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科学三年级教学设计 小学三年
级科学教案(通用10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科学三年级教学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1.过程与方法：

（1）能够运用多种感官和适当工具，对纺织材料进行探究。

（2）能够根据材料的特性、用途、来源或其他标准对纺织材
料进行分类。

2.知识与技能：

（1）认识一些常购买的纺织材料，如：棉、丝、毛和人造纤
维。

（2）知道这些材料的主要区别、特点和用途。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体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2）意识到人们为了满足各种需求，在不断研究、发明、生
产新材料。



教学准备：

学生自带各种纺织布料，放大镜、镊子、火柴等。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检查学生带来的纺织布料情况。

（二）自主学习：

1.认识纤维。

师出示几种纤维。人们穿的衣服都是纤维做成的。根据加工
的方法，纤维一般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化学纤维又可
以分为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

2.学生认识布料。

（1）4人小组全在一起，共同研究自己带来的布料是用什么
材料做成的。按照p53上图的方法（棉布、丝绸、羊毛、合成
纤维）分类。如果认为还有其他的类别，也可以列出。

（2）分组研究。

（3）小组汇报。

（4）同学分的对不对呢？

3.教师讲解一些辨认的方法。

（1）讲解用火烧的方法辨认布料。棉、麻是植物纤维，燃烧
时易燃，有烧纸张的气味，燃烧后有灰烬。丝、毛燃烧时有
烧头发的气味，燃烧后灰烬很少。合成纤维燃烧时成黏胶状
熔化物，燃烧后的灰烬呈黑色固体物质。



（2）注意安全。取得布料一定要小，不能太大。

（3）学生分组用火烧的方法辨认带来的布料是用什么材料做
成的。

（5）师生共同讨论得出结论。

（6）通过衣服上的标签来辨别布料的成份。

4.指导学生比较各种布料的不同点。

（1）让学生通过用眼看、手摸、观察纤维的光泽、粗细、长
短和弯曲情况，比较各种布料的不同点。可以从柔软必、透
气性、牢固性、吸水性、防水性等方面去研究。

（2）从以上几点判断布料的优劣。

5.研究布是怎样织成的。

（1）利用放大镜等工具，通过拆布料的方法，研究一下布是
怎样织成的。

（2）学生汇报演示：布是怎样织成的。

（三）课后作业；

搜集有关一些纺织材料的发展史。

【学习目标】

科学概念：

1、树的叶是多种多样的，同一种树的叶具有共同的基本功特
征。



2、植物的叶一般由叶片和叶柄组成，叶片上有叶脉。

3、叶也是有生命的，叶从叶芽开始生长，到最后衰老死亡，
完成了一生。

流程与方法：

统计捡到的树叶的数量和树叶的种数；根据一定的判断依据，
划分出同一种树叶和不同种的树叶。

情感、态度、价值观：

发展研究树叶的兴趣，培养爱护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态
度和意识。

【学习重点】

开展观察叶生命现象的活动，建构起叶也是有生命的科学概
念。

【学习难点】

是否是同一种树叶的判断。

【学习准备】

学生自备材料：捡一些落叶。

分组材料：同一种植物的新鲜叶和落叶。

教师准备：一条有大小不同叶片生长的树枝。

【学习流程】

一、统计收集到的树叶



二、观察比较树叶

1、质疑：我们小组共有几种树叶？这些叶子是同一种叶吗？

3、比较：同时观察所有完整的叶，我们能发现不同种叶有什
么相同的结构吗？是呀，大部分叶具有叶柄、叶片结构，叶
片上还有叶脉。

三、观察叶的生命特征

1、观察：比较新鲜的叶与落叶，它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思
考：长在树上的新鲜叶与落叶的的不同表现在哪里？是呀，
新鲜的叶是活的，而落叶是死的。

3、总结：叶也是有生命的，它从叶芽长成小小的嫩叶，又慢
慢地长大，变老。许多植物的叶从春天长出来，到秋天枯黄
死去，完成了叶的一生。有些树木虽然秋天不落叶，但它们
的叶同样也有生长和衰老的完整流程。

