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单元《小小机械师》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单元主题 小小机械师

课标要求

一、核心概念

（四）能的转化与能量守恒

(十二)技术、工程与社会

二、学习内容

4.1能的形式、转移与转化

②知道简单机械(杠杆、滑轮、轮轴、斜面)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12.2技术与工程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③知道技术对提高生产效率或工作效率的影响，举例说明应用适当技

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或工作效率，应用所学科学原理设计并制作出可以

提高效率的作品。

三、学业要求

①知道常见的简单机械(杠杆、滑轮、轮轴、斜面)及其应用。

②能尝试应用所学科学原理设计并制作简单的装置，能进行模拟演

示并简要解释如何提高效率。

单元课时设计 5课时

一、单元学习主题分析（体现学习主题的育人价值）

主题名称 小小机械师

单元设计意图

本单元是五年级上册的第五个综合探究单元，侧重培养科学探究要

素“作出假设”，主要学习内容是杠杆、滑轮、轮轴、斜面等简单机械

的研究与使用。简单机械属于工具的范畴，工具是指能够方便人们完成

工作的器具，人们利用工具来提高工作效率。

本单元一共由5课组成，分别是《工具的妙用》《杠杆》《滑轮》《

轮轴》《斜面》，课标题即表明了每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



各课间的逻辑线索是“总一分一总”的关系，第1课《工具的妙用》

的学习任务是体会工具的作用，了解工具和简单机械的结构及其作用的

关联性，并且在迁移应用环节设置了“埃及金字塔建造之谜”的问题情

境，为后续几课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方向。从第2课到第5课的课

标题名称上即可看出这几课是并列关系，它们分别研究一种简单机械，

每篇课文的教学过程也都大致分成六个主要环节：教学导入（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阅读资料并提出问题、作出假设、搜集证据、得出结论、

迁移应用。从教学进程角度分析，这几课又是递进关系，如杠杆的学习

从学习方法和知识储备两个方面都为滑轮的学习提供了支撑。本单元最

后一课的末尾则设置了一个综合实践活动简单机械的组合应用，并将这

种组合经验拓展到埃及金字塔的巨石搬运问题之中，与第1课的问题情境

首尾呼应，设计非常巧妙。

主题学情分析

在小学低年级，学生能认识生活中常见的劳动工具，了解其名称及

功能，会使用工具解决一些学习生活中的简单实际问题。到中年级则需

要了解生活中的常见仪器及其功能，并会使用简单的仪器和测量工具。

小学生认知和动手能力逐步提高，开始侧重简单机械工具的学习，

能利用一些简单机械来改变力的方向和大小，控制物体的运动状态，了

解简单机械在生活中的各种运用，学生有浓厚的探索实践兴趣。

对于简单机械的工作原理，对学生不作要求，由于学生生活经验的

缺乏，使用简单机械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对学生有一定难度。

开放性学习环

境

1.指导性预习：阅读+问题+检测；

2.大单元大概念大任务课堂学习：问题+探究+讲述+整合+实战；

3.现代教育新技术：PPTX+微视频+网络+师生互助

二、单元学习目标设计（基于标准、分析教材、结合学情，体现素养导向）

单元学习目标

科学观念：知道杠杆、滑轮、轮轴、斜面等是常见的简单机械。

科学思维：运用分析、比较、归纳等方法，体会在完成某些特定任务时

应用简单机械的效率。

探究实践：根据现实需要设计简单机械、器具等完成实践中的简单任务。

态度责任：对事物的结构、功能、变化及相互关系产生探究的兴趣，在

进行多人合作时，愿意沟通交流，综合考虑小组各成员的意见。

三、学习活动/任务设计（指向学习目标，强调学生的活动与体验）

第 1 课时

任务 1

名称：引入——完成挑战

不借助任何工具，徒手完成一些任务：撕一个圆、把螺丝拧进木块



里、折断粗铁丝、拔出钉子等。

设计意图：在操作的过程中，学生感受徒手操作的费力与不方便。

任务 2

名称：活动——借助工具完成挑战

借助工具，如钳子、螺丝刀、美工刀、羊角锤等工具完成相同任务。

设计意图：学生在活动体验对比中体会到工具的作用，对工具的研究产

生兴趣。

任务 3
名称：猜想假设——工具的本领

引导学生对



不熟悉的工具（理发剪刀、压蒜器、手摇绞肉机、花边剪刀等）进

行观察，分析它们的结构，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猜出它们可以帮助我

们做什么工作。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开始关注工具和机械的结构与其功能的对应关系。

