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案及教学反思
六年级科学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一

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十五课

1、能从“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等角度对身边的自然
现象提出问题；并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比较和评价；能选这
合适的材料制作带有创造性的科技作品—小帆船；经历收集、
整理、分析、利用信息资料的过程；能用图示的方式表述研
究的过程和结果。

2、想知道，爱提问；主动交流自己的资料和想法，体验合作
的快乐。利用生活中易得材料，设计并制作简易小帆船；知
道风和帆的关系。

3、激发学生创造性学习的兴趣，培养合作与参与的意识；利
用小帆船观察风与帆的关系，实验探究风对帆的意义；知道
生活中的风力，认识到风对人们工作及生活的影响和风的两
面性。

利用小帆船观察风和帆的关系，理解风的两面性。

教师准备：自制的小帆船、大脸盆、水、风管等。

学生准备：小帆船模型、自制小帆船、风管等。



播放郑和下西洋的资料片；

提出问题：他们的帆船没有动力当遇到迎风时还能不能到达
目的地？

为什么帆船逆风、顺风都可以前进？风和帆有什么关系？

板书课题《小帆船》

（一）认识小帆船

1、课件出示各种小帆船，观察小帆船是由几部分组成的？

2、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课前收集的文字或图片展示汇报交
流

3、总结：小帆船在不同风向中靠改变帆位置来完成前进的。

（二）研究小帆船帆和风的关系；

1、了解了这么多的小帆船知识，你们想拥有自己的小帆船吗？
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小帆船？请根据自己准备的材料制作一个
小帆船，讨论交流设计方案。

2、你认为制作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

3、出示实验要求：

（1）所用的纸一定要防水。

（2）小组成员分工协作，合理安排

（3）使用剪刀或小刀时，注意安全

（4）制作完成后，整理好材料和桌面



4、学生制作小帆船

5、学生在大脸盆放小帆船，并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进和调
整。

（三）探究影响小帆船帆与风的关系。

1、猜想

在小帆船顺风时时，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学生汇报发现：小帆船前进方向和风向有夹角，帆在这个夹
角内。

学生提出问题：为什么小帆船航行方向会发生改变？

你认为影响小帆船航行方向及快慢的原因是什么？请同学们
互相讨论一下，提出你们的猜想。一切的科学发现都是由猜
想开始的。

预设：影响小帆船航行方向可能与风的方向、帆的位置、帆
船的材料、帆的大小有关。

教师随机板书：风向、帆的位置、大小等

2、设计实验方案

3、汇报实验方案

教师听取小组汇报，补充、完善学生合理设计方案。

方案1：风向对小帆船的影响：选用两个同样的小帆船沿同一
方向前进，固定帆的位置，当风向不同时船的快慢，记录时
间。



方案2：帆的位置对小帆船航行方向及快慢的影响：选用两个
同样的`小帆船（差异越大，效果越明显），放飞三次，记录
时间。

方案3：帆的大小小帆船的影响：选用两个同的小帆船一个帆
大一些一个小一些风向相同，放的位置相同观察帆船的航行
方向及快慢。

同学们想一想实验中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

学生交流，教师补充，课件出示注意事项：风速要统一，要
分工合作，边实验边做好记录。

（四）认识风的两面性。

播放风和日丽的短片和沙尘暴肆虐的片子。

学生自由回答。

提出问题：风对人类有什么益处和危害呢？怎样看待风呢？

根据实验发现，在汇报交流中随机进行

预设1：学生发现帆船前进方向和风向的夹角的角平分线恰好
是帆的位置。

1。学生汇报交流：通过实验数据得出结论：在角的平分线上
时小帆船前进的最快。

2。教师总结：帆位于船首指向和风向的夹角的平分线上时效
率最高。（板书：改变帆的位置）

预设2：学生发现帆的大小不影响方向只影响船的速度。

1。学生汇报交流



2。通过实验数据得出结论：帆的大小不影响船的航行方向影
响小帆船的速度。预设3：充分利用风的好处，避免风带来的
灾难。

1。学生汇报交流

教师总结：风具有两面性。

1。谈话：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对小帆船有了哪些方面的理
解？学生汇报交流。

2。教师总结概括：

经过同学们的共同努力，我们了解了小帆船的帆和风向的关
系，知道了风的两面性。

播放视频：风的作用和危害。

1。收集关于风的诗句。

2。收集有关风的危害的图片。

3。你知道风的利用历程吗？课下搜集有关资料。

1。教学反思：

（1）让学生经历提出“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的过程，
在设计实验中体会合作的乐趣和作用，在自己的探究中获取
生活中的知识。

