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呼吸与消化》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教材版

本
教科版 单元（或主题）名称 《呼吸与消化》

单元主

题

科科前些日子不小心“阳了”，出现了呼吸困难，上吐下泻的症状。好在经过一段时间

居家治疗，科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从此之后，科科对身体健康十分关注。这段时间，文化

宫组织的人体健康宣讲会，科科很快报名参加了。科科想学习人的呼吸和消化系统，然后制

作做一个宣传手抄报。于是，他找到果果老师帮助他，在果果老师帮助下，他能成功吗？

课标要

求

核心概念：生命系统的构成层次；生物体的稳态与调节。

学习内容：

5.5人体由多个系统组成（3-4年级）：描述人体用于呼吸的器官，列举保护这些器官的方法。

描述人体用于摄取养分的器官，列举保护这些器官的方法。

6.2人和动物通过获取其他生物的养分维持生存（3-4年级）：描述人维持生命活动需要空气、

水分、食物等。

学业要求：

1.能够描述人体用于呼吸的器官、用于摄取养分的器官。

2.认同保护人体具有呼吸功能和摄取养分功能器官的重要性。

3.认识到人的某些器官具有帮助维持其生存的功能。

4.在学习过程中，保持好奇心和探究热情，能与他人交流证据和观点。

教材分

析

“呼吸与消化”单元是在二年级下册“我们自己”单元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人体

内部结构及其与外界物质的联系。这个单元以“人体具有进行各种生命活动所需的器官，和

外界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为线索设计了有层次的探索活动：1-3 课关注呼吸与健康的

关系；4-6 课研究食物对生命健康的重要性；7-8 课探索食物消化的过程与变化。以此促进

学生对人体系统的认识与理解，为高段学习“健康生活”打下基础。在本单元学习中，学生

将有机会体验与探索人体呼吸与消化过程，了解空气、食物对生命健康的重要性，认识人体

用于呼吸与摄取养分的器官；感受人体不同部分的器官在进行各种生命活动的时候，不是孤

立的，而是互相密切配合协同工作的，建立“系统化”的人体结构概念。



学情分

析

学生在二年级《我们自己》单元中，已经能用看、摸、听等方法，探知自己身体内部的

情况。学生对于呼吸有许多经验性的认识，能感受到鼻子、咽、喉在参与呼吸；知道呼吸需

要空气；知道剧烈运动后呼吸会变得急促，甚至有的学生已经发现运动量越大，呼吸会越急

促这个规律，但是有些活动也会减缓呼吸；体育活动时，有过测量肺活量的经历。但大部分

学生对于“为什么要呼吸？”、“呼吸时人体外部和内部是怎样变化的？”、“参与呼吸的

器官有哪些？”、“肺活量是指什么”、“如何选择肺活量值”、“肺活量对人体的健康有

什么意义”等问题的认知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在学习中，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要经

历自身体验观察与模拟实验的活动，通过观察、描述、交流发展对呼吸系统的新认识。

关于食物和营养，四年级的学生在以前的生活与学习中有着较多的体验，已经了解了要

想满足身体对营养的需求，要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但学生对于食物的关注常常是零散的，想

到和遇到的问题多是喜欢吃什么、吃的是什么等问题，即使涉及饮食健康问题，得到的解释

也不尽全面。另外，学生对每类营养的作用也不太清晰，对食物中各种营养的检测方法了解

较少。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将会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眼光来看待“食物”，更深入地了

解食物的营养以及营养与健康的关系。

关于消化系统，学生对食物在口腔的变化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食物被咬碎、嚼烂等，

也有一部分学生知道口腔里牙齿的类型和作用，但是对食物的变化更多的是一种感觉，真正

细致、客观的观察很少，对食物中看不见的变化更是了解不多。同时学生对于各部分消化器

官的功能也没有形成科学的认识，需要在本单元的学习中，进一步完善对于消化系统的认知，

明白食物进入人体以后是在一整套消化器官作用下才被吸收利用的。

单元目

标

1. 科学观念：

知道人体呼吸是由多个呼吸器官协同参与，知道呼吸是人体的重要活动，呼吸是气体交换的

过程，空气对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知道肺活量是身体发育是否健康的一个指标，通过对测得的肺活量值进行分析和反思，明白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加大肺活量，有利于身体健康。

知道人体所需的营养是从食物中得到的，食物的种类很多，并含有丰富的营养，保持合理营

养，才能使身体健康。

了解食物在口腔里的初步消化过程，认识到牙齿、舌和唾液共同参与口腔的消化。

知道参与人体呼吸与消化的器官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密切配合协同工作的。

2.科学思维：

应用感官并结合体验活动，认识呼吸器官和消化器官，了解它们在生命活动过程中的协同合

作。

学会用简易的方法测量肺活量，能获取合理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使用分类的方法对食物进行分类，对分类记录进行整理。



通过实验的方法辨别脂肪、淀粉等营养成分在食物中的存在。

用分析的方法，能处理人体营养需求量与食物量之间的关系。

学会查阅资料，开展模拟实验，了解人体的消化器官，完善并纠正自己对消化器官的认识。

通过阅读资料获取信息，丰富自身的认识并扩充到记录中。

3.探究实践：

进行人体呼吸的模拟实验，了解呼吸器官在呼吸时是协同合作的。

体验人体运动后对呼吸次数的影响，能严谨地记录实验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得出

结论。

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能推测影响肺活量大小的因素，并学会对自己的测量结果进行反思和评

