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    题  1、发觉物体的特征 课时  1 日期

教学目标

1、科学概念目标：

我们的四周存在着许多物体，物体具有样子，大小，轻重等特征。

2、科学探究目标：

用各种感官观察和描述不同的物体。

用两两对比的方法对物体进行观察。

3、科学态度目标

乐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乐于叙述自己的观点；乐于小组合作探究学习。

4、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感受到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物体，它们具有肯定的特征，可以满意不同的

需要。

教学重点 能较准确地描述出物体的特征。

教学难点 用两两对比的方法对物体进行观察。

教学预备

1、小组预备：玻璃珠、螺母、乒乓球、橡皮、泡沫块、纸片、木块、一次

性塑料杯每组一套

2、老师预备：《发觉物体的特征》试验记录单。

教  学  过  程 旁  注

一、导入新课

1、老师任凭拿起粉笔、课本等，告诉学生这就是物体，并板书“物体”。

2、提问：我们四周还有些什么物体？你会怎样描述它？（比如铅笔细长，

橡皮白色，桌子很大等）

3、学生自由描述，老师随机板书，记录学生交流产生的词汇或短语。

4、老师引导：同学们，从今日开始，我们学习第一单元——

我们四周的物体，这一课，我们先学习第一课。

5、揭示课题：1、发觉物体的特征

二、单个物体的观察

1、认识几种常见的物体

过渡：老师今日预备了8种物体，让我们来看看都是谁？（出示幻灯）

依据图片的挨次，学生口答完成名称连线，认识8种常见的物体。



2、激趣：老师今日把这些物体都带来了，你们想不想好好观察一下？

3、说明要求：每人选择一种物体进行观察。

讨论：万一几个人要观察同一种物体，那该怎么办？（引导：可共同观察

，但若能分类观察更好。）

4、组长领取试验器材，组员每人选择一种物体进行观察。

5、组织交流：怎么观察，发觉什么特征？（板书揭题：发觉物体的特征）

三、两个物体比较观察

1、在学生发言的基础上，介绍主要观察方法和能观察到的对应特征。

看一看：颜色、样子、厚薄、是否透亮  、是否可见、是否流淌等

闻一闻：气味

摸一摸：粗糙程度、厚薄等

掂一掂：轻重

说明：观察方法后的特征不要求全部排列，只要依据学生认知程度的基础

上概括就可以了。活动手册最终一面没有“轻重”，老师可以提前做好打

印，分发给学生。

2、活动手册指导说明

翻开活动手册第1面，要求学生先写上日期，再说明“水”和“空气”这两

列以后再补充，然后指导贴图，并提示可以更改物体的名称，把“木块”

改成自己观察的其他物体。

3、强调活动要求：小组合作，比较观察。

扶：抽2个学生进行对比观察演示，并指导粘贴或书写记录。

4、学生进行对比观察和记录。

四、研讨

1、展示学生的活动记录，填到试验记录单上，有争议的内容组织学生讨论

。

2、机动：你有什么收获？还想研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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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2、谁轻谁重 课时  日期

教学目标

科学学问概念目标

质量是物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并且可以被测量。

科学探究目标

1、用掂量、称量等测量方法可以比较物体的轻重，不同的方法可能导致比

较结果的准确程度不同。

2、轻重和大小适当的物体可作为称量的标准物。

科学态度目标

进展进一步研究物体的兴趣和愿望。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认识到掂量、称量等方法的准确程度不同。

教学重点
质量是物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并且可以被测量；用掂量、称量等测量方法

可以比较物体的轻重，不同的方法可能导致比较结果的准确程度不同。

教学难点 用称量的办法进行测量并记录

教学预备

乒乓球、相同大小的木块和塑料块、相同材质和样子的小橡皮和大橡皮、

简易天平1台(含称量盘)、同样大小的回形针若干、学生活动手册每组3条

记录单、试验记录单等等。

教  学  过  程 旁  注

一、复习导入

展示上节课用到的各种物体（乒乓球、木块、橡皮……）的图片，提问：

“看一看我们观察过的这些物体，我们怎样知道它们的轻重呢？”让学生

说说如何知道物体的轻重。

老师引导：今日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第二课。

板书课题：2、谁轻谁重

二、探究实践

用不同的方法比较5个物体的轻重并排序。

1、预报物体的重量。

（1）出示5个物体：



 

