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科学教科版六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能量》教案 

第四单元能量 1.各种形式的能量【教材简析】能量是物质各种不同运

动形式的共有属性，也是其本质属性。本课有两个活动。第一，了解

让汽车运动起来的能量。以学生熟悉的汽车为例，说一说汽车运动的

能量来自哪里。第二，寻找身边的能量形式。引导学生从能量的角度

来看待物体的变化，关注身边能量的表现形式及它们的相互转换。【学

情分析】关于能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他

们知道灯泡发光需要消耗能量、汽车运动需要消耗能量，同时他们也

已经掌握了一些与能量相关的词汇，如电能、水能、光能、风能然而

能量对学生而言，又是抽象的。由于能量不可见，只能根据日常中的

各种现象来反推能量的存在。同样，他们认为能量消耗以后就不存在

了，无法理解能量之间的相互转换。【教学目标】科学概念目标通过

交流与探讨，知道自然界存在声、光、电、热、磁等各种能量的表现

形式。通过对汽车的运动分析，知道机械能可以使物体运动起来。科

学探究目标通过观察和交流，寻找分析能量存在的证据，找出各种形

态能量之间转化的证据。科学态度目标通过对物体变化的分析，激发

探索自然界不同形式能量的兴趣。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通过对各

类能量与物体变化现象的深度分析，体会到各种形式的能量与我们生

活的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教学重难点】重点通过观察推理，

知道能量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难点通过观察分析，知道能量之间能

够相互转化，并找出能量转化的证据。【教学准备】学生公园场景图、

学生活动手册。教师班级记录表、课后记录表、教学课件等。【教学



过程】 

一、聚焦（预设 3分钟）1.谈话，暴露前概念：你能说出生活中的哪

些能量？你是怎么知道的？2.揭示课题：各种形式的能量 

二、探索（预设 20 分钟）3 材料准备：便签、班级记录表 1.学生活

动：分析汽车的能量来自哪里？出示：汽车运动的图片。思考：运动

的汽车具有什么能量？来自于哪里？说说你的理由。小组讨论，利用

便签写下，组织交流汇报，汇总整理。小结：化学能、电能、太阳能，

都是能量，只不过，是能量的不同表现形式。（板书：各种形式的能

量）尽管能量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它们其实都可以转化为一种新的

能量形式机械能。正是由于机械能，才使物体运动了起来。设计意图

汽车作为学生熟悉的交通工具，拥有多种动力来源，因此以汽车作为

引入能够充分暴露学生的前概念。再结合头脑风暴的形式交流常见的

能量形式，初步了解“能量是存在多种形态”这一现状，并且通过汽车

运动与机械能的关系，初步将“能量”与“物体变化”这两者相关联。2.

学生活动：除了这些能量形式，你还知道在我们生活周围存在哪些能

量的表现形式吗？这些能量形式让这些物体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活动指导：教师出示活动记录表，以电风扇为例，向学生介绍活动