（2）在本课教学中利用了多媒体和实物实验注重了学生兴趣
的培养，和学生合作的锻炼，培养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把
知识和故事结合使课堂更轻松。

2。使用说明：设计实验时，风力的大小用小风扇固定。最好



用大一些的洗衣盆。

3。需要破解的问题：小帆船的帆怎样固定在某一方向。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二

人们在生活中会产生大量成分复杂的垃圾，这些垃圾一经丢
弃会给环境带来污染。

：调查统计家庭中一天产生垃圾的名称、重量和种类。

认识到每个人每天都会产生垃圾，这些垃圾对环境会造成破
坏。关注垃圾的去向，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

难点：布置学生按要求带垃圾来进行称重测量。

重点：引导学生对垃圾产量大带来的问题进行讨论。

1、布置学生提前收集家庭一天的垃圾，做好分类和称重统计。

2、收集垃圾堆、垃圾场的图片和垃圾污染的图片。

3、教师准备相关资料。

一、课前布置家庭垃圾的收集工作布置：安排同学把自家一
天的垃圾做分类统计工作。（学生可以视频记载，但一定要
事实求是。教师把自家垃圾利用微课做分类和称重演示。）
因垃圾的危害，及保护环境需要让家长帮助孩子完成家庭垃
圾的收集工作。

二、一天垃圾的分类、称重和填写记录表

1、我们每天都要消耗食物和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与此同时，
也产生了许多垃圾。我家一天会有多少垃圾？垃圾里有些什



么？教师微课展示自家“垃圾的分类和称量”情况。

2、学生展示填写“我家一天产生的垃圾统计表”。

三、关于垃圾的讨论

1、请学生说说各种垃圾的来源。

2、教师汇总统计全班所有家庭产生垃圾的总重量。

3、学生汇报后填写表格，计算平均每人每天产生垃圾的大致
重量。

4、阅读有关垃圾量资料，分组交流你对垃圾产量的一些想法。

5、全班交流，明确以下几点：

（1）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会产生大量的垃圾。

（2）各类生产、商业活动，学校学习等均会产生大量的垃圾。

（3）大量的垃圾丢弃后，会造成环境严重污染，从而影响我
们的生活和健康。

（4）垃圾必需要科学的处理，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5）垃圾的处理是一件费时费力消耗资源的工作，并且处理
垃圾的过程会对环境有二次伤害。

四、课堂小结：

懂得的与垃圾相关的知识，思考如何解决垃圾问题。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三

《放大镜下的晶体》是九年义务教育小学科学教科版六年级
下册“微小世界”单元的第4课内容。本单元是按照人类观察
工具的发展顺序编排的，从放大镜到显微镜，引领学生进入
昆虫世界、晶体世界和生命世界的一系列探究活动，由浅入
深逐步展开。本课将带领学生进人另一个新的观察领域一晶
体世界。晶体指组成物质内部的微粒按一定空间次序排列形
成的具有规则几何外形的固体。比如食盐是氯化钠的晶体，
味精是谷氨酸钠的晶体，冬天窗户玻璃上的冰花和天上飘下
的雪花，是水的晶体。

1、本课教学对象是六年级学生，经过3年半的科学学习，具
备了一定的观察能力、探究能力和合作学习的能力。他们活
泼好动，喜欢质疑，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动手能力，师生关
系融洽。

