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通
用5篇)

计划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具，也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的
工具。怎样写计划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计划应该怎么制定
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计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一

1.当导线中有电流通过时，导线的周围会产生磁性。

2.18，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在一次实验中，发现通电的导线靠
近指南针时，指南针发生了偏转。

3.如果电路短路，则电流很强，会很快把电池的电能用完，
所以要尽快断开。

4.做通电线圈和指南针的实验时，线圈立着放，指南针尽量
靠近线圈的中心，指南针偏转的角度最大。

二、电磁铁

1.像这样由线圈和铁芯组成的装置叫电磁铁。

2.电磁铁有南北极。电磁铁的南北极与电池的接法和线圈缠
绕方向有关，当电池正负极接法改变时，它的磁极也会改变;
当电磁铁的线圈缠绕方向改变时，它的磁极也会改变。

3.电磁铁与磁铁的相同点：都有磁性，都有南北极。

电磁铁与磁铁的不同点：(1)磁铁是磁性的石头，电磁铁是线
圈和铁芯组成。(2)电磁铁只有通电才有磁性。(3)磁铁的南



北极不会改变，而电磁铁的南北极可以改变。

五、神奇的小电动机1.换向器的作用是接通电流并转换电流
的方向，小电动机在转动的过程中，电刷依次接触换向器的
三个金属环，通过转子线圈的电流方向就会自动改变。

2.小电动机包括外壳、转子、后盖三部分。外壳内有一对永
久磁铁，转子上有铁芯、线圈、换向器，后盖上有电刷。

3.电动机是用电产生动力的机器。虽然大小悬殊、构造各异，
但电动机工作的基本原理相同：用电产生磁，利用磁的相互
作用转动。

六、电能和能量

2.任何物体工作都需要能量。如果没有能量，自然界就不会
有运动和变化，也不会有生命了。

3.所有的用电器都是一个电能的转化器，能够把输入的电能
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

七、电能从哪里来

1.各种各样的电池：干电池(普通电池和钮扣电池)——化学
能转化成电能;太阳能电池——太阳能转化成电能，不能储存
电能，只能即时使用;蓄电池——放电时把化学能变成电能，
充电时把电能转化成化学能。(用化学能的形式把电能储存起
来)

2.当电动机被用来发电时，就应该叫发电机。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二

学校：蒲河九年制学校 教师：杨群喜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为指导，全面落实《全日
制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提出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方案
范文.库.整.理^和课程内容，进行科学启蒙教育，以培养学
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为宗旨。

二、学情分析：

本学期本人担任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总的来说，这两个班
的学生都很喜欢上科学课，上课发言积极，特别喜欢实验操
作、制作比赛和室外实践活动。在准备材料、完成作业方面
很认真，而且学生思维敏捷，课堂纪律虽欠佳但常有惊人之
语。

三、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以“人与自然，学习总结”为主题，编排了“生物
的进化”、“水环境污染与保护”、“宇宙探索”、“我们
学习了科学探究”、“科学的历程”5个单元，一共有17
课、39个活动。每个单元的主要内容是：

（1）“生物的进化”——此单元包括“生命的历程”、“物
竞天择”、“人类的起源”、“动物的驯化”4课。此单元主
要引领学生围绕着人类发展的历史、环境的变化对生物进化
的影响以及驯化动物的历程展开研究，并通过对化石的分析、
资料的查找让学生亲历发现的过程，初步了解生物进化论。
此单元教学大约需要7课时。

（2）“水环境污染与保护”——此单元包括“小河的哭诉”、
“污染来自哪里”、“清洁剂的‘威力’”、“保护我们的
生命之河”4课。此单元围绕“水环境污染与保护”这一主题，
分别从污染的现状、污染的源头、污染的危害、怎样防止污
染等角度并通过考察、调查、观察、实验等多种方式展开研



究性学习，引领学生发现生活中的水污染问题，探讨解决这
些问题的方法，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此单元教学大约需要6～
7课时。

（3）“宇宙探索”——此单元包括“太阳和太阳系”、“浩
瀚宇宙”、“灿烂星空”、“宇宙畅想曲”4课。此单元引导
学生通过阅读、想象、讨论等一系列活动由近及远地了解关
于太阳、太阳系、银河系及宇宙的奥秘，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同时培养他们的空间想象力。此单元教学大约需要7课时。

（4）“我们学习了科学探究”——此单元包括“我们的科学
学习历程”、“确

定我们的研究主题”、“启动我们的探究之龙”、“分享我
们的探究果实”4课。此单元是全册教材、全套教材的总结单
元，旨在引导学生比较系统地回顾和总结四年来所经历的探
究历程，梳理、总结出探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并再次经历一
次相对完整的探究过程，然后以研究报告和科学探究成果展
示会的形式作为小学四年来科学探究学习的一次汇报。此单
元教学大约需要4～5课时。

