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案及教学反思(模
板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一

1、能运用板报或展览的方法与更多的人交流信息，并通过讨
论如何编制板报的活动，学习把信息传递给更多人的方法。

2、知道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都是我们
与远方的朋友进行信息交流的比较有效的方法。

3、通过邮件“电报”的活动体验收发电报时编码、传递和译
码三个步骤，从中感受到信息的传递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发展。

1、引入

2、通过墙报或展览与更多的人交流信息

（1）讨论：

a、怎样吸引更多的人来阅读我们的墙报？

b、怎样使有限的版面空间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

（2）交流讨论结果。

（4）学生阅读课文，根据课文介绍的方法，分组推算。



（5）汇报推算结果。

（6）每行排多少个字比较合适呢？学生实验：头不转能看清
多少个字（一行）？

（7）交流汇报。

（8）通过今天的讨论和实践活动，你们有什么感想和启示？

3、用多种方法与远方的朋友交流

（1）讨论：如果你想把信息传递给更多，更远的朋友还可以
用哪些方法？作好记录。

（2）汇报交流。

4、邮递“电报”游戏

（1）学生阅读课本72页萨米埃·莫尔斯的资料。

（2）教师介绍收发电报的三个步骤。

（3）学生进行编码、传递、译码游戏。

5、课后活动

把今天获得的信息用喜欢的方法传递给你们的朋友。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二

1.能运用板报或展览的方法与更多的人交流信息，并通过讨
论如何编制板报的活动，学习把信息传递给更多人的方法。

2.知道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都是我们
与远方的朋友进行信息交流的比较有效的方法。



3.通过邮件“电报”的活动体验收发电报时编码、传递和译
码三个步骤，从中感受到信息的传递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发展。

【教学过程】

1.引入

2.通过墙报或展览与更多的人交流信息

（1）讨论：

a.怎样吸引更多的人来阅读我们的墙报？

b.怎样使有限的版面空间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

（2）交流讨论结果。

（4）学生阅读课文，根据课文介绍的方法，分组推算。

（5）汇报推算结果。

（6）每行排多少个字比较合适呢？学生实验：头不转能看清
多少个字（一行）？

（7）交流汇报。

（8）通过今天的讨论和实践活动，你们有什么感想和启示？

3.用多种方法与远方的朋友交流

（1）讨论：如果你想把信息传递给更多，更远的朋友还可以
用哪些方法？作好记录。

（2）汇报交流。



4.邮递“电报”游戏

（1）学生阅读课本72页萨米埃・莫尔斯的资料。

（2）教师介绍收发电报的三个步骤。

（3）学生进行编码、传递、译码游戏。

5.课后活动

把今天获得的信息用喜欢的方法传递给你们的朋友。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三

（一）科学概念

1、水和空气的共同作用，使铁生锈。

2、在平常生活中，铁生锈的快慢与水的多少关系很大。其他
因素，会影响铁生锈的速度。

（二）过程与方法

1、继续学习“假设—检验”得出结论的科学探究方式，自己
设计对比实验进行验证。

2、用“科学讨论会”的方法进行合作学习，互相启发，以便
更好的得出科学结论。

3、利用老师提供的材料，进行来控制铁生锈的速度，看看哪
些情况会加快或者减慢铁生锈的速度。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分辨现象与证据的关系，体会证据支持结果的重要性。



设计方案，并开始实施。

设计合理的对比实验和逻辑推理证明生锈条件和生锈速度。

39人，分10组，约4人一组。

每组材料：铁丝4条，烧杯2个，蒸发皿2个，标签纸，抹布一
块

为全班准备：盐水400ml自来水400ml碱水400ml醋400ml

（一）回顾导入

1．铁生锈了，变成了——铁锈，铁生锈属于什么变化？

2．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学生说一说。

3、每年因为铁生锈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的，所以我们如何控
制铁生锈的速度，就非常重要了。这节课，我们就来设计一
个实验，看看哪些因素影响了铁生锈的速度。

（二）科学讨论会

我们进行过好多对比实验，关于对比实验的方法，在五年级
讲沉浮与什么因素有关时，五年级下册教材5页做了比较详细
的说明：“科学家往往采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方法，来研
究某一个因素是否对物体产生作用。”

我们先来看一位同学的实验记录单，这个探究过程，是否合
理呢？

这个实验中要研究的是铁生锈是否与空气有关，那么设计实
验时要控制的变量就是空气，其他条件不变。

所以，这组对比实验要控制的唯一变量就是空气，其余条件



应该保持一致。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实验中，设置了三种环境，
空盘子（有空气），水盘子（有水，有空气），油盘子（没
有水没有空气）。

