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科学沉与浮的教学设计(模板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科学沉与浮的教学设计篇一

师：上节课，同学们初步阅读了这篇课文，生字词会写了吗？
打开默写本，听写词语。

第一个词语：储藏　

第二个词：勺（教师出示象形文字）　

第三个词语，挂在母亲的腰带上，成了幸福，权威的象
征――钥匙。

出示核对。

出示：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西。

齐读。

师板书：最珍贵。

师：这节课，就让我们再次走进那个缺水的地方，看看文章
哪些地方触动了你的心弦，和你的经历对照，想一想，并把
你的感想，关键词写在书上。

学生默读课文，在课文边写感受。



师：刚才边读边思，边思边记，现在，我们发言的时候要说
出哪句话让你体会最深，最说说你的感受。

生：我对这句话感受最深，因为那些孩子对下雨天的水从不
浪费，而我们洗澡的时候用好多水，如果我们能把那些水节
约下来，送给他们那应该多她啊!

师：能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真好。

生：我们随时随地都有自来水用，可是我们却从不注意节约，
这样下去的话，世界上最后一滴水将是我们的眼泪。

师：虽然你用的是一句公益广告语，但我分明看到了你心底
的呐喊。

师：这一段还有哪里让你体会最深？

生：我对“先是像我们这里孩子，全身脱得光溜溜的，在雨
中奔跑跳跃，大呼小叫，尽情地享受水带给我们的抚摸与清
凉，还仰起头，张大嘴巴，去吃来自天空的水，我感受最深，
城市孩子，嫌水很脏，看到有脏水要擦一擦，而这里的孩子
却张大嘴巴喝，衬托出了这里的孩子对水的渴望太强烈了。

师：我们天天有水用，是多么幸福。

师：你能一个月不洗澡吗？

生：不行，身上会痒。

师：那你能两个月不洗澡吗？

生：不行，身上很脏。

师：你能三个月不洗澡吗？



生：很痒很脏。

师：村子里为什么不能洗澡？

生：因为没有水，没有水让他们洗澡。

师：所以他们只能一个月不洗，三个月不洗，一年不洗，现
在终于盼来了一场雨，让我们加入到他们洗澡的行列中去，
自己读读这一段。

师：谁愿意把这一小节读给大家听。

生读。

师：你读得非常动情，声情并茂，有一个小小的遗憾，你的
语速快了点。

你读得这么好，为什么？

生：老师教给我的，一边读一边想象情景。

师：把自己当成――

生：其中的一员。

师：请你来读。你是谁？

生：我叫刘俊。

师：你把自己当成谁？

生：我把自己当成洗澡的人。

生读。



师：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文字，用心读一读雨水给村里
人带来的惬意。

齐读。

师：作者是这样生动地写了村里人洗澡，让我们深切感受到
了――

生：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西。

师：还有哪些地方打动你的？

生：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请我喝酒不如请我喝水。”在他
们那，水比酒还要珍贵，在我看来，太不可思议。

师：联系生活，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读出了文字背后的东
西，老师奖励你，把这句话读得大家听听。