教学要点：

观察土壤里的动物，设计不同土壤对生物生长影响的探究性
实验。

教学目标：

1、认识土壤对生物生长、生活习性等多方面的影响。

2、引导学生关注与科学有关的社会问题，意识到人类要与自
然和谐相处。

3、培养学生在科学学习过程中爱提问、愿意合作与交流、持
之以恒等科学态度

教学准备：



漏斗、肥沃的土壤、台灯，干湿不同的沙质土、黏质土、壤
土和蚯蚓、蚕豆等。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观察土壤里的动物

一、引入。

我们已经参观了蚯蚓的家园，蚯蚓还有许多邻居呢，让我们
一起去认识认识吧

二、观察土壤里的动物。

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探究试验。

取一些肥沃的土壤，放入漏斗中，在漏斗上面约20厘米处用
灯光照射。

你们发现了什么？把你们的发现和大家分享一下！

学生汇报交流。

学生讨论。

我们应该把它们送回原来的地方。

第二课时探究土壤对动物、植物的影响

一、探究土壤对动物、植物的影响。

学生猜测。

我们应该怎样设计实验验证我们的猜测呢？以小组为单位设
计我们的实验方案



学生设计试验方案，教师巡视指导。

汇报交流，完善实验方案。

学生动手实验。

通过刚才的实验你们发现了什么？

生：设计实验。

师：怎样设计实验？

学生讨论。

……

师：不要忘了做记录哦！

二、调查。

土壤是我们赖以生存最宝贵的资源，如果土壤都被迫害了，
我们会怎么样呢？

可是我们的有些行为已经破坏了土壤，人类有哪些行为破坏
了土壤？

课下的时候请各位同学向身边的人进行调查或进行查资料，
了解人类破坏土壤的行为以及危害，记录在小科学家记录本
上。

小学科学三年级教学设计篇二

1、引导学生直接参与科学观察活动，体验看、听、摸、闻等
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体会到科学观察可以了解更多的事



情。

2、通过观察活动使学生感悟到自然界的美妙、研究自然的乐
趣，从而热爱自然，热爱科学研究活动。

3、在学习过程中使学生体会到交流、合作对学习的作用。

开展科学观察活动，体会到科学观察可以了解更多的事情。

1、教师准备：水槽、橡皮泥，水杯、盐、细铁丝。

2、学生准备：橡皮泥、铝箔、潜水艇、筷子、塑料管、泡沫
板、生鸡蛋或土豆、硬币、针线。

教学时间：1课时

课前准备：记录卡、放大镜

一、引入：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门新课——科
学，谁能说一说，你认为科学课上我们会做些什么？”（学
习科学知识，观察，做可实验，进行科学考察等活动）“对，
科学课上我们就是要记性一些观察、实验，要亲身经历一个
个的认识周围环境，认识周围事物的探究活动，在研究、认
识活动中学习科学知识。可不要小看这一个个的活动，今天
我们人类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科学家在观察、实验、研究
活动的基础上获得的。谁知道一些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科
学发现的故事？能讲给大家听吗？”

二、学生自主学习。

1、看图上的树。师：“请同学们打开书第2页，你们看到了
什么？”（生：一棵大树，叶子，枝条，茎……）让学生把
看到的记录在活动本上。

3、观察一棵树。



（1）讨论观察方案。师：“如果现在来到一棵大树下，你想
观察什么？”“我们怎样才能观察到更多的内容？”

（2）组织学生到学校的大树前开始活动。（让学生根据自己
想好的观察顺序、观察方法观察大树。）

（3）学生把看到的记录在活动本上。

4、比较三次的记录。带学生回教室，汇报交流。师：“以前
的看和这次的看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们再去看会知道得更
多？”小结：当我们想要了解得更多、知道得更多的时候，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目的再去“看”的时候，我们的观察活动
就开始了。通过观察使我们感悟到大树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生
命体，大树和其他生物之间、大树和它生活的环境之间相互
依存、相互影响。

三、课后研究。在你家附近选择一棵大树，自己确定观察内
容进行观察。

教学后记：

小学科学三年级教学设计篇三

1．过程与方法：

（1）初步学会用科学思维的方法开展调查，并对各种现象进
行解释。

（2）初步运用图画、图表、书面报告等形式，交流调查研究
活动的方案和结果。

（3）能初步运用实验方法，说明水污染的危害。

2．知识与技能：



（1）了解家乡水资源缺乏，及有限的水资源已被污染的情况。

（2）知道水污染的危害及主要原因。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小鱼在污水中的表现，体验水污染对生命的危害。