价。

使用多种方法对食物进行分类，并通过记录的方式将分类的结果进行整理和描述。

在参照膳食宝塔调整饮食过程中，能获取有用信息，并通过分析，科学地搭配菜品。

能观察口腔里的食物以及牙齿，描述食物在口腔发生的变化，并能用角色扮演的方法模拟馒

头在口腔的消化，以及对原有观念进行修正或补充。

通过动手实验，用科学的方法检测食物中含有那种营养，观察记录检测结果并分析。

在科学探究中能以事实为依据，不从众；面对有说服力的证据，能调整自己的观点。

4.态度责任：

在好奇心驱使下，表现出对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探究兴趣；

知道科学学科的学习与实践要实事求是，能如实记录和报告观察与实验的信息，具有基于事

实表达观点的意识；

能有依据地质疑别人的观点，尝试运用不同思路和方法完成探究和实践；

能认真地观察和实事求是地描述，并愿意分享自己的研究结果，体会口腔对消化食物的重要

作用，有健康生活的意识。

在探究过程中，能有意识关注到消化器官对人体的重要性，增强健康生活的意识。



单元结

构化活

动

达成评

价

围绕课时学习目标

1.关注课堂问题预设与学生课堂反馈表现

2.作业设计与学生答题正确率的及时分析

3.对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学习进行测试性评价。

围绕单元和主题目标

1.分层设置单元测试

2.探究呼吸及消化系统的特点及如何健康生活。

单元课

时课型

规划

课

时
课型

课时内

容

课时目标

（单元目

标分配）

课时学习任务

（或问题）

（一般 1-2 个）

达成评价

1 体验课 感受我们

的呼吸

了解呼吸的过

程和意义

体验呼吸过程，探究

呼吸器官的协调作

用，探究呼吸的意义

通过感受呼吸过程，知道呼吸道（鼻

腔，咽，喉，气管，支气管和肺等器官

协同参与呼吸活动。通过学习呼吸活

动，知道呼吸是气体交换的过程，空气

对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学习知道呼吸是我们身体的重要活

动。

1 体验课 呼吸与生

活健康

掌握不同状态

下的呼吸情况

及呼吸与身体

健康的关系

通过阅读和体验探

究，了解不同状态下

的呼吸次数变化，探

究呼吸功能与身体健

康的关系。

认识人的呼吸实际上是在进行气体交

换。通过不同活动状态下呼吸次数的变

化统计与分析,理解呼吸系统维持着人体

的生命活动，呼吸功能影响着我们的健

康生活。

科 科 的

健 康 宣

传 手 抄

报

人体的呼吸系统

人体的消化系统

感受我们的呼吸

呼吸与生活健康

测量肺活量

一天的食物

食物中的营养

营养要均衡

食物在空腔里的变化

食物在身体里的旅行



1 实验课 测量肺活

量

学会测量肺活

量，掌握提高

肺活量的方法

通过实验掌握测量肺

活量的方法，意识到

肺活量与人体健康的

亲密关系。

学生利用简易肺活量测量袋来测量肺活

量，记录测量数据且明白如何取值，分

析、反思自己的健康指数,树立积极参与

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健康的意识。

1 体验课 一天的食

物

认识人体一天

所需要的食

物，学会给食

物分类

统计记录一天中吃的

食物，对食物进行合

理分类并进行统计分

析。

完成一次全班性的调查活动，知道一天

食用的食物是丰富多样。能使用多种方

法对食物进行分类，并通过记录的方式

将分类的结果进行整理和描述。

1 实验课 食物中的

营养

辨别食物中的

营养物质

探究人所需要的营养

成分；通过实验辨别

食物中的脂肪和淀

粉。

知道如何辨别脂肪和淀粉，懂的辨别食

物的营养成分，掌握人所需的营养物

质。

1 阅读课 营养要均

衡

学会合理饮食 通过阅读研讨，探究

营养需求和饮食的关

系。

通过参照膳食宝塔调整饮食，知道人体

所需的营养种类和数量是有一定范围

的，认识到人体需要合理搭配膳食，保

证营养的均衡。

1 实验课 食物在空

腔里的变

化

掌握食物在口

腔中的消化过

程

通过实验探究食物在

口腔中的消化过程及

器官的参与情况。

认识食物在口腔里的变化与牙、舌头、

唾液的关系,初步认识食物消化需要身体

内多器官协同工作。

1 实验课 食物在身

体里的旅

行

掌握食物在人

体的消化过程

通过实验探究食物在

人体的消化过程及各

器官的作用。

通过比对消化器官图,猜想食物在体内的

“旅行”过程和进行模拟实验,认识主要

消化器官的功能,再一次感受食物的消化

需要多个器官共同参与完成。



第 1 课时《感受我们的呼吸》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科学观念：通过观察呼吸模拟器和人体呼吸器官图，能说出鼻腔、口腔、气管、肺等器官共

同参与呼吸活动。

科学思维：通过观察人体呼吸器官图和小组讨论，了解呼吸是气体交换的过程，氧气和二氧

化碳两种气体对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探究实践：学生通过进行人体呼吸的模拟实验，了解呼吸器官在呼吸过程中的协同合作。

态度责任：学生通过呼吸体验活动，对探究自己的身体感兴趣。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知道呼吸是人体的重要活动，呼吸的过程是气体交换的过程，氧气对生命具有重要的

意义。

难点：进行人体呼吸的模拟实验，了解呼吸器官在呼吸过程中的协同合作。

三、评价任务（根据需要设计评价量规）

1.活动一能够通过游戏，知道呼吸的重要性。

                           小组评价量表 1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星等

通过游戏，知道呼吸的重要性得 1 （  ）参与课堂活动，了

解呼吸的重要性 能说出哪些生物需要呼吸，每说对 1 种得 1。 （  ）

2.动手操作，完成探究实践活动。

                           小探究实践活动评价量表 2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星等

体验呼吸 按要求参与活动，感受呼吸过程胸部的变化，得 1。

能说对呼气和吸气时胸的不同变化，得 2。

能认真观看视频，认识呼吸器官及其作用，得 2。

（  ）

模拟呼吸实验 能够正确进行实验，填写实验记录表，得 2。

能根据实验记录表得出实验结论，得 2。

（  ）

3. 活动三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讨论出答案，进一步了解呼吸。

                           小组评价量表 3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星等

能独立思考并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每个问题得 1 （  ）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并讨论 通过探讨知道每个问题的答案，得 2。 （  ）

