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科学教案全册教科版教案 三年级
科学教案设计新教科版(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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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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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我看到了什么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树是活的植物，生长在一定的环境里，是有生命的物体。

过程与方法:

初步认识真正的观察应该是有目的的，制订观察的方法和步
骤有利于观察的进行。

用各种感官观察大树。

借助放大镜、皮尺等简单的工具对大树进行观察和测量。

用简单的词语记录观察的结果。

情感、态度、价值观:

懂得从图片上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亲自观察事物会对事物
有更多的认识。



发展观察大树的兴趣，体会到生命体给我们带来的生机勃勃
的感受。

在观察过程中，培养与他人合作的习惯。

【教学重点】了解观察的目标和方法，认识到观察的重要性。

【教学难点】对大树的观察要指向生命体这个核心概念。

【教学准备】

分组材料:一些观察用的测量工具(如皮尺、放大镜等)，观察
记录纸。

【教学过程】

一、引言

2.就让我们从身边的熟悉植物--大树开始观察研究吧。

二、看照片上的大树

1.教师讲解:这是一幅梧桐树的照片，请大家仔细地看图，你
能发现有关这株梧桐树的哪些特点?(你能发现几点?)

2.学生汇报:从图上看大树，我看到了什么?(要求仔细倾听，
并大胆说出新的发现，同时区分哪些是真正从照片上获得的
信息。)

三、回忆中的大树

2.学生汇报:回忆我的大树，我曾经看到过什么?

4.学生交流:为什么想看真正的大树?(再去看一看，是不是能
看到更多的内容!会不会也有树瘤?是不是也有小动物?是不是



还有其它东西?)

5.教师总结:这样带着目的去仔仔细细看大树的时候，我们的
观察活动就开始了。

四、观察真正的大树

1.交流:教师引导孩子们交流在头脑中制订好的观察大树的个
人计划。(观察内容、观察方法、需要借助的.工具等)

2.活动:现在让我们一起去观察一棵真正的大树，我们肯定有
更多的发现。同时把观察到的信息，用简短的词语记录下来。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老师带学生按计划开展真正的实地观察
活动。)

3.评价:回教室后每小组互相欣赏各自的观察内容，说说从不
同的记载中如何体会到观察的大树是一个生命体。同时推选
一位同学的记录单张贴于科学活动专栏内供大家欣赏，其它
同学的记录单上交给老师阅读欣赏。(张贴的记录单要有典型
特色。)

4.总结:观察一棵树让我们获得了这么多的信息，观察一棵树
让我们发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那么，观察更多的
树呢?请在课外继续观察不同的树。

板书设计:

教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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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概念：

摆的快慢与摆绳的长度有关。同一个摆，摆绳越长摆动越慢，



摆绳越短摆动越快。摆摆动的快慢与摆锤的重量无关。

过程与方法：

推测摆的摆动快慢与什么有关，进行改变摆锤、摆绳的长短
对摆的次数是否产生影响的实验研究，对实验的结果进行分
析，并且根据分析进行预测。

重点：

能够根据自己制作的摆，推测影响摆摆动次数的因素。经历
一个观察现象—推理判断—制订方案—论证计划的可行性的
活动过程。

难点：

通过小组合作，尝试自行设计对比实验，研究出摆的快慢与
摆锤的重量无关，只与摆线的长度有关。初步学会分析和推
理对比试验中的定变量关系，并学会设计控制一个变量的实
验。

每个小组准备：

10厘米、20厘米30厘米长的摆绳各一根，钩码四个。研究摆
重记录表1份，摆绳记录表1份，摆角记录表1份。铁架台一个，
秒表一只。

一、激趣导入

1、师：

上节课我们认识摆，关于摆你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摆具有等时性，那不同的摆自由摆动的快慢都一样
吗？



2、师：

关于摆的奥秘还有很多，想继续研究吗？

3、揭题：

摆的研究。（板书课题）

二、玩摆

1、组装好，并试着玩一玩。然后试一试，想一想让它自然的
摆起来，要注意哪些地方？（玩的时候要注意：线要轻轻拉
直，自然松手，要让它停下来只要轻轻一抓就行了，学会操
作摆。学会记录单位时间内摆的次数。）

2、摆具有等时性，也就是说同一个摆摆动的快慢相同。那么
不同的摆摆动的快慢也相同吗？（小组合作动手操作）

摆动的次数不同说明不同的摆摆动的快慢不同。

猜想：摆摆动的快慢究竟与什么有关呢？

三、设计实验，验证猜想

选择假设，并制定研究计划

我们的研究方案第（）小组

我们研究的问题：

摆摆动的快慢与是否有关。

我们的猜测：

改变的条件：



不变的条件：

展开研究

师：研究时操作的同学要正确，看表的'同学要看准了，数的
同学不能眼花，尽量数准了，即时记录。最后完成的小组整
理好材料，别忘了根据数据归纳结论。比比哪个小组研究过
程中合作得好，既快又准确。

生：自主实验。

（1）研究摆线长短

15秒内摆动次数记录表

原来的绳长

两倍绳长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我的发现

（2）研究摆锤轻重

15秒内摆动次数记录表

原来重量



两倍重量

三倍重量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我的发现

四、汇报交流，得出结论

这节课，我们又一次运用发现问题、做出假设、实验验证、
得出结论的科学探究方法研究了摆。科学家用更精密的仪器、
更严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与我们的不谋而合，同学们，你们
太了不起了！祝贺你们！

