，分析其优点和缺点。  

3、提出思考，怎样做才是解决垃圾处理问题更有效的办法呢？  

五、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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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目前垃圾处理的方法及其利弊，记录解决垃圾问题的有效办法。  

【作业设计】    

同步练习册 

【板书设计】 

2、垃圾的处理 

填埋       

焚烧 

其他方式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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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科学第四单元 

第 3 课  《减少丢弃及重新使用》教学设计 

教学导航 

【教学目标】 

1．减少垃圾很重要，它是从源头上解决垃圾问题的办法。 

2．过度包装会造成资源浪费且产生大量垃圾，滥用塑料袋也会造成的环境

污染。 

3．研究包装盒是否过度包装，探索减少丢弃和物品重新使用的一些方法。  

4．能用实际行动减少垃圾，做力所能及的保护环境的事，养成废旧利用的

好习惯。  

【教学重点】 

认识过度包装，让学生知道从源头上解决垃圾问题的方法。 

【教学难点】 

能用实际行动减少垃圾及重新使用。 

【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过度包装的包装盒、简易包装袋、称重的弹簧秤、手工制作

工具、矿泉水瓶、包装纸。 

2．学生准备：商品包装盒 。 

【课时安排】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 教学导入  

1、谈话：我们已经知道垃圾会污染环境，处理起来十分困难。怎样才能更

好地解决垃圾问题呢？请同学们分组讨论后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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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归纳：解决垃圾问题要从各方面努力，但最重要的是从根源上减少垃圾，

做到再次利用。（板书：减少丢弃及重新使用。） 

二、减少丢弃的探讨 

1、提问：减少垃圾的数量是从源头上解决垃圾问题的好办法，日常生活中

哪些垃圾是可以减少的？  

2、简单小结学生的讨论如（1）双面打印可以节约纸张。（2）自带喝水杯外

出，少买瓶装饮料。（3）尽量少用或不用一次性用品以减少纸和塑料的丢弃。……  

3、提出焦点问题：刚才我们了解了生活中的一些垃圾是可以减少（教师出

示一简易商品包装盒），那请问商品包装可以减少吗？（引导归纳商品包装的作

用：便于保存、运输、计量、标识等、卫生、美观等。）  

4、教师出示一礼品商品包装盒提问：请问你们对这样的商品包装盒有什么

想法吗？（学生充分发表自己对此商品包装的意见。） 

5、教师谈话：刚才有同学认为这样的商品包装比简易包装的商品浪费了很

多资源，下面我们就来做个礼品包装盒和简易商品包装盒重量的对比实验。 

6、教师演示测量礼品包装和简易商品包装盒的重量并收集数据进行分析。 

7、讲解：一些国家规定企业必须把包装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果超出

标准就判为“过度包装”，应该受到处罚。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礼品盒的

包装的体积超出商品总体积的50%以上的包装垃圾，我们称之为过度包装。城市

调查表明，垃圾中的 30%-40%都是商品过度包装。  

8、分组讨论：过度包装盒用什么材料制作的，有利于环境吗？我们怎样来

看到厂家过度包装的行为，你想对商品生产厂家说点什么？我们在购物时应该怎

样选择商品包装？ 

9、学生汇报、小结：过度包装既浪费了纸张、木材等宝贵资源，又增加了

垃圾量产生环境污染，同时还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包装在生产过程中还耗费了

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真是得不偿失，我们应该改变消费观念，购买绿色环保

的商品包装，坚决抵制过度包装。（板书过度包装的害处。） 

10、填写给商品生产厂家的建议。 

三、废弃物品重新使用的研究  

1、谈话：有些东西已经用过，好像可以丢弃，仔细想想，会不会还有其它

的用处呢？  

2、教师出示一根包装绳：你能举出10种重新使用一根包装绳的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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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导学生继续交流生活中一些物品重新使用的方法。 