（2）通过查阅资料，感受水污染对人类生存环境、人体健康
所造成有破坏和影响。

（3）经历考察家乡水的过程，积极提出保护水源，减少污染
的建议。

1．教师准备：准备学校附近一些水资源的图片资料。准备一
些污水。

2．学生准备：自带一些洗涤用品。

1．复习。上节课的学习内容。

2．引入新课。

1．说说周围的水资源情况：

（2）学生回答。

2．提出研究性的问题：

（1）教师根据回答列出几个小专题：

a．家乡水资源状况；

b．污水对动物的影响；



c．污水给工农业生产、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

d．水污染的原因。

3．4人小组选择研究课题并制定研究计划：

（1）根据以上的几个问题，选择一个，4人小组共同研究。
要求先制定研究计划。

4．外出考察：

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外出考察并完成考察报告。

5．整理阶段。

课后把自己考察的情况，做认真的分析，可以查阅一些书籍
等资料，结合自己的研究写出自己的研究性报告。报告中可
以包括考察情况分析、各种建议等。

6．完成后小组交流，全班交流。各组将研究报告贴在班级黑
板报中。

完成自己没有完成的考察项目，继续查阅有关资料，完善自
己的研究报告。

小学科学三年级教学设计篇四

科学概念：

1、水受热时体积膨胀，受冷时体积缩小，我们把水的体积这
种变化叫热做热胀冷缩。

2、许多液体受热后体积会变大，受冷后体积会缩小。



过程与方法：

1、改进实验以达到更好的的实验效果

2、制造一个简易的观察水体积变化的装置。

3、用科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现象。（比如瓶装水为什么不装
满）

情感态度价值观：

意识到学习科学知识，要运用到日常的生产生活中。

探究水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能设计改进实验装置，使之能提供明显可见的实验现象。通
过实验探究，知道液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为每组准备：平底烧瓶、玻璃管、橡皮塞、冷水、热水、课
件

为全班准备：多种瓶装和盒装的液体

（一）情境引入， 引导学生猜测

1、出示一瓶水、饮料。

2.学生猜测。

（二）清楚的观察水受热或遇冷后体积的变化

冷热会对液体有影响吗？要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就通过实
验来找出答案。

师出示同样的两套装置，把它们放进温度不同的两杯热水中



应该可以看到什么现象？

1.师：通过气球皮鼓起来的程度，我们无法判断着两杯水的
冷热了，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以下材料烧杯、烧瓶、玻璃细管、
胶塞。

请同学们小组内研究讨论一下，怎样把这些实验材料组装成
实验装置？

学生小组研究讨论后并试验组装

2.组织学生汇报交流

3.师问：细玻璃管起到作用 ？红墨水能发挥什么作用？可不
可以不用？小组讨论。

4.交流讨论结果。

5.提出实验要求：

（1）小组内要有分工合作

（2）仔细观察水柱是怎么变化的

（3）作好记录

（4）注意安全小心热水

6.教师巡视指导

7.组织学生汇报交流

问：液面是怎样变化的？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通过实验我们大家知道了什么？



8.那么水受冷后又会怎样呢？你们想怎样做？实验时我们观
察什么？

9.组织学生汇报

10.小结：我们把水受热体积膨胀遇冷体积收缩的这种性质叫
水的热胀冷缩。（板书：热胀冷缩）

（三）观察其他液体的热胀冷缩

1.师：除了水你还知道那些液体？你们自己带来了什么液体。

用同样的方法，看看你们自己带来的液体是不是和水有一样
的性质。

3.归纳总结：通过实验我们发现许多液体受热和受冷后有什
么共同的性质？

4.小结：像酒精、醋、食油、豆奶和饮料等液体具有热胀冷
缩的性质。（板书：液体的热胀冷缩）

（四）总结

1.现在谁来和大家说说瓶装的液体为什么都没有装满呢？

2.请大家看看这瓶红茶和水，为什么红茶比水留空的空间更
多呢？

像生活看似平常的小事，如果细细想来，还真的有怎么多科
学道理。生活中的科学真是随处可见呀。希望大家在以后遇
到这样的问题，也能想今天一样认真思考，积极动手，你将
会发现更多的科学奥秘。