生读：请我喝酒不如请我喝水。

师：你来读读。

师：水比酒还要贵重，村里人不想喝酒，而还喝水，说
明――

生齐读：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西。

生：我对这段感受深：一个村子里的人吃水，要到十公里之
外的一处泉眼里去挑，经常要排上一个小时的长队，才可以
挑上一担回家。

生：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西。

师：还有吗？



生：我们国家很多地区缺水，我们住在不缺水的地方，要注
意节约。

师：是的，每个人都应该珍惜水。

生：我感受最深的是：让我们舒服得都“啊啊”大叫了起来，
我觉得他们很需要水，从啊啊体会到他们觉得十分舒服。

师：这舒服的感觉是什么带来的？

生：水。

师：多少水？

生：一勺水。

师：一勺水几个人？

生：四个人。

师：母亲就用一勺水为我们四兄弟消暑。母亲有没有为自己
浇水？

生：没有。

生读：母亲锁上水窖，笑着对我们说：“你们真的饿坏
了。”这是我至今为止唯一听到的将“渴”说成是“饿”的
话。

师：你读得很用心，很努力。母亲有没有为自己浇水？

生：没有。

师：是笑着锁上了水窖。



师：在炎炎夏日里的水就更珍贵了，所以说――

生齐读：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西。

生：课文第五节这一句让我感动：水，它不多不少，在抚摸
过全身的每一寸皮肤后，刚好能湿润脚板，地上几乎没有一
滴被浪费掉的水。

讲了虽然只有一勺水，但是让身体很舒服，没有水会给人类
带来痛苦，我想到一个资料：

师：你把情感带入了文字，所以能从心灵深处迸发出这么情
真意切的文字。

联系以前学过的课文来学习，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

出示：从头顶倾注而下的水滑过了我们的脸……没有一滴被
浪费掉的水。

师：这一段中，还有让你感受最深的吗？

生：从这些话中，我体会到我们平常洗澡从没有这种感觉，
而作者有这种感觉，说明夏天他们被风干的感觉是那么痛苦，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为了这样的感觉，而我没有。

师：你刚才用了一个词“风干”，谁来读这一句。

生读。

师：什么是风干？

生：身体里的水分全被风吹干了，一点都没有了。

师：炎炎夏日，身体里的水仿佛是被风干一样，还有一个词：
晒干。



生：我们四兄弟，像四根快要被晒干的狗尾巴草一样。

师出示狗尾巴草图片。

师：看，它苍翠有力，它生机勃勃。

师出示另一幅狗尾巴草图片。

师：看，这还是狗尾巴草，他生气全无。

这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生：水。

师：在哪里？

水：水箱里。

师：所以说――

生齐读：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西。

师：请你们把自己当作四兄弟中的一个，用心默读这段文字。

生默读。

师：刚才不知道风干的意思，现在知道了吗？

生：忙了一天，身段太累了，没有水，身体里像被风干了。

师：请你读。

生读。

师：这一段文字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也想来读一读行吗？



师配乐朗读。（课文片断内容改成诗歌）

从头顶倾注而下的水，

滑过了

我们的脸，　

像一条小溪流，

……

（鼓掌）

看了这段文字，听了老师的朗读，你有什么感觉？

生：我感觉我们浪费水，

生：觉得很舒服。

生：我觉得那里的水是那么珍贵，即使是那么一勺水，也那
么舒服。

师：就请你把这十分十分舒服的感觉读出来。

生读。

师：读得非常动情。

生读。

师：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这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让我们把这感觉传达给大家。

齐读。



生齐：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西。

生：让我感觉最深刻的是……我想把我们这里的水送给他们。

师：你的愿望快要实现了，因为国家在实施南水北调工程。

师：“母亲说，你们真是饿坏了。”怎么理解？

生：渴比饥饿真难受。

生：因为没有节约用水，所以我们国家成为缺水的国家之一。

生：因为那里的水非常珍贵，我们现在这里不缺水，我们再
不珍惜水的话，也会像他们那样。

生：我从第一节的第二句话，看出不仅吃水难，而且用水也
难。

师：一个饿字写出了水的珍贵，水对生命的不可或缺。

师：课文学到这里，有什么感受？

师：为什么作者不写有水对他们的乐呢？

师：有水的快乐更加交织出没水的苦。

师：这样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更加感受到――

生：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西。

师：生活中，我们还拥有许许多多，（在水后面板书感叹号）

你感受到他们的珍贵吗？要学会珍惜啊！

一赛区一等奖 　2006年4月9日上午第一节



小学科学沉与浮的教学设计篇二

教科版小学科学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51页至52页

教学目标

1、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会描述“水的形状”，它与固体
的形状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2、让学生在玩水的活动中认识能流动是水的基本性质。

3、让学生在交流活动中总结水是一种什么样的物体，认识怎
么样的物体叫液体。

4、引导学生认识水平面，讨论水平面的运用。

5、在实验中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使他们养成认真倾听
的习惯，学会与人合作交流，通过互评达到反思学习的目的。