（如：玻璃瓶、塑料袋、旧报纸、空罐头、旧图书、旧玩具、旧衣服等。） 

4、思考问题：物品的重新使用有哪些好处？  

5、小结：如果我们注意收集一些废弃物品进行创意制作，不但省钱，还节

约资源，减少垃圾，更具特色，作为礼物的话，还能表达自己的诚意。  

四、总结、拓展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和感想？（板书课堂收获） 

2、课堂思考：有人说“世界上本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财富”。你同

意这句话吗？你是怎样理解的。  

3、介绍国际环保理念“三 R”减少浪费（Reduce）、物尽其用(Reuse)、回

收利用(Recycle)。 

【作业设计】    

同步练习册 

【板书设计】 

减少丢弃及重新使用 

商品包装的作用：便于保存、运输、计量、标识、卫生、美观。 

过度包装：浪费人力物力资源、增加消费者负担、增加垃圾量、造成环境污

染   

课堂收获：减少商品的包装以及废弃物品重新使用可以大大减少垃圾的数

量。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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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科学第四单元 

第 4 课  《分类和回收利用》教学设计 

教学导航 

【教材分析】 

《分类与回收利用》属于教科版六下《环境与我们》单元中的课文，本课包

括了：1、可回收利用的垃圾 2、垃圾的分类与分装 3、做一个堆肥箱，根据教材

内容我重新调整为： 

瓯北垃圾填埋场存在垃圾污染问题和统计温州垃圾数量，有数据有图片从而

认识到为什么要对垃圾进行分类 

2、提供卡片对垃圾进行分类，了解孩子前概念知识  

3、通过平板电脑学习，从教师教转变为学生自己学，通过网络学习了解到

垃圾分类知识和认识到垃圾分类以后是资源 

4、举行角色扮演，把自己从平板电脑上收集的资料分享给大家，说出回收

利用垃圾的方法及好处，从一个人知道到一个群体知道，分享经济到我们教学上

就是分享信息知识，展示垃圾分类回收以后制成的新物品 

5、成为垃圾分类志愿者 

本节课以信息技术为引领，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围绕“获取垃圾分类知

识、举行角色扮演体验”两个方面，孩子们明白了材料回收利用应成为一种习惯，

一种责任，一种美德。从过去习惯认为垃圾就是垃圾，垃圾混合收集，转变为垃

圾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垃圾中蕴藏着巨大的财富。  

树立垃圾混倒，是垃圾;垃圾分类，是资源的新理念。 

【学情分析】 

六年级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了解到垃圾已经污染到我们的环境，对身边

的环境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悟。通过本单元前几课的学习，学生已经知道垃圾

可以通过填埋和焚烧等方式进行集中处理，并能感受到从源头上控制垃圾的数量

才是真正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本课的重点在于升华学生情感态度价值

观，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垃圾分类是资源的新观念。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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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概念： 

1、垃圾中的一些原材料可以重新回收利用，这样可以减少垃圾、节约资源。 

2、垃圾分类、分装便于垃圾回收利用和对一些有毒垃圾的处理。 

3、堆肥法可以有效减少垃圾并形成肥料。 

过程与方法： 

1、调查当地废品回收情况。 

2、进行垃圾的分类分装，参与回收利用的活动。 

3、开展做堆肥的活动。 

情感态度价值观： 

1、培养强烈的资源意识和环保意识。 

2、养成垃圾分类、节约资源的习惯。 

【教学重点】 

正确区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并学会分类、分装的有效回收方法。 

【教学难点】 

正确区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材料，正确处理有毒垃圾。 

【教学准备】 

1、有回收标志的不同品种的塑料瓶，如聚醋塑料饮料瓶、高密度聚乙烯塑

料酱油瓶其他可回收的不同材料的物品。 

2、回收垃圾的有关图片。 

3、教师在校园一角选定安放堆肥箱的场地，并放置好空堆肥箱。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 我们已经发现生活中一些看似可以废弃了的物品进行创意设计后，

马上就能变废为宝，或为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或为我们的生活增添几分情

趣，切切实实地减少了垃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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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情况下，有一些物品我们明知道它们进行处理和再次加工后仍可再利

