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单元《太阳、地球和月球》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教 材

版本
教科版（2017） 单元（或主题）名称 太阳、地球和月球

主 题

概述

太阳、地球和月球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天体。在本单元，我们将在已有的认

知基础上，通过观察活动、模拟实验、制作海报等方式更加深入地了解三个天体的

更多特征以及三个天体的运动所引起的简单自然现象和规律，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

和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影响。 

课 标

要求

一、核心概念：

（1）宇宙中的地球

（2）地球系统

（3）人类活动与环境

（4）技术、工程与社会

二、学习内容：

（1）9.1.1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太阳系有八颗行星。

（2）9.2.2观察并描述太阳光照射下物体影长从早到晚的变化情况。

（3）9.4.3 知道月球是地球的天然卫星；通过望远镜观察或利用图片资料，了解月球

表面的概况。

（4）10.2.3 知道地球表面的海陆分布情况，说出河流、湖泊、海洋、冰川、地下水

等主要水体类型。

（5）11.1.2 说出人类生活离不开水的例子，树立节约用水的意识。

（6）12.3.4 初步说明一些技术产品涉及的科学概念或原理，尝试应用科学原理设计

并制作简易装置(如传声器、听诊器等)。

三、学业要求：

（1）知道地球与月球、地球与太阳的关系，能说出月球表面的概况。

（2）能在教师引导下，观测和归纳一天中物体影长的变化情况。

（3）能在教师引导下，通过望远镜观察，结合图片资料或模拟实验，认识月球表面

的概况；初步具有从具体现象提出问题，并制订简单探究计划能力。

（4）能通过动画或利用图片资料，认识地球、月球和太阳的运动关系，具有根据事

实提出观点的意识。

（5）能说出地球表面海陆分布的概况和主要水体类型。

（6）知道矿产、淡水、土壤等自然资源对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性。



（7）能在教师引导下，利用常用工具制作某种产品的简化实物模型，并能反映其中

的部分科学原理。

教 材

分析

本单元共有 8课，分 3个层次。前 3课——仰望天空、阳光下物体的影子、影子

的秘密，学生将了解太阳和月球的基本特征以及基本的光影关系。第 4到第 7课——

月相变化的规律、月球——地球的卫星、地球的形状、地球——水的星球，学生将对

月球和地球的基本特征有足够认识，同时逐步探索三者关系。第 8课——太阳、月球

和地球，学生将通过制作主题海报的形式，对地球展开更加深入的探索。

学 情

分析

从古至今，人类对神秘的宇宙一直保持着极强的好奇心。3年级的学生也不例外：

“太阳的表面是什么样？”“地球是什么形状的？”“月亮为什么晚上会亮起来？”

“月相变化的规律是什么？”等问题都在不断吸引学生去探索。学生通过日常观察、

课外阅读等途径对三个天体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且在 2年级已经学习了地球家园、

太阳的位置和方向、观察月相等内容，在本单元，他们将更加深入地了解三个天体的

更多特征以及三个天体的运动所引起的简单自然现象和规律。

单 元

目标

一、科学观念 

1.太阳是恒星，地球是行星，月球是卫星。

2.一天中，阳光下物体影子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3.月球表面有许多环形山，月相变化是有规律的。

4.地球表面海洋面积大于陆地面积，有各种水体类型，液态水资源丰富。

5.日晷是古代测量时间的仪器。

二、科学思维 

通过观察活动、模拟实验、制作海报等方式引导学生认识三个天体的特征，以及

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影响。

三、探究实践 

1.能通过观察比较图片的方式获取天体信息，并描述天体的外部特征。

2.能用模拟实验方式推理、论证实验猜想，用科学词汇、图示符号记录模拟实验结果。

3.能在一天之中坚持观察和记录影子的变化情况，制作和使用简易日晷。

4.能通过获取、加工、筛选和整理的资料，用维恩图方式对比不同天体信息特征。

四、态度责任 

1.能对自然现象保持好奇心，对探索天文保持兴趣。

2.通过模拟实验收集事实证据，根据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据调整自己的观点。

3.愿意与他人合作，善于分工协作，乐于分享自己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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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地球和月球》的测试性评价。

围绕单元和主题目标

1.分层设置单元测试。

2.制作色彩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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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察