教学重点

1、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会描述“水的形状”，它与固体
的形状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2、让学生在玩水的活动中认识能流动是水的基本性质。

3、让学生在交流活动中总结水是一种什么样的物体，认识怎
么样的物体叫液体。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认识水平面，讨论水平面的运用。

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

各种形状的能装水的容器、一瓶水、。

教师准备

分组实验材料：水槽（装有水）。演示实验材料：木块（立
方体）、玻璃（圆柱体）球、哑铃；五个杯子，里面分别装
有蒸馏水、雪碧、牛奶、橙汁、酒精、五颗小球。

教学流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复习回顾

1、实物投影出示五个杯子提问：同学们，你能判断一下，这
五个杯子里哪个装的是水？

1、出讲台判断，说出原因。

巩固原有的知识，为下一个环节做好铺垫。

二、提出问题，

引入学习新知识

2、实物投影出示刚才学生判断正确的一杯水，问：这是什么？

3、问：你能猜一猜，水是什么形状的？



1、一一回答。

2、集体回答。

3、小组讨论，小组代表发言，说出看法和根据。

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学习兴趣，引入课题。

三、探究新知识

（一）认识水的形状

1、谈话：到底哪一种说法对呢？我们光听别人说而不亲自动
手去试一试，行吗？

2、课件出示实验要求。

3、指导学生实验。

4、谈话：通过这个实验，你们发现了什么？

5、总结：你们的发现真了不起！不错，水在不同的容器里有
不同的形状。水在自然界里的形状是怎样的呢？（课件出示
影片）

6、提问：水在自然界里的形状是怎样的呢？

1、集体回答。

2、阅读要求。

3、按要求小组合作完成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

4、各小组代表把实验报告投影出示，汇报实验现象和结论。
（其他学生认真倾听，小组互评）



5、观看。

6、描述。

1、让学生通过实验认识水的形状。

2、在实验中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使他们养成认真倾听
的习惯，学会与人合作交流，通过互评达到反思学习的目的。

3、通过让学生观看自然界里的水的影片，让学生在感受水的
壮观的同时，体会到水是没有固定的形状的。

（二）发现水的流动性

1、谈话：水还有哪些特性？我们一起来玩一玩，好吗？怎样
玩？（课件出示操作图）

2、与学生一起做实验：

（1）让水从杯子里流到水槽里，

（2）用双手拨动水槽里的水。

3、提问：你看到了什么？

4、演示实验：小球从杯子里落到水槽里。

5、提问：你看到了什么？

6、提问：你认为这两个实验有什么不一样？

7、谈话：同学们，你能告诉你的同学，水是一种什么样的物
体？

8、提问：谁能大声地告诉我们，水是一种什么样的物体？



1、集体回答，观看操作图。

2、与教师一起做这个实验。

3、回答。

4、仔细观察。

5、回答。

6、回答。

7、交流。

8、回答。

1、让学生在“玩水”中发现水的流动性。

2、教师通过与学生一起“玩”，使学生在自由和信任的课堂
上玩得更开心，发现更多。

3、让学生在交流活动中总结水是一种什么样的物体，认识怎
么样的物体叫液体。

（三）认识水平面

1、指导学生观察同一瓶里的水的水面。

2、让学生谈谈发现。

3、指导学生观察不同容器中水的水面。

4、让学生谈谈发现。

1、小组讨论，观察。



2、谈发现。

3、小组讨论，观察。

4、谈发现。

1、使学生在观察中认识水平面。

2、培养学生仔细观察的习惯。

四、思维拓展

1、把一张凳子放上讲台，问：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检测这张
凳子是否放平？小组讨论。

2、谈话：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1、小组讨论。

小组代表回答。

2、回答。

1、让学生的思维得到拓展。

2、鼓励学生在课后继续研究水。

五、板书设计

一杯水的观察（二）

1、认识水的形状

2、发现水的流动性



3、认识水平面

六、教学设计的评价（自评）

这个教学设计，体现了本次课程改革在教学改革方面的突破：

（1）强调教学与课程的整合。教学过程中的演示实验：小球
从杯子里落到水槽里是教材里没有的。我在教学过程中加入
了这一环节，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到水与石头不一样，
水会流动。同样地，在教学过程中，我将教材里的讨论“我
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检测桌子是否放平”改为“我们用什么方
法可以检测凳子是否放平”，目的有两个：

