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三年级科学人教版知识点总结
(优质8篇)

在教师总结中，我们可以回顾过去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发
现存在的问题并寻找改进的方法。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
一些军训总结参考范文，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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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望重：道德高尚，名望很大。

波光明灭：水波忽明忽暗的样子。

津津乐道：很感兴趣地谈论。

飘飘洒洒：飘舞着落下来。

驻足痴望：指停下脚步痴痴地看着。

绵亘：接连不断(多指山脉等)。如：大别山绵亘于豫、皖、
鄂三省的边界上。

熙熙攘攘：形容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文中指的是黑甲虫来
来往往的情景。

行色匆匆：匆忙赶路的神态。色：这里指神态。

荡涤：洗涤。如：这里的山光水色，足以荡涤胸怀。

竣工：工程结束，完工。

藐视：轻视、小看。

赞叹不已：已：止，完。不断地称赞。



弃养：婉辞，指父母死亡。

寝不安席：无法安然入睡。

终天之恨：终身的遗恨。

薄暗：昏暗。

沮丧：灰心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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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书所见宋叶绍翁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萧萧梧叶送寒
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
空蒙雨亦奇。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
浓抹总相宜。

【三年级下册】

咏柳唐•贺知章春日宋•朱熹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
千红总是春。

乞巧林杰嫦娥李商隐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云
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
青天夜夜心。



【四年级上册】

题西林壁宋苏轼游山西村宋陆游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故人西辞
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
新。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

【四年级下册】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望洞庭唐刘禹锡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忆江南唐白居易渔歌子唐•张志和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
江花红胜火，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
须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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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唐朝•王维静夜思李白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春去花
还在,人来鸟不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一年级下册】

春晓唐•孟浩然村居清•高鼎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草长莺
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所见清•袁枚小池宋•杨万里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二年级上册】

赠刘景文宋苏轼山行唐杜牧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
枝。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
于二月花。

【二年级下册】

草唐•白居易宿新市徐公店杨万里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
阴。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绝句唐杜甫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
鹭上青天.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



吴万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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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篇课文采用了拟人的手法

2、这个故事表现了人类对鸟儿博大的爱心，呼吁人们要保护
动物。

3、“听到消息后，居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冒着严寒，顶着漫
天飞舞的大雪，踏着冻得坚硬的山路，四处寻找冻僵的燕子。
”“纷纷、冒着、顶着、踏着、四处”这些词语，表明人们
得知燕子的危险情况后内心的焦急之情，以及人们不畏恶劣
天气拯救燕子的高贵品质。

4、她的脸冻得通红，手冻得僵硬，但她一点也不在乎。
从“冻得通红、僵硬”“一点也不在乎”可以体会到贝蒂不
畏艰难，救护动物精神。

七、《一个小村庄的故事》

1、“什么都没有了，——所有靠斧头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
锋利的斧头。”的含义是人类如果不珍惜热爱自然，自然会
对人类进行残酷的惩罚。

2、一年年，一代代，山坡上的树木不断减少，裸露的土地不
断扩大……两个“不断”表明了对森林的破坏还在继续。最
后的省略号意味深长，说明对森林的破坏仍在继续。

3、“大雨没喘气儿”是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形象地说明了大
雨连续不断、几天没停。

《语文园地二》



清—(浊)廉—(贪)正—(偏)罪—(功)善—(恶)罚—(奖)
懒—(勤)优—(劣)

九、《寓言两则》

1、《亡羊补牢》亡：丢失补：修补牢：羊圈;

亡羊补牢：丢失了羊修补羊圈。比喻一个人做错了事，只要
肯接受意见，认真改正，就不算晚。这则寓言告诉我们：犯
了错误要及时改正。

2、课文中能说明这个成语意思的句子是“他赶快堵上了那个
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

3、《南辕北辙》

南辕北辙：一个人本来要往南边去，却驾车向北行。比喻有
些人行动和目的是相反的，行动越卖力离目标反而会越远。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的道理是：认准正确的方向才会成功。

4、课文中能说明这个成语意思的句子是?“楚国在南边，那
个人硬要往北边走。”

5、这个人往北走的原因有：马跑的快、车夫驾驶技术高超、
带的盘缠多。

6、我想对这个楚国人说：“朋友，楚国在南边，你却硬要往
北边走。你的马越好，赶车的本领越大，盘缠带得越多，就
离楚国越远啊，还是听听劝，快往南走吧!”