（本讨论环节主要抓住空盘子，水盘子和菜油盘子三个环境
进行讨论）

请同学们想想那种环境是多余的呢？

小结：此方案在方法设计上不符合对比实验的规则，所以不
妥。

（三）以“铁生锈的快慢”实验进一步验证

1、刚才大家通过研讨教材中一位同学实验记录单知道了对比
实验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只改变一个因素，要控制其他条件
不变，用这样的办法来研究。

2、今天我们也来设计一个对比实验，来看看什么可以情况能
影响铁生锈的速度。

3、现在老师给大家提供了这些材料和仪器：

两人一个小组，每组两个烧杯（或者两个蒸发皿）、4段铁丝、
一份实验报告单，2张标签纸。

为全班同学提供的液体有：自来水、醋、食盐水、碱面水。
需要可以到老师的实验台来取用。注意每个大烧杯里，都放
着一个注射器，注射器有刻度可以知道自己小组取了多少毫
升的水。

4、请同学们思考一下，想想自己要研究哪些因素会影响铁生
锈的速度，自己小组要研究的问题，选取哪些材料来进行实
验。



5、下发表格，每个小组开始设计自己小组的实验，并填写实
验设计。（引导学生按照表格中的步骤进行实验设计）

6、完成表格填写的小组，开始动手，进行实验。教师巡视，
观察指导每个小组的实验情况。注意各小组到前面取液体时，
拿好容器小烧杯或者蒸发皿，排好队，不要着急，不要弄洒
了，及时用抹布擦干净。

7．小结：这个实验大家都做好了，同学们一定发现了，和我
们原来做的硫酸铜溶液和铁钉铁丝的反应不一样啊。硫酸铜
溶液和铁钉的反应速度快，铁钉很快就有了红褐色的铜；小
苏打和醋的化学反应很快就产生了气泡。这说明什么呢？(化
学反应有快有慢)

铁生锈的速度这个实验就比较慢，需要我们长期观察。所以，
这节课结束后，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为了方便大家来实验室
观察，每天早上到校后，学号是1-20号到实验室，来观察记
录自己小组的实验情况。下午学号是21-39号观察。

8．后续观察非常重要，下面请大家看看老师做的实验。出示
老师的实验过程图片。

（四）课堂小结

这节课你有了哪些新的收获？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四

科学概念：像搭在汽车车厢上的木板那样的简单机械叫斜面，
斜面可以省力，斜面坡度越小（平缓）越省力。

过程与方法：制订一个简单的研究计划并用实验的数据来说
明斜面的省力规律。



情感、态度、价值观：积极参与科学实验，愿意与同学进行
合作交流。

【教学重点】：通过科学实验并用实验的数据来说明斜面的
省力规律。

【课前准备】：

学生材料：搭斜面的木板2块、铁架台，重物，测力计一个，
实验记录表等每组一份。

演示材料：相关图片或者视频材料的课件，纯净水一桶，厚
实的大木板三块（长、中、短）。

小组分工：四人一小组，组长（负责组织组员实验，提示监
督各自的任务）、材料员（取、收实验材料）、记录员（实
验记录）、汇报员（实验结果的汇报，其它组员可补充），
本课中每人可至少操作一次。四人在不同实验课中轮换分工。

其它：学生提前几分钟进入教室，熟悉桌上的实验器材。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提出问题

1.提出任务：谁能把这桶水搬到桌子上来？你能利用这些木
板，把水桶放到桌子上吗？

2.分别操作后问：两次搬水桶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3.揭示斜面概念：像这种斜架的木板就是一种简单的机械，
叫做斜面。

4．引出探究问题：通过刚才的活动，你觉得利用斜面来搬重
物有什么作用？



二、探究斜面的作用

1.斜面能省力只是我们通过感受得到的一个猜想，是不是真
的能省力，要怎样得到证实？

2．怎样设计实验？小组讨论交流。

3.修正实验方案：

4．规范实验步骤：

5.领取记录单，开始小组实验。

6.各小组上台汇报实验结果，借助幻灯。

7.通过实验数据，得出结论：斜面能省力。

三、研究不同坡度的斜面

1.提出问题：不同坡度的斜面省力规律？

师：刚才通过实验已经验证了我们的推测：利用斜面确实比
直接提升重物省力。出示另两块木板,提出问题:把这两块木
板也搭在桌子上形成斜面,分别用它们来提升水桶,省力情况
会一样吗?如果按用力大小顺序怎样排列?（引导学生推测斜
面的省力规律）

2.学生进行推测，追问:你这样推测有什么理由?(骑车上坡,
坡越陡越费劲)

怎样通过实验来验证我们的推测?