一是便于操作（把凳子放上讲台），

二是让学生理解“放平”，只有理解了，才能讨论。

（2）注重科学探究的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突出以学生为
中心和全体参与。

（3）关注体验性教学，让学生在玩水中发现水的流动性。

（4）让学生在交流与合作中学习。

（5）鼓励学生自主创新学习。

（6）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小学科学沉与浮的教学设计篇三

1．经历收集纸样的活动，认识纸的多样性。

2．经历用对比实验比较纸的性能的活动。

3．初步感受纸的性能与用途之间的关系。



1．自己收集的各种纸样品。

2．玻璃片、滴管、红墨水、回形针，每组1份。

一、交流不同用途的纸

1．学生向大家介绍自己收集的纸样，以及它们的用途。

2．小组内交流各种纸的样品及它们的作用。

3．教师补充介绍几种特别的纸。

二、研究不同用途的纸

1．不同用途的纸有哪些不同的特征？

2．怎样比较各种纸的吸水性？讨论对比实验的方法。

3．学生操作，汇报观察结果。

4．分小组研究纸的拉伸性能和承受重物的性能。

5．交流在实验中的发现和感想。

三、选择合适的书写纸

1．比较常见的几种书写纸有什么不同？

2．实验：常见的书写纸的吸水性能和拉伸性能。

3．思考：根据不同的书写要求，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书写纸？

小学科学沉与浮的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要点：



初步尝试猜想与假设，了解科学家猜想的途径。

教学目标：

1、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问题，进行大胆的猜想与想象。

2、能说出自己猜想的依据，初步了解科学家猜想的有效途径，
了解地球表面是在不断变化的。

3、培养学生敢于猜想和想象的思维能力，积极参与头脑风暴
活动。

教学过程

1、大胆猜想

同学们，在生活中充满着神奇的科学奥秘，人们总喜欢问个
为什么，并力求寻找到正确的答案。现在老师这有一些有趣
的问题，你们想猜猜看吗？（想）课件出示问题与画面，学
生猜想。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我们把全班同学分成两组，一组
提问题，另一组则对这些问题进行猜想。我们看一看哪一组
做的最棒。（游戏活动）

2、讨论猜想的依据

在猜想与假设的过程中，无论是对问题起因的猜想，还是对
问题结果的猜想，以及对过程的猜想，人们都是依据已有的
知识和经验对所观察的现象作出不同程度的说明和解释。通
过刚才的猜想，同学们从中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并说一
说你猜想的依据是什么。

3、阅读科学家猜想的途径



阅读《海洋变成了高山》。

全班交流科学家猜想的途径以及自己的收获。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小学科学沉与浮的教学设计篇五

上科学课时老师要初步认识真正观察应该是科学的实验，制
订观察方法和步骤有利于观察进行。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三年
级科学教学设计范文，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进行参考和借鉴。

教学目的：

1、使学生认识到“人、动物、植物的生存都离不开水”。

2、探究“水到哪里去了”，引导学生经历科学的探究过程。

3、意识到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能做到节约用水。

重点难点：



1、通过实验,总结水的性质。

2、清晰,完整的表达观察的现象。

教学准备：课件，一些植物的茎、叶、果实(分组)，一盆植
物，等。

熟悉学生，和学生一起做“叶的蒸腾作用”的实验。

教学过程：

一、通过观察与讨论，初步感受“人、动物、植物的生存离
不开水”

1、师：同学们，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几张跟水有关的照片，
请注意观察。

课件出示几幅“水与生命”的照片。

问：这些照片反映的是什么?

2、师：同学们观察的很认真，讲的也好。观看了这些照片，
你有什么想法吗?

3、师：讲的真好，人、动物、植物是地球上有生命的物体，
它们的生存离不开水。这节课我们一起来探讨“水与生命”
相关的问题。

4、师：像这样关于“水与生命”的例子，你平时还见过哪
些?能不能再举出一些来?