小学科学三年级教学设计篇五

通过多层次的观察和提问，认识季节变化对动物的影响。

蚯蚓、蚂蚁、蛇、青蛙、喜鹊、燕子、熊、猫等常见动物的
卡片或模型。

一、观察与提问。

1、观察提问

“小蚂蚁找朋友”是在巡访蚂蚁的基础上，更宏观的观察活
动和有意识的提问。阅读这个小故事。

小蚂蚁在找什么朋友？

找到的都是那些朋友？

朋友们在干什么？

其他动物是怎样过冬的？

小组讨论，查找资料。把搜集到的资料写在“小科学家记录
本”上，并与同学们互相交流。

2、分类

同学们大家真是太棒了，通过搜集资料与小组交流你们还发
现了什么？

动物们过冬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让我们打我们搜集到的动物的过冬方式进行分类吧！

动物的过冬方式可以分为几类？你们是怎样考虑的？



冬眠：熊、青蛙、蝙蝠、蛇……

备粮：蚂蚁……

南飞：大雁……

换毛：猫、狐狸……

3、游戏：卡片竞答

每组两人，轮流抽取卡片，讲讲每张卡片上的动物是怎样过
冬的，看谁知道得最多。

4、角色扮演

通过学生喜欢的活泼的方式，激发对已知事物的感受，展示
生命世界的丰富多彩，激发热爱生命的情感。

我们来排练一个小节目，扮演准备过冬的动物。

看那一小组的表演最棒！

小学科学三年级教学设计篇六

1、过程与方法：

（1）能从适当的情景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

（2）能向大家表达自己的发现和感受。

2、知识与技能：

（1）了解自然界水资源的分布。

（2）知道水资源在工农业生产、人类中的应用。



（3）知道常用的节水措施。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欣赏大自然中美丽的水体，产生喜爱祖国河山的感情。

（2）意识到水资源的缺乏，我们应该保护它。

（3）体验缺水的痛苦和节水好处。

（4）养成节水的行为习惯。

（一）导入新课：

复习引入。

（二）自主学习：

1、欣赏自然界美丽的水体。

（1）观察地球仪，认识地球上水的分布。

（2）师生共同欣赏自然界中美丽的水景，感受大大自然的美
丽。

2、指导学生亲身感受淡水资源的缺乏。

（1）尽管地球表面上大多数被水覆盖着，但这些水中绝大部
分是海水，真正与我们生产、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淡水却很
少、很少。

（2）模拟感知地球上的水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p32页。

学生分组操作。



3、引导学生讨论淡水的用途。

（1）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充分发表意见。

（2）教师介绍工农业生产、人们的生活都需要水。

（3）师生小结：工农业生产、人们的生活都需要水。

采用“头脑风暴”的方式：先分组讨论发言，形成一个小组
意见，写在纸上，然后每个小组派一个代表向全班发言，最
后把各小组的内容张贴在教室内的墙上。

4、引导学生寻找身边的浪费水现象，提出节水措施。

（1）师生讨论。

（2）老师补充介绍农业、工业等高科技节水技术。

（三）作业：想象，如果没有水了，将会怎么样？

小学科学三年级教学设计篇七

1、过程与方法：

（1）能够运用多种感官和适当工具，对纺织材料进行探究。

（2）能够根据材料的特性、用途、来源或其他标准对纺织材
料进行分类。

2、知识与技能：

（1）认识一些常购买的纺织材料，如：棉、丝、毛和人造纤
维。

（2）知道这些材料的主要区别、特点和用途。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体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2）意识到人们为了满足各种需求，在不断研究、发明、生
产新材料。

学生自带各种纺织布料，放大镜、镊子、火柴等。

（一）导入新课：

检查学生带来的纺织布料情况。

（二）自主学习：

1、认识纤维。

（1）师出示几种纤维。人们穿的衣服都是纤维做成的。根据
加工的方法，纤维一般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化学纤维
又可以分为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

2、学生认识布料。

（1）4人小组全在一起，共同研究自己带来的布料是用什么
材料做成的。按照p53上图的方法（棉布、丝绸、羊毛、合成
纤维）分类。如果认为还有其他的类别，也可以列出。

