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科学三年级下册全册教案

1.种子发芽了

教学目标

1.能够用语言描述西红柿和黄瓜种子的外形特征。

2.能够理解种子萌发实验的设计，并初步认识种子萌发的条件。

教学重点 知道种子的种植方式并进行正确的观察、记录、能够探究

种子萌发需要的条件。

教学难点 设计栽种记录，并乐于长期观察、记录种子发芽的过程。

教学准备 西红柿种子、黄瓜种子、花盆、铲子、土、喷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视频播放。

春天农民伯伯播种的情景及农作物成长情景。

提问：农民伯伯种下了什么？长出了什么？

学生：种下了种子，长出了庄稼。

谈话;你知道植物一生包括哪几个过程吗？

谈话：是的，种子种在土壤，有了合适的环境它就会“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这是植物的一生。 这节课我们就一起研究《种

子发芽了》，板书。

二、新知呈现

1.观察并描述番茄和黄瓜的种子

（1）出示番茄和黄瓜这两种植物的种子，引导学生看一看，问：同学

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种子）

（2）教师引导学生从颜色、形状、大小、厚薄等各方面说一说番茄和

黄瓜种子的不同之处。

（3）小结;番茄的种子水滴形、黄色、表面粗糙。黄瓜的种子橄榄形、

乳白色、表面平整。

（4）总结：刚刚大家比较了番茄和黄瓜的种子。其实大自然中有各种

各样的种子，这些种子在颜色、形状、大小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课后大

家可以去仔细观察。

2.一起来种番茄

（1）谈话：要想在教室里种这些种子我们需要提前准备些什么？（需

要准备一个花盆、一些土、一个铲子、还要准备水。）

（2）提问：你认为它们应该怎么种呢？（先将土用铲子装在花盆里，

然后种种子，接着在种子上面盖一层土，最后浇水。）

（3）我们可以将土用铲子装进花盆，在花盆土中挖一个小坑，在里面

放几粒种子，然后盖上一层薄土，接着浇水。

（4）出示资料

谈话：现在我们刚刚种下西红柿种子和黄瓜种子？要想种好它们我们

还需要做好哪些事？请 4 人小组讨论一下。（需要浇水、还要施肥、要晒

太阳...... ）



（5）谈话：看来大家还要多学习照顾西红柿和黄瓜的生长的方法哦！

怎样获得更多的种植西红柿和黄瓜的知识呢？（我们可以查资料、请教有

经验的人、可以自己在种植过程中进行观察...... ）

（6）讲述：看来想要种好西红柿和黄瓜可真不容易！老师还帮大家查

阅了一些资料，大家仔细阅读，想一想我们要如何照顾它们。

三、课后延伸

资料展示：西红柿喜欢生长在温暖的有点潮湿的地方，适合发育的温

度是 24℃-26℃；需要充足的阳光，这样可以让它生长旺盛；西红柿生长过

程中大约 10 天就要施一次肥；西红柿结果时还要修剪侧枝；大约 60 至 100

天就可以成熟了，适合在春季栽种，夏季、秋季也可以种植。

谈话：西红柿和黄瓜的生长都需要几个月呢，要想长期观察它们的生

长，最好留下观察记录。你认为栽种记录要包括哪些内容？（日期，生长

高度，形态的变化.....）

四、总结：

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西红柿和黄瓜的种子并且一起种下了它们，让我

们共同见证它们的成长吧！

第二课时

一、导入

谈话：上节课我们一起种下了西红柿和黄瓜种子，几天过去了，你们

的种子发芽了吗？

学生交流种植后的现象。

小结：黄瓜种子很多都发芽了，发芽后隔断时间要记得浇水哦。西红

柿的种子还没发芽，不要着急哦，过几天可能就发芽了呢！孩子们每天都

要观察哦。

二、观察植物种子的特点

1.认识形态各异的种子

（1）教师引导：同学们，在自然界中有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种子，这些

种子形态各异，大小不一。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不同植物的种子，他们有

哪些不同的特点。

（2）教师出示课本图片：上面苹果、蚕豆、红松、冬瓜、枣子等 5 种

植物的种子，引导学生分别看一看，观察他们的特点。

（3）全班交流，学生根据自己的观察，说一说这 5 种植物种子的特点。

（4）教师引导：同学们，自然界中还有很多植物的种子，让我们也来

看一看吧。

教师出示黄豆、绿豆、油菜、稻子、麦子、高粱等植物的种子，引导

学生看一看，让学生认识更多植物的种子。

2.探究种子发芽的条件

（1）教师引导：同学们,种子在土壤中会发芽生根，长叶开花。那么，

种子发芽究竟需要哪些条件呢？

（2）学生预测。

（3）谈话；我们的预测是否正确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探究种

子发芽的条件。

（4）实验步骤：第 1 步：在 4 个瓶子里各放入两张纸巾，撒上同样多

的种子，将 1 号瓶的瓶盖拧紧。第 2 步：分别在 2 号、3 号瓶里洒一点水，



将 4 号瓶里的种子完全浸泡在水中，然后拧紧 2、3、4 号瓶的瓶盖。

第 3 步：将 1 号、3 号、4 号瓶放在常温下，将 2 号瓶放在冰箱里，5 到 6

天后观察 4 个瓶里的种子。

（5）特别注意：在进行这个实验的时候，注意实验中的不变量，如每