用，却苦于手上没有掌握一些必要的设备和技术，不得不将他们废弃。你们知道

老师说的是哪一类物品吗？   

（说明：提到“必要的设备和技术”，宗在让孩子们逐步认识到许多事情得

有科学技术的支撑才能实现。） 

学生思考、汇报。 

二、识别可回收利用的垃圾 

谈话：生活中有许多废弃物通过回收，是完全可以重新加工利用的。比如：

金属、塑料等。生活中，你还知道有哪些垃圾可以回收利用？怎样回收利用它们

呢？ 

学生交流、汇报 

1、垃圾回收调查小组的汇报 

课前，老师派一小队同学做了一次调查活动，让他们调查废品回收站或询问

废品回收工作者，他们都回收些什么？这些物品回收后有什么用处？让我们一起

来听听调查小组同学的汇报吧！ 

调查小队的汇报。 

师生共同评价调查活动的开展情况 

（注意，调查小组汇报前一定要让其他同学充分地思考并交流。这样自己先

动脑参与了，再学习、倾听才会更有收效。） 

2、了解回收利用垃圾的方法及好处 

示教材 76 页插图，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塑料、金属、玻璃、金属回收利用的

方法和好处。 

 归纳小结：生活中可以回收利用的垃圾很多，包括纸、金属、塑料、玻璃

等。回收垃圾中的废旧材料再加以利用，可以节约资源、节约能源、节约成本、

减少垃圾、减少污染，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 

3、家庭垃圾中可回收材料的识别 

提问：在家庭垃圾中，你发现都包含了哪些可以被回收利用的材料呢？ 

学生分组讨论并完成 76 页的表格，结合家庭生活经验，进一步识别哪些材

料属可回收垃圾。 

各组派代表交流。（注意提醒学生相同的答案不要重复，学生汇报时，老师

应板书关键词，使学生对可回收材料有较清晰的总体印象。） 

三、垃圾的分类和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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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垃圾有效回收的探讨 

提问： 

（1）平时，我们家庭垃圾中的一些可回收材料是否都得到了有效的回收和

再加工利用呢？为什么？ 

（2）你认为垃圾应该处理才便于有效回收？  

学生思考、讨论，汇报 

归纳：垃圾的回收利用，需要把其中可利用的材料区分和集中起来。要有效

地回收，必须改变垃圾混装的旧习惯，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和分装。 

2、垃圾的分类 

提问：你们家的垃圾分装了吗？有没有存放废纸、玻璃、金属和塑料的地方?  

大家认为可以把垃圾大致分为几类来分装？每一类包含的是哪些垃圾？  

学生思考汇报。 

出示垃圾分类表格（见教材 77 页），向学生做简单介绍，使之进一步明确科

学处理垃圾过程中的垃圾分类方法。 

谈话：垃圾分类、分装还便于对有毒垃圾的处理。大家知道生活中有哪些有

毒垃圾吗？ 

学生汇报 

3、资料查阅组同学汇报：有毒垃圾的相关信息 

补充、归纳：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部分医疗垃圾及目前市

场上大多数的充值卡（手机卡、上网卡、电话卡等）等都是有毒垃圾，处理不当

将会直接危害到人体健康。 

四、做一个堆肥箱 

谈话：说到家庭垃圾，有心的同学一定注意到了家庭垃圾中约有 1／3 是食

物废料，大家知道吗？它们利用得好，可是宝贝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做一个利用食物废料等垃圾做成的宝贝——堆肥箱

（板书：堆肥箱） 

请同学们打开书78 页，自学堆肥箱的制作方法。 

带学生到生物园建堆肥箱 

总结：垃圾分类、分装并不难！只要我们人人参与，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

周围的环境一定会变得更加清洁和美丽。 

布置作业：  

利用身边的简易材料为班级、学校或社区设计分类垃圾箱，要求制作适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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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贴在回收箱上。下节课我们将进行小组作品的评比，并落实回收箱放的地方，

谁去管理，怎么管理及回收后怎么办。 

【板书设计】        

4、 分类和回收利用 

可回收利用的垃圾：  塑料、玻璃、金属、橡胶…… 

           不可回收利用的垃圾 ：…… 

垃圾                               

           厨余垃圾  

  

           有毒垃圾 

垃圾分类、分装，有效回收利用。 

做一个堆肥箱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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