2、但在语言表达上有点欠强，需要在教学中加强语言表达能
力的培养。

科学概念：一些固体物质的内部有一定的结构，如果构成这
些物质的微粒按一定的空间次序排列，形成了有规则的几何
外形，这就是晶体。

过程与方法：

1、用放大镜观察常见固体物质的晶体。

2、用图记录观察结果。

3、自制食盐等晶体。

情感、态度、价值观：



1、激发了解和探索晶体世界秘密的兴趣。

2、在欣赏各种晶体的过程中，感受自然的美。

观察放大镜下的晶体。

制作晶体。

分组观察器材：放大镜、食盐、味精、烧杯、滴管、玻璃片、
矿物晶体等。

教师演示器材：各种晶体及晶体用途的图片或多媒体课件，
制作好的大晶体及器材

一、观察美丽的晶体

1、画一画我们记忆中的白糖、盐、味精的小颗粒

上节课我们用放大镜观察了小小的昆虫，今天我们要运用放
大镜来看一些物质。糖、盐、味精是大家所熟悉的物质，首
先请你在科学记录本上画一画这三种物质的小颗粒。

生分别观察糖、味精、盐、在肉眼下和在放大镜下发生了那
些变化？

2、放大镜下的白糖、盐、味精的小颗粒

借助放大镜观察糖、盐、味精这三种物质的小颗粒分别是什
么形状的。将放大镜下的颗粒形状画在科学记录本上。（也
可画在书上第７页方框中）

3、关于晶体

交流借助放大镜观察到的食盐、白糖、味精的颗粒形状。
（食盐和白糖都是立方体状的颗粒，味精是柱状的颗粒。）



像食盐、白糖、味精那样，有规则几何外形的固体物质叫做
晶体。

阅读第８页关于晶体的内容，欣赏第８页各种晶体的图片。
老师也可搜索一些漂亮的晶体图片让学生欣赏，让学生感受
来自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

二、制作晶体

1、晶体的形成

师：同学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晶体是怎么形成的？像糖、
盐、味精这些日常用品，是不是工厂用机器将它们切碎成了
这样的形状？不是的，自然界中有的晶体从溶液中诞生，如
海水蒸发得到盐的结晶。有的晶体是在一定的压强和温度下
形成的，如火山喷发岩浆冷却后形成矿物的晶体。我们可以
尝试着用蒸发水分的方法来制作盐的晶体。

2、制作我们的晶体

师提供一些浓食盐溶液，让学生用滴管滴在玻璃片上，然后
用酒精灯慢慢烘干。待水分蒸发后用放大镜观察它们在玻璃
片上留下的痕迹。（注意，玻璃片需远离火焰用火焰上方的
热量烘，老师自己要先试验一下，用这样的方法能否得到理
想的晶体。）

3、拓展活动

师：我们得到的晶体很小，你们看老师这里却有一个很大的
盐晶体，你知道是怎么制成的吗？参考第7页的方法，课外尝
试制作一个更大的晶体。

放大镜下的晶体



晶体：像食盐、白糖、味精的颗粒那样

规则几何外形固体

科学课程目标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能力发展，
所以评价时，我更多的关注学生参与的程度、解决问题的能
力，基于这一评价理念，本课我采用了教师评价与学生的自
评、互评相结合；小组的评价与组内个人的评价相结合等，在
“初识晶体，引入课题”和 “自制晶体”这两个环节中我采
取教师评价与学生的自评、互评相结合，在记录表展示和谈
体会中我采取了口头表扬、自评、组评、展示等评价方式。
让学生在评价中学会实践和反思、发现自我、欣赏别人。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 能提出探究活动的大致思路；能利用简单表格整理有关
实验数据；能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述研究过程和结果。

2、 愿意合作与交流；乐于用学到的科学知识改善生活；关
心日常生活中的与科学有关的社会问题。

3、 认识牛奶常见的变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重难点：

知道牛奶有哪些变化，牛奶的用处。

教学过程：

（一）提出问题

同学们喜欢喝牛奶吗?



那你知道牛奶有什么好处吗？牛奶中富含维生素a，可以预防
皮肤干燥及暗沉，使皮肤白皙，有光滑。

（二）猜想假设

大家收集的资料真全面啊！那么关于牛奶，你还想知道什么
问题呢？看来你们都是注意观察的好孩子，这一节课就让我
们揭开这些问题的答案!