师：同学们平时很注意观察生活，看来，我们人类，许多动
物、植物都需要“喝”水。没有水，我们将无法生存。

二、探究“水到哪里去了”，深入体会生命离不开水



1、提出问题

生：他们为什么需要喝水?

生：怎样喝水?

生：水最后到哪里去了?

师：人、动物、植物怎样喝水，谁知道?

植物怎样喝水，教师引导学生谈，并讲解植物的身体构造。

师：余下的两个问题，我们先研究哪一个好呢?现在我们一起
来研究“水到哪里去了”。

2、探究研讨“水到哪里去了”

(1)探究“人和动物喝水后，水到哪里去了”

师：我们先来讨论人类，人喝的水到哪去了?有谁知道?

生：尿、血液、汗、眼泪……

师：我们喝的水是不是都被排除到体外了呢?

问：动物喝的水到哪去了?能举例说明吗?

生：尿……

问：动物体内是否也保留了一些水分呢，有没有例子证明一
下?

生：杀鸡时，有血，肉里面也有水分。

师：你们说说，人和动物喝水后，水到哪去了呢?



生答课件出示：一部分保留在人、动物体内，一部分排除体
外。

(2)探究“水到植物身体的哪些地方了”

a、提出猜想

师：猜一猜，水从根部进入植物的身体后，跑到哪儿去了?

生：到叶子、茎里了。

师：如果这棵植物结了果实，比如苹果树，水会不会到苹果
里面去呢?

或者启发：还会不会到其它的地方呢?

b、设计方案，实验探究

师：怎样才能知道植物的身体里哪有水，有多少水，你们有
办法吗?

生谈师小结：我们可以用刚才大家谈的方法，用切，挤，压
等方法，研究一下植物，看里面有没有水，有多少水。

师为生分发植物，生分组实验。

汇报：谈一谈你的做法和发现吧。

师在教室走动，让生观察

问：知道这些水珠从哪里来的吗?

生谈课件出示：一部分水保留在植物体内，一部分跑到空气
里去了。



3、了解水对生命活动的意义

师：同学们，我们知道水在生物体内，一部分会留在他们的
身体内，一部分会排放到身体之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对于
生物来说，有什么好处呢?请大家看电脑小博士是怎样讲的。

课件出示：水是人类、动植物身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水在植
物的根、茎、叶里流动，可以帮助植物运输营养，一部分水
从叶子的小孔里跑出去，能调节植物身体的温度，还能使空
气变的湿润。人和动物的血液绝大部分是由水组成的。血液
能将氧气和营养运输到全身各个地方。一部分水排除体外，
能带走身体里的废物。

问：通过前面的学习，你认为“水与生命”有怎样的关系呢?

三、了解地球上水资源的现状，意识到节约用水

师：同学们，现在地球上有近60亿的人口，有数不清的动植
物，每天都要喝水，用水，那么，我们地球上的水资源到底
是什么情况呢?我这里有一段话，请大家注意听。

课件出示有关地球上缺水的现状。

问：看到这些，你又有什么想法?

要节约水，保护水，我们可以想出那些好办法?

课后制订一份家庭节约用水的计划书，和家长一起努力，节
约用水。

你现在想对水说些什么呢?

第一课我看到了什么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树是活植物，生长在一定环境里，是有生命物体。

过程与方法：

初步认识真正观察应该是有目，制订观察方法和步骤有利于
观察进行。

用各种感官观察大树。

借助放大镜、皮尺等简单工具对大树进行观察和测量。

用简单词语记录观察结果。

情感、态度、价值观：

懂得从图片上获得信息是有限，亲自观察事物会对事物有更
多认识。

发展观察大树兴趣，体会到生命体给我们带来生机勃勃感受。

在观察过程中，培养与他人合作习惯。

【教学重点】了解观察目标和方法，认识到观察重要性。

【教学难点】对大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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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我们从身边熟悉植物——大树开始观察研究吧。

二、看照片上大树

1.教师讲解：这是一幅梧桐树照片，请大家仔细地看图，你
能发现有关这株梧桐树哪些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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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大胆说出新发现，同时区分哪些是真正从照片上获得信息。
)

三、回忆中大树

2.学生汇报：回忆我大树，我曾经看到过什么?