手册表格如何填写,特别要强调写清楚能量的来源以及能量使物体发

生的变化。先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在组内

进行交流。观察到的现象能量的表现形式（能量的来源）物体发生的

变化转动的电风扇电叶片的转动 

(2)小组讨论交流，并填写在记录单上。设计意图此环节通过头脑风暴



的形式，让学生汇总日常生活中能量存在形式以及能量带来的变化，

为后续的研讨提供了材料。 

三、研讨（预设 15 分钟）材料准备：公园图片 1.小组派代表汇报身

边存在的能量表现形式。教师选取一些典型的，记录到班级记录表中

观察到的现象能量的表现形式（能量的来源）物体发生的变化发光的

电灯电能灯泡发光了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光能）水发热 J超声波清

洗器电能镜片上的脏东西抖落磁悬浮列车磁能列车运动了炒菜匕匕

热菜烧熟了2.小结：物体发生变化的时候，也往往伴随着新的能量形

式的出现，也就是从一种能量形式转化为另一种能量形式。请你说一

说，这些能量转化成了什么形式：电灯：电能光能电视机：电能光能

与声能汽车：化学能一一机械能设计意图通过汇总表格，丰富学生对

日常生活中能量形式的认识，从而让学生能将“能量”与“物体发生变

化”这两个概念相联系，进而明白物体发生变化时总会伴随着能量之

间的相互转化，以丰富的实例与讨论，提升学生的理性思维。3.学以

致用：出示公园图片，找一找，公园里存在着哪些能量形式，并说说

能量存在的证据。你可以试着用公园里，存在着能，证据是的句式来

表达。设计意图在公园这一真实场景中，学生观察图片中的各种物体

的运动情况，以班级记录表的形式帮助学生理解各种能量形式之间的

转化，联系生活，实现知识的迁移和运用。 

四、拓展(预设 2 分钟)材料准备：课后统计表调查并记录家中的电器

使用情况。查看并记录用电器说明书或铭牌上标注的功率、容量等信

息，并将它们记录在记录表中。电器名称电器功率使用时长消耗能量



设计意图电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一种能量形式，通过调查

家用电器，让学生能够更加理性地认识能量的消耗与转化，为下一课

调查家中使用的能量做好铺垫。【作业设计】1.下列关于能量的说法

中错误的是()。A.人在沉睡时不消耗能量。B.人的能量来自食物。C.

燃料为汽车运动提供能量。D.电是一种常见的能量。2.能量有?等不同

的形式。运动的物体也有能量,这种能量叫。3.写出下列物体存在的能

量。 

(1)风车转动： 

(2)煤炭燃烧： 

(3)钉钉子： 

(4)电饭锅煮饭： 

(5)人跑步：【教学后记】2.调查家中使用的能量【教材简析】本课是

六年级上册能量单元的第 2 课。物品使用什么能量工作？工作过程中

能量是怎么转化的？物品的能量消耗又是怎样的？这些消耗掉的能

量来源是否可再生呢？这些都是本课研究的内容。教材的主要活动是

两个部分：一是分析我们用于出行和使用的物品;是统计家里电能的

消耗。聚焦部分呈现的三个问题旨在提出本课的调查任务，引发学生

对家中能量问题的一系列探索。探索部分由两个活动组成。探索活动

1:分析我们用于出行和使用的物品。此活动的核心词是“调查”和“分

析”。调查是学生的课前任务，调查内容包括家里出行使用的交通。“分

析”是学生在课堂中基于课前调查的素材展开讨论，对能量的认识不

仅仅局限于声能、光能、电能、热能、磁能、太阳能等名称的了解，



更重要的是我们持什么态度来看待能量工具和主要物品的能量形式

及来源。探索活动 2：统计家里电能的消耗。此活动的核心词是“统

计”和“估算”。统计的内容是家里主要用电器的耗电情况。估算的内

容包括家中每天的耗电量和一个月的电费支出，将原本抽象的电能消

耗转化为具象的电费，有利于学生理解、感知。研讨部分一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去思考这些能量之间是怎样转换的，指向让学生知道家用电

器是能量与能量之间的转化器;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节能并将

这些节能建议具象化。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了解物品能量形式、能

量转化，通过计算物品能量消耗正确看待能量，树立节能的意识。【学

情分析】通过前一课的学习，学生已经知道了一些能量形式，但学生

对各种物品的能量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本课在此基础上，将目光集中

到家中，以学生家里经常使用的物品为研究对象，了解能量形式、能

量转化、能量消耗、能源是否可再生等。本课学习需调动学生已有的

信息搜集、分析能力、计算能力解决科学问题。学生学习过程中认识

能量转化和消耗，了解能源是否可再生是难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利用观察体验、资料阅读等活动，借助学习单等工具，给学生的学习