个瓶里都放两张纸巾，都洒入同样多的水，都要拧紧瓶盖，还要注意实验

中的变量。

（6）学生汇报。

三、总结全课

这节课，我们探究了种子发芽的条件，懂得了种子发芽，需要两个条

件，（1）适宜的温度，温度过低或者过高，种子都不易发芽，（2）水分，

种子发芽需要适宜的水分，水分过多或过少，种子也不易发芽。（3）充足

的空气。

2.幼苗长大了

教学目标

1.观察、描述西红柿幼苗的形态特征，了解幼苗成长的过程。

2.知道植物的根一般生活在地下，具有吸收水分和固定植物等的作用。

教学重点 了解植物根、茎的作用和叶的构造。

教学难点 研究茎的作用。

教学准备 植物的茎、红墨水、水果刀、植物的叶。

第一课时

一、导入

视频播放（植物生长）

谈话：同学们，刚才的视频我们知道了发芽后的西红柿或者黄瓜，我

们把它称为西红柿幼苗或黄瓜幼苗。你能说说幼苗是如何长大的？

学生汇报

谈话：参天大树、始于种子。种子萌发后各部分逐渐长大，今天我们

就来一起学习《幼苗长大了》一课，了解植物根、茎的作用。

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知

1.认识番茄的幼苗

通过对番茄幼苗的观察，你能说一下这些幼苗有什么变化吗？（幼苗

长出了叶，叶子变大了，幼苗长高了，变得健壮了… …）

（1）谈话：幼苗长出了茎和叶，幼苗长高变大了。同学们认真观察一

周龄幼苗和两周龄幼苗新长出的叶子形态，你有什么发现？（幼苗刚开始

长出的两片叶子的边缘是平滑的，后来长出的叶子边缘不平滑。）

（2）讲述：番茄幼苗最初的两片叶子是子叶，之后长

出的叶子是真叶，我们生活中所见所说的都是真叶。观察一下你种的

番茄幼叶长大后的形状像什么呢？

（3）（出示图片）师生总结：番茄的像羽毛一样的叶称为羽状叶，杨

树的叶像心形，枫树的叶像手掌，每种植物的叶都有特定的形状，叶的形

状是植物的重要特征幼苗长大过程中，地上部分枝和叶生长的同时，根也

在努力的生长。根在植物的生命活动中起什么作用呢？

2.认识植物的根



（1）提问：你见过那些植物的根?

（2）出示图片：认识直根与须根。

（3）出示栽小葱的图片：大家还记得这个实验吗?“小葱喝水”的实

验，不难发现“小葱喝水”与植物的哪个器官息息相关呢？

（4）师：没错，“小葱喝水”靠的是根，这个实验说明根有什么作用

呢？（吸收水分）

（5）小结：“小葱喝水的实验”说明根有吸收水分的作用。同时有稳

固茎干的支持作用。所以说根有吸收水分和有稳固茎干的支持作用。根吸

收的水分和溶解在水中的养料能够维持植物的生命，使幼苗不断长大，根

属于植物的营养器官。

3.认识根的作用

（1）提问：你印象中植物的根通常生长在哪里？

（2）谈话：植物的根通常生长在地下的土壤中。

出示图片：这是玉米的不定根，不定根属于根的一种类型，同学们观

察一下玉米的不定根生长部位和特点什么？

（3）小结：玉米的不定根从茎的下部长出，数量很多，像一个个铁钉

将玉米的茎牢牢的固定在土壤里。

（4）提问：这样的根有什么作用？

学生交流：根具有稳固茎干的支持作用。

（5）小结：植物的根有吸收水分和溶解在水中的养料，有稳固茎干的

支持作用和贮藏营养物质的作用。

三、全课总结

第二课时

一、导入

谈话;上节课我们认识了幼苗的成长过程以及根的作用，我们知道了根

属于植物的营养器官，植物的营养器官还有哪些？

学生回答。

二、认识植物的茎

1.了解不同植物的茎

出示植物图片，找出植物的茎，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茎的位置，以及

它的特点。(学生描述)

教师总结;植物的根通常生长在地下，连接根与叶的部分是茎。

2.认识茎的作用

（1）出示图片：观察不同形态的茎，说说茎都有哪些作用？

（2）谈话：直立茎可以支撑植物，它还有哪些作用呢？我们继续研究。

课前老师已经将芹菜的茎插入装有红色的杯子里，现在请同学们观察一下，

你们发现了什么。

（3）学生猜测

（4）教师演示：对浸泡过红水的芹菜，进行横切和纵切比较，它们有

什么不同。

（5）出示实验建议：（1）小组分工合作，（2）注意用当安全，（3）

仔细观察，做好实验记录。

（6）学生操作完成记录表格，教师巡视指导。



（7）小结：通过观察，我们知道了茎能帮助植物运输水分，除了运输

植物所需要的水分，还能输送各种养料，是植物重要的器官之一。

三、认识叶的构造

1.描述叶的样子

（1）谈话：我们认识了茎，茎的上端连接的是叶，等会儿请你们拿出

自己带的树叶，仔细观察，可以从颜色，形状，大小，轻重，软硬等角度

进行描述。

（2）学生上台描述。

2.学习叶的构造

（1）提问：有没有观察到这些不同叶子有哪些相同之处？

（2）谈话：像叶子表面的纹路称为叶脉，长长的柄称为叶柄，从叶子

顶端到下端，不包括叶柄称为叶片。

（3）提问;如果老师把植物幼苗的叶子全部摘掉，幼苗还能活吗？为

什么？

（4）小结：叶担负着植物生长最重要的光合作用，为植物制造营养物

质，叶片也是蒸藤作用的重要器官，根系吸收的水分，绝大部分以水蒸气

形式从叶面扩散到体外，所以没有叶子植物就会死亡。

四、巩固总结

3.植物开花了

教学目标

1.知道花的简单构造，认识西红柿花的雌蕊与雄蕊，黄瓜花的雌花和

雄花，明确西红柿花和黄瓜花的种类不同。

2.知道不同植物开花后的传粉方式。

教学重点 知道有的花既有雌蕊又有雄蕊，有的花只有雌蕊或只有雄

蕊。

教学难点 为自己栽种黄瓜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教学准备 观察记录表、放大镜、小镊子、课件、视频。