乒乓球、相同大小的木块和塑料块、相同材质和样子的小橡皮和大橡皮。

在预报轻重之前，首先让学生认真观察比较这几个物体的样子及大小。（

其中，木块和塑料块的大小一样，两个橡皮的材质和样子相同但大小不同

，乒乓球是空心的且比木块大）

（2）安排学生依据自己的想法预报排序结果并记录下来。排序方法采用先

提问“我们怎样记录排列的挨次呢”，引导学生讨论记录方法，在此过程

中老师将学生讨论的方法统一为一种，比如用数字表示轻重，数字越小，

表示越轻，即学生认为最轻的物体，就用1表示，认为第二轻的，用2表示

，最重的，用5表示。预备一张记录单发给每个小组，填好预报结果后贴在

黑板上（这样便于对比较的结果进行讨论）。鼓舞学生说说预报的理由

（3）对每组的排序进行比较，将学生的讨论聚焦在“对于两块橡皮，你们

是如何预报的？同样大小的木块和塑料块，你们又是如何预报的？”这类

问题上，以引发他们的进一步思考。适当时，做简要的小结，说明预报有

可能不准，我们可以用生活中常用的方法来推断物体的轻重，比如，掂量

和称量。

2、掂量不同物体的轻重。

（1）掂重。学生亲自动手掂量5个物体，感受5个物体的轻重，这时需再次

将比较的结果记录下来（提示学生统一用数字来表示轻重）。分发给学生

试验记录单进行记录，然后贴到黑板上进行展示比较

（2）掂重后，先小组研讨，再围绕数据全班研讨。

3、称量物体的重量。

（1）首先要确定标准物。老师通过多媒体屏幕呈现几个问题一步一步引导

学生，该选什么样的物体作为标准物呢？“比较重的物体可以吗？比如玻

璃珠。” “比较大的物体可以吗？比如乒乓球。”



通过这样的引导，促使学生在对比中发觉，应当选择比较轻的、小的、简

洁放在盘子中的物体作为称量的标准物。依据学生的讨论结果证明，回形

针的大小和轻重比较适合作为标准物。

（2）说明称重方法。将一个物体放在简易天平的左端，在天平的右端逐个

放入回形针（虽然这里不强调“左物右码”，但仍建议给学生养成“左物

右码”的习惯），直到天平平衡。数出放入的回形针数量，依据回形针的

数量比较物体的轻重，并记录称量结果。称量后，学生要依据回形针的个

数来给5个物体的轻重排序并记录下来。

（3）再发给学生一张新的试验记录单进行记录，然后贴到黑板上进行展示

比较。

（4）学生用称量的方法进行比较并记录。

三、研讨数据，获得概念

1、班级汇总完成后，要先组织学生分别查看三次排序的结果，小组内讨论

说说自己的想法，然后将小组的数据向全班同学汇报。学生可能会发觉，

自己小组三次结果可能都不一样，其他小组三次排序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2、接下来，小组内要先讨论三种比较轻重的方法中，“哪种方法的排序结

果更准确”，从而转入对不同测量方法准确程度的探讨。预报是猜的，不

太准确；不同的人感觉可能不同，掂量也不准；掂量次数多了，简洁乱；

用简易天平称量是比较准确、比较科学的方法。

四、应用概念，拓展延长

在探究活动中，学生已经发觉了大小相同的木块和塑料块，轻重是不一样

的。以此为基础给出问题情境：相同大小的瓷碗和金属碗一样重吗？学生

先相互交流，再发表自己的观点。引导学生联系之前的试验结果说出推断

的理由，再举出生活中类似的例子，比如不同材料做成的椅子轻重可能不

同等。

五、课堂小结

今日同学们在课堂上表现得很棒，回想一下今日这节课你们学到了什么？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归纳总结，老师在试验记录单上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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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3、认识物体的样子 课时  日期

