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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版小学科学二年级上册教学计划

（2018-2019学年度第一学期）

一、教材解读 

二年级上册由“我们的地球家园”和“材料”两个单元组成。两个单元总计
13课，原则上每课需 1课时来完成教学。另外每个单元都有“科学阅读”内容，
可以穿插在每课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在单元复习时集中在一课时落实。 

“我们的地球家园”单元共 7课，分别是《1.地球家园中有什么》、《2.土壤
——动植物的乐园》、《3.太阳的位置和方向》、《4.观察月相》、《5.各种各样的
天气》、《6.不同的季节》、《7.做大自然的孩子》。这 7 课的编排逻辑是这样的：
整体认识(第 1课)→具体认识(第 2—6课)→讨论升华(第 7课)。具体介绍如下：
第 1课从整体上引导学生认识地球家园中和地球家园周围有什么；第 2课引导学
生具体探索地球家园中的一种重要资源——土壤；第 3、4 课引导学生具体探究
天空中的太阳和月球的变化现象，使学生能够根据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判断东西
南北方向和描述月相的变化现象；第 5、6 课引导学生具体探索地球家园的天气
和四季变化，认识这些变化对动植物和人类生活的影响；第 7课引导学生在学习
了前面 6节课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要做大自然的孩子，
感谢大自然的恩赐，保护动植物，爱护大自然。

“我们的地球家园”单元，统整“地球与宇宙科学领域”的三个主要概念组
织教学内容，从整体的地球家园中有什么到局部的寻访土壤居民，从遥远的太阳、
月球与生活的联系到触手可及的天气、季节与生命的联结，整个单元以“关爱家
园、关注生命”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活动，并将整个活动落脚到“做大自然的
孩子”，在落实单元教学内容的同时，对教学目标进行升华。简单地说，本单元
以地球与宇宙科学领域的概念为基础，将关注点聚焦到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
的话题上来，将发展点落脚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课题中来，将兴趣点迁移到
珍爱生命、保护身边的动植物的活动里来。本单元教学内容集科学探究教育、生
态环境教育、自然体验教育于一体，并体现了博物学的重要特征——与自然的直
接交往。 

“材料”单元共 6课，分别是《1.我们生活的世界》、《2.不同材料的餐具》、
《3.书的历史》、《4.神奇的纸》、《5.椅子不简单》、《6.做一顶帽子》。以下是这
几课教学内容的简要分析：第 1 课《我们生活的世界》，旨在让学生建立“自然
世界”和“人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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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引出材料的视角；第 2 课《不同材料的餐具》，利用学生熟悉的餐
具探讨常见材料的性能，使学生初步掌握研究材料的方法；第 3课《书的历史》，
以书为具体研究对象，结合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运用教育重演论，让学生纵向
考察某种物品所用材料的发展和演变；第 4 课《神奇的纸》，以纸为具体例子，
让学生横向考察对一种材料的改造而导致其性能的变化，体会材料经过加工和改
造，可以表现出原本没有的性能；第 5 课《椅子不简单》，以生活中常见的椅子
为例，让学生从材料的角度整体而系统地研究一个真实的物品，认识到很多物品
都是由多种材料制成的；第 6课《做一顶帽子》为单元总结课，目的是让学生通
过做一顶帽子，经历对本单元所学内容的综合运用过程。 

“材料”单元的学习对学生形成“世界是物质的”这一认识非常重要。在一
年级下册“我们周围的物体”单元里，学生已对物体的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根
据课程标准的要求，他们将在 3—4 年级开展物质状态的学习，而对材料概念的
理解是从物体到物质概念发展必不可少的进阶。这一单元的编写，强调和突出了
对“材料”这一概念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并根据目前材料科学的快速发展和人
类对材料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提高现状，设计和组织了“材料”单元的内容结构，
以期让学生以辩证和发展的观点看待材料，不固化对某种材料的认识。通过这一
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初步认识到材料是具有特殊性能的物质，是功能化了的物质，
人们利用材料设计制作各种物品。学生能够以材料的视角看待自然世界和人工世
界，利用多种感官或简单工具研究材料，观察并描述材料的特点，能够辨识生活
中常见的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个单元的教学中，教师要继续引导学生发展他
们的观察、记录和描述能力，同时要提高他们的实地观察和建构简单模型的能力。
“我们的地球家园”和“材料”单元也都设计了与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相关
的教学活动，希望在教学中充分体现这部分教学的特点，达成教材设计所追求的
目标。    

二、学情分析

 经过一个学年的科学学习，学生的观察与描述能力有了明显的发展，但学
生依然处于形象思维阶段，他们的抽象概括和语言表达能力仍然比较弱，因此教
师的指导和帮助仍然非常重要。除了教科书为学生提供的“科学词汇”外，教师
还要注重观察、记录方法的示范和引导，注重提供语言表达的范例。 

二年级的学生已能初步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但还常有不稳定的现象，自
制力还不强，意志力较差，遇事很容易冲动，活动的自觉性和持久性都比较差，
且常与兴趣密切相关。他们精力旺盛、活泼好动，具有好奇、好动、好模仿等特
点，在活动过程中需要通过不断巡视来关注学生的观察体验进展，用学生喜欢的
形式(如游戏、积分、奖励等)来促进学生更好地开展观察体验等活动。 