　 一、导入新课

我们栽种的西红柿和黄瓜开花了，在上节课学习了植物的根、茎、叶

的知识后，这节课我们来研究植物花的有关知识。

看来大家都认识很多花。不过大家发现了没有，各种花的大小、颜色

和形状都不一样，为什么都能被称为“花”呢？同学思考发言，教师引导，

得出：它们是否具有相同的结构特征？

究竞花有什么样的结构呢？ 让我们-起来探究吧！

二、学习新课

1.认识西红柿花的构造

植物学家通常用解剖的方法来研究植物体的构造。

首先，我们用解剖的方法来研究西红柿花的构造。

2.活动一，解剖西红柿花

第一步，采摘：每个小组先选取．采摘一朵西红柿的花。采摘方法指

导，采摘前，向学们先认真观察，在西红柿植株上找好目标并得到小组成

员的一致同意后再采摘，我们是为了研究西红柿花的构造才采摘花朵的，

不能盲目采摘。



第二步，解剖：按顺序解剂花，观察并记录

解剖方法指导：①观察花的外形。②按照由外向内的顺序，用镊子逐

一轻轻摘取花的各个部分，防止将某一部分破坏，解剖下来的各个部分要

按照一定顺序分类摆放，观察其形态，颜色及数量并做记录。

3.西红柿花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

各组派代表总结西红柿花的构造，师将同学们的研究结果投影，并评

价。

观看解剖西红柿花的视频，一起集体学习解剖花和花的构造。

西红柿花由外向内有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萼片、花瓣、雄蕊和雌蕊。

谁能举例我们常见的哪些花也是这样的结构?

学生举例，集体总结举例。

谈话:在学习了西红柿花的构造后，我们接着学习花的各部分构造的功

能。

下面时间同学们再借助放大镜仔细观察花的各部分，看看各个部分有

什么特点或大家有什么新的发现?并试着轻轻捻-捻雄蕊，看留下了什么?

你能猜测出各部分构造的作用吗?小组讨论交流。

小组派代表回答，集体交流、总结:

4.认识花的各部分构造的功能

尊片--保护来开放的花。

花瓣- --吸引昆虫;

雄蕊--制造花粉。

雌蕊--按受花粉。

总结：雌蕊和雄蕊是植物的繁殖器官。雄蕊产生的花粉落在雌蕊柱头

上的过程叫做传粉，传粉后植物就有可能结出果实.我们就可以吃到甜甜的

西红柿了。

5.认识黄瓜花的构造

刚才我们研究了西红柿花，那黄瓜花和西红柿花的结构一样吗?现在大

家接着观察黄瓜花，看有什么发现。

学生观察并发言，引导得出黄瓜花和西红柿花不一样。

黄瓜有两种不同的花。一种后面有个“未来的小黄瓜”。

实验：分別解剖两朵不一样的黄瓜花，观察其结构。

方法指导：在黄瓜植株上分别选取两朵不一样的黄瓜花，一定先找好

目标并得到小组成员的一致同意后再采摘。用解剖西红柿花同样方法分别

解剖两朵不一-样的黄瓜花，找出两朵不一样的黄瓜花的结构是怎样的，并

和西红柿花做对比。

6.黄瓜花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

各组派代表归纳总结自己的发现与收获，将同学们的研究结果投影，

并评价和归纳总结。

我们发现西红柿花和黄瓜花确实不一样，后面有“未来小黄瓜”的花

只有雌蕊没有雄蕊，另一种花只有雄蕊没有雄蕊。

看来不是所有的花的结构都是一样的，花的结构也是多种多样的。

小结：植物的花的结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结构齐全，有些缺少一

些部分。我们把像西红柿花一样，-朵花中萼片、 花瓣、雄蕊、雌蕊四部

分结构俱全的花叫做“完全花”把缺少- -部分或几部分的花叫做“不完全



花”，其中只有雌蕊没有雄蕊的花叫做“雌花”，而只有雄蕊没有雌

蕊的花叫做“雄花”。

三、植物有多种传粉方式，了解植物的传粉。

1.雄蕊和雌蕊是花的主要部分

花粉落在雌蕊的柱头上，这一过程就叫做传粉，传粉后植物就有可能

结出果实。（播放视频）

（1）桃、油菜的花依靠昆虫传粉。它门以鲜艳的花瓣、芬芳的气味或

甜美的花蜜吸引昆虫，被称为虫媒花。常见的传粉昆虫有蜜蜂、蝴蝶等。

（2）玉米、杨树的花依靠风力传粉，被称为风媒花。它们一般都很小，

花粉多而轻，也漫有花香和花蜜。风力越大，花粉传播的距离越远。

（3）豌豆、小麦能自己给自己传粉，不需要风和昆虫的帮忙，被称为

自花传粉。这些花里既有雄也有雄蕊。

（4）为了解决自然状态下传粉不足的问题，人们常常会对一些植物进

行人工辅助授粉，如黄瓜、丝瓜等。

2.实践活动

四、拓展延伸

西红柿的花有雄蕊和雌蕊。雄蕊由花丝和花药组成。雌蕊由子房、花

柱、和柱头组成。

五、课堂总结

这节课我们知道花的简单构造，认识了西红柿花的雌蕊与雄蕊，黄瓜

花的雌花和雄花，明确西红柿花和黄瓜花的种类不同。知道不同植物开花

后的传粉方式。有昆虫传粉、风力传粉、自花传粉、人工辅助授粉等。

花的各部分构造的功能:

