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教版科学四下教案 四年级科学教
学反思(汇总6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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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教版科学四下教案篇一

本节课对于热气球上升的探索，学生的学习兴趣比较高，借
助多媒体来展现热气球升空的过程，创设主动探究的情境，
调动学生积极思维不失为好的方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学生
们能够像科学家那样通过实验进行热空气上升原理的探究，
体验到学习科学的乐趣。学生能提出的问题，教师不先发问，
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融洽的学习环境。

在学生独立探索后，教师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充分地、独立
地思考，并把思考的结果充分表达出来。通过讨论，学生的
探索结果得到了交流和相互的启发提高。

学生的探索活动，离不开教师的指导，在具体的探索过程中，
当学生的观察兴趣发生变化时，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
及时给与学生有效的指导，帮助他们依据观察目的`，选择合
适的观察方法和观察工具进行观察。避免有的小组因追求面
面俱到而造成的观察不深入；防止了观察目的不明确，活动
没有实效。要让学生确实认识到，空气受热后，体积膨胀、
重量减轻、会上升的性质。

特别是在仿制热气球的过程中，注意塑料袋和蜡烛的距离，
当塑料袋鼓起来后再放手，要注意防火，以免发生意外。

改进之处：课前要让学生充分搜集有关热气球的知识，再者



教师课前要做充分的实验准备，以应对课堂发生的各种情况。

苏教版科学四下教案篇二

这是小学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一课。本课是让孩子对纸认
识的更深。它是从一些纸制的日常用品开始的。让孩子说说
对自己身边一些纸制品的认识，然后让孩子去探索各种纸制
品的材质有何区别。孩子通过摸、撕、揉来对纸进行观察，
通过用放大镜来观察纸（蜡纸、报纸、白纸、面巾纸）的毛
边。接着我用滴管在各种纸上滴一滴水，学生观察时立刻想
起了毛细现象。本堂课是通过做一些小实验让孩子更加了解
了在我们生活中最普通的纸的'性质。

但本堂课不足的地方很多，如当孩子撕掉报纸后观察毛边没
多久，老师让孩子看各种纸它的毛细现象，看完毛细现象又
再把其他被水滴过的纸撕掉，再让学生观察边，这样本堂课
就有点乱的感觉。另外，在让学生观察中没让孩子马上记录
下来。如果，能在小组活动中，完成观察报告，并在小组内
进行自评与互评，由学生自己为自己的报告评分。培养学生
在观察后及时进行记录的良好习惯，就比较完整了。

苏教版科学四下教案篇三

春天不只是植物的，春天也属于动物。由植物的繁衍联系到
动物的繁殖，由植物的种子联系到动物的卵，这也是对动物^
新学生命研究的引入。

本课的重点是通过对动物卵的研究，让学生注意到植物和动
物的繁殖有相似之处。引导学生从较大范围的一般观察到对
某一特定对象的深入观察，这对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探究
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学生观察了不同动物卵的图片，知道动物的卵大多是圆形的
或椭圆形的，但它们的大小不同，颜色不同，数量不同，有



的卵上还有花纹，这些卵所产的地方不同，有的在树上、有
的在叶子上、有的在水里、还有的在泥土里，从中体会到动
物的卵是多种多样的。

不同动物的卵有好多不同的地方，那么同一种动物的卵又是
怎样的呢？教师出示鸡蛋、鸭蛋 、鹅蛋、鹌鹑蛋等鸟类产的
卵。要求他们继续观察，找出同一类动物卵的相同点和不同
点，由于有了前面的观察经验，他们很快就知道它们都是椭
圆形的，但大小、轻重差异很大，有的壳上有花纹，颜色也
不同。不同动物的卵是不相同的，即使同一类动物的卵也是
不一样的，学生也明确了动物世界的多样性。

教学的重点引入了让学生对鸡蛋的观察和探究。学生用眼睛、
放大镜看，用手摸、捏，从外部认识了鸡蛋的形状和特点。
学生必须十分清楚的了解鸡蛋的内部结构，才能更好的与植
物种子进行比较。我让学生把鸡蛋打在盘中，他们分清了透
明的、粘粘的这部分是蛋清；中间黄色的叫蛋黄。学生仔细
观察蛋黄后，发现蛋黄上有一个小白点，教师告诉他们这个
小白点就是胚盘，是鸡胚胎发育的部位，是鸡的小生命所在。
接着学生观察切开的熟鸡蛋，与生鸡蛋比较，熟鸡蛋的各部
分分别是生鸡蛋的哪一部分。学生观察后议论纷纷，认为蛋
白就是蛋清，蛋清烧熟以后就是蛋白，黄色的部分就是蛋黄。
有的学生还发现鸡蛋大的一头有空隙，有的学生从课外书上
了解到这大的一头是气室，能为胚胎发育提供空气。