4.学生交流：为什么想看真正大树?(再去看一看，是不是能
看到更多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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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带着目去仔仔细细看大树时候，我们观察
活动就开始了。

四、观察真正大树

1.交流：教师引导孩子们交流在头脑中制订好观察大树个人
计划。(观察内容、观察方法、需要借助工具等)

2.活动：现在让我们一起去观察一棵真正大树，我们肯定有
更多发现。同时把观察到信息，用简短词语记录下来。(在保
证安全情况下老师带学生按计划开展真正实地观察活动。)

3.评价：回教室后每小组互相欣赏各自观察内容，说说从不
同记载中如何体会到观察大树是一个生命体。同时推选一位



同学记录单张贴于科学活动专栏内供大家欣赏，其它同学记
录单上交给老师阅读欣赏。(张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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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观察一棵树
让我们发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生命世界，那么，观察更多树呢?
请在课外继续观察不同树。

第二课校园树木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树整体形态一般由树冠、树干、树根组成，树器官一般包括
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六个部分。

树生长在一定环境里，有一定生存需要。

过程与方法：

用各种方法观察一棵树，描述一棵树。

用简图描述树整体形状。用拓印树皮观察树干。

用实物来补充语言描述不足。

情感、态度、价值观：

能客观地记录观察到现象，能继续关注树木变化。

【教学重点】能尝试通过对树有序观察描述和比较后指向树
木作为生命体特征。

【教学难点】比较讨论树木相同之处。



【教学准备】

校园中选定一些大树供各小组观察所需，同时为各小组准备：
一张观察记录纸，一支蜡笔，一把软尺，一个放大镜。

【教学过程】

一、观察树木方法

1.总任务：分小组进行观察，每个小组尽量观察不同树木;小
组内要分工明确，每个人要有观察任务;描述一棵树，完成一
篇观察笔记。

2.分任务：我们所要观察树长在校园哪个地方?我们怎么按顺
序来观察一棵树?(由远及近，由整体到局部)

3.交流：我们可以用哪些新观察方法来观察新内容?(画简图、
测量树干粗细、闻树叶、看果实、拓印树皮、捡拾标本、对
比法……)

4.比较：我们能比书上观察记录记得更好吗?(先用简单词语
记录下来，回到教室后整理成观察笔记。)

二、观察记录一棵树

1.从远处观察整棵树，我们怎样记录?(树冠形状、树高度等)

2.从近处有序观察树各个部分，我们会有哪些新发现?

生：这棵树真大!看看我捡到树叶和果实。这是树果实。这是
我树皮拓片。

(拓印树皮图案方法：把白纸紧压在树干上，先用手指在纸上
反复按压，再平捏蜡笔在纸上涂擦，使凸起部分染上颜色。)



3.让我们一起来把观察到内容记录下来吧。要写出观察时间、
地点、小组成员。要按观察顺序来记录。能贴上收集到实物
标本。

三、整理我们观察记录

1.整理：分小组根据观察记录整理成观察笔记。

2.描述：分小组描述一棵树：这是我们组观察记录，能猜出
是校园里哪一棵树吗?

3.比较我们观察记录，思考、交流：

我们观察了哪些树?这些树生长需要什么样条件?

不同树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4.总结：通过深入讨论，我们发现了这么多大树之间相同点
和不同点，请选定一棵你喜欢大树，在课外继续观察它，它
会怎样变化?把你意外发现都记录下来，同时把精彩发现张贴
于科学学习栏目内。(对总结内容须得从学生实际观察基础上
进行，学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总结到什么程度，书上总结
内容仅作样本供参考。)

树不同之处：树冠有大小树干有粗细有树皮光滑，有粗糙结
果实不一样叶片不一样……

板书设计：树相同之处：

它们都长在泥土里

都需要阳光、水

都有树干、树皮



都有树叶、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