四、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 设计意图 效果评价



（一）

情境导

入

科科确定学习目标后，马上去找果果老师，由于时间

紧迫，科科一路小跑，到了学校之后，科科气喘吁吁。

于是科科开始思考，自己怎么呼吸的？为什么运动后

会呼吸加速？次果果老师把他们带到实验室一起探

究呼吸的秘密……在果果老师的指导下，他们能找到

答案吗？

通 过 故 事

情境，活跃

课堂氛围，

激 发 学 生

探 究 新 知

的积极性。

学 生 融 入

故事情节，

对 能 够 联

系 本 节 内

容的，要给

予 积 极 评

价。

（二）

探究活

动

评价活动一：呼吸是重要的生命活动

同学们，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呼吸，呼吸对于维持

我们的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出示图片。

现在咱们做一个小游戏，体验一下呼吸的重要性

吧！

教师组织游戏：憋气大赛

要求：

学生平均分成三个小组，每组选出两个代表，进

行游戏。老师说出开始后，选手开始憋气，哪个小组

的选手坚持的时间长，哪个小组获胜。

呼吸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哪些生物需要呼吸

呢？

小组讨论得出答案。

鱼类用鳃呼吸、人类用肺呼吸、爬虫类有蜂窝状

的肺、两栖类动物青蛙的幼体用鳃呼吸，植物用“气

孔”进行呼吸……

大家动手制作一下吧。

评价活动二：探究呼吸的过程

大部分的生物都离不开呼吸过程，现在我们来

体验一下我们的呼吸过程吧！

教师组织体验呼吸过程。

探究一：体验呼吸

活动一：

在 教 师 的

指导下，通

过 游 戏 认

识 呼 吸 是

重 要 的 生

命活动。

活动二：

感 受 我 们

的 呼 吸 过

程，了解呼

吸 的 组 成

及 呼 吸 时

身 体 的 变

化。分组实

验， 对实

活动一：

通过游戏，

知 道 呼 吸

是 重 要 的

生命活动；

能 说 出 哪

些 生 物 需

要呼吸，教

师 给 予 评

价，填写量

规 1。

活动二：

学 生 能 够

自 主 体 验

呼吸过程，

完成实验，

分 析 得 出

呼 吸 时 器

官 的 参 与

情 况 和 气



探究步骤：

（1）吸气时，把手放在肋骨上，感受胸的变化。

（2）呼气时手仍然放在肋骨上，感受胸的变化。

（3）小组交流，分享体验过程。并且，根据生

活经验讨论吸气和呼气时，气体交换的不同。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讨论。

播放视频《呼吸过程》

师：看完视频，我们应该知道呼吸过程需要多个

器官共同参与，那都有哪些器官呢？

播放视频《认识呼吸器官》

课件展示：

人体呼吸时主要参与的器官：肺、气管和膈肌。

肺是气体交换的场所，气管是气体流通的通道，

而膈肌是帮助呼吸的肌肉，吸气时收缩，呼气时舒张。

小结：

1.吸气，是含有氧气的空气由鼻腔或口腔进入气

管，再进入肺的过程。此时胸腔扩张，腹部收缩。

2.呼气，是交换后的空气由肺部到气管，再由鼻

腔或口腔呼出的过程。此时胸腔收缩，腹部放松。

3.氧气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质。二氧化碳是植

物制造养料所必需的原料。这两种气体对生命具有重

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做一个模拟呼吸的装置，进一步探究一

下吧！

探究二：模拟呼吸实验

实验材料：透明塑料管，密封盖子，橡胶膜，吸

验 现 象 进

行描述、分

析。

体的不同。

对 学 生 表

现 进 行 评

价，完成量

规 2评价。



管，小气球。

制作步骤：

1.塑料盖上钻两个洞,让吸管正好插入，吸管两端

分别套上小气球。

2.将塑料管一端用密封盖子盖住。

3.另一端用橡胶膜封住。

4.往吸管中吹气和吸气，感受小气球和橡胶膜的

变化。

5.记录实验现象，得出结论。

教师组织学生实验，记录现象，分析，得出结论。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膈肌收缩，膈顶下降，就是吸气。膈肌舒张，膈