十、《惊弓之鸟》

惊弓之鸟：被弓箭吓怕了的鸟。比喻受过惊吓后，遇到一点
情况就害怕得不得了。



1、更羸看到大雁后做出了什么判断，这个判断是怎样一步一
步做出来的?更羸看到大雁后断定这只雁受过箭伤。他首先观
察到大雁飞得慢(原因是它受过箭伤，伤口没有愈合)，然后
叫声悲惨(因为孤单失群，得不到伙伴的帮助)。从而判断出
不用箭就能“射”下它。

2、为什么他能判断出大雁受过箭伤?因为更羸善于观察、关
于思考分析，并能把看到的、听到的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
起来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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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

日期：三年级科学教学计划

姓名：张艺2017年3月1 / 6

6日

2 / 6 官和多种方法认识和描述一个具体事物，并且，不是
单纯地认识固体或液体的性质，而是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大量、
反复的实验，认识固体与液体固体与固体、液体与液体之间
的关系，以此培养学生比较全面、客观的认知能力。本单元
分为5课。1．认识固体2．把固体放到水里3．认识液体4．把
液体倒进水里去5．使沉在水里的物体浮起来第四单元《关心
天气》，属于《标准》的“地球与宇宙”中“天空中的星
体”部分，从关心天气的角度谈天气预报，即“今天天气怎
么样”。讨论天气与人的关系，介绍气象预报的过程、方法、
手段和表现形式。指引观测天气，包括“气温有多
高”、“雨下得有多大”、“今天刮什么风”指出天气现象
存在规律性，季节的气候特征影响动植物的生存方式。本单
元分为节第五单元有2课，《观察》和《测量》，要求能通过
对身边事物的观察，提出自己能够研究的问题，能尊重事实，



对收集的证据能做好原始记录，并注意保留且不随便涂改原
始数据。二、学生情况分析通过一个学期科学课的自主学习
和科学探究，大部分学生已掌握许多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本
学期在学生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主动探索知识
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发展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思维能力、创
造能力以及多方面的科学素养。三、教学目标1．观察能力：
培养学生把整体分为部分有顺序的进行观察的方法，观察物
体的形态构造和变化，以培养学生的观察方法。采用的方法：
运用各种感官和多种观察的方法来观察物体。2．实验能力：
继续学习实验操作的方法，培养学生自己设计实验，并学会
一些简单的实验操作技能。3．通过养蚕的体验活动的经历和
体验，进行珍惜生命、保护生态环境教育。使学生了解我国
科学技术的成就，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4．通过观察、
实验、制作等活动，培养学生认真细致、实事求是、与人合
作、不怕困难等方面的科学态度，并进行学科学、用科学教
育。

66分，达到70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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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时间2016年2.29-3.4

教学内容讲上学期的期末试卷讲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注意事项

1.1、我们周围的土壤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1.2、了解土壤1.3、肥沃的土壤1.4、土壤的保护

3.3、认识液体3.4、把液体放在水里十二5.16-5.20

3.5、使沉在水里的物体浮起来

单元复习及测试十七6.20-6.24



5.1、观察

1 1

2 2 2 2

开学第一课三八节妇女

节（女教师放假半天）

调整

备注一

2 2 2 2 2 2 2 2 2

劳动节星期一放假清明节星期一放假十三十四5.23-5.27
5.30-6.3

2 2

端午节星期四、五放

假十五6.6-6.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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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测量十八十九

6.27-7.1 7.4-7.8

复习迎考期末考试

1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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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但因小学生年龄
偏小，自我保护的意识不够强，因而会受到一些安全方面的
威胁。这就需要家长和老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经常灌输安
全的意识。安全教育工作关系到师生生命的安危，是学校开
展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它的责任重
于泰山，必须长抓不懈，时时警钟长鸣。本学期，为切实搞
好一年级安全教育教学工作，特制订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我市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安全教育课程实施指导意见的指导
思想为依据，认真贯彻落实各级教育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和
会议精神，落实安全教育内容，努力提高一年级学生的安全
意识。