萼片--保护来开放的花 花瓣--吸引昆虫

雄蕊--制造花粉 雌蕊--按受花粉

4.植物结果了

教学目标

1.植物在开花结果期间植株仍然生长。

2.花、果实和种子是植物的营养器官。

3.果实是由果皮和种子组成的。

教学重点

1.花、果实和种子是植物的营养器官。

2.果实是由果皮和种子组成的。

教学难点 根据果实的特点学会辨识果实，探究我们吃的是植物的哪

部分。

教学准备   课件、种子、蔬菜、水果、视频。

　 一、导入新课

观看视频。再现植物一生的生长历程。

番茄从开花到结果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二、讲授新课

提问：植物的一生都经历了什么过程？能不能按顺序说一说？



揭题：植物的一生开始于一颗种子，发芽，生长，开花，最后结果，

那么你们种下的西红柿和黄瓜结果了吗？这节课，我们一起来观察《植物

结果了》。

三、成果展示

1.展示交流

同学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种植和记录，一定有不少丰硕的成果想要跟

大家分享，下面我们请小组来展示一下他们的成果。

2.小组展示种植记录

讨论：选取两组种植记录，请大家认真再看一看，小组讨论一下，西

红柿和黄瓜的生长过程有没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小组讨论汇报。

总结：将番茄和黄瓜生长过程的文字记录、图片和视频按时间顺序一

一对应展示，让学生概括植物的生长经历

发芽期、幼苗期、开花期、结果期等几个阶段。出它们都有生根、发

芽、抽枝、长叶、开花、结果的过程，对比观察番茄和黄瓜的植株，发现

它们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这六大器官都是随着生命周期的展开

依次生长出来的。

四、探究植物的果实

谈话：西红柿和黄瓜都经历了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这样一系列的

过程，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观察他们的果实。出示西红柿和黄瓜。

1.活动一：观察果实的内部结构

谈话:请同学们从中间切开果实，认真观察，说一说，你们都看到了什

么?

小组实验汇报。

教师补充：切开西红柿和黄瓜我们会发现种子就包裹在果实中间，而

包裹在种子外面的，生活中我们叫做皮和肉的部分,科学上我们统称果皮，

所以果实是由果皮和种子两个部分组成的。

提问：那么如果西红柿和黄瓜要繁殖后代，你们觉得那些部分是必不

可少的呢？

学生讨论发言。

小结：植物通过种子繁殖后代。花、果实、种子属于植物的繁殖器官。

2.果实是由果皮和种子两部分组成

下图中，哪些是果实？哪些不是果实?我们吃的是植物的哪部分?

①胡萝卜不是果实，里面没有种子，是蔬菜。我们 吃的是植物的根。

②香蕉是果实，里面有种子。我们吃的是植物的果实。

③豌豆是果实，里面有种子我们吃的星植物的果实。

④甘蔗不是果实，里面没有种子。我们吃的是植物的茎。

⑤芸豆是果实，里面有种子。我们吃的是植物的果实。

⑥花生是果实，里面有种子。我们吃的是植物的神子

⑦菠菜不是果实，里面没有种子。我们吃的是植物的

茎和叶。

⑧南瓜是果实，里面有种子。我们吃的是植物的果实。

⑨芹菜不是果实，里面没有种子.我们吃的是植物的茎和叶。



小结：是植物果实的有：四季豆、豌豆、南瓜、花生、香蕉。不是植

物果实的有：胡萝卜、菠菜、芹菜、甘蔗

在这些植物中,我们吃的又是这些植物的哪个部分呢？老师要提醒大

家注意，我们吃的有可能是某种植物的多个部分。

胡萝卜——我们吃的是它的根。

四季豆——我们吃的是它的果实。

豌豆——我们吃的是它的果实。

甘蔗——我们吃的是它的茎。

花生——我们吃它的果实。

菠菜——我们吃的是他的茎和叶。

香蕉——我们吃的是它的果实。

芹菜——我们吃的是它的茎和叶。

南瓜——我们吃的是它的果实，南瓜子是他的种子。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会吃很多植物，那么请大家说一说，我们吃的又

是这些植物的哪个部分呢？

3.学生联系生活实际

谈话：说一说我们吃的是哪些植物的哪些部分

吃茎：甘蔗、莴笋、竹笋、芦蒿、姜、莲藕、荸荠、慈姑、马铃薯

吃根：萝卜、胡萝卜、甘薯、木薯

吃叶：青菜、白菜、包菜、韭菜

吃花：黄花菜、花菜

吃果实：各种瓜类（冬瓜、西瓜、南瓜、丝瓜、黄瓜等）葵花籽、各

类水果(苹果、梨、桃、李、山楂等)、豆类（扁豆、豇豆、四季豆等）

吃种子：西瓜子、白果、芝麻、豆类（红豆、绿豆、黄豆等）

教师小结。

五、拓展提高

调查你生活的地方有哪些特殊的植物资源。人们是怎么利用它的?