（5）“科学的历程”——此单元只有“科学的历程” 1课书。
此课是以科技史为专题的全套教材的总结课，旨在让学生对
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初步有所了解，并对这一进程
中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有所感悟，能关注科学
技术与社会的联系，并且在学科学、爱科学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上得到升华。此单元教学大约需要1～2课时。

四、基本措施：

1、了解学生对所学科学问题的初始想法，特别是一些概念理
解过程中出现的想法。

2、指导学生反复进行控制变量的实验。



3、引导学生在观察和实验的过程中做好记录。

4、引导学生用恰当的词语描述观察到的事实和现象。

5、引导学生对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整理加工，形成正确的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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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科技兴趣小组，开展各类有关竞赛，以赛促学。

五、教学安排：（每周3课时）

周次 教 学 内 容 第一周 生命的历程 物竟天择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三

1.当导线中有电流通过时，导线的周围会产生磁性。

2.1820年，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在一次实验中，发现通电的导
线靠近指南针时，指南针发生了偏转。

3.如果电路短路，则电流很强，会很快把电池的电能用完，
所以要尽快断开。

4.做通电线圈和指南针的实验时，线圈立着放，指南针尽量
靠近线圈的中心，指南针偏转的角度最大。

二、电磁铁

1.像这样由线圈和铁芯组成的装置叫电磁铁。

2.电磁铁有南北极。电磁铁的南北极与电池的接法和线圈缠



绕方向有关，当电池正负极接法改变时，它的磁极也会改变;
当电磁铁的线圈缠绕方向改变时，它的磁极也会改变。

3.电磁铁与磁铁的相同点：都有磁性，都有南北极。

电磁铁与磁铁的不同点：(1)磁铁是磁性的石头，电磁铁是线
圈和铁芯组成。(2)电磁铁只有通电才有磁性。(3)磁铁的南
北极不会改变，而电磁铁的南北极可以改变。

五、神奇的小电动机1.换向器的作用是接通电流并转换电流
的方向，小电动机在转动的过程中，电刷依次接触换向器的
三个金属环，通过转子线圈的电流方向就会自动改变。

2.小电动机包括外壳、转子、后盖三部分。外壳内有一对永
久磁铁，转子上有铁芯、线圈、换向器，后盖上有电刷。

3.电动机是用电产生动力的机器。虽然大小悬殊、构造各异，
但电动机工作的基本原理相同：用电产生磁，利用磁的相互
作用转动。

六、电能和能量

2.任何物体工作都需要能量。如果没有能量，自然界就不会
有运动和变化，也不会有生命了。

3.所有的用电器都是一个电能的转化器，能够把输入的电能
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

七、电能从哪里来

1.各种各样的电池：干电池(普通电池和钮扣电池)——化学
能转化成电能;太阳能电池——太阳能转化成电能，不能储存
电能，只能即时使用;蓄电池——放电时把化学能变成电能，
充电时把电能转化成化学能。(用化学能的形式把电能储存起



来)

2.当电动机被用来发电时，就应该叫发电机。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四

1、放大镜是(凸透镜)，凸透镜具有(放大物体图像)的功能，
用放大镜观察物体能看到(更多的细节)。

2、(放大镜)广泛应用在人们生活生产的许多方面。

3、放大镜镜片的特点是(透明)和(中央厚、边缘薄)。只要具
有放大镜片透明、中间较厚的结构(比如加满水后的烧杯、烧
瓶等)，就具有同样的(放大)功能。

4、放大镜的放大倍数和(镜片的凸度)有关。放大镜的(凸度
越大，放大的倍数也越大)。

5、使用工具能够观察到许多用(肉眼)观察不到的(细节)。如
通过(放大镜)能观察到更多关于昆虫的细节：蝇的(复眼);蟋
蟀的耳朵在(足的内侧);蝴蝶翅膀上布满的彩色小鳞片是(扁
平的细毛)。

6、科学研究表明昆虫头上的(触角)就是它们的(“鼻子”)，
能分辨各种气味，比人的鼻子灵敏得多。

7、(有规则的几何外形的固体)，就是(晶体)，如食盐、白糖、
味精等。

8、两个(放大倍数不同的凸透镜)组合起来可以制成显微镜，
使物体的(图像放得更大)。

9、(显微镜)的发明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大飞跃，把人类带入
了一个(微观世界)。显微镜是人类认识(微小世界)的重要观



察工具。

10、荷兰生物学家(列文虎克)制成世界上最早的可放大近300
倍的(显微镜)，发现了(微生物)。

11、洋葱表皮是由(细胞)构成的。(生物)都是由(细胞)组成
的。细胞具有(呼吸、消化、排泄、生长、发育、遗传、变异、
储存、繁殖等)功能。

12、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最早在显微镜下发现了生物
的(细胞)结构。

13、生物细胞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生物)的细胞是
不同的，生物(不同器官)的细胞也是不同的。