二、教学内容及目标

总目标

通过开展公共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安全责任感，使学
生逐步形成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安全行为的知识和技能，
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常识，养成在日常生活和突发安全事件
中正确应对的习惯，限度地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和减少安全事
件对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学生健康成长。

三、具体内容及目标

(一)社会安全教育



1.了解在公共场所活动时的安全常识，遵守公共规则，避免
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发生。

2.认识与陌生人交往中应当注意的问题，逐步形成基本的自
我保护意识。

3.了解社会安全类突发事故的危险和危害，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引导学生形成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

(二)公共卫生安全教育

1.了解基本公共卫生和饮食卫生常识，逐步形成良好的公共
卫生和饮食卫生习惯。

2.了解本年龄段常见传染病的预防常识，培养疾病预防意识。

3.了解有关卫生保健常识，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三)意外伤害安全教育

1.认识常见的交通安全标志，了解出行时道路交通安全常识，
树立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

2.初步识别各种危险标志，了解简单的居家安全常识。

3.初步学会在事故灾害事件中紧急求助和自我保护的方法，
学会正确使用和拨打110、119、120、122等电话。

4.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初步具备使用电梯、索道、游乐设
施等特种设备的安全意识。

(四)自然灾害安全教育

1.了解学校所在地区和生活环境中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及其
危险性，逐步提高在自然灾害中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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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情况分析：

三年级学生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大多数学生对科学课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已经具备初步的探究能力，他们对周围世界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乐于动手，善于操作，另
外，在进行着观察、提问、假说、预言、调查、解释及交流
等一系列活动时，我强调小组合作必要性，所以学生的合作
意识和合作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但是，由于活动材料限制的原因，有一部分教学内容只是匆
忙的走过场地，有些探究活动甚至根本就没有开展，导致学
生的知识面受到压制，影响了学生的科学素养的形成。还有，
学生在活动的时候常常耗时低效，不能很好地利用宝贵的课
堂时间，这现象尤为突出。

二、指导思想：

充分挖掘课程资源，和孩子们一起探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
科学探究性教学，有效地组织学生开展真正有深度的科学探
究性活动。

三、教学目标：

3、继续指导、引导学生学习运用假设，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
关系，注重观察实验中的测量，特别是控制变量、采集数据，
并对实验结果作出自己的解释，学习建立解释模型，以验证
自己的假设。

5、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积极参与资源和环境的
保护，关心现代科技的发展。

四、教材分析：



1、本册教科书遵循《科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在内容的选编
上，注意选择贴近儿童生活实际的、基础的、适于开展探究
活动的内容；在能力培养上，注意了层次上的变化，较三年
级的要求有所提高。打破“知识切块”式组建单元的做法，
以主题单元的形式编排了《游戏里的科学》《太阳与时间》
《电的本领》《我们的身体》《动物王国》《研究与实践》
等5个单元，共22个课题。以小学生的生活经验为主要线索构
建单元，做到了“生活经验”引领下的内容综合化，将“科
学探究、科学知识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有机地整合，教会学
生科学地对待自然界的事物。

2、教学重点：

从上学期开始，学生对实验非常感兴趣，但往往停留在表面，
而不去研究内在。所以本学期的'重点是对学生典型科学探究
活动的设计，以探究为核心，通过动手动脑、亲自实践，在
感知、体验的基础上，使学生形成较强的科学探究能力，培
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

五、基本措施：

1、把科学课程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节课；

2、把握小学生科学学习特点，因势利导；

3、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

4、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5、树立开放的教学观念；

6、悉心地引导学生的科学学习活动；

7、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8、组织指导科技兴趣小组，引导学生参加各类有关竞赛，以
赛促学。

一、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1、学生的年龄特征：

三年级学生年龄大都在9周岁左右，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
活泼好动、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与渴望，想了解身边的各
种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浓厚的探求知欲。