课

仰望天

空

了解太阳和月球的

基本特征，以及它们

之间的相同和不同。

关于太阳和月球，我

们知道什么？它们

有什么相同与不同？

知道太阳是一颗恒星，

知道太阳给地球带来光

照和热量。太阳和月球

都是球体，它们表面各

不相同，到地球的距离

也不同。

1 一天中影子的变化

有什么规律？

影子（条件、变化、与太阳位置）

长短：长-短-长

一天中影子

方向：西-东太

阳

、

地

球

和

月

球

太

阳

|
恒

星

形状——球形
地

球

|
行

星
地貌：海洋＞陆地

日

晷

月

球

|
卫

星

月相：缺-圆-缺

上半月：圆弧在右

下半月：圆弧在左

月貌
正面（暗）：月海盆地

背面（亮）：环形山（撞击）



单元

课时

课型

规划

观

察

课

阳光下

物体的

影子

探索一天之中影子

的变化规律，以此进

一步认识太阳位置

会怎样变化，进而了

解太阳对地球以及

人们生活的影响

知道一天中，在太阳光

的照射下，物体的影子

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日

晷是古代测量时间的仪

器。太阳位置的变化会

引起物体影子的变化

1 观

察

课

影子的

秘密

探索和认识影子变

化的秘密。

影子的变化是怎么

产生的？

知道行进中的光被阻挡

时，就形成了遮挡物的

阴影。光源、遮挡物和

屏是影子产生的条件。

光源和遮挡物的变化会

导致影子的变化。影子

的变化包括方向和大小

长短的变化

1 观

察

课

月相变

化的规

律

认识月相变化的规

律

月相变化有什么规

律？

知道一个月内，月相变

化有一定的规律。

1 观

察

课

“月球

——地

球的卫

星

通过查看图片、查找

资料和模拟制造环

形山等方式、多个维

度地认识月球。

月球是一个怎样的

星球？月球还有什

么秘密？

知道月球是地球的唯一

天然卫星。月球的表面

有很多环形山

1 观

察

课

地球的

形状

了解人类探究地球

形状的历史过程。

人们是如何认识地

球形状的？又是怎

样知道地球是一个

球体？

知道地球和太阳、月球

一样，都是一个球体。

地球是太阳系中的一颗

行星。

1 观

察

课

地球—

—水的

星球

通过观察地球仪、画

图、数格子等方式充

分认识到地球是一

个液态水十分丰富

的星球。

我们已经了解了太

阳和月球的一些特

征 ,它们有很多不同

之处 ,那地球和它们

相比有哪些独特的

地方呢?

知道地球是一个液态水

资源十分丰富的星球。

地球陆地表面有河流、

湖泊等水体类型。地球

表面的海洋面积远大于

陆地面积。

1 活

动

太阳、

月球和

知道太阳、地球和月球

有不同的主题颜色。地



课 地球 球的资源十分丰富，颜

色也是五彩缤纷的。



从选用什么颜色来

表示太阳、地球和月

球的角度切入，学生

会直观地认识到太

阳、地球和月球的不

同点

用什么色彩来表示

太阳和月球?我们又

该用哪些色彩来做

一张有关地球的主

题海报?



3.1《仰望天空》教学设计

一、素养目标

1.科学观念：

（1）太阳是一颗恒星，太阳给地球带来光照和热量。

（2）太阳和月球都是球体，它们的表面各不相同，到地球的距离也不同。

2.科学思维：

通过比较、模拟实验对于太阳和月球的相同和不同有比较充分的认识。

3.探究实践：

（1）能通过观察、对比图片的方式收集、加工太阳和月球的信息。

（2）尝试用模拟实验的方式去探索宇宙空间问题。

（3）能利用维恩图整理信息，比较两个天体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4.态度责任：

（1）激发学生对天空的好奇心，乐于探索星空。

（2）乐于陈述自己已有的认知，善于倾听与接纳别人的观点，达成共识。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知道太阳和月球的相同与不同。

难点：用韦恩图和模拟实验进行比较。

三、评价任务 

表现程度评价任务 评价标准

☆☆☆ ☆☆ ☆

自

评

互

评

师

评

分享 能分享知道的太阳和月球知识 能 基本能 不能

比较 能用韦恩图和模拟实验比较太

阳和月球相同和不同

能 基本能 不能

学习收获

四、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 设计意图 效果评价

（一）

情境导

入

1.白天，仰望天空，耀眼的太阳普照大地，大地一

片生机盎然。晚上，明亮的月球，悬挂天空，皎洁

的月光，一泻千里。

    观看视频，你看到了什么景象？（播放视频）

明确：太阳落山了，月亮就升起来了。太阳和

月球与我们朝夕相伴。

通过自然现

象聚焦问题，

激发探究兴

趣。

关注学生是

否对天空探

究产生兴趣。

评价活动一：我们知道的太阳和月球



（二）

探究活

动

关于太阳和月球，我们都知道什么？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的太阳和月球知识吧。

把我们知道的填写在韦恩图中。

温馨提示：

（1）先把自己知道的填写在韦恩图上

（2）然后组内交流，互相补充

（3）最后班级交流，比一比哪组做得最好

活动评价二：比较太阳和月球的相同和不同

1.我们先观察几组有关太阳和月球的照片，简单比

较太阳和月球的相同和不同。

    第一组：

明确：

（1）两者都“有光”，太阳的光来自自身的

发光，而月球反射太阳光。

（2）两者可视大小是一样的，即它们看起来

一样大。

    第二组：

明确：太阳的表面有黑子，月球上有环形山。

2.观察黑子和环形山有什么特点？

    明确：黑子上太阳上黑色的斑点，因其温度比

周围温度低而形成。环形山是坑坑洼洼，就像被

活动一：引

导学生分享

自己知道的

太阳和月球

知识，做好

单元前测。

活动二：引

导学生在比

较中学习太

阳和月球的

基本特征。

活动一：鼓

励学生积极

分享，及时

表扬，给予

自信

。

活动二：鼓

励学生及时

更新韦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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