3.设计实验

1）制定实验计划表（每组一份，同时课件出示）



不同坡度斜面作用的实验计划表

实验目的

研究不同坡度的斜面的作用

预测

坡度越大，用力越

坡度越小，用力越（）

要改变的条件

不要改变的条件

实验设计

2）交流计划中的要点，并进行修改。（要改变的条件：斜面
的坡度，可通过改变木板的长度实现,有的同学可能会只用一
块木板,通过改变高度来改变斜面坡度；不改变的条件：重物
不变。实验设计：用三块木板搭成三个坡度不同的斜面，分
别用测力计测得在三个斜面上提升同一重物所用的力。）

4.分工合作进行实验操作

（提醒：a.每个坡度做3次实验，取平均值填入表中。

b.在第一次实验前，已规范了测力计的使用方法，此处可再
次提醒，匀速拉动重物时再读数。

c.在操作员操作的时候，其他同学注意观察，做好正确记录，
有问题小声讨论，不能让其它组成员听见。



d.做完实验后，及时整理实验用品，并用你的坐姿告诉老师，
你已经完成实验）

直接提升物体的力

沿不同斜面提升物体的力(n)

我们的发现

四、联系生活，延伸问题

1、寻找生活中的斜面（学生举例并说明，质疑。）

2、出示生活中人们应用斜面的照片，让学生说说其中的斜面
原理

3、小结.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

知道地球表面的基本情况；知道地球表面多种多样的地形；
知道地图是依据地形而来的；知道七大洲、四大洋的名称。

过程与方法：

收集各种不同的地貌特点的图片和资料。能够制作地貌模型
并交流地貌特点。能够描述家乡地貌的特点。

情感态度价值观：



体验建立模型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感受到大自然和祖
国河山的秀美壮丽；渗透地图制作的科学方法；体验到动手
做科学的乐趣。

教学准备：

收集各种不同的地貌特点的图片和资料、地图、地球仪、托
盘、撒、沙、泥土、石块、小树枝、苔藓、小亭子、小桥。

教学活动建议：本课在认识地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在宏观
上总体认识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教师通过让学生欣赏地球
表面各种形态的地貌，感受自然的神奇。再通过亲手制作地
表模型，更深刻的知道整个地球的地形地貌。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学生汇报课前查找的祖国秀丽山河的资料。师生归纳各种
地形的特点。

2、教师边播放各种地形的图片，边讲述：地球表面的地形是
非常复杂的，也正是这些复杂的地形交错在一起才造就了大
自然中许多秀美的风光，下面是老师查找的一些风景图片，
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

二、制作地表模型。

3、分组做地表模型。

要求：小组之间协调分工，由每组的材料员统一拿材料，用
多少，拿多少，多的马上送回，允许到别的小组去取经。学
生分组制作活动。

讲述：刚才，我们各组按各自的想法做了一个地表模型，做



得怎样呢？下面大家相互参观一下。学生离座参观各组作品。
学生谈参观感受。

三、绘制地形图

2、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地表模型，发现从不同角度观察的优点
和不足。

3、讲解绘制地形图的要求：将玻璃板盖在托盘上，再将胶片
放在玻璃板上，按下面的地形便可画出地表的整体轮廓来。
那么，不同的地形你们都想怎么来表示？具体都用什么方法
表示，你们小组自己来定，不过要在下面加上说明。

4、学生分组绘制地形图。小组展示汇报。教师出示中国地形
图与学生绘制的地形图进行对比，并讲解：我们制作的过程
与标准地形图的制作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地形图的制作是很复杂的，要求更是科学、严谨，如果大家
有兴趣知道的话，老师给大家提供几个网址，大家有时间上
网看看。

四、总体认识地球表面地形

1、谈话：我们刚才画的就是地图，当然要按照地面的地面的
大小来画，但是没有这么大的纸，就算有也是不可能这样做
的。测绘人员观测了地形以后按照比例缩小才能制成地图或
地球仪。

让学生从整体上认识地球表面的水陆分布。并引导学生解
释“三山六水一分田”的说法，使学生能够概括性地记住地
球地貌的总体状况。加深对地图的认识，体会地图用途。

3、说明描绘地貌的手段在发展。

教材展示了两幅不同科技水平的图片，一幅是从飞机上拍摄



的航拍图，还有一幅卫星相片，表面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
人类认识地球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前进，而且是向着高精度，
精细化前进。

五、拓展活动：

活动一：将公园的实景图画成地图，注意找准“北”的方向。

活动二：说说什么地方要用到地图，体会地图的用途。

活动三：利用地图找“宝”，学会用地图。（可以作为课后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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