教学目标

科学学问概念目标

1、许多物体具有固定的样子，样子是物体的基本特征之一。

2、物体的样子会影响它的平铺方式。

科学探究目标

1、用简洁的方法就可以比较出不同物体的样子有所不同。

2、不同的物体，会有不同的摆放或堆放方式。

科学态度目标

1、进展对物体进行研究的兴趣。

2、认同物体的特征是可以被观察和测量的。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体会到生活中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样子，有可能其摆放、拼接或堆放的方

式也不同。

教学重点
知道许多物体有固定的样子，并且从“占据空间”的角度理解样子是物体

的重要特征之一。

教学难点 探究多种“平铺”方式，意识到物体样子会影响其平铺的方式。

教学预备
有肯定高度的方盒子、大小相同的乒乓球和木块若干、橡皮若干、螺母若

干、布袋（内装一个乒乓球和一块橡皮）、课件、试验记录单。

教  学  过  程 旁  注

一、导入新课

1、引导：同学们，上节课我们用“称一称”的方法比较了几种物体的轻重

。还记得是哪几种物体吗？

（学生回忆：乒乓球、木块、塑料块、大橡皮、小橡皮）

2、出示小布袋。不打开布袋，你能猜猜里面装的是哪两种物体吗？是怎样

猜到的？引导学生用“摸”“看”的方法进行猜想，依据“样子”



推断布袋内的物体是乒乓球和橡皮

3、出示另外两种物体——

木块和螺母，让学生说说这两种物体是什么样子。强调样子也是物体的重

要特征。

4、引出课题。今日我们一起来《认识物体的样子》。

（课件展示猜想的方法及四种物体的样子）

（板书：认识物体的样子）

5、提出问题。这里有四个同样大小的方盒子，要想把这四种不同样子的物

体分别装进里面，怎样才能装得更多呢？学生交流装盒子的方式，老师规

定统一用“平铺一层”的方式进行。

（课件演示：“平铺一层”）

二、探究物体平铺的方式

1、演示平铺的方法，记录数据。

怎样平铺一层乒乓球呢？请一位学生来演示平铺的方法，并且将数据记录

在表格中。（课件演示平铺的方法及如何填写表格）

乒乓球 木块 螺母 橡皮

摆放数量

2、请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己动手将四种物体分别平铺在盒内，并且将数

据记录下来。比一比，哪组最快，哪组装得最多。

3、分组活动结束后，老师将各小组的数据填写在试验记录单中。

三、“样子”对物体占据空间的影响

1、观察班级记录单：有什么发觉吗？

引导学生发觉：每个小组乒乓球和木块数量都一样，而螺母和橡皮的数量

就不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交流展示“摆放”的方式：我们先来看看这些物体都是怎么摆放的吧。