（三）制定方案

先以小组为单位设计实验，谁愿意把我们小组的实验设计说
出来与大家分享？我们小组四位同学每人进行其中一种混合
实验。一定要记录好实验现象。

（四）实施探究

1能具体说说哪些东西能让牛奶发生哪些变化呢？

牛奶中放醋，牛奶中出现混合物凝集现象。

将啤酒加入装有四分之一牛奶的烧杯中，牛奶有絮状物产生。

将食盐加入装有四分之一牛奶的烧杯中，牛奶没有变化。

将柠檬汁加入装有四分之一牛奶的烧杯中，牛奶中有沉淀生
成。

2、交流有关引用牛奶的知识

有人习惯空腹喝牛奶，这不科学。

牛奶不宜久煮或加热次数过多。

（五）展示交流



用牛奶做胶水。

谁愿意把你们小组的制作方法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步：将40l的脱脂牛奶倒入一个杯子在，加入10l的醋，
搅拌一下，使其充分混合。

第二步：用纱布过滤上述混合物。

第三步：用玻璃棒将纱布中收集的固体物质倒入杯子中。

第四步：在杯子中加入适量小苏打，搅拌。

（六）拓展创新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五

1．能从“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等角度对身边的自然
现象提出问题，并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比较和评价；能选择
合适的材料制作带有创造性的科技作品――小帆船；经历搜
集、整理、分析、利用信息资料的过程；能用图示的方式表
述研究过程和结果。

2．想知道，爱提问；主动交流自己的资料和想法，体验合作
的愉快。

3．利用小帆船观察风与帆的关系，实验探究风对帆船的意义；
知道生活中有风力，认识到风对人们工作及生活的影响和风
的两面性。

教学准备：本课除了教科书中提到的自制帆船和利用帆船初
步探究风与帆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准备以外，教师还可以布置
学生查阅有关风与人们生活关系的图片及文字资料，并让学
生将搜集的资料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整理，可以按照风对人类



的利和害两方面将资料进行分类。教师在引导学生做好充分
的准备的同时，也应为学生准备大量的有关风与生活的图片
及音像等资料，帮助学生扩大风与生活关系的信息量。

（1）从交流学生搜集资料引入。一上课，先让同学们简单谈
一谈搜集资料的情况，然后引导学生对搜集资料的情况进行
总结和评议。

（2）让学生展示自己课前制作的小帆船，交流制作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及感受体会，从而导入新课。

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交流实验方案。

用自制的小帆船进行验证，初步找到调整帆的方法。

引导学生对活动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价。让学生将实验过程和
实验发现以图示的方式进行展示和交流。小组先交流汇总实
验情况及发现，而后进行组间交流，并对各组的发现进行比
较和评价。评价的内容可以是帆船的设计与制作，也可以是
实验的方法与发现，还可以是小组成员的合作精神与合作意
识，只要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评价标准对自己和他人开口评
价即可，重在培养学生的评价意识和评价能力。

自由活动：

让学生说一说：你们认为风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根据
生活经验交流自己的看法。在交流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让学
生意识到风的两面性。

在引导学生认识风的两面性时，从一个点切入，如风与火的
关系。可以结合宾馆厨房炉灶与森林火灾这两方面的实例，
认识风的善与恶：炉灶用风葫芦鼓风，增强火势；森林火灾，
风助火势，增加灭火难度，给人类带来灾难。由此引导学生
展开辩论，加深对风的两面性的认识。



提示学生根据课堂研究的成果和未解决的问题进行课外后续
研究活动，从而激发学生关心大自然的热情，让学生有意识
地到大自然中去观察、体验，进一步激发学生研究大自然的
欲望。为使研究活动落到实处，过一段时间，教师要组织学
生将自己的课后观察、研究成果进行交流，也可以组织一次
研究成果展示会。

设计制作一个利用风驱动的玩具。

小帆船

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风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和灾难：

风的两面性：

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了解了风的作用。能从生活实例中分
析出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和好处，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和灾难，
但对于风的两面性学生还认识不到，通过本课的举例解释，
学生认识到了风力的两面性，知道对于风力要想办法利用它
给人类带来的好处，避免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且在大部
分情况下是可以通过人类的行为进行控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