（1）长绒棉，因纤维较长面得名。被世人曾为“棉中极品”。是制作

全棉内衣的最佳厚料。世界上只有中国、美国和埃及出产。

（2）贝母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其鳞茎供药用。因其形状得名。需用来

制作化质止咳药。

（3）橡胶树割开会流出乳胶。人们用它制作轮胎等。

（4）用蓝靛果直接印染布料。染出的国案非常漂亮。

六、课堂总结

5.不同环境里的植物

教学目标

1.理解植物的形态特点与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知道不同植物生长在

不同环境中；

2.比较大叶黄杨与杨树的叶子，了解两种树叶的不同。

3.了解冬天来了树木市如何适应寒冷环境的，设计一个常青藤是否落

叶的研究方案。

教学重点 了解不同环境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环境适宜不同植物生存，

植物的形态与其生长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教学难点 认识不同的环境，知道植物形态与生长环境有密切关系。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一些常见树叶。

一、利用迁移，导入新课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植物，植物的形态和生活环境各有不同，下面请欣

赏一首小诗。

平静的池塘中，盛开着白荷花。

荒芜的沙漠中，挺立着仙人掌。

它们是有什么本领吗，竟能在这的地方安家。

二、了解一些植物的形态特征，感知形态是为更好适应环境

谈话：地球上的植物多姿多彩，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的依靠。同学们，

你们都认识哪种植物？这种植物是什么样的？那你们认识这些植物吗？刚

才的水瓶树、巨人柱、椰树、芭蕉树，松树。它们长什么样的？

适时追问：它的茎长什么样子？它的叶长什么样子？长成这样有什么

好处？

学生回答时，放大植物外观图，帮助学生观察细节。

三、了解不同环境特点，发现植物形态是为了适应环境

1.植物王国里的植物形态各异

下面让我们进入植物王国旅游攻略，开始一场植物旅游。

谈话：我们一个选择不同的馆室，去认识一些植物，了解它们的特点？

通过旅游攻略图，一个一个植物的带领学生从茎干和叶子等方面仔细观察，

把握植物形态特征）

学生观察回答（水瓶树：少树叶，大肚皮；巨人柱：棱形柱状有刺和

毛；椰子：羽状叶，簇生；芭蕉树：叶片宽大，主叶脉粗厚；松树：树叶

针状，束生。）

结论：植物的外形特征与生存环境密切相关。

2．游戏穿过时空隧道，帮植物找家

谈话：植物生长在不同的环境里，那么上面的那些植物从里来呢？让

我们穿越时空隧道为他们找家。

做游戏。（水瓶树：草原；芭蕉叶、椰子：热带沙滩 ； 巨人柱：

沙漠 ；松树：高山。  ）

3.我是小导游

谈话：他们的家不同，环境特点也不同，不同植物适合在哪样的环境

生长呢？

学生交流（沙漠：根深，叶片，耐旱，耐温差；高山：茎粗，叶厚小，

根深，耐寒，矮小。草原：根系浅，叶片容易卷曲；热带海滩：茎干柔韧

性好，叶片宽大，叶脉粗壮。）

环境 特点

沙漠 降水少，阳光强烈，昼夜温差大，白天气温高

热带海滩 高温   多雨

草原 旱季和雨季

高山 土层薄，气温低，积雪覆盖

以做小导游的形式报告，向同学们介绍四个环境的环境特点。如：请

大家跟我走进热带雨林，这里炎热又多雨，到处是茂密的树木，猛兽众多。

4.了解恶劣环境的植物如何较好的生存



（1）请看视频

（2）学生谈感受。

（3）小结：在恶劣条件下生存的植物也能在较好的环境中生长，长势

可能会更好！所以不要让外来植物入侵本地环境，有可能带来灾害。

四、比较冬青树和杨树的叶子，将植物的局部特征与适应环境变化建

立联系

谈话：小组活动，完成冬青树和杨树叶子的比较，填好卡片，然后派

代表报告？

通过软件轮流切换，各小组讨论交流过程。

谈话：1.2 组摸一摸表面的光滑程度，3.4 组观察树叶的形状、厚度，

5.6 组观察过冬时是否落光叶子观察这两种叶子，分别有什么特点？填好卡

片。

小组汇报（冬青树叶椭圆形厚，有蜡纸层，光滑。杨树叶心形，薄、

粗糙，落叶）杨树到秋天叶子变黄，最终脱落，冬青树一年常青，但是在

我国的吉林，黑龙江地区冬天在室外很难成活！

提问：冬天来了，一些常见树木是怎样适应寒冷环境的过冬的？请看

视频。

很多常见树木靠落叶来保护自己，度过严寒的冬天。

师追问：在秋冬季没有变黄、脱落的叶子有什么特点？(生：叶子厚，

有蜡质层，叶子较小。)