（1）各小组将摆放的方式展示出来，并标清数量。



共同体验：螺母和橡皮以特定的方式摆放，真的能够都摆进盒子吗？师生

共同确认上述问题后，将数据写在对应的摆放方式旁边。

（2）乒乓球和木块只有一种摆放方式。螺母、橡皮有多种摆放方式，而且

摆放方式不同，装的数量也不一样。

3、分析研讨：为什么会这样呢？

（1）同一种物体不同的平铺方式占据空间状况不同。

引导学生分析：乒乓球和木块每个侧面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摆都一样，

摆的方式只有一种，所以平铺一层的数量也不会有变化，螺母“躺”着摆

和“立”着摆是不一样的，用来平铺的“面”样子不一样，所以平铺一层

的数量也不一样，橡皮“躺”“立”“侧”，装的数量都不一样。

（2）不同样子的物体在平铺时占据空间的状况不同。

思考：为什么乒乓球能摆进盒子的数量比大小差不多的木块少这么多？分

析：由于样子的缘由，乒乓球没有将盒子铺满，中间有空隙，所以装得少

。

（假如学生认为是因为“乒乓球”比“木块”大而造成上述结果，老师可

以进行演示试验：与木块同样大小的空心塑料块和乒乓球可以装同样多的

沙子，说明乒乓球与木块大小一样，也可以将两个相同的烧杯装同样多的

水，将乒乓球和木块轻轻按入水中后，看两个烧杯中水面的高度是否一致

。）

四、拓展延长

以螺母“躺着”平铺一层和“立着”平铺一层为例，引导学生思考：盒子

真的被填满了吗？说说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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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4、给物体分类 课时  日期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目标

1、了解分类是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

2、依据物体的特征进行分类，可以更清楚、有序地认识物体。

科学探究目标

1、能够依据一个特征对物体进行分类。

2、了解给物体分类时，依据的特征不同，分类的结果会有所不同。

科学态度目标

1、连续进展对物体进行研究的兴趣。

2、认同物体可以依据某一特征被归类。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体会,人们可以利用分类的方法整理身边的各种信息。