三、教学目标

1.“我们的地球家园”单元教学目标 （1）科学概念目标 ●描述太阳每天
在天空中东升西落的位置变化。 ●描述怎样利用太阳的位置辨认方向。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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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季节变化现象，举例说出季节变化对动植物和人类生活的影响。 ●描述
月相的变化现象。 ●知道太阳能够发光发热。 ●描述太阳对动植物和人类生活
有着重要影响。 ●知道有阴、晴、雨、雪、风等天气现象。 ●描述天气变化对
动植物和人类生活的影响。 ●观察并描述周围的土壤上生长着的植物和生活着
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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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探究目标  ●能利用多种感官或者简单的工具观察对象的外部形
态特征及现象。 ●能用语言、图画等方式初步描述信息。心工 ●能简要讲述探
究过程与结论，并与同学讨论交流, （3）科学态度目标 ●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对常见的动植物、物质的外在特征，以及生活中的科学现象、然现象表现出探究
兴趣。 ●能如实讲述事实，当发现事实与自己原有的想法不同时，能尊重事实，
形成用事实说话的意识。 ●愿意倾听、分享他人的信息、乐于表达、讲述自己
的观点，能按要求进行合作探究学习。 

（4）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了解人类的生活和生产需要从自然界
获取资源，同时会产生垃圾，有些垃圾可以回收利用。珍爱生命，保护身边的动
植物，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说出人类生活离不开动植物的一些实例，
初步形成珍惜动植物资源的意识。 

2.“材料”单元教学目标 

（1）科学概念目标 ●我们周围的世界可分为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人工世
界是由人设计并制造出来的。物品是由一种或多种材料做成的，我们身边存在着
许多不同种类的材料。 ●物品可以根据构成它的材料的性能来描述，也可以根
据这些性能来区分物品或材料。 ●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性能，材料的性能决
定材料的用途。 ●通过科学技术可以将自然界的各种材料利用起来，材料经过
加工可能改变原有的性能。 ●某些材料可以反复使用，一些废弃的物品可以用
来制造新的产品。 

（2）科学探究目标 ●运用各种感官观察并识别构成物品的各种材料，与同
伴交流自己的观察结果。 ●用科学词汇初步描述常见材料的特征。 ●根据可观
察到的特征和性质，对物品和材料进行描述、比较和分类。 ●利用工具对材料
进行简单加工。 ●将学习到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运用到新的情境中去。 ●
利用提供的材料和工具，通过口述、图示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设计与想法，并完成
任务。 

（3）科学态度目标 ●发展探究物质世界的兴趣。 ●实事求是地描述材料
的特性，形成用事实说话的意识。 ●认识到在科学研究中准确描述事物很重要。 
●发展进一步改进材料的兴趣。 ●体验创造产品的喜悦和成功感，学会与人交
流、分享与合作。

（4）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意识到材料对于人工世界的重要性，
选择材料需要考虑其优缺点，倡导节能环保。 ●体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
变迁，材料会不断改进。 ●了解当前许多材料是随科技进步逐步改进后的产物，
给人类的生活、发展带来了便利。 ●认识到废旧材料可以回收、重复利用，这
样做可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体会科学知识可以应用于解决日常生活中的
问题。

四、具体教学措施 

 1.培养学生科学学习的兴趣和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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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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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学进度表  

周次 起止日期 教学内容

1 2018.9.2-9.8 始业教育（科学第一课）

2 9.9-9.15 1-1.地球家园中有什么

3 9.16-9.22 1-2.土壤——动植物的乐园

4 9.23-9.29 1-3.太阳的位置和方向

5 9.30-10.6 国庆放假

6 10.7-10.13 1-4.观察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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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14-10.20 1-5.各种各样的天气

8 10.21-10.27 机动

9 10.28-11.3 1-6.不同的季节

10 11.4-11.10 1-7.做大自然的孩子

11 11.11-11.17 第一单元学习梳理

12 11.18-11.24 2-1.我们生活的世界

13 11.25-12.1 2-2.不同材料的餐具

14 12.2-12.8 2-3.书的历史

15 12.9-12.15 机动

16 12.16-12.22 2-4.神奇的纸

17 12.23-12.29 2-5.椅子不简单

18 12.30-2019.1.5 元旦放假

19 1.6-1.12 2-6.做一顶帽子

20 1.13-1.19 第二单元学习梳理

21 1.20-1.26 学期总结评价

 注：以上教学安排仅为参考，实施中将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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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备 补备及反思

1、地球家园中有什么？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科学概念目标：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
2.科学探究目标：能根据自己的观察说一说地球上有山川、河流、
土地、森林、阳光、动植物、人类、空气等。
3.科学态度目标：愿意倾听和分享，乐于表达对于地球的了解。要
珍惜和爱护我们的地球。
4.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意识到仔细观察思考可以更好的
了解地球。自己动手画一画自己所了解的地球。意识到保护地球家
园的重要性。
【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让学生能大概了解地球（其实是地表）是由植物、土
壤（大地） 、海洋、空气、动物等很多方面组成的。
2.教学难点：学生自己通过观察说出地球上的东西。
【教学准备】
1.小组活动：每人一支彩笔。
2.教师准备：班级记录单，地球家园图，相关的图片与视频。
【教学过程】
一、视频或图片导入：（预设 3 分钟）
播放一些地球在宇宙中的视频，让学生简单了解一下地球是一个球
体，是宇宙中的一颗行星。
二、深入了解地球上有什么（预设 10 分钟）
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赖以生存的的地球是其中的一颗行星，大家
谁可以说一说你知道的地球都有什么呀？
学生回答。
想不想多了解一些我们的地球呢？
播放地球简介的视频或者地形地貌植物动物海洋的图片。
观看后再提问学生“地球上都有什么呀？”
学生回答。
三、动手画一画。（预设 20 分钟）

老师：我想画一张地球家园图，但是我不知道上面要画什么？同学
们知道么？
学生回答可以画什么？
小组交流
老师：你们想不想画一张属于自己的地球家园图？现在每位同学拿
出自己的彩笔，将本组的地球家园图描绘出你心中的样子吧！
组长领取绘画材料。
各组开始绘制自己的地球家园图，教师巡视指导。
四、交流和总结（预设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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