总结：叶子的这些特点都是为了适应生存的环境，是它求生存的本领。

五、拓展

1.常青藤是否落叶

师：根据刚才的学习，我们来设计一个常青树是否落叶的研究方案，

请小组合作，派代表把本组的建议表达出来。

师提示：在设计方案时要考虑温度和水分的变化。

小结：树木过冬都要落叶来适应寒冷、干旱的冬天，所谓的“适者生

存”，所有的植物想要生存下来，必须适应环境。

2.方案演示

在教室里养一盆小松树，在花盆下面放上塑料布，每隔五天观察松树

叶子是否掉落，观察三回后，可以为花盆浇充足的水分。五天一更换塑料

布再观察。再把小松树挪到室外，在花盆下面放上塑料布，隔五天观察松

树叶子是否掉落，观察落叶子的大致数量。

总结规律：常青树在冬天落叶，只是又有新的叶子长出来。落叶的多

少和温度高低，水分充足情况有关。温度高，水分足落叶少，反之则多。

3.教师总结

大多数植物过冬都要通过落叶来适应寒冷与干旱，极少数植物由于自

身树叶特征，四季常青，所以，所有植物在生长中都必须适应环境。

六、总结全课

谈话：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也认识了不同环境中的植物，你能总结

一下它们的生存的特点吗？

师生总结

课后继续了解植物有关的知识。

6.沙漠中的植物



教学目标

1.认识沙漠中的典型植物，知道沙漠植物的形态特征。

2.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发现仙人掌通过减少水分蒸发和储水来适应

沙漠环境的形态特征。

3.理论联系实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究沙漠植物形态特征对维持生

存的重要作用。

教学重点 了解植物适应沙漠环境的形态和结构特征。

教学难点 理论联系实际，观察实验发现仙人掌形态特征对生存的重

要性。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仙人掌，放大镜。

一、导入新课

出示沙漠图片

提问：你们知道这是哪里？沙漠有怎样的环境特点？

学生汇报

谈话：在沙漠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究竟有没有植物能够生存呢？

谈话：今天我们就来探究沙漠中的植物。

二、学习新课

1.认识沙漠中的植物

谈话：沙漠中，有没有植物能够生存呢？那么，哪些植物是怎样在沙

漠中生存呢？

出示图片：沙漠中的植物

提问：你们都认识吗？

谈话：想不到有这么多的植物能够生长在沙漠中。这些植物究竟有哪

些本领，让他们能够在沙漠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呢？下面我们就以

仙人掌为例，来探究沙漠中植物的独特本领。

2.观察仙人掌

教师出示一盆仙人掌

提问：你们看到的仙人掌是什么样的？

谈话;那么大家能够找出仙人掌的茎和叶吗？

出示放大镜辅助学生观察。

学生分小组活动，小组成员轮流使用放大镜观察仙人掌，找出仙人掌

的茎和叶，了解仙人掌的茎和叶的特点。

提问：仙人掌的茎和叶分别是什么？并说一说它们的特点。

仙人掌的茎就是我们看到的厚厚的、绿色的、呈椭圆形的东西，我们

平时说的刺，其实就是仙人掌的叶子，这些叶子细小而尖锐。

3.认识仙人掌的茎和叶的作用

提问：仙人掌的茎和叶分别有什么作用呢？

学生猜测

谈话;我们的猜测是否正确还需要实验验证，接下来我们探究仙人掌的

秘密。

（1）实验一：探究仙人掌储水的秘密

实验器材：三张纸巾、水、蜡纸、塑料布。

实验方法以及步骤；第 1 步：把三张纸巾充分浸湿，一张平铺，一张

卷起来，一张卷起来后用蜡纸包住，都放在窗台前的塑料布上。



第 2 步：一小时后观察三张纸巾的干湿程度。

学生分小组进行实验。

提问：三张纸巾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学生交流;平铺的那一张纸巾干的最快，卷起来的那一张纸巾外面一层

比较干，而里面仍然是潮湿的，而卷起来用蜡纸包住的那一张纸巾完全是

潮湿的。

提问：为什么平铺的纸巾干的最快，而卷起来用蜡纸包住的那一张纸

巾还完全是潮湿的呢？

学生汇报

小结因为平铺的纸巾充分接受阳光的照耀，水分蒸发最快，因此干的

最快。卷起来的那一张纸巾，只有外面一层受到阳光的照耀，因此外面一

层纸巾干的最快，里面的水分很难蒸发，所以干的比较慢。第 3 张卷起来

用蜡纸包住的那一张纸巾，没有受到阳光的照耀，水分蒸发非常缓慢，因

此这一张纸巾是最潮湿的。

提问：根据这一点，我们再联系一下仙人掌的叶子，大家想一想仙人

掌的叶子，为什么是一个个细小的刺？这样的叶子有什么作用呢？

谈话：仙人掌的叶子退化成一个个细小的刺，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

最大限度的保存自己体内的水分，这也是仙人掌储水的秘密，是仙人掌能

够在沙漠中生存下来的原因。

（2）实验二：用勺子挤压仙人掌的茎和芦荟的叶子

谈话：我们刚刚用放大镜找到了仙人掌的茎和叶，下面我们先来研究

一下仙人掌的茎。

教师出示仙人掌的茎和芦荟的叶子，。提出活动要求，下面我们用勺

子来挤压仙人掌的茎和芦荟的叶子，看一看会出现什么现象？

活动工具——勺子、塑料垫板、仙人掌的茎和芦荟的叶子切成小块。

活动要求——分别挤压仙人掌的茎和芦荟的叶子，仔细观察在挤压的

过程中，会有什么现象发生。）

全班交流活动情况。

提问：你们用勺子挤压仙人掌的茎和芦荟的叶子，你观察到了什么现

象？

交流：当我们用勺子挤压仙人掌的茎和芦荟的叶子时，发现会有大量

的绿色的汁水流出来。这说明在仙人掌的茎和芦荟的叶子里储存着大量的

水。

提问：通过这样的实验现象，你们知道仙人掌的茎有什么作用了吗？

小结：仙人掌的茎肥而厚，适宜储存水分，每当雨季来临，仙人掌的

茎中就会储存大量的水分，以应对干旱。而仙人掌的叶子非常细小，可以

减少水分的蒸发，最大程度的减少水分的散失。这两点为仙人掌能够在干

旱的沙漠环境中生存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三、了解沙漠植物的根

1.出示骆驼刺和梭梭树的图片

提问：观察图片，它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谈话：这些植物有强大的根系，以增加对沙土中水分的吸收，为减少