（2）分组研究。

（3）小组汇报。

（4）同学分的对不对呢？

3、教师讲解一些辨认的方法。



（1）讲解用火烧的方法辨认布料。

棉、麻是植物纤维，燃烧时易燃，有烧纸张的气味，燃烧后
有灰烬。丝、毛燃烧时有烧头发的气味，燃烧后灰烬很少。
合成纤维燃烧时成黏胶状熔化物，燃烧后的灰烬呈黑色固体
物质。

（2）注意安全。取得布料一定要小，不能太大。

（3）学生分组用火烧的方法辨认带来的布料是用什么材料做
成的。

（5）师生共同讨论得出结论。

（6）通过衣服上的标签来辨别布料的成份。

4、指导学生比较各种布料的不同点。

（1）让学生通过用眼看、手摸、观察纤维的光泽、粗细、长
短和弯曲情况，比较各种布料的不同点。可以从柔软必、透
气性、牢固性、吸水性、防水性等方面去研究。

（2）从以上几点判断布料的优劣。

5、研究布是怎样织成的。

（1）利用放大镜等工具，通过拆布料的方法，研究一下布是
怎样织成的。

（2）学生汇报演示：布是怎样织成的。

（三）课后作业；

搜集有关一些纺织材料的发展史。



小学科学三年级教学设计篇八

科学概念目标

1、当环境温度高于0℃，冰开始融化。

2、冰在融化过程中，要从周围吸收热量，热量是使水的状态
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科学探究目标

1、给冰块加热，观察冰块的变化。

2、观察并记录冰融化成水的变化过程。

科学态度目标

1、初步感受、体验物质状态变化的可逆性。

2、养成在实验观察活动中保持认真、细致的态度，意识到细
致的观察能获得更多的发现。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在自然环境里，水蒸气、水、冰三态共存，水的三态之间可
以互相转化。

【教学重难点】

重点：经历冰融化成水的过程中现象的观察。

难点：感知水的状态变化与热量有关，水的三种状态之间是
可以互相转化的。

【教学准备】



小组准备：冰块、吸管、蒸发皿、结冰的试管（或碎碎冰）、
烧杯、热水、记号笔、学生活动手册等。

【教学过程】

1、这是一块冰，如果我们给冰加热，会看到什么现象呢？

2、揭示课题：冰融化了（板书）

[材料准备：冰块、吸管、蒸发皿]

1、吸管吹冰块（预设8分钟）

（1）科学家研究表明当环境温度高于0℃，冰就会开始融化。

我们可以怎样加快冰块的融化？如果给你一台吹风机，你可
以怎么做？如果给你一根吸管，可以怎么做？（预设：让每
一位学生体验用吸管吹热气让冰融化）

（2）学生用吸管朝冰块一个部位吹气。

（3）交流现象:被吹热气的部位冰融化的快。

（4）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

小结：这个实验说明了热量增加，可以加快冰块的融化速度。

[材料准备：结冰的试管、烧杯、热水、记号笔、学生活动手
册]

2、将结冰的试管放入热水中（预设10分钟）

（1）讨论：你知道冰融化成水的过程中有哪些变化？我们可
以怎么做实验？



（2）教师出示实验材料：结冰的试管、烧杯、热水、记号笔、
学生活动手册

（3）提问：怎么利用以上材料做这个实验？

（4）教师在学生的基础上补充、完善后实验方法。

提示：

a.用记号笔在冰面位置做好记号，再把试管放入有热水的烧
杯里。

b.冰在融化过程中用眼睛观察，不能动手触摸移动试管和烧
杯。

c.冰完全融化后再在水面做好记号。

d.讨论补充完成学生活动手册。

3、讨论比较水、水蒸气和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完成学生活
动手册

[材料准备：学生活动手册]

1、学生汇报实验现象：

（1）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冰为什么会融化成水？（预设：吸收
热量）

（板书：吸收热量）

（2）冰融化前是什么状态的？（预设：固态）

（3）冰融化一半是什么状态的？（预设：一半水一半冰的冰



水混合物）

（4）冰完全融化后是什么状态的？冰在融化过程中形态发生
了什么变化？（预设：液态；固态转化成液态）

（5）除此之外你还观察到其它什么现象？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预设：试管外面有小水珠，水蒸气遇冷凝结成小
水珠）