五、巩固应用

（让学生体会学习有用的科学知识，加强了学习与生活的联
系。）

师：能用学到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吗？

生：能。

师：（出示大屏幕）这只挂钟走慢了，那么我们怎样做才可
以让它走准确呢？

六、延伸拓展



（让学生发现新现象，产生新问题）

师：还有这样两个摆，绳子一样长。猜测：他们摆动快慢一
样吗？

生：一样。

师：老师做，同学们注意观察，当有发现请马上举手。（演
示实验验证）

生：不一样快。

师：为什么？

生：摆锤的长短不一样。

师：实际上摆的长度并不只是单纯的摆线长度，真正的摆长
是支架到摆锤重心的距离。

师：关于摆还有很多奥秘，同学课下想继续探究吗？

生：想！

师：时间过得真快，这节课上到这里。下课！

板书设计

摆的研究

摆锤的重量无关

摆绳的长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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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气候特征是一定地区的规律性天气现象。

2、知道季节是根据特定气候划分的时间段。

教学重点

了解四季的气候特征。

教学难点

了解一些动植物的季节性变化。

教学准备

准备有秋季特征景致的图片或录象资料。

关于动植物的季节性生活规律变化的图片，录象资料。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复习引入。

2、学生展示自己收集有关春季、夏季、冬季气候特征的图片。

二、自主学习

1、引导学生观看本课图片，了解在一定的地区，天气现象总
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称为该地区的气候特征。

2、四人小组讨论。



3、秋天气候的特征。

4、其他季节的气候特征。

5、小组汇报。

6、师生小结。

7、在不同季节里，动植物有什么变化？

8、小组讨论后汇报。

9、教师小结。

三、课后作业

1、观察小动物。

2、观察植物。

3、把自己观察到的动物或植物，记下它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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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目标：

1、能用科学的表达方式描述自己听到的声音。

2、能够在多个题目中确定适合自己探究的题目。

3、能用“耳”和“眼”共同感觉各种物体发声时产生的现象。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乐于对四周的各种声音提出自己想
研究的题目。能够与其他同学交流自己对声音题目的看法。



科学知识目标：能举例说明四周的声音是各种各样的。能回
纳出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一、引进

在我们的生活中，风声、雨声、读书声，处处布满着各种各
样的声音。

二、活动一：寻找声音

1、观察书中的四幅插图

2、倾听声音：让学生倾听声音，知道这个声音是由谁发出的。

3、想一下某些物体和动物在发出声音时的变化。

4、关于声音，你想知道些什么？

三、活动二：观察物体发声时的现象

1、用“耳”和“眼”共同感觉各种物体发声时产生的现象。

学生实验

全班讨论，交流得出结论：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填写各种物体发声时的现象记录表

讨论物体发声时有什么现象？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2、提问：用什么办法能使物体停止发声呢？

演奏者如何使鼓或锣停止发声？

物体停止发声时有什么共同的现象？这说明了什么？



四、小结

板书设计3倾听声音

寻找声音

声音的产生：现象：

结论：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三年级科学教案全册教科版教案篇五

1、学会配置吹泡泡的溶液；学会提问题并分析问题，从众多
的问题中筛选出适合自己研究的问题。

2、比较问题研究的可行性，找出问题的核心。

3、在观察、研究活动中，培养学生留心观察、敢于提问，善
于选择问题，乐于合作与交流，乐于探究的行为。

吹泡泡游戏需要用的配料：洗洁精、甘油、肥皂、肥皂粉、
水、吸管、量筒、铁丝、乒乓球、尺子。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尽可能多的提出问题。提问题也是有
诀窍的，如我们可以在仔细观察各种现象中提出问题，也可
以在科学小制作的过程中提出问题，还可以对一些已有的结
论提出怀疑。在提出更多的问题后，我们当然要想办法寻找
问题可能的原因，因为这是科学探究的必经过程。那么如何
在众多的问题中选择出适合我们小学生研究的问题呢？这就
是我们这节课要探讨的问题。引入课题（板书）选择能够研
究的问题。



二、玩游戏提问题

通过玩吹泡泡的游戏，要求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出
新问题。

1、配制不同比例的溶液。

2、用吸管吹，注意用气要均匀。

3、用细铁丝弯成各种形状的框制造泡泡。（框框可以是平面
的也可以是立体的）。

4、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吹的花样越多越好。在这个活动过程
中，你发现了哪些问题？把它们记录下来：

1、为什么有的泡泡大有的泡泡小？

2、怎样才能把泡泡吹的大一些？

3、怎样才能把小泡泡吹到大泡泡里？

……

三、如何寻找问题的答案

启发学生思考：为了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你会怎么做？介
绍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方法。

1、到图书馆或上网查资料

为了加深理解和保持记忆，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信息卡。指导
学生看课文中的信息卡，指导学生分析信息卡包括哪些内容
和怎样呈现。

2、自己通过观察和实验找答案。



指导研究乒乓球落地后，反弹的高度和什么因素有关，通过
自己动手实验，分析得出结论。

四、如何选择我们能研究的问题

1、多提可能通过观察、实验、调查能够找到答案的问题。

2、多提与科学知识有关的问题。

和生物有关，和物体的运动变化有关，和地球天文有关的知
识都是科学知识。

3、多提不涉及复杂知识的问题。

4、想办法把暂时不能研究的问题，转化成可以研究的问题。

五、拓展

依照以上的标准，选一个自己能够研究的有关吹泡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