水分消耗，减少蒸腾面积，许多植物的叶子缩的很小，或者变成了棒状或

刺状，有的甚至无叶用绿色的代替叶子的作用，茎表面覆盖蜡质。



提问：你知道它们的根系为什么分布这么广泛吗？

谈话：其实除了这两个植物，沙漠中还有很多植物都有这样强大而发

达的根系，这也是它们长期生存在沙漠中练就出来的本领。

四、总结全课

谈话：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也认识到了许多沙漠中的植物，你能总

结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吗？

7．水里的植物

教学目标

1.认识生活中常见水生植物；知道水生植物的结构特点;了解更多水生

植物适应环境生存的本领。

2.能以观察猜想、实验验证完成对水生植物的观察活动，并在讨论交

流中归纳出水生植物的结构特点。

3.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究水生植物适应环境的秘密；能在已有的

技能基础上，与同学合作完成观察实验。

教学重点 观察生活中常见的水生植物。

教学难点 确定一个适合的探究问题，并按照步骤完成探究活动。

教学准备 教师材料：课件，视频、小刀、水槽、托盘。

学生材料：水葫芦、金鱼藻、荷叶（带茎）、莲藕。

一、猜谜导入，激发兴趣

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

课件出示谜面：节节身子白又白，污泥里边把身埋，粉红花儿水上开，

秋后食用挖出来。（谜底：莲藕）

你们真厉害！没错，就是莲藕。众所周知莲藕生长在水里。你们还知

道哪些水里的其他植物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水里的植物》。（揭

示课题：《水里的植物》）

二、观察池塘植物的形态特点和生长位置

莲藕是莲的地下茎，一般是生存在池塘里。我们就到池塘瞧一瞧都有

哪些水生植物呢？（课件出示：书 18 页池塘植物的图片）

左边岸边的是芦苇。水底的是海草。它的学名叫金鱼藻。现在把我们

的目光从下往上聚焦到这儿，这种生活在水边的植物叫做香蒲。接下来我

们来认识这些漂浮在水面上的植物。这是菱，我们平时吃的外壳黑黑的、

果肉白白的菱角就是这种植物的果实。在菱的旁边，这种水生植物叫做水

葫芦。（板书：芦苇、金鱼藻、香蒲、菱、水葫芦。）

这些植物的生长位置有什么不同呢？

有的生活在水里，有的在水面上。

没错，像水葫芦、菱漂浮在水面上，莲生长在水中，金鱼藻则生长在

水底，而香蒲和芦苇生长在水边。（板书：水面、水中、水底、水边。）

它们的形态有什么不同呢？

有的叶子大大的、圆圆的，有的叶子细细长长的。

香蒲的茎是长的、直的，金鱼藻的茎是弯曲的。

大家都观察的很仔细!是啊，这些植物的形态各不相同。

三、观察水族箱，提出问题



如果能现场观察这些水生植物该有多棒啊！受我们生活环境的限制，

我们没办法去池塘进行实地观察，不过我们可以借助水族箱来进行观察。

水族箱是缩小化的人工水环境。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水族箱里面的美景，请

同学们边欣赏边思考：“对水族箱里的植物，你有哪些疑问呢？”（课件

出示：不同水族箱的图片）

看了这么多的水族箱，相信你们的心理应该都有小小的疑问吧！你们

想了解水里的植物哪些方面呢？

水里的植物也要呼吸吗？

漂浮植物是怎么飘在水面的呢？

水里的植物怎样获得空气呢？

金鱼藻为什么能在水里生存呢？......