顶上升，就是呼气状态。

评价活动三：研讨

教师提问：关于呼吸，你还想了解哪些事情？

学生活动，讨论，得出结论。

1. 为什么运动的时候呼吸快，睡觉的时候呼吸

慢？

    运动时呼吸加深加快的原因是呼吸过快，身体新

陈代谢增强，需氧量增加。而睡觉时全身的肌肉处于

放松状态 消耗的氧气就要少很多。

2. 不同的人呼吸的速度一样吗？

人每分钟呼吸的频率需要结合性别、年龄判断，

成年人的呼吸频率通常为每分钟 16-20次，成年女性

每分钟会比男性快 1-2次，如果是儿童，呼吸频率一

般为每分钟 20次。

3. 我们呼出的气体和吸入的气体有什么区别？

人呼吸时，呼出的气体和空气相比，氧气含量减

少，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人体通过呼吸，使空气中的

活动三：

通过研讨，

使 学 生 对

呼 吸 有 进

一 步 的 认

识。

活动三：

能 够 提 出

有 价 值 的

问 题 并 通

过 讨 论 掌

握 问 题 的

答案。教师

通 过 学 生

总 结 考 查

学 生 是 否

掌 握 本 环

节知识，完

成量规 3评

价。



氧气进入身体，同时排出人体产生的二氧化碳。

（三）

生活应

用

同学们，尝试用所学知识解释感染新冠后为何会出

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学生猜想，教师引导，得出结论。

通常是肺部在病毒的刺激下，出现明显、严重的炎

症反应，导致局部分泌物过多，堵塞气道，导致供氧

气难度较大，从而诱发呼吸困难的现象。

患者感染后情况严重，也有可能出现剧烈咳嗽、咳

痰等不适症状，患者的呼吸道可能也有炎症反应，分

泌较多的分泌物，影响空气进入，造成换气困难的现

象，建议及时就医治疗。

拓 宽 领 域

挥新知、知

识 运 用 巧

迁移。

观 察 学 生

是 否 积 极

参 与 谈 论

以 及 现 象

解释。

（四）

知识总

结

学生自主总结，用简报或思维导图等形式，进行展示。 帮 助 学 生

学 会 设 计

思维导图，

通 过 导 图

总 结 归 纳

本 节 课 内

容。

教 师 考 查

学 生 运 用

思 维 导 图

进 行 归 纳

总 结 的 能

力，及时给

予评价。

四、成果集成

知道呼吸过程人体的变化和各个呼吸器官的作用，能用思维导图形式展现。

五、作业设计

【知识技能类作业】

一、填空。

1、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在（      ）， 不间断的（      ）成为我们的重要活动。

2、呼吸是吸收（      ），呼出（      ）的过程。

3、（      ）时胸腔收缩，（      ）时胸腔扩张。

二、判断。

1、只有动物才有呼吸活动。 （    ）

2、呼出的气体由鼻腔呼出体外，和吸入气体的过程是相反的。（    ）

3、气体在鼻腔中完成交换。（    ）           

答案：

一、1、呼吸 呼吸  2、氧气 二氧化碳  3、呼气  吸气 二、 ×   ×   × 

 【综合实践类作业】

在家寻找一些气球，通过吹气球，体验呼吸过程中器官的变化吧！



六、板书设计

七、教学反思

本节课我以新课程标准为依据。我根据四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及其认知规律，用故

事引入，采用了直观教学和实验探究的教学方法。不少学生在制作呼吸模拟器的过程中，

动手能力不强，需要在平常教学着重进行训练。



第 2 课时《呼吸与健康生活》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科学观念：

1. 通过资料阅读和体验活动，知道呼吸就是气体在体内交换的过程，使氧气进入血液，同

时排出二氧化碳。肺是身体进行气体交换的“中转站”。

2. 人体运动量越大，消耗的氧气会越多，就需要加快肺的呼吸，吸入更多的氧气，所以呼

吸次数增多。

科学思维：通过比较，能对人体运动和呼吸次数的关系进行推理、解释。

探究实践：体验人体运动后对呼吸次数的影响，能严谨地记录实验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初步分

析，得出结论。

态度责任：

1. 能耐心细致地完成测量活动，在活动中相互协作，真实记录。

2. 明白呼吸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树立健康生活的意识。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知道呼吸的过程是气体交换的过程，使氧气进入血液，同时排放二氧化碳，肺是身体