提供支点，帮助学生攻坚克难。【教学目标】科学概念目标通过调查

交流知道家庭里经常使用的能量形式有声能、光能、电能、热能、磁

能、太阳能等。通过调查、分析了解每一种能量形式都需要付出一定

的经济成本和环境代价。科学探究目标能够在调查中了解家中多种能

量形式的存在及电能的消耗。初步学会估算不同功率的用电器每天的

耗电量，以及家庭一个月的电费支出等数据。科学态度目标乐于对能



量进行实地调查、交流分享、统计分析。意识到能量的消耗需要付出

一定的经济成本和环境代价，能提出合理的节能建议，自觉养成节约

能源的良好习惯。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初步了解家中的各种能量

表现形式，以及它们给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教学重难

点】重点学生认识家中常见物品的使用能量，能量转化，能量消耗，

以及能源是否可再生。难点学生认识家中常见物品的使用能量，能量

转化，能量消耗，以及能源是否可再生。【教学准备】教师班级记录

表、教学课件、电灯、学习单等。小组课前调查单，同类家用电器不

同容量、功率等铭牌信息。【教学过程】 

一、聚焦：家里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能量（预设 3 分钟）材料准备：电

灯、课件 1.复习导入：回顾上堂课所学，说出常见的能量形式。提问：

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各种形式的能量，你能说说看吗？（板书）2.

观察活动：教师出示电灯，学生观察。提问： 

(1)电灯使用什么能量工作？ 

(2)它工作时使用的能量去哪里了？（预设：电灯使用电能工作，电能

在它工作时变成了光能和热能。3.谈话：日常生活中除了电灯家庭里

还会使用很多物品，这些物品都是使用什么能量工作的？他们工作过

程中能量又是怎样转化的？这堂课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4.板书课

题：调查家中使用的能量。 

二、探索和研讨：（预设 32 分钟）材料准备：图片或视频、课件、学

习单、资料阅读单、学生课前调查单 

(一)分析家用物品所用能量和能量转化（12 分钟）5.观察活动：学生



观察电灯、燃气灶、太阳能热水器、小汽车、电动车等物品。思考这

些物品工作时使用什么能量？这些物品工作时将能量转化成什么？

教师分发学习单一。学生两人一组，观看图片或视频，边观察边记录，

完成记录单相应部分。6.资料阅读：认识天然气、汽油中蕴含着化学

能。分发资料阅读单一，学生阅读。小组讨论，认识化学能。学生对

学习单一进行修正和补充。7.交流研讨：说说这些物品工作时使用的

能量？说说这些物品工作时将能量转化成什么？（预设：电灯使用电

能，燃气灶使用天然气燃烧的化学能，太阳能热水器使用太阳能，小

汽车使用汽油燃烧的化学能，电动车使用电能。燃气灶将化学能转化

为热能和光能，太阳能热水器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小汽车将化学能

转化为动能，电动车将电能转化为动能。（小结板书）设计意图学生

在观察体验、资料阅读中认识家中常用物品使用什么能量工作，分析

这些物品的工作过程了解其中的能量转化，并且认识到家用物品是能

量转化器，人类利用他们使生活更便利。 

(二)统计家里电能的消耗（12 分钟）1.给家用物品分类 

(1)观察活动：日常家用物品非常多，同学们在课前进行了调查，这些

是调查单。请你给家用物品按照使用能量分类。教师分发学习单二。

学生两人一组，阅读调查单，完成记录单相应部分。 

(2)交流研讨：说说你的分类结果？（预设：电能，化学能，太阳能。

家中最常用的能量形式是电能）（小结板书）2.比一比两家电器的电

能消耗 11）资料阅读：同学们的调查单中调查了家用电器的功率。

请你阅读书本 63 页提示部分，了解什么是用电器的功率和电量，并



学习计算电量方法。学生阅读资料，对功率进行总结和归纳。教师讲

解电量计算方法，并演示。学生对照例题计算。（例题选取两个学生

的家庭耗电情况统计表）（小结板书：电量（单位：千瓦时）=用电器

功率（单位：千瓦）_时间（单位：小时））22）体验活动：根据调查

单，计算两个家庭用电器耗电情况。学生阅读调查单，进行计算，完

成学习单三。33）交流研讨：哪家用电量更多？布置课外任务：估算

你家每天耗电量？估算你家一月耗电量？（小结板书）设计意图学生

通过分类分析认识到家中常用物品中最常消耗的能量是电能，统计计

算出家用电器的电能消耗，认识到人类便利的生活需要消耗能源付出

经济代价。 

(三)认识能源是否可再生，节约能源（8分钟）4.资料阅读一：电能常

见的有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还有核能发电和太阳能发电，学生了解

火力发电的电能是不可再生能源，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的电能是可

再生能源。资料阅读二：天然气、汽油等能源是不可再生能源，太阳

能是可再生能源。教师分发资料阅读单二。学生两人一组，阅读并归

纳总结。5.交流研讨：电能从哪里来？电能是可再生能源吗？我们可

以怎样做节约电能？说说天然气、汽油、太阳能是否是可再生能源？

我们有什么节能和替代的方法？（预设：火力发电的电能是不可再生

能源，生活中人走关灯等节约电能。天然气、汽油都是不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是可再生能源。绿色出行等。（小结板书）设计意图学生通过