14、(细胞)是生物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也是生物最基本
的(功能单位)。

15、(细胞学说的建立)被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
一。

16、用(显微镜)能看到肉眼不能看到的(微小生物)。

17、在水中生活着很多形态各异的(微生物)，如草履虫、变
形虫等。

18、微生物通常都有特殊的(构造和功能)，以适应周围的环
境。

19、(微生物)具有(生物)的特征，如：对环境有一定的需求、
对外界的刺激有反应、能繁殖等。

20、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第一次指出微生物与人类健康的关
系，微生物对人类既有益处，又有害处。它对人类的益处主
要表现在：



(1)利用微生物帮助我们生产食物或提供食物，如酿酒、发面、
制作酱油、醋、酸奶等;

(2)帮助我们生产、制造药品，如胰岛素，用于治疗糖尿病;

(3)利用微生物处理垃圾和污水。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五

1、(月球)是地球的(卫星)，在运动方式、体积大小、引力大
小、表面特征等诸多方面同地球不同。

2、月球围绕地球(自西向东逆时针)方向运行，月球引力大约
是地球的(1/6)。

3、1969年7月，(美国)的(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成功地在月
球上着陆，(阿姆斯特朗)留下人类在月球上的第一个足迹。

4、月球在(圆缺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形状)叫做(月相)。

5、月相在(一个月)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状)。

6、月相变化是(月球)围绕(地球)公转过程中形成的，变化是
有一定规律的。农历上半月由缺到圆，下半月再由圆到缺。

7、月球是一个(不发光)、(不透明)的(球体)，我们看到的月
光是它(反射)太阳的光。月相实际上就是人们从地球上看到的
(月球被太阳照亮的部分)。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所以看到
的月相(亮面大小)、(方向)也就不同。

8、(环形山)是月球地形的主要特征。

9、有关环形山形成原因，目前公认的观点是(“撞击说”)，
这种观点认为环形山是长期以来(流星)、(陨石)撞击后留下



的痕迹，因为月球上没有(空气)，就相当于少了一层保护层，
使撞击更猛烈和频繁。

10、(日食)和(月食)是日、地、月三个天体运动形成的天文
现象。

11、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中间，三者在一条直线上，因
月球挡住了太阳照射到地球上的光形成日食。图示如下(略)
而月食则是月球运行到地球的影子中，地球居于(太阳和月
球)之间，三者在一条直线上，地球挡住了太阳射向月球的光
就发生了月食。图示如上(略):

12、以(太阳)为中心，包括围绕它转动的(八大行星)(包括围
绕它运行的卫星)、(矮行星)、(小天体)(包括小行星、流星、
彗星等)组成的天体系统叫做(太阳系)。

13、太阳系里有八大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
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14、人们为了便于辨认星星，把看起来不动的星星分成群，
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根据其形态想象成(人)、(动物)或(其
他物体)的形状，并给它们命名，这些人为划分的区域就称
为(星座)。

15、(星座)是远近不同、没有联系的(恒星)在天空中的(视觉
图像)。如果从不同角度观察，图形不同。

16、(大熊星座)的明显标志就是我们熟悉的、由七颗亮星组
成的(北斗七星)。

17、(北极星)可以帮助大家在夜间辨认方向，利用(大熊星座
的北斗七星)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它：把北斗七星勺子前沿的
两颗星的连线延长，在大约相当于这两颗星距离的5倍处，有
一颗比较亮的星，那就是(北极星)。北极星属于(小熊星座)。



18、随季节的变换，在天空中会出现不同的代表性星座。(星
座)在天空中是运动变化的。

19、(亮星构成的图形)是星座的主要标志。(北斗七星)是大
熊星座的主要标志。

20、夏季天空中有许多亮星，其中的三颗亮星(天津四)(属于
天鹅座)、(织女星)(属于天琴座)和(牛郎星)(属于天鹰座)构
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人们称之为(“夏季大三角”)。

21、宇宙空间分布着大小不同的(天体系统)。

22、(宇宙)是由类似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等大小不同
的天体系统组成的庞大的系统，它在不断的运动变化。

23、宇宙是(运动变化)的，(膨胀)的，组成宇宙的(天体)也
是运动变化着的。

24、太阳系和众多的恒星一起组成的一个(恒星集团)，被人
们称为(银河系)。

25、银河系大约由(1000亿——2000亿)颗恒星组成，直径
有(10万光年)。

26、光的传播速度是(每秒钟30万千米)，(光年)就是光在(一
年)中所走的距离，它是用来计量(恒星间距离)的单位。

27、银河系还不是宇宙的全部，类似银河系一样的星系还
有100亿个，人们把它们统称为(河外星系)。

28、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火箭)发源地。早在距今1700多年
前的(三国时代)的古籍上就出现了(“火箭”)的名称。

29、我国的航天技术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载人飞
船(“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圆了中国人的飞天梦



想;(“神舟”七号)实现了中国宇航员太空行走的梦想，不久
的将来，我国宇航员还将(登月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