气体交换的“中转站”。

难点：依据实验现象、相关信息资料，对呼吸次数加快原因进行分析。

三、评价任务（根据需要设计评价量规）

1.活动一猜想改变呼吸速度的原因。

2.动手操作，完成探究实践活动。

3.积极参与探讨，进一步呼吸与健康生活的关系。

评价量表 1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价星等

通过阅读活动，分析呼出和吸入气体成分的不同，得 2星探究人体

状态与呼

吸的关系

通过测量安静状态下、运动状态下的呼吸次数，对人体运动和

呼吸次数的关系进行推理、解释，得 3星

（  ）

评价量表 2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价星等

能够讨论出影响呼

吸作用的因素是什

么。

能根据活动数据，合理推理和解释人体状态与呼吸

次数的关系，得 2

呼吸次数增加对健

康有什么好处？

知道呼吸次数的增加有利于氧气的摄入，使更多的

氧气参与到生命活动中，为身体其他器官的正常工

（  ）



四、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 设计意图 效果评价

（一）

情境导

入

科科经过第一节课初步了解了呼吸活动，很开

心。一天早上，他在公园看见很多人：有些人在跑

步，累得气喘吁吁；有些人坐在草坪上，看起来很放

松。科科突然发现在不同状态下，人们的呼吸状态好

像也不一样。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果果老师把他

们带到教室一起探究……

在果果老师的指导下，他能找到答案吗？

通过故事

情境，活跃

课堂氛围，

激发学生

探究新知

的积极性。

学生融入故

事情节，对

能够联系本

节内容的，

要给予积极

评价。

（二）

探究活

动

评价活动一：猜测呼吸与人体状态的关系

同学们，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呼吸，呼吸对于维持

我们的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同学们猜想一下，呼吸与我们的状态有什么关系？

小组讨论得出答案。

参考：1.人体状态不同，呼吸快慢不同。

     2.运动比静止时呼吸要快。

评价活动二：比较不同状态下呼吸的特征

大部分的生物都离不开呼吸过程，那么呼出和吸

入的气体有什么不同呢？

教师组织同学进行阅读。

探究:1：比较人体吸进去和呼出来的气体成分

探究步骤：

（1）教师多媒体出示成分统计图。

活动一：

在教师的

指导下，猜

想呼吸与

人体状态

的关系。

活动二：探

究 1：通过

阅读材料，

引导学生

比较人体

吸进去和

呼出来的

气体成分，

明白呼吸

的本质是

气体交换。

活动一：

教师根据学

生回答评估

学生对于呼

吸与人体状

态的关系的

认知。

活动二：探

究 1：教师

通过学生的

讨论情况，

评估学生的

信息获取能

力、理解能

力。

作提供养料，得 2

呼吸次数增加与心

跳的关系。

知道伴随着呼吸次数的增加，心跳速度也会加快，

得 1



材料：

①空气是指地球大气层中的混合气体，因此空气

属于混合物，它主要由氮气、氧气、稀有气体，二氧

化碳以及其他物质(如水蒸气、杂质等)组合而成。其

中氮气的体积分数约为 78%，氧气的体积分数约为

21%，稀有气体的体积分数约为 0.934%，二氧化碳的体

积分数约为 0.04%，其他物质(如水蒸气、杂质等)的体

积分数约为 0.002%。

②我们体内所有的细胞都需要空气中的氧来维持

生命，从空气中吸入的氧可以帮助我们正常地生活和

工作。

人的呼吸实际上是在进行气体交换，使氧气进入

血液，同时排出二氧化碳。

（2）同学们仔细阅读，做好记录。

（3）小组交流，分享记录。结合材料及生活经验

讨论吸气和呼气时，讨论出人体吸进去的和呼出来的

气体成分不同的原因。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讨论。

小结：

1.吸入的空气中氧气比呼出的多；呼出的气体中

二氧化碳比吸入的多。

2.人的呼吸实际上是在进行气体交换，使氧气进

入血液，同时排出二氧化碳。

现在我们来改变一下我们的状态，进一步探究一

下吧！

探究 2：影响呼吸的因素

探究 2：通

过引导学

生体验安

静状态下、

不同运动

探究 2：

学生能够自

主体验不同

状态下的呼



活动 1：测量安静状态下每分钟的呼吸次数

1.一位同学准备一个羽毛放在鼻孔前面；

2.另一个同学拿着秒表开始记录 2 分钟内，羽毛波

动的次数。

3.测三次，记录测量数据。

活动记录：

安静状态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每分钟的

波动次数
18 20 19 19

活动分析：

当呼气时羽毛向下飘动，吸气时羽毛向鼻孔处飘

动，因此羽毛波动一次即呼吸一次。

安静状态下每分钟呼吸 19 次。

活动 2：测量运动状态下每分钟的呼吸次数

课件出示活动规则：

1.学生平均分成四个小组，每组选出 3 个代表，分

别进行慢走（20 步）、快走（20 步）跳动（20 次）、

俯卧撑（20 次）。

2.每组分别记录 3 个代表运动后的呼吸次数并取

平均值记录到表格中。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运动，测算呼吸次数，分析并

得出结论。

记录：

活动
安静

状态

慢走

20步

后

快走

20步

后

跳动

20次

后

俯卧

撑 20

次

每分

钟的

呼吸

次数

23 24 26 30 33

状态下的

呼吸，帮助

学生发现

影响呼吸

的因素。

吸过程，完

成活动，能

够比较呼出

和吸入气体

的不同，掌

握影响呼吸

频率的因素。

对学生表现

进行评价，

完成量规 1

评价。



活动分析：

随着运动强度的增加，呼吸的次数也随之增加；

运动越剧烈，每分钟呼吸的次数越多。

活动结论：

每分钟的呼吸次数与运动有关，运动越剧烈，每

分钟呼吸的次数越多。

评价活动三：解释影响呼吸频率的因素及作用

教师组织活动：

1.分析数据，哪些活动会影响我们每分钟的呼吸

次数？

学生活动，讨论，得出结论。

很多活动都能影响我们每分钟的呼吸次数，做运

动时，呼吸频率增加，比如跑步；静止时活动频率降

低，比如睡觉。

2.运动后，呼吸次数的增加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

好处？

学生活动，讨论，得出结论。

我们身体的各组织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的生

命活动需要呼吸作用提供能量，这个过程需要氧气参

与。所以，呼吸次数增加，可以增大身体供氧量，使

我们保持充足的能量。同时，呼吸次数的增加，也将

身体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废物及时排出体外，保持身体

健康。

3.伴随呼吸次数的改变，你注意到心跳速度的变

化了吗？

学生活动，讨论，得出结论。

运动会耗费大量的氧，人是通过呼吸得到氧气，

所以呼吸加快，人又是通过血液传递氧，所以心跳加

快。

因此，心跳会随呼吸次数的改变而改变，呼吸加

快，心跳加快，呼吸减慢，心跳减慢。

拓展应用：

教师提问：肺是重要的呼吸器官，我们应该怎样

保护它？

活动三：

通过研讨，

使学生对

呼吸有进

一步的认

识。

活动三：

教师通过学

生总结考查

学生是否掌

握本环节知

识，完成量

规 2评价。



学生活动，讨论，得出结论。

肺是身体气体交换的“中转站”，这个“中转站”

的大小直接决定着每次呼吸气体交换的量。剧烈运动

时，人体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肺必须更加卖力

地工作。这就是在锻炼时，我们的呼吸更加急促的原

因。

呼吸时，空气中的一些病原体会通过呼吸道进入

人体，引发疾病，如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等。为有效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我们要不断增强体质，

学会科学洗手，经常开窗通风，在呼吸道传染病流行

期间外出时戴口罩。

（三）

生活应

用

同学们，你们听说过高原反应吗？高原反应一般是

指人们在到达一定海拔时所出现的不适症状，常会表

现为胸闷、气短、心悸及失眠等其他症状。你们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高反吗？我们又该如何缓解呢？