任务 4

名称：迁移应用——埃及金字塔建造之谜 

阅读教材有关金字塔建设的图文资料，引导学生思考古埃及建设者

们是利用怎样的工具来搬运巨石的。

设计意图：此环节旨在让学生做出有针对性的假设,关注设计方案中的机

械结构,分析是否具备所需功能,为后续学习奠定了基础。

第 2 课时

任务 1

名称：情境导入

首先创设生活情境：妙妙和妈妈在公园玩跷跷板，她怎么也不能把

妈妈翘起来……帮她出个主意吧，让她和妈妈能一起快乐地玩跷跷板。

设计意图：巧玩跷跷板,解决生活中成人与小孩儿玩跷跷板时遇到的难题,

使学生开始关注杠杆的距离与力的大小的关系,初步体会杠杆在改变力

的方向和大小方面的作用。

任务 2

名称：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阅读教材资料，了解杠杆结构，结合所创设的情景提出问

题——怎样借助杠杆，用较小的动力撬起更重的物体呢？

设计意图：阅读资料,使学生了解什么是杠杆以及杠杆的结构(三点两距

离),结合导入情境,提出问题。

任务 3

名称：猜想假设

结合我们所学的知识和玩跷跷板的经验，说说自己的想法。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基于生活经验和所学知识,对杠杆在省力或费力方面

作出假设。

任务 4

名称：搜集证据

首先做杠杆尺平衡实验，搜集、分析实验数据。然后寻找、分析生

活中更多杠杆工具的结构与作用。

设计意图：通过杠杆尺平衡实验搜集证据,分析数据发现距离与力的大小

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知道杠杆在生活中有广泛应用。

任务 5

名称：迁移应用——改进跷跷板

根据我们研究发现的杠杆用力规律，对妙妙和妈妈一起玩跷跷板的

难题提出解决办法，或提出改进跷跷板的方案。

设计意图：利用本课所学知识,有针对性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提出



改进方案。



第 3 课时

任务 1

名称：情境导入

船员准备升起船帆,但是爬到桅杆上升船帆太危险,怎样使船员站在

甲板上就能升起船帆呢?引导学生设计组装一个机械装置解决问题,教师

可用升国旗的事例进行提示。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熟悉的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任务 2

名称：提出问题

阅读滑轮的资料,对滑轮的作用提出研究问题。

杠杆有的省力,有的不省力，滑轮呢？

动滑轮和定滑轮的作用会有不同吗？

设计意图：通过阅读，学生了解认识滑轮的构造特点，并对滑轮的作用

产生好奇，为下面的探究奠定基础。

任务 3

名称：猜想假设——不同滑轮的作用

针对提出的问题：动滑轮和定滑轮的作用会有不同吗？引导学生说

说自己的想法。

设计意图：作出假设环节引导学生基于对杠杆的认知,对不同滑轮的作用

提出有针对性的假设,要求学生说出假设的依据。

任务 4

名称：搜集证据——探究定滑轮和动滑轮的作用

设计实验方案，通过实验探究定滑轮和动滑轮的作用，填写实验记

录单，分析结论。

设计意图：通过实验探究定滑轮和动滑轮的作用,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并

得出结论。

任务 5

名称：迁移应用——起重机的启示

观察起重机上的滑轮，分析它们的类别和作用。利用下面的材料组

装一个既能省力又能改变用力方向的滑轮组，用它来提升重物。

设计意图：观察起重机上的滑轮,应用所学知识分析滑轮的类别与作用,

并通过拓展活动组装滑轮组,研究滑轮组的作用。

第 4 课时

任务 1

名称：引入活动，创设情境

出示图片或实物

引导学生



找一找，方向盘、水管阀门、船舵在结构和使用上有什么相同的地

方。

设计意图：从生活实际出发引导学生观察，激发他们对轮轴的研究兴趣。

任务 2

名称：提出问题

阅读资料，提出研究问题:轮轴的作用是什么?不同的轮轴,其作用是

否也不一样?

设计意图：通过阅读，了解轮轴的结构特点，并让学生对轮轴的作用产

生好奇，激发学生的探究欲。

任务 3

名称：猜想假设

根据所学知识和生活经验，对轮轴的作用作出假设。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基于生活经验和所学知识,对轮轴的作用从结构和功

能的角度作出假设,并说明假设的依据。

任务 4

名称：搜集证据——轮轴的作用实验

引导学生用轮轴、线绳、钩码和测力计，组装轮轴装置，分别探究

轮带动轴转动和轴带动轮转动的用力大小，记录并分析数据，归纳概括

轮轴的作用规律。

设计意图：通过轮轴的作用实验搜集证据,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得

出轮轴的作用规律。

任务 5

名称：迁移应用——家里的轮轴

出示图片

引导学生找出图中的轮轴装置，判断轮轴的类型和作用。

设计意图：辨识生活中的轮轴装置,分析其类型与作用。

第五课时

任务 1

名称：创设情境

人坐着轮椅上台阶时会非常费力，帮他们想个办法。

设计意图：创设了轮椅上台阶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从生活经验出发,思

考坐着轮椅上台阶的方法。

任务 2 名称：提出问题



阅读教材斜面资料，提出问题：斜面有什么作用？学生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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