对比分析、资料阅读认识能量的来源，了解能源分为可再生和不可再

生能源，意识到能量的消耗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和环境代价，能



提出合理的节能建议，自觉养成节约能源的良好习惯。 

三、拓展（预设：3分钟）了解汽油小客车和电动小客车的能量来源、

能量转化。认识到汽油燃烧过程中会排放对环境有害的气体，使用它

需要付出环境代价。设计意图学生通过观看微课，比较汽油小客车和

电动小客车的使用，认识到人类在使用能量时会付出环境代价。 

四、课堂小结（预设：2 分钟）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了解到 1.家用

物品使用的能量有电能、太阳能、化学能等，最常用的是电能。2.家

用物品在工作中将电能转化为动能、热能等其他能量形式，将化学能

转化为热能、动能，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家用物品是能量转化器，

人类利用它使生活更便利。3.电能有些是可再生能源有些是不可再生

能源转化来的，天然气、汽油是不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是可再生能源，

我们要节约能源，爱护环境。【作业设计】1.请写出你知道的三种能

量形式（）（）（）。2.日常生活中使用题 1 能量形式的物品有哪些，

请各举至少一例（）（）（）。3.（多选）可以使用电能工作的物品有

（）。A.冰箱 B.洗衣机 C.燃气热水器 D.电动小客车 4.你能说说题 3 中

这些用电器将电能转化成什么能量了吗？【教学后记】3.电和磁【教

材简析】在前两课的学习中，学生已经对身边的各种能量有了一定的

认识。在这些能量中，电和磁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是本单元重点

学习的能量形式。本课“重演”了科学史上著名的奥 XX 发现电生磁现

象的过程，正是这个发现，让原本看似互不相关的电和磁建立了联系，

由此开启了近代电磁学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本课有两

个活动：第一，指导学生经历科学家奥 XX 做过的实验通电导线使指



南针偏转，经历对新现象进行分析、解释的思维过程;二，做通电线

圈使指南针加大偏转的实验，用线圈代替直导线做电生磁实验，为理

解电磁铁原理打下基础，也为研究小电动机埋下伏笔。两个活动具有

严密的逻辑结构，由浅入深，步步推进。【学情分析】“电”和“磁”现

象在生活中很普遍，六年级的孩子不会感到陌生，再加上在 

二、四年级中有独立的“磁”和“电”单元的系统的科学学习，已经知道

一些关于磁铁具有磁性的知识和简单电路的知识，为本课的“电生磁”

概念的建立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缺乏系统训练，大部分孩子

对普通电路的组装连接还不够熟练，对电路短路的连接以及这种连接

会增大电流，易损坏电池理解不到位，这一点会直接影响到本课实验

的操作效率;磁能吸引铁，同名磁极相斥、异名磁极相吸等性质有一

定的了解，但对两种现象的不同之处的认识是模糊的。因此，在本课

的复习阶段就必须有效地唤起孩子的旧知，为建立新的概念服务。【教

学目标】科学概念目标通过亲历直导线实验探究建构通电导线周围产

生磁性的认识。科学探究目标模仿做通电直导线和通电线圈使指南针

偏转的实验，能够通过分析建立解释。能够运用通电线圈能使指南针

偏转明显的性质，检测废电池是否有电。科学态度目标体验科学史上

发现电产生磁的过程，意识到细致观察、善于思考的重要性。意识到

科学探究过程中合理进行推测、严谨开展实验、有根据地得出结论的

必要性。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意识到科学技术可以推动社会发展、

改变人类生活。在检测废电池活动中体会重复使用、节约能源的意义。

【教学重难点】重点感知通电后的导线和线圈能使指南针发生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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