学生猜想，教师引导，得出结论。

原因：由于高原地区的环境低压、低氧，会引起机

体缺氧，机体为了适应低氧环境，就会发生适应性改

变以满足氧气供给。另外，人们进入高原地区后，如

果登高速度过快，或过度疲劳、精神紧张、本身存在

上呼吸道感染等，会使本身的耗氧量增加，加重氧的

供需失调，诱发急性高原反应。

缓解方法：多注意休息，必要时可以适当吸氧，如

果症状较为严重，需及时就医诊治，以免延误病情。

拓宽领域

挥新知、知

识运用巧

迁移。

观察学生是

否积极参与

谈论以及现

象解释。

（四）

知识总

结

学生自主总结，用简报或思维导图等形式，进行展示。 帮助学生

学会设计

思维导图，

通过导图

总结归纳

本节课内

容。

教师考查学

生运用思维

导图进行归

纳总结的能

力，及时给

予评价。

四、成果集成

总结影响呼吸频率的因素以及保持健康的方法，用思维导图形式展现。

五、作业设计



【知识技能类作业】

一、填空。

1、呼出的气体和吸入的气体相比，(    )减少了，(    )增加了。

2、我们体内所有的细胞都需要空气中的（      ）来维持生命，它可以帮助我们正常地生

活和工作。

3、我们在运动后，呼吸的次数（      ），心跳的次数（      ）了。

二、判断。

1、睡眠的时候，每分钟呼吸的次数是最低的。（    ）

2、人在呼吸过程中主要利用的是氮气。（    ）

3、每次呼吸气体交换的量与肺活量的大小无关。（    ）  

答案：

一、1、氧气 二氧化碳  2、氧气   3、增加   增加   二、 √     ×   × 

 【综合实践类作业】

寻找一些保持呼吸健康的知识，做一期知识简报吧！

六、板书设计

七、教学反思

本节课我以新课程标准为依据。我根据四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及其认知规律，用故

事引入，采用了直观教学和实验探究的教学方法。不少学生对图表的分析能力欠佳，需

要在平常教学着重进行训练。



第 3 课时《测量肺活量》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科学观念：认识到肺活量是人体吸入最多的空气后，呼出去空气的量，是人体发育是否健康

的一个指标：通过对测得的肺活量值进行分析和反思，明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加大肺

活量，有利于身体健康。

科学思维：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能推测影响肺活量大小的因素，并学会对自己的测量结果进

行反思和评价。

探究实践：通过测量肺活量，掌握如何获取合理的数据，初步学会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态度责任：在探究活动中，能以事实为依据，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乐于与人合作交流，并且

能耐心、细致地完成测量活动。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知道肺活量是人体一次尽力吸气后，再尽力呼出的气体的量，是人体发育是否健康的

一个指标。

难点：能够对自己的测量结果进行反思、评价。

三、评价任务（根据需要设计评价量规）

1.通过游戏，初步感知肺活量，并猜想测量肺活量的方法。

2.动手操作，完成探究实践活动。

3.能对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反思自己的肺活量是否达到健康标准，

说出提升肺活量的方法以及以后的计划。

四、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 设计意图 效果评价

评价量表 1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价星等

能按照步骤测量自己的肺活量，得 2

能如实记录测量数据，得 1

测量肺活

量

实验过程中能避免多次吹气，得 1

（  ）

评价量表 2

评价内容 标准 评价星等

反思自己的肺活量是

否达到健康标准

能对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

订）》，反思自己的肺活量是否达到健康标准，

得 1

（  ）

说出提升肺活量的方

法以及以后的计划

知道提升肺活量的方法，得 1

能说出自己提升肺活量的计划，得 2

（  ）



（一）

情境导

入

   科科和研研比赛吹风车，每个人只能吹一口气，看谁

的风车转动时间最长，谁就获胜。结果，研研每次都输

给了科科，虽然科科很开心，但他却不明白其中的奥秘。

于是，科科又来请教果果老师。果果老师把他带到了实

验室……

在果果老师的指导下，他能找到答案吗？

教师出示图片，进行展示。

    

师：这些其实都与每个人的肺活量有关。

通过故事情

境，活跃课

堂氛围，激

发学生探究

新知的积极

性。

学生融入

故事情节，

对能够联

系本节内

容的，要

给予积极

评价。

（二）

探究活

动

评价活动一：了解肺活量

教师组织游戏：一口气吹出大气球

要求：

学生分成四组，每人一个气球，各自吹一口气，组

内评选出气球最大的同学，再和其他组的进行 PK,一口

气吹出的气球最大的组获胜。

采访赢家：赢得挑战的秘诀是什么？

预设：肺活量。

师：肺活量是人体吸入最多的空气后，呼出去空气

的量。肺活量是身体发育是否健康的一个指标。

师：肺活量过低会有什么影响？

课件出示：

同学们猜想一下，怎样测量肺活量的大小？

小组讨论得出答案。

评价活动二：测量肺活量

我们知道每个人的肺活量都不相同，现在我们来测

量一下吧！

活动一：

在教师的指

导下，通过

游戏认识肺

活量的大小，

并猜想测量

肺活量大小

的方法。

活动二：

引导学生用

肺活量测量

活动一：

通过游戏，

比一比肺

活量的大

小，猜想

测量肺活

量的方法。

根据小组

及学生表

现，教师

给予评价。

活动二：

学生能够

自主体验

测量肺活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实验。

实验：测量肺活量

实验材料：肺活量测量袋，通气管

实验步骤：

1.将测量袋展开，检查是否漏气。

2.深吸一口气，然后将气体从通气管呼入测量袋。

3.肺部气体全部呼出后，收紧通气管，避免空气跑

出。

4.读取鼓起的测量袋上的最大数值（单位为毫升），

这就是测得的肺活量。

教师组织学生实验，记录现象，分析，得出结论。

实验记录：

姓名
第 一 次

测量

第 二 次

测量

第 三 次

测量

肺活量（毫升）

拓展：视频播放《排水法测肺活量》

评价活动三：肺活量与健康

教师组织活动：

1.你对自己现在的肺活量满意吗？

教师出示，最新体质健康标准：《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2014 年修订)》中有关肺活量的数据:小学四年