2、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能力状况

3、学生的学习策略和情感态度：

他们喜爱主动参与、善于观察，为学好本课程打下了基础。
通过本学期的”科学“课的学习，培养学生都能热爱科学、
学会观察、学会提出问题、学会简单的探究方法。

二、教师基本情况分析：

本学年我担任镇沅直属小学三年级（1）、（2）、（3）我今
年36岁，本科科学历，从事教学工作，小学一级教师，担任
小学科学学科已9年；能胜任本学科的教育教学工作。

三：教材分析

1、课程标准对本册教材的地位描述：

本册教材本册教材注重学生对周围世界与生俱来的探究兴趣
和需要，承担着科学启蒙任务，对呵护儿童与生俱来的好奇
心，是他们了解科学，培养兴趣，对探究科学打好基础。

2、教材编排体系：



教材的编排对学生的探究性学习为出发点，而不是从知识体
会出发。将会对学生认识事物的特点和到难、循序渐进，有
机地学会科学课程的各位目标，本册教材向小学生提供了开
放的、有趣的活动的思维空间，探索学习内容丰富多彩。

3、本册教材共设计了五个单元，第一单元是《我们都是科学
家》，引导学生走进科学殿堂、了解科学。重难点是了解科
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帮助学生树立起”我们也能做科学探究
“，我要成为科学家的信心。在平时的教学中要尊重学生、
呵护孩子的”好奇心“，引领他们走上科学之路，点燃他们
爱科学之火。

第二单元《我们眼里的生命世界》重点是能针对问题，通过
观察、试验等方法收集证据，经行比较分类；了解常见的动、
植物的基本结构，分类方法；难点是让学生学会怎样观察，
怎样收集证据、得出结论。

第三单元《生命之源—水》，认识水在动、植物、人类生活
中的巨大作用；重难点是，从一系列的动手实践中去探究水
的有关性质，体验实践过程的乐趣，从全新广阔的角度去认
识水。

第四单元《它们是什么做的》通过学习与探究活动，使学生
认识到物体是由各种各样的材料组成的；重难点是掌握材料
探究的方法（收集证据、探究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在学
习和解决问题中注重证据。

第五单元《提出问题》，重点是让学生掌握科学探究活动的
步骤，学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不能研究的问题转化为
能够研究的问题。

四、本学期要达到的教学目标

（一）本学期应达到的总目标



通过本学期的学习，知道科学探究是为了解决与科学有关的
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知道生活中处处有科学，逐渐养
成科学的行为习惯与生活习惯，了解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
尝试应用于科学探究活动，逐步学会科学地看问题、想问题。

（二）1、基本知识目标，认识科学，了解科学，想办法去寻
求问题的答案，知道自然界中的物体分为有生命的和没有生
命的，能针对问题进行观察、收集证据，能用清晰的语言陈
述自己的观点，了解水的有关知识，会选择适合自己探究的
问题，多渠道、多种方法收集证据、做出合理的解释，知道
物体是有不同的材料制成的。

2、基本技能目标：培养学生观察、交流等基础过程的技能，
并运用语言或画图来描述所观察事物的特征，能利用简单的
工具（放大镜）对物体进行较细致的观察，并会用文字、图
画来表达，能利用身边的简单器材来做一些小的试验，能理
解控制变量的简单探究性试验。

3、引导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主动参与探究的过程，
掌握探究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对科学课产生浓厚的兴趣，体验合作交流的乐趣，
树立起我能成为科学家的坚定信念，感受并体验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重要性，认识到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

5、形成敢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和爱科学、爱家乡、爱中国的情
感。

五、采取措施：

1、认真研究教材、钻研课程标准、深切理解教材的编排意图，
用好教材。

2、仔细阅读有关本教材的资料，学习课改新理念，落实好”



