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版一年级科学上册全册教学设计

课  题 1.走近科学课 课  时 1

教学目标

1.激发学生对科学课的兴趣，使学生从第一节课就爱上科学课，为以后的    

科学课打好兴趣的基础。 

2.使学生体会到人的周围处处有科学，科学与人有密切的关系，少年儿童

要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3.初步了解怎样学科学。

教学重点
了解科学课主要学习什么，激发学生对科学课的兴趣，使学生从第一节

课就爱上科学课，为以后的科学课打好兴趣的基础，并激发爱观察的兴趣。

教学难点
学生体会到人的周围处处有科学， 科学与人有密切的关系， 少年儿童

要从小爱科学、 学科学、 用科学。

教学准备 相关图片、绿植盆栽、大玻璃瓶或玻璃杯，画上小鱼的白纸板等。

教 学 过 程 复  备

一、谈话导入

从今天开始， 我们学习一门很有趣味的课，这门课就是：科学 

（板书）。“听到科学这个词，大家想到些什么？” “那科学课上我

们都学习什么呢？”读儿歌：眨眼睛，气球飘，我有很多“小问

号”。多动手，勤动脑，科学课上探奥妙。 

【运用儿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初步认识科学。】

二、探究活动

（一）探究科学课上做什么？ 

1.教师提问:科学课上，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呢？要如何来学习科

学呢？请大家先看一组图片。  

2.教师展示图片，提出问题，看一看图中的都有哪些人物？他

们在做什么？ （学生汇报） 

3.教师总结：观察、实验、制作、养殖等是科学学习的重要方

法，以后的科学课上会经常用到这些方法。 



（二）一起做一做，亲历探究活动。

1.观察植物的叶子。  

教师提出问题：观察是学习科学探究科学常用的方法，应该如

何进行观察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观察植物的叶子，看看同学们能

发现什么。 

（1）教师指导学生分组，以小组为单位选取一株植物。

（2）教师提出观察要求：植物叶子是什么样子的？ 

（3）学生进行观察叶子的活动。

（4）学生汇报与交流观察情况。

（5）引导学生有顺序的观察。

（6）教师要求学生画出所观察的植物叶子。 

（7）师生共同总结：观察要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注意观察时要

仔细。

 2.实验一：小纸鱼实验。  

（1）教师讲解：科学课上会做许多实验。我们要学习通过实验

观察现象，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先做一个小实验体验一下实验的

过程。  

（2）教师演示实验：将画有图案的纸立成纸屏，在一个透明水

杯内加入大半杯水 ，将加入水的杯子慢慢推到纸屏前，注意保证图

案在水面以下。教师提醒学生观察:透过水杯看，纸上的图案有什么

变化？学生说一说自己的发现。

（3）学生亲自动手实验，完成《科学学生活动手册》中的观察

记录。

 3.实验二：利用洗洁精让胡椒粉在水面“跑”。

（1）教师演示实验：先提前准备一个盛有一定量水的盆子或口

径较大的容器。倒入胡椒粉平铺至水面总面积的一半即可。再用铅

笔蘸取少量洗洁精，接着将占有洗洁精的铅笔一端缓缓放入铺有胡

椒粉的水面区域。

(2)学生分组进行实验，要求学生注意安全，观察现象。 



（3）学生汇报实验中的发现与体会。 

教师引导学生交流：通过亲历观察、实验活动有什么收获?

（4）学生相互评价：哪个环节自己做得比较好?哪个小组整体

表现比较好? 

 4.教师小结：我们要从小热爱科学，善于观察与思考，能够发

现问题和探究问题的答案及追求真理。

【学生通过观察图片，了解学习科学的方法，通过观察叶子、小

鱼的变化、往水里撒胡椒粉或者洗洁精等了解实验的步骤和方法，

学会小组合作。】

三、拓展活动

教师搜集几个科学家的故事，为学生简单讲解，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   

    【学生通过听科学家的故事，使学生爱上科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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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第二课 我的“小问号” 授课人

教学目标 1、在教师的指导下，能从具体现象与事物中的观察、比较中提出

感兴趣的问题。

2、愿意倾听别人的问题。

3、通过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感知科学就在身边。

教学重难点
引导学生在玩玩具时，注意观察，提出发现和疑问，激发学生的

问题意识。

教学准备
学生自主选择，准备自己喜欢的文具并将文

具带到课堂上与同学一同探究。
二次备课

活动过程设

计

一、介绍玩具，导入新课：

学生介绍自己带来的玩具，讲解玩具的玩法

和功能。

二、探究活动

（一）玩玩具，提出问题。

1、教师拿出跳跳蛙，引导学生猜想：拧紧跳

跳蛙上的法条，松开手后，会看到什么现象？

（学生汇报猜想）

2、教师演示玩跳跳蛙并引导学生提出问题

3、学生交换玩具，互相向对方提出问题。

4、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用笑脸标志涂色

个数表示记录问题个数。

5、将玩具整理好，全班交流所提出的问题，

汇总提出的问题的总数。

（二）生活中的“小问号”

1、教师播放苹果落地的视频。

（1） 教师引导学生提出问题。

（2） 教师用幻灯片形式播放牛顿的

提问和研究成果。



（3） 教师小结：提出问题是科学探究

的起点。我们要善于观察并从中发现、提出

问题。

2、引导学生列举生活的实例并提出问题。

（1）比一比，谁提出的问题多。

（2）学生展示自己的记录方法。

三、评价与反思

     1、教师引导学生交流，分享本节课的

收获。

     2、学生相互评价：哪个环节自己做的

比较好？哪个小组整体表现比较好？

四、拓展活动

     教师布置作业：在家中、校园或者居住

地附近进行观察，把自己的“小问号”记录

下来。

课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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