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科学教案课后反思 科学一年
级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
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一年级科学教案课后反思篇一

(一)导入：

1.师朗读小诗：“因为有你，小草变得嫩绿;因为有你，鱼儿
游得欢畅;因为有你，地球才这样美丽。”

2.学生猜这首诗是赞美谁的?为什么呢?

3.揭示单元主题：“生命之源——水”

(二)自主学习：

1.生命离不开水。

(1)师生讨论：水有些什么用途?

(2)引导学生认识动物、植物和人都离不开水。

2.哪些地方有水。

(1)师生讨论：哪些地方有水?

(2)认识植物体内有水。



(3)学生想办法把带来的植物体内的水挤出来，看看它们含有
多少水?比一比，谁想的办法好。比如手挤、刀拍、捣碎、压
汁机等等。

(4)让学生感受植物体内有水。

(5)让学生比较哪种植物体内含的水多?哪种植物体内含的水
少?

(6)我们在吃食物时也补充了大量的水。还补充了大量的维生
素等等营养。

(7)注意事项：注意安全。小刀不要伤着手、损坏桌子等。

3.观察小草每天“喝”多少水?

(三)课后作业：

课后观察比较哪些动植物体的含有水分多?哪些含有的水分
少?(可以让家长帮忙)

一年级科学教案课后反思篇二

1、科学概念目标我们的周围存在着很多物体，物体具有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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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态度目标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乐于讲述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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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具有一定的特征，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



1、教学重点：能较准确地描述出物体的特征。

2、教学难点：用两两对比的方法对物体进行观察。

1、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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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发现物体的特征》班级记录表

3、个人：“轻重”两字打印

一、聚焦（预设5分钟）

1、教师随便拿起粉笔、课本等，告诉学生这就是物体，并板书
“物体”。

2、提问：我们周围还有些什么物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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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随机板书，记录学生交流产生的词汇
或短语。

二、探索1：单个物体观察（预设10分钟）

1、认识几种常见的物体过渡：老师今天准备了8种物体，让
我们来看看都是谁？（出示幻灯）根据图片的顺序，学生口
答完成名称连线，认识8种常见的物体。

2、激趣：老师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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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领取实验器材，组员每人选择一种物体进察。

5、组织交流：怎么观察，发现什么特征？（板书揭题：发现
物体的特征）

三、探索2：两个物体比较观察（预设1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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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7分钟）

1、展示学生的活动记录，填到全班记录表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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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科学教案课后反思篇三

1、让学生说一说

二、了解植物的构成。

1、聚焦：我们来观察一颗植物，怎样观察？

2、探索：

（1）、出示图片观察：一株完整的植物是有哪些部分组成的？



（2）、观察自己准备的植物，是否具有植物的这些部分。

（3）、通过观察活动，你知道了什么

课堂小结通过学习，你说说你家里栽培了哪些植物？

作业布置将你观察到的植物画到《科学活动手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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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目标

1、了解鱼类有适应水生环境的鳃、鳍、鳞片等身体结构，具
有呼吸、运动等生命体基本特征。

2、知道鱼用鳍运动，用鳃呼吸。

科学探究目标

1、经历和体验从整体观察到局部观察小动物的探究过程。

2、能用图画、文字（或拼音）、语言等方式记录、描述鱼的
主要特点。科学态度目标发展学生研究小动物的兴趣，树立
起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科学观察态度。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懂得在观察活动中珍爱生命，观察结束后把小动物放归大自
然，学会保护小动物。

教学重点：观察鱼的身体特征，用画简图的方式记录下来。

教学难点：观察鱼的运动和呼吸。

学生：鱼、鱼缸、学生活动手册。



教师：备用鱼养在鱼缸里、教学课件、班级记录单等。

一、聚焦新课

1、课件出示谜语：没胳膊没腿，从来不离水。走路不用脚，
摇头又摆尾。（谜底：鱼）

3、教师：大家发现了没有，能看到鱼的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
同点——水。鱼的生活离不开水，它为什么能生活在水中呢？
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观察鱼，探索鱼身上的秘密。（板书：
观察鱼）

二、观察描述鲫鱼

（一）观察与画鱼

1、教师导入：鲫鱼是我们常见的鱼类，今天老师带来了鲫鱼
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科学，你了解鲫鱼吗？知道它的身体特征
吗？观察你们小组的鲫鱼，并将观察的鲫鱼画在活动手册上，
看谁画得像。教师示范，边观察边画：先画出躯干（呈梭形，
两头较尖），再画出头、眼睛和鳍等，最后画鳞。请你也将
你们小组的鱼画在活动手册上。

教师提示

（1）从侧面观察鱼，边观察边画，画得越像越好。

（2）不打扰小鱼，观察过程中保持安静，不可用手及其他物
体触碰水和鱼。

2、学生观察并记录下鱼的外形特征，教师巡视指导。

3、学生展示交流。学生边展示边介绍自己观察到的鱼的身体
特征，教师适当追问并补充。



预设：

（2）鱼的身体上有很多鳍。追问：鱼有几个鳍？分别长在什
么地方？（引导学生细致观察）教师介绍：鱼长有背鳍、胸
鳍、腹鳍、臀鳍和尾鳍。

（3）鱼的身上有鳞片，鳞片呈半圆形，有光泽。

4、交流之后学生再观察，完善自己画的鱼。

5、通过比较鱼和蜗牛身体的软硬不同，引出鱼长有骨骼的知
识。鱼的骨骼坚硬，课件出示鱼化石的图片，再一次突出鱼
有骨骼且坚硬的特征。

（二）观察鱼是怎样呼吸的。

1、教师：鱼嘴和鳃盖不停地一开一合，这是在干什么？

2、引导学生说出鱼在呼吸。

3、设问：你知道我们人是靠什么来呼吸的？鱼又是靠什么来
呼吸的？

4、引导学生通过比较自己的呼吸和鱼的呼吸的不同之处，讨
论鱼在水中是如何依靠鳃呼吸的。

5、教师课件展示鱼鳃的图片，并播放鱼的呼吸的微视频，帮
助学生了解和理解鱼的呼吸过程。

（三）观察鱼是怎样运动的。

1、教师：鱼没有脚，在水中是靠什么来运动的？请你仔细观
察，然后把你的发现告诉同学们。

2、学生观察，教师巡视指导。教师提示：如果鱼在此过程中



比较安静，可用棉签轻轻触碰鱼的身体，再观察其运动。

3、学生交流自己的发现，然后用手模仿鱼鳍的运动。

4、小结：鱼是靠身体的摆动以及鳍的协调作用运动的。

三、研讨小结

1、今天我们观察了鲫鱼，说说你对鲫鱼有哪些新的认识。

2、说说鱼在水中是靠什么运动、靠什么呼吸的。

一年级科学教案课后反思篇五

二、观察比较树叶

1、质疑：我们小组共有几种树叶?这些叶子是同一种叶吗?

3、比较：同时观察所有完整的叶，我们能发现不同种叶有什
么相同的结构吗?是呀，大部分叶具有叶柄、叶片结构，叶片
上还有叶脉。

三、观察叶的生命特征

1、观察：比较新鲜的叶与落叶，它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思
考：长在树上的新鲜叶与落叶的的不同表现在哪里?是呀，新
鲜的叶是活的，而落叶是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