三环节“教学模式，积极参加教科研活动，做好笔记，多学
习促进步。

3、尊重孩子、呵护孩子的好奇心，以身边发生的”小“事为
切入点，让孩子真切感受到”科学"就在身边。

4、全方位多角度的给每位孩子进行科学评价，既关切学习成
果，更注重学习的过程、学习的品质。

5、加强培优转差，获得总体丰收。

6、鼓励学生善于观察、大胆提出问题、勇于探究；培养主动
参与合作的能力，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方法，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7、运用多媒体教学，提高课堂效率，扩大学生视野，紧跟科
学前沿……

小学三年级科学人教版知识点总结篇八

一、基本情况分析通过半年来的科学课的自主学习和科学探
究，学生已掌握许多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本学期在学生已
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主动探索知识发生和发展的过
程，发展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思维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多方
面的科学素养。

二、教材分析苏教版《科学》三年级下册教材，主要突出两
个方面的教学，一个是通过《植物的一生》、《关心天气》
单元教学，培养学生对一个有周期性变化的事物进行长期的
连续的观察、记录、研究，从而发展学生认真、细致、坚持
性等科学态度，并初步认识到事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另一个是通过《土壤与生命》、《固体和液体》单元教学，
培养学生对一个事物进行多种感官、多种方法、多角度的认



识和描述，从而发展学生更全面的认识事物的能力。

第一单元《土壤与生命》是根据《课程标准》中“地球与宇
宙”的具体内容标准——地球的物质之一：

岩石、沙、土壤来组织的，是以土壤为话题，把土壤当成一
个认识的材料，目的是运用多种方法和多种感官去认识一个
物体，并且通过探求土壤奥秘的活动，使学生获得一种真切
的体验，对土壤产生亲近感并心存感激，意识到土壤和人类
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

第二单元《植物的一生》第1课中“我们已经知道哪些植物的
知识”这个问题，将他们已经掌握的科学知识充分调动出来，
并与他们在本单元中即将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对植物完成
一个阶段性的认识。

第三单元《固体和液体》是以生活中常见的固体和液体为切
入点，进一步研究物质世界。

这一单元的编写与《土壤与生命》有相似之处，都是用多种
感官和多种方法认识和描述一个具体事物，并且，不是单纯
地认识固体或液体的性质，而是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大量、反
复的实验，认识固体与液体固体与固体、液体与液体之间的
关系，以此培养学生比较全面、客观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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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关心天气》，属于《标准》的“地球与宇宙”
中“天空中的星体”部分，从关心天气的角度谈天气预报，即
“今天天气怎么样”。

讨论天气与人的关系，介绍气象预报的过程、方法、手段和
表现形式。指引观测天气，包括“气温是多少”、雨下得有
多大“、”今天刮什么风“指出天气现象存在规律性，季节



的气候特征影响动植物的生存方式。

第五单元《观察与测量》，观察与测量是收集数据的基本的
也是最常用的手段，本单元将两个方法结合在一起进行介绍
并实施对学生训练，为学生科学探究活动的开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三、教学目标 1．观察能力：

培养学生把整体分为部分有顺序的进行观察的方法，观察物
体的形态构造和变化，以培养学生的观察方法。

采用的方法：

运用各种感官和多种观察的方法来观察物体。2．实验能力：

继续学习实验操作的方法，培养学生自己设计实验，并学会
一些简单的实验操作技能。

3．通过栽种植物活动的经历和体验，进行珍惜生命、保护生
态环境教育。4、使学生了解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向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5．通过观察、实验、制作等活动，培养学
生认真细致、实事求是、与人合作、不怕困难等方面的科学
态度，并进行学科学、用科学教育。

6、使学生用学到的科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改善生活。
四、教学重点、难点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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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与生命、固体和液体、难点： 植物的一生、关心天气
五、教学措施： 1、现场考察：

科学课就是使学生亲近大自然，让学生在大自然中的探索科



学秘密。2、实验：

科学课就是通过各种实验，使学生亲身体验和感知各种科学
秘密，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3、养殖种植：

通过种植花，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4、
科学游戏：

游戏是活动方式而不是目的，让学生在玩的过程中，悟出其
中的科学秘密。

六、教学进度周次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第五周第六周
第七周第八周第九周第十一周第十二周第十三周第十四周第
十五周教学内容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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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第十六——期末复习。 十七周4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