学生对鸡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教师随即让他们推测一下，
鸡蛋的各部分相当于植物种子的哪个部分，学生小组讨论后
汇报，“我觉得蛋白、蛋黄相当于子叶”，“我认为胚盘相
当于种子的胚”，“我觉得蛋壳相当于种皮”。那么鸡蛋的
各部分对胚胎发育又有什么作用呢，此时，学生的思维相当
活跃，“蛋壳可以保护胚胎”，“蛋黄可以为胚胎发育提供
养料”，“胚可以发育成小鸡”，“气室能为胚胎发育提供
空气”，“蛋白大概也是养料吧”，“我认为蛋白还可以提
供水分”。



通过深入的观察与探究，学生明白了动物和植物相关联的地
方，而生命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它将会给学生带来研究的乐
趣。

苏教版科学四下教案篇四

本课学生通过猜想、活动，在对比试验中了解玻璃与塑料特
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怎样找出它们的优缺点，怎样去设
计一些新型产品的方法。

以人为本，自主探究，是本课设计和教学中努力体现的方向
和目标。“找出玻璃与塑料的优点与缺点”这是不太难但是
又不大好回答的问题，我让学生充分调动已有的知识经验和
生活经验，通过课前交流的教室对比，让学生有了一个对比
的概念，为下一步对比实验做下铺垫，在实验中，通过小组
合作，亲自探究，亲身感受研究的乐趣。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选择的方法不同，经历的过程不同。学生在对比实验中找
出了许多玻璃与塑料的特点，并能找出优缺点，而且利用已
有的知识去设计一些新型产品。正是这些不同的方法，使每
个学生获得了不同的成功经验，有了不同程度的感受。

总之，本节课，我努力给学生营造一个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
为学生提供自行探求知识的空间和时间，使学生真正成为了
课堂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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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科学四下教案篇五

冬天，穿上棉衣、盖上棉被就会感觉暖和，孩子们都有这样
的生活体验。可是穿棉衣、盖棉被为什么会暖和，其中的秘
密又是什么呢？却很少有孩子关注。所以我就从这个问题作
导入，引出学生的思考，结果全班学生几乎一致认为是“棉
衣、棉被会生热”，当时我想引导学生是否有其他的思考，
想引出矛盾，顺利地进入下一个环节，看到这种情景，我改
变了教案中的设计，“棉衣棉被是否会生热？大家的看法对
不对呢？老师我不发表自己的评论，还是大家自己用实验来
说话吧！”这样进入实验探究环节，我还适时的提示学生：
做实验之前想一想，我们要验证什么？怎样去验证？验证结
果说明什么？大家一定考虑好。完成实验后，每一个小组将
自己的结果汇报给同学们，结果出现两组数据，一种是手套
将温度计包起来，不同的时间温度计读出的温度不一样，还
有一组是温度计读数一样。在我的教学设计中，我认为学生
会通过温度计读数是不变的，也就是说通过实验说明，棉衣、
棉被只是保暖，不能生热，矛盾产生是我没有预计到的，这
时我灵机一动，提问学生“这两种说法到底哪种是正确的
呢？”学生分成两派各持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我提议两
种说法各派一名代表上前来把刚才的实验再做一遍，大家注
意观察问题出在哪里。在两位学生实验的时候，大家屏住呼
吸，仔细观察，待两位学生完成实验后，学生们迫不及待的
举起手来，回答其中一位学生温度计的拿法不正确，不能用
手抓住温度计的水银柱，那样测出的.温度不准确。既然这样
我又让学生用正确的测温度的方法来测温度，最后通过事实
验证棉衣、棉被不生热，只能保温。学生运用一些简单的工
具对自己的猜测进行验证，在验证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这样调动了每一个学生参与的兴趣。

俗话说：智慧出在人的手指尖上，孩子们自己动手，自己验
证，这样获得的知识将终身难忘，这样的课也使我体会到了
与学生在课堂上交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愉悦！

苏教版科学四下教案篇六

推荐“怎样上好科学课，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成为科
学学习的主体，促进学生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教师起着不可
代替的作用。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教材?模式，采用?用教
材教?的方法，使教材变成帮助学生?搞科学?的材料，引导和
帮助学生去研究活生生的自然，从而形成良好的科学素
养。”这是对科学课教师提出的教学基本要求，也是我的亲
身经历后的感悟。

反思本节课，我认为自己做到了：“做活动”而不是“讲活
动”让学生亲身参与和经历实验活动，并通过活动，层层深
入递进，使学生自始自终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同时体现
了“问题导向”的教学，让学生带着问题进教室，带着问题
出教室，把科学学习渗透到学生的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