级男生肺活量在 1100 毫升~2600 毫升;小学四年级女生

肺活量在 900毫升~2000毫升。

学生将测量得到的数据与标准进行比较。

2.为什么参加体育锻炼能提升肺活量？你打算今后

怎么做？

学生活动，讨论，得出结论。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呼吸强度大，肺功能得到很大

的提升。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增大肺活量，有益健康。体

育锻炼可以增强肺部的收缩力量和增大胸廓活动范围，

呼吸能力就会提高，肺活量也会增加。今后，要制定一

个合理的健身计划，加强体育锻炼。

袋来测量自

己肺活量，

在活动中，

如实记录测

量数据，进

一步了解肺

活量。

活动三：

通过研讨，

使学生对肺

活量有进一

步的认识，

知道如何提

高肺活量。

量的过程，

完成实验。

教师对学

生表现进

行评价，

完成量规

1评价。

活动三：

教师通过

学生总结

考查学生

是否掌握

本环节知

识，完成

量规 2 评

价。

（三） 同学们，什么体育活动可以提高肺活量？ 拓宽领域挥 观察学生



生活应

用

1. 扩胸运动。双臂伸直，手掌向下，向前平举，保持

手掌向下，缓慢而有力地分别向两侧做展胸动作，然后

从两侧收回到身体两侧。双臂上举时吸气，双臂收回时

呼气，开始练习时，可反复做 50 次．逐渐增加到 100

次。

2. 慢跑。慢跑是锻炼肺部功能的有效简便方法。每次

慢跑 300～500 米．跑步时注意做到呼吸自然，千万不

要憋气。

新知、知识

运用巧迁移。

是否积极

参与谈论

以及现象

解释。

（四）

知识总

结

学生自主总结，用简报或思维导图等形式，进行展示。 帮助学生学

会设计思维

导图，通过

导图总结归

纳本节课内

容。

教师考查

学生运用

思维导图

进行归纳

总结的能

力，及时

给予评价。

四、成果集成

学生能够对自己的测量结果进行反思、评价，并掌握提升肺活量的方法。

五、作业设计

【知识技能类作业】

一、填空。

1.肺活量是人体吸入（    ）空气后，呼出去空气的量。

2.测量肺活量时，一般使用的测量单位是（      ）。

3.用测量袋测量肺活量时，我们首先要（      ），然后向通气管（      ），将气体转

移到测量袋。

二、判断。

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增大身体的肺活量。（    ）

2.随着年龄的增长，肺活量会一直变大。（    ）      

3.肺活量的大小只与年龄和是否热爱运动有关。（    ）

答案：

一、1、最多  2、毫升  3、吸气 呼气    二、 √    ×   × 

 【综合实践类作业】

寻找一些提升肺活量的知识，做一期知识简报吧！

六、板书设计



七、教学反思

学生在学习本课之前，已经学习了《感受我们的呼吸》和《呼吸与健康生活》，已

经了解了人体基本的呼吸系统的结构与作用，运动可以使呼吸加快，知道肺在呼吸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在前面两课的基础上再学习《测量肺活量》，在认知上是比较合理的。

当然学生在体育课上也会对肺活量进行测量，这是教学可以利用的点，但是对于“肺活

量是指什么”，“如何选择肺活量值”，“对人体的健康有什么意义”还需在课堂上加

以引导。尤其是肺活量与健康生活之间的关系认识，还需建立在体育锻炼，加强肺部功

能的基础之上。在测量自己的肺活量活动中，学生轮流使用器材，应该再强调一下要将

前面的同学呼出的气体放完再进行自己的测量，这是有所缺陷的地方，以后的授课过程

中要注意提醒。



第 4 课时《一天的食物》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科学观念

通过对食物进行记录和分类，发现我们一天要吃很多不同的食物来保持身体健康，食物可以

依据一定的标准分成不同的类别。

2.科学思维

能用分类的方法区分不同的食物。

3.探究实践

使用多种方法对食物进行分类，并通过记录的方式将分类的结果进行整理和描述。

4.态度责任

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倾听他人的意见，初步认识到人类需要从自然界获取食物转化为人体

所需要的养料与能量。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知道食物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分成不同的类型。

难点：能使用多种方法对食物进行分类，并通过记录的方式将分类的结果进行整理和描述。

三、评价任务（根据需要设计评价量规）

1.活动一能够通过游戏，认识食物的种类，分析我们每天吃的食物有什么特点。

2. 记录统计一天中吃的食物。

3. 对一天中的食物进行分类。

评价量表 1

评价内容 标准 星等

通过游戏，认识

食物的名称。

能够积极参与游戏，得 1星；

能说出 5 种及以内食物得 1 星；

能说出 6-8 种食物得 2 星；

能说出 9-11 种食物得 3 星。

（   ）

评价量表 2

评价内容 标准 星等

通过活动，记录

一天的食物，并

体会到每天的饮

食是丰富多样的。

能够认真完成个人“一天的食物”记录表，得 1星；

能将小组内成员的“一天的食物”记录表整理成小组统计

表得 1 星；

能通过小组统计表分析出：一天中我们要吃很多种不同的

食物，我们每天的饮食是丰富多样的。得 2 星。

（   ）

评价量表 3



4.说出一天中食物的种类以及吃的食物最多是什么；讨论食物分类的依据，分成哪几类。

四、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 设计意图 效果评价

（一）

情境导

入

科科系统地学习了呼吸知识后，开始学习关于消化的知

识，而饮食是学习消化知识的第一步。于是他找到果果

老师，学习如何健康饮食……在果果老师的指导下，他

们能找到答案吗？

教师出示图片，进行展示。

  