（6）冰完全融化成水体积有什么变化吗？（预设：体积变小）

2、学生补充。

3、学生观察水状态的各种图片。它们之间能不能相互转化？

4、水、水蒸气、冰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它们是同一种物质吗？

（预设：冰是固态的水，有一定的形状和体积；水是液态，
没有固定的形状，有一定的体积；水蒸气是气态的水，没有
固定的形状和体积，存在于空气中。所以它们是同一种物质。
）

（板书：冰固态水液态水蒸气气态）

5、水的状态变化与什么有关？水的三种状态之间是否可以互
相转化？（预设：水的状态变化与热量有关，水的三种状态
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如水遇冷转化成冰，冰加热转化成
水……）

6、教师小结：水在自然界有气态、液态、固态三种存在状态，
水的状态变化与热量有关，水的三种状态之间是可以互相转
化的。（板书：互相转化热量）

你们喜欢吃冰激凌吗？



请同学们回家后认真准备，完成实验。

小学科学三年级教学设计篇九

1、过程与方法：

（1）初步学会用科学思维的方法开展调查，并对各种现象进
行解释。

（2）初步运用图画、图表、书面报告等形式，交流调查研究
活动的方案和结果。

（3）能初步运用实验方法，说明水污染的危害。

2、知识与技能：

（1）了解家乡水资源缺乏，及有限的水资源已被污染的情况。

（2）知道水污染的危害及主要原因。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小鱼在污水中的表现，体验水污染对生命的危害。

（2）通过查阅资料，感受水污染对人类生存环境、人体健康
所造成有破坏和影响。

（3）经历考察家乡水的过程，积极提出保护水源，减少污染
的建议。

1、教师准备：准备学校附近一些水资源的图片资料。准备一
些污水。

2、学生准备：自带一些洗涤用品。



（一）导入新课：

1、复习。上节课的学习内容。

2、引入新课。

（二）自主学习：

1、说说周围的水资源情况：

（2）学生回答。

2、提出研究性的问题：

（1）教师根据回答列出几个小专题：

a、家乡水资源状况；

b、污水对动物的影响；

c、污水给工农业生产、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

d、水污染的原因。

3、4人小组选择研究课题并制定研究计划：

（1）根据以上的几个问题，选择一个，4人小组共同研究。
要求先制定研究计划。

4、外出考察：

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外出考察并完成考察报告。

5、整理阶段。



课后把自己考察的情况，做认真的分析，可以查阅一些书籍
等资料，结合自己的研究写出自己的研究性报告。报告中可
以包括考察情况分析、各种建议等。

6、完成后小组交流，全班交流。各组将研究报告贴在班级黑
板报中。

（三）课后延伸：

完成自己没有完成的考察项目，继续查阅有关资料，完善自
己的研究报告。

小学科学三年级教学设计篇十

1、能用简单的方法描述树的形状、粗细和高矮。

2、会拓印树皮的图案；画出树叶的形状。

3、能搜集一些实物的标本。教学重点：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描
述树。

1、教师准备：树皮的拓印、几张大树的照片。

2、学生准备：白纸若干。

1课时

一、引入：师：“大家已经观察了一棵大树，你能不能告诉
老师，你观察的那棵树是什么样的？”

二、学生自主学习。

1、用简便的方法描述树的形状、粗细和高矮。师：“请你用
动作告诉别人你看到的树的树冠形状；用手比划你的大树的



树干有多粗；用比较的方法告诉别人你的大树有多高。”学
生进行交流。

2、观察描述树的其他方法。师：“你看到的树的树皮是什么
样的？”（生说师板书：粗细干…）“你能拓下来给大家看
一看吗？”

3、学生到教室外拓印树皮。

（1）指导学生拓印树皮的方法。师：“除了拓树皮，还有其
他描述大树的方法吗？”

（2）画画树叶的形状。

（3）展示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实。师小结：用图画、拓印做记
录，搜集一些实物标本，都是我们观察、描述大树时可以使
用的方法。

4、对记录、描述作用的理解。师：“我们能对大树进行描述
或记录，那你是否能根据别人的描述知道是哪一棵树？”出
示一份观察记录，让学生猜猜是校园里的哪一棵树。学生到
校园里寻找这课树。

三、课后研究。试写一份树的观察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