教学重点 能够依据一个特征对物体进行分类。

教学难点 了解科学准确的分类需要将标准细化。

教学预备

乒乓球、大木块和小木块、与木块大小和样子相同的塑料块、大螺母和小

螺母、大橡皮和小橡皮、塑料杯、泡沫块、玻璃珠、纸片、不干胶贴纸、

记号笔、印有圆圈的白纸、学生活动手册、若干个带有两个大圆圈的小组

记录单、试验记录单等。

教  学  过  程 旁  注

一、导入新课

1、小朋友到超市想买酸奶，你能帮他找到酸奶吗？（播放课件，选几个学

生说一说自己在超市怎样找到酸奶的）



2、我们也观察了许多物体的特征，你能描述一下吗？这些不同物体的特征

有相同的方面吗？

（学生依据前几节的活动手册和班级记录单描述前几节课上观察的物体特

征）

3、我们能不能用一种特征作为标准给它们分类，以帮忙我们更好地了解它

们。（板书：给物体分类）

二、给物体分类

1、描述物体特征，确定分类标准。

（1）老师分发活动器材，学生拿出活动手册。

（2）说说自己计划以什么特征作为标准进行分类，并填写在试验记录单中

。

2、初次体验分类并为物体编号。

（1）引导学生依据制订的分类标准进行首次分类活动（全班统一确定一种

相对简洁的分类标准，如：大小），将物体放在小组记录单的圆圈中。

（2）引导学生发觉使用实物摆放的方法不便于同时开展不同标准的分类，

并且这种方法的分类结果无法悬挂展示，不便于交流。

（学生思考，商议 改进办法。）

（3）指导全班同学依据统一标准为物体进行编号。

我们有什么办法进行编号呢？上学期，我们在比较恐龙大小的时候，有个

编号的方法可以帮忙我们。我们也来给这些物体进行编号吧。

（学生依据相同的标准对物体进行编号）

3、开展小组分类活动。

（1）小组总结物体特征。

观察前几节的记录单，你们都发觉了物体哪些方面的特征？

（学生发觉有大小、样子、轻重、粗糙或光滑、透亮  或不透亮  

等方面的特征，依据物体大小进行分类的活动已经做过，不再重复

（2）依据特征制订分类标准，填写在试验记录单上。

（学生制订分类标准，明确分类标准，将小组制订的分类标准填写在小组

记录单中，一张试验记录单填一种标准）

（3）小组合作开展给物体分类的活动。





（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开展探究活动，将分类结果以物体编号的形式填写

在试验记录单不同的圆圈里）

（4）老师适时指导学生填写试验记录单。

（5）学生悬挂展示试验记录单，并遮拦住分类标准部分。

（学生遮拦住分类标准，并向全班同学展示试验记录单）

4、解密活动。

（1）全班共同解密各组的分类标准。

通过观察试验记录单的分类结果，逆向分析分类标准是哪种特征，并说明

理由。

（2）相应小组进行展示揭秘，说说自己的分类标准和分类结果。

三、交流研讨

1、大家是依据物体的哪些特征分类的？

学生通过交流发觉分类有许多方式，但是不管哪种方式分类的标准，都是

物体比较典型的、有共性的特征。

2、依据同一特征分类，分类结果有哪些不同？

你发觉在哪个相同标准的分类中有不同的结果，为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好

办法让大家统一？

学生通过交流发觉，有些相同分类标准的分类结果要想达成一致，还要有

相同的细化标准界限。以轻重这一特征为标准的分类，不同于大小的比较

。同样的物体有大有小，可以通过比较得出结论，但是对于轻重这一特征

，在制订标准的同时还要细化轻重标准的界限，也就是说只有将标准制订

得更准确，才能进行更准确科学的分

3、依据发觉细化试验记录单的分类标准，确定关于轻重的分类界限，再次

调整轻重的分类。

四、完成个人、小组、班级试验记录单内容

1、学生完成个人活动手册。

2、各小组共同完善小组记录单。

3、师生完善试验记录单。

4、观察生活中身边的分类。

我们生活中都有哪些分类给我们带来帮忙呢？是哪些方面的分类？是如何



给我们带来帮忙的？



（播放课件，学生依据课件演示分别说说是哪些方面的分类，又是如何帮

忙我们便捷生活的）

教

后

记

课    题  5、观察一瓶水 课时  日期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目标

1、水有许多可被感知的特征，如无颜色、无气味、会流淌、透亮  等。 

2、水和洗发液一样，都可以被盛放在容器中。与木块等物体相比，水没有

固定的样子。 

科学探究目标

1、学习观察水的方法，能用眼看、鼻闻、手摸等方法比较水与洗发液、木

块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

2、能运用多种感官进行观察，能用语音简洁描述事物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

同之处。

3、在老师指导下能够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分类。

4、在老师指导下能够回顾和反思探究的过程和方法。

科学态度目标

1、乐意倾听他人观点，乐于叙述自己观点。

2、乐于参与小组合作探究，主动参与合作学习活动。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认识到水是宝贵资源，需要珍惜和保护。