通过故事情

境，活跃课

堂氛围，激

发学生探究

新知的积极

性。

学生融入

故事情节，

对能够联

系本节内

容的，要

给予积极

评价。

（二）

探究活

动

评价活动一：认识食物

同学们，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物是我们身体

获取能量的来源，所以我们要均衡营养。

现在咱们做一个小游戏，认识一下我们的食物吧！

教师组织游戏：这些食物，我认识

要求：

活动一：

在教师的指

导下，通过

游戏认识食

物，并分析

活动一：

通过游戏，

认识常见

的食物，

根据小组

及学生表

评价内容 标准 星等

通过对一天中的

食物进行分类，

知道食物种类繁

多。

能够掌握常见的食物分类标准，得 1星；

能根据分类标准对活动二中的食物进行分类得 2 星；

能认识到食物的分类有很多标准，标准不同，分类结果不

同，得 1 星。

能认识到食物种类繁多，得 1 星。

（   ）

评价量表 4

评价内容 标准 星等

说出一天中食物的种

类以及吃的食物最多

是什么。

根据生活实际举出例子得 1 星；

知道一天中的食物应以主食为主得 1 星。

讨论食物分类的依据，

分成哪几类。

能积极参与讨论得 1 星；

能按照食物的来源给常见的食物分类得 2 星；

能按照熟食和生食给常见的食物分类得 2 星。

（   ）



学生平均分成三个小组，进行游戏。教师播放食物

图片，学生说出食物的名字。哪个小组又快又准，哪个

小组获胜。

课件出示：

师：看来同学们认识不少食物呢！

评价活动二：记录统计一天中吃的食物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我们的饮食健康，现在我们来统

计一下我们每天吃了哪些食物吧！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统计。

活动步骤：

1.利用记录表，统计一天中我们都吃了哪些食物。

2.把自己一天中所吃的食物名称分别写在硬卡纸上，

每张卡片只记录一种食物。

3.按照早、午、晚餐的顺序将食物卡片摆好，数一

数有多少种食物。

4.把同组同学的食物卡片按顺序放在一起，数一数

共有多少种食物。

教师组织学生活动，完成记录表。

课件展示某个小组的记录表。

饮食的特点。

活动二：

对我们一天

吃的食物进

行记录，通

过展示个人

和小组记录

表，引导学

生进行分析。

现，教师

给予评价，

填写量规

1。

活动二：

学生能够

自主对一

天的食物

进行统计、

并在教师

的引导下

分析出我

们每天的

饮食是丰

富多样的，

教师对学

生表现进

行评价，

完成量规

2评价。



（参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制作）。

师总结：通过汇总自己一天的食物并和他人的食物

进行比较，发现：一天中我们要吃很多种不同的食物，

我们每天的饮食是丰富多样的。

评价活动三：对一天中的食物进行分类

活动步骤：

1.根据我们的标准，确定食物能划分出哪几类。

2.根据不同的类别，将食物卡片分类摆放。

3.与大家交流食物分类的方法。

4.把食物分类的结果记录下来。

教师组织学生活动，记录现象，分析，得出结论。

活动记录：

活动三：通

过对一天的

食物进行分

类，进一步

帮助学生认

识到食物种

类繁多。

活动三：

学生能了

解常见的

食物分类

标准，并

能对活动

二中的食

物进行分

类。教师

通过学生

表现考查



（参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制作）。

食物的分类有很多标准：1.可以根据食物来源分类

2.可以根据烹饪方法分类。

活动总结：

食物的分类有很多标准，标准不同，分类结果不同。

每天我们都在吃不同种类的食物，食物种类繁多。

评价活动四：研讨

教师组织活动：总结一天的食物及分类方法

1.利用记录表，统计一天中我们都吃了哪些食物?吃

得最多的是什么？

学生活动，讨论，得出结论。

我一天吃的食物有很多，蔬菜有：黄瓜，西红柿，

白菜，土豆；肉类有：猪肉、鸡肉；水果有：苹果、香

蕉……一天中吃的食物种类很多。吃得最多的是米饭、

馒头、面条之类的主食。

（参考，学生可以根据实际回答）

2.面对这么多食物，我们可以根据什么分类，分成

哪几类？

学生活动，讨论，得出结论。

食物分类的方法有很多，标准不同，分类结果不同。

每天我们都在吃不同种类的食物，食物种类繁多。

1.根据食物的来源，可以分为荤食和素食。

活动四：

通过研讨，

使学生对食

物分类有进

一步的认识。

学生是否

掌握本环

节知识，

完成量规

3评价。

活动四：

教师通过

对学生的

回答、讨

论情况，

评估学生

对于本节

课知识点

的掌握情

况，引导

学生完成

评价量表

4。



2.根据食用方式不同，分为生食和熟食。

（三）

生活应

用

同学们，一日三餐该怎样吃更加健康？

学生讨论，教师引导，得出答案。

一日三餐的吃法有句经典的话叫早吃好、午吃饱、晚

吃巧，言外之意就是在早餐当中一定要吃的优质，就要

在早晨吃鸡蛋、牛奶、豆浆等优质蛋白质，同时还要吃

谷物比如馒头、米粥，还要吃蔬菜和水果，因为一顿优

质的早餐能够让一天的精神得到很好的开端。到了中午

有了一上午的劳累和接下来一下午的工作，午餐相对就

会丰盛些，所以除了主食之外在副食当中还要吃肉类，

跟荤素搭配的蔬菜才能够让中午得到很好的能量补充。

到了晚上要休息就要避免过多能量摄入，一般简单地喝

粥，吃一小块主食，配 1-2 道素菜能够减少胃肠道的负

担，所以晚饭一定要吃得巧妙，一句话早晨要吃好、午

餐要吃饱、晚上要吃得巧妙。

拓宽领域挥

新知、知识

运用巧迁移。

观察学生

是否积极

参与谈论

以及现象

解释。

（四）

知识总

结

学生自主总结，用简报或思维导图等形式，进行展示。 帮助学生学

会设计思维

导图，通过

导图总结归

纳本节课内

容。

教师考查

学生运用

思维导图

进行归纳

总结的能

力，及时

给予评价。

四、成果集成

总结一天需要的食物统计方法和分类方法，用思维导图形式展现。

五、作业设计

【知识技能类作业】

一、填空。

1.根据我们一天的饮食习惯，我们可以按照（      ）、（      ）、（      ）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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