你们真是善于思考，会提问题的孩子。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

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今天我们先来研究“漂浮植物是怎么飘在水面

的呢？”这个问题，你们想怎么研究呢？

学生阐述自己的想法。

四、研究三种池塘水生植物的结构特征

1．探究水葫芦漂浮的秘密

水葫芦是典型的飘浮型植物。它膨大的叶柄像葫芦形状，顾名思义叫

做“水葫芦”。老师现在把水葫芦翻转过来，压入水中后松手，你们猜猜

看水葫芦会怎样呢？

浮起来。

教师演示实验。

水葫芦为什么能漂浮在水面上呢？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呢？想知道它里

面是不是空的，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把它切开看看。

是的，动手试试就真相大白。不过在做实验之前，老师有点温馨提示

要告诉大家。

教师出示实验步骤：

掰下一个水葫芦，将叶柄放入水里挤压，观察现象。

把水葫芦的“葫芦”用手掰开，借助放大镜观察。

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并完成实验记录单。

实验结束后，整理好桌面和器材。

学生进行实验，并汇报实验结果。

小结：它体内有大量的气体，比较轻，容易漂浮。

2．观察金鱼藻的特点

刚才我们研究发现了水葫芦漂浮的秘密，接下来再来解决“金鱼藻为

什么能在水中生存？”这个疑问。

出示实验记录单，提醒注意事项。（先少放一些水，留出余量。）

把金鱼藻放入水中，观察现象。

用手搅拌水槽中的水，观察现象。

往水槽里加水，再进行观察。

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并完成实验记录单。

实验结束后，整理好桌面和器材。

学生动手实验，完成实验记录单后汇报。



用手搅动水槽里的水，我发现金鱼藻也随之游动，往水槽里加水后，

金鱼藻随着水面也上升了。它很柔软，适合在水里生存。

小结：是的，它能漂浮，很柔软，这些都是它适合在水里生存的原因。

3.观察莲的叶柄和地下茎

莲藕大家并不陌生，在我们的餐桌上经常可以见到。我们食用的是它

的地下茎的部分。它为什么适应在水中生存呢？莲藕的身体里隐藏着什么

秘密呢？我们继续来探索。这是老师事先切好的莲的叶柄和地下茎，把你

看到的样子画在实验记录单上。

学生动手画图后展示。

里面是空的，有几个小洞洞。

莲藕的横切面很像以前的蜂窝煤，是中空的，能通气。通过刚才的探

究，你们发现了这三种水生植物能在水里生长，是因为什么呢？

小结：水生植物能在水里生长，是因为有的柔软，有的体内有空洞，

有的体内有气室。

4.播放视频，了解红树在海水中生存的结构特点

前面我们研究的都是淡水植物适应环境的本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

咸水植物的生存本领。红树就是一种能在咸水中生存的植物，为什么红树

能在咸水中生存呢？请大家认真观看视频，在视频中我们能找到想要的答

案。

8．石头上的植物

教学目标

1．认识周边常见的生长在石头上的植物及其环境特点，知道青苔的形

态结构和适应石面环境的本领以及卷柏的耐旱本领。

2.通过解剖、观察青苔，并辅以资料研究，知道青苔具有茎和叶两个

部分。会做卷柏复苏实验，感受卷柏超强的耐旱本领。

3.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解剖、观察青苔的形态结构。能将观察结果

与卡片资料的研究方式相结合，了解植物适应环境的生存本领。

教学重点 通过观察青苔实物与阅读资料，在分析现象和整理信息的

过程中发现青苔适应石面环境的结构特点。

教学难点 通过观察青苔和卷柏，来探究它们的特殊本领。

教学准备 教师材料：课件，视频。

学生材料：青苔、牙签、培养皿、卷柏、放大镜、烧杯。

一、导入新课

谈话：今天，老师给大家请来一位植物朋友，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

（PPT 出示西红柿图片）学生观察西红柿的图片，并让学生指出其根、茎、

叶部分。

提问：西红柿生活在哪里？（土壤里）

思考：土壤对西红柿的生长有什么作用？（提供水分和养料）

谈话：生活中，我们能看到许多植物都生活在土壤里。可是，我前段

时间外出游玩时却发现了一些奇特的植物。（PPT 出示青苔、黄山松、卷柏

的图片）大家仔细观察，这些植物生长在哪里？（石头上）

聚焦研究主题：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石头上的植物》。

二、聚焦石头上植物的周边环境



介绍常见的石头上的植物

提问：图片上的这些植物大家认识吗？（青苔、黄山松、卷柏。如果

学生说不出来，由教师介绍）

引导观察：大家仔细观察，这几种植物长在石头上的位置有什么不同

呢？（青苔生长在石头表面，黄山松、卷柏生长在石缝中。）

讨论：对比石头和土壤这两种环境，它们有什么不同？

（石头：硬、干；土壤：松软、含有水分。）

三、观察青苔是否有根、茎、叶

石头相对与土壤来说，又硬又干，并不适合植物生长。那么，能长在

石头上的植物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呢？下面我们就以最常见的青苔为例，

来研究青苔适应石面环境的结构特征。

引导观察：（出示青苔图片）你们看，这块石头的表面长满了青苔，

请观察并描述一下青苔是什么样的？（绿色、长得很矮、毛茸茸的。）

引导学会分离青苔植株。

其实这是很多株青苔聚集在一起的样子。为了方便观察研究，我们可

以用牙签轻轻地从青苔丛中分离出几株个体。然后重点来观察青苔的根、

茎、叶。（教师边说边示范：一只手轻按青苔 丛的一端，找到青苔之间

的交界处或缝隙，另一只手将牙签 轻轻插入，慢慢挪动牙签，一点儿一

点儿地分离青苔的各个部分，以保证分离成功。）

提问：因为青苔的个体很小，为了观察得更清楚，可以借助什么工具？

（放大镜）

学生分组解剖、观察青苔并记录青苔的样子，重点找一找青苔的根、

茎、叶在哪里。

讨论：你发现青苔的植株是由哪几个部分组成的？（由根、茎、叶几

部分组成。）

（出示青苔与西红柿的根的对比图），比较青苔的根和西红柿的根具

备的不同之处。

讨论：根有什么作用？（固定植物、吸收水分和养料。）

思考：对比青苔的根和西红柿的根，你有什么疑问吗？（这么短小的

根能满足植物吸收水分和养料吗？）

分组阅读青苔的资料卡片，交流阅读收获。

讨论：青苔的也可以直接吸收水分，这对青苔的生长有什么意义？

四、了解卷柏极强的耐旱能力

石头上的植物有各种各样适应环境的本领，其中有些植物的耐旱本领

十分惊人。

观察卷柏干燥和新鲜时的图片，让学生对比两者的不同点。（可以从

颜色、姿态来比较）

播放卷柏复苏的视频。

讨论：我们能不能自己也来做一下卷柏复苏的实验呢？

需要哪些材料？可以怎么做？

将课前做好的卷柏复苏实验通过图片展示给学生。

思考：干燥程度不同的卷柏所需的复苏时间一样吗？可以怎样做？



分组讨论并交流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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