教学重点 水无颜色、无气味、透亮  、会流淌、没有固定样子。

教学难点 水无固定样子，样子是物体的重要特征，也是固体与液体的主要区别。

教学预备
水、乳白色洗发液、不同样子的透亮  

容器、木块、活动手册、观察记录单。

教  学  过  程 旁  注

一、导入新课

1、老师出示一瓶矿泉水，请同学们说一说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关于水你

都知道什么？请同学们一起来观察。

（板书：观察一瓶水）

2、学生观察矿泉水，并说一说自己的发觉。



二、观察比较水与洗发液

1、观察方法的研究

出示洗发液的瓶子（撕掉上面的标签），请学生猜一猜里面装的是什么（

学生可能会猜是沐浴露、洗手液，适当表扬生活中擅长观察的同学，告诉

学生是洗发液）。怎样比较观察水和洗发液？老师引导学生回忆前几节课

学习中用了哪些观察方法

学生提议可以用眼睛看、鼻子闻、手摸……（因为洗发液不能食用，在此

老师要准时提示不能用“尝”的方法，强调任何场合都不能用“尝”的方

法）。

（学生观察比较矿泉水与洗发液并回答老实的问题）

2、学生观察水和洗发液的不同和相同

（1）看一看

老师提问：大家一起来观察水和洗发液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

学生分组观察并汇报。

老师引导学生关注它们颜色的不同，以及可以通过什么方法知道。

（乳白色与无色，透亮  与不透亮  ，对比观察）

老师板书：记录学生的汇报。

（2）闻一闻

老师提问：水和洗发液还有什么不同？怎样才能知道它们的气味不同呢？

学生提议闻一闻。

老师示范闻的标准操作方法，并指出这样做对平安的重要意义。

（闻的标准操作方法：打开瓶盖，左手持瓶身，右手从瓶口上方将空气扇

向鼻子，闻到气味即可盖上瓶盖。）

学生动手操作并汇报。

老师板书：记录学生的汇报。

（3）摸一摸

老师提示：水和洗发液除了颜色、气味不同，它们用手摸起来一样吗？怎

样证明洗发液要比水光滑？

再用拇指摸一摸。

老师讲解手摸对比方法：用玻璃棒在洗发液中沾一下，滴到食指上，再用

拇指搓捻；用同样的方法把水滴在另一只手的食指上，搓捻后进行对比。

学生动手操作并汇报。

老师板书：记录学生的汇报。

3、总结水与洗发液的异同



老师引导学生回顾活动的过程和观察的结果，并总结水和洗发液的相同和

不同，并记录在试验记录单上。

水：无颜色、无气味、透亮  、能流淌

洗发液：乳白色、有香味、不透亮  、能流淌

（播放课件，老师引导学生回顾自己的探究过程和结果）

过渡：通过观察比较发觉水和洗发液有相同之处也有着许多不同。假如把

它们和木块比较又会有什么发觉呢？

三、观察比较水、洗发液和木块的不同和相同

1、不同

老师把洗发液和水分别倒入不同样子的瓶子里让学生与木块对比观察。

学生交流观察结果：

（1）它们放进容器的方式不同，水与洗发液能流淌，木块不能流淌。

（2）水和洗发液的样子随容器样子发生变化，没有固定样子，木块的样子

不随容器的变化发生转变。

老师板书学生观察结果。

（播放课件，让学生观察三个图片并思考问题）

2、相同

老师引导学生观察比较水、洗发液、木块有没有相同之处。

学生观察、交流。

老师引导学生再次观察上面的现象，发觉尽管水和洗发液在不同容器里样

子不同，但它们仍旧有样子，只是样子不固定。

老师板书：它们都有样子。

（播放课件，看图思考问题）

3、总结水、洗发液与木块的不同和相同

老师请同学依据板书总结它们的不同和相同。

学生发表观点：我们发觉尽管水、洗发液的样子可以变化，木块样子不变

，但它们都有样子。

（播放课件，回顾探究过程，反思探究结果，总结固体、液体的不同）

四、完成班级观察记录单和活动手册

1、老师请一位同学到台上执笔，全班同学一起依据观察结果共同完成班级

记录单。

2、老师指导学生依据试验记录单，完善自己的活动手册第1课内容。

3、拓展延长

回家后完成活动手册上“看谁流得快”活动。



（播放课件，完成信息的整理和摘录）

教

后

记

课    题  6、它们去哪里了 课时  日期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目标

有些物质能溶解在水中，而有些物质很难溶解。

科学探究目标

1、通过对比的方法，观察物质放入水中的变化情况。

2、能用放大镜观察较小的物体。

3、能用搅拌的方法让水中的物体充分混合。

科学态度目标

1、认识到可以用对比的方法观察现象。

2、认可从多角度进行观察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感受生活中的溶解现象，知道可以利用这种变化为生活服务。

教学重点 有些物体能溶解在水中，而有些物体很难溶解。

教学难点 通过对比的方法，观察物体放入水中的变化情况。

教学预备

学生预备：3个装水的透亮  

杯子、3个小玻璃盒、放大镜、搅拌棒、小勺、食盐、红糖（块状）、小石

子、学生活动手册等

老师预备：学生试验材料一套、试验记录单。

教  学  过  程 旁  注

一、教学导入

1、问题导入

（1）上节课我们大家一起认识了水，谁还记得水都有哪些特征？

（2）生活中我们离不开水，谁能说一说水有什么用处？

（3）水还有一个本领，可以加许多东西进去，比如妈妈做汤时会放一些作

料在水中，使汤更加鲜美。类似的情况你们还见过哪些？在哪里见过？（

在这里，学生可能会依据一些生活经验，提到“溶解”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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