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科学蜗牛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科学蜗牛教案篇一

三年级的《科学》教学终于完成了，从实际的教学效果来看
还算不错，有一些感悟和想法值得记录下来，以促进自己不
断提高。

感悟一：准备好丰富的材料，是提高活动效率的根本保障。

在开学备课时，我就担心第四单元的教学对老师、学生来说
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本单元教学需要大量的探究材料，没有
这些探究材料，学生的自主探究将会大打折扣。还好，学生
有学具，里面的材料虽然不是太好使用，但毕竟每个学生都
可以参与实验，自主探究了。同时课前合理选择有结构的材
料，制作教具，准备材料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
课前准备工作，教师一定要抽出时间，精心准备，因为它是
有效开展探究性学习的根本保证。

感悟二：精心设计教学活动，是学生能力发展的重要载体。

科学课的教学目标应该是多元化的，它不同于以往的自然课
只注重获取知识，培养能力，还需要让学生经历科学探究的
过程，学习探究的方法，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每次上课前，
我都会对每课的教学目标进行一个定位与解读，再将这些目
标分解到各个教学活动中去，力求通过一节课让学生在知识
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上都能有所得。一节
课教学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学生经历了从推测——科学检



测——构建认知的探究过程，学会了科学检测的方法，建构
了导体与绝缘体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严谨求实的
科学态度。

感悟三：关注细节，打造亮点。

回顾所上的一些课，为什么总感觉缺少一点精彩?反思原因，
实际上是自己在课堂教学中过多地注重对教学的预设，哪怕
是一个环节或一句简单的问话，我都会精心地揣摩，力求一
杆见影，做到胸有成竹。但由于自身课堂临场洞悉力不强，
缺乏一定的教学机智与技巧，有时候为了完成预设的教学目
标，忽视了学生“节外生枝”的提问，即使让学生对这些生
成性的问题进行研究，也只是简单的一带而过，往往不能抓
住有利的时机，合理开发成的课堂资源。诚然，备课前对教
学活动的预设能保证教学活动有序有效地开展，但我们的备
课不能设计的太完美无缺，还需要留一些空白让学生“润
色”，很多有经验的老师，他们就是善于运用智慧去捕捉课
堂中每个细节，将“意外”转化成动态生成的资源，于是造
就了一个个精彩的课堂。的确，课堂教学无小事，作为教师
只有不断从小事中、从细节中多思考、多探究，才能从“小
处做出大文章”。

小学科学蜗牛教案篇二

本节课在观察种子这一环节的时候，当对种子外部观察前，
我先引导学生思考：观察种子的哪些方面？对于观察形状、
颜色、大小学生都能谈到，这时，我再引导学生回忆上学期
观察大树的方法，学生就能想到通过闻、摸等方法能获得关
于种子更多的信息。通过外部观察，学生认识到种子的形态、
颜色、大小各不相同。对于三下的学生，仅仅观察到种子的.
颜色、形状、大小、表面的光滑度还不够。于是，观察种子
的内部构造十分重要，我认为时间要充足，这样才能引导学
生的观察向纵深方向发展，也能帮助学生建立种子相同特点
的认识。学生通过解剖豌豆、花生、瓜子等种子，发现它们



还有一层薄薄的皮，而且种子还能掰成两瓣，一瓣上还有小
芽。通过观察、梳理，学生认识到种子有种皮，还有胚根和
胚芽。值得提醒的是：在第一个班上课时，我忽略了一个问
题，所带的黄豆、绿豆未经过浸泡，导致种子不易掰开，即
使掰开了，里面什么也看不到。希望各位科学教师在备课时、
准备材料时一定要做有心人，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了。本课
的教学就是在学生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观察植物的种子
和做好播种前的准备工作等活动，激发学生对植物生长变化
观察的兴趣，引发学生种植植物的欲望，提高学生的观察能
力、根据已有认识进行预测的意识与能力。

小学科学蜗牛教案篇三

１.课堂按“展示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各个环节进行的还不
错。

２.学生通过自主、合作学习了解骨骼的作用。

在《肌肉》的教学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学生的活动不规范。
有些学生不按要求活动，以后，活动要求需要再细致学生活
动之前必须明确活动的目的要求学生按要求去活动。

还有，制作手臂活动模型这个活动，由于需要材料多，准备
不全，没有在课堂上进行，让学生在课后去完成。这样，在
课堂学习当中学生少了学习体验的机会和乐趣。

小学科学蜗牛教案篇四

这是一节实践活动课，重点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选择工具，
进行正确测量物体的长度。

活动准备要充分。为了预防活动课学生只是单纯活动，而没
有反思。我先让学生把需要测量的物体记录在练习本上，不
至于测量后完了记录数据。



活动前要明确活动要求。采取4人小组活动的形式，组长对组
员进行分工合作，比一比哪个小组长组织得最好。

测量中学生的卷尺不够长该怎么办？有的学生把好几个尺子
接在一起，有的学生用铅笔放在地上做记号，但不知道只要
把每段长加起来就可以了。说明学生对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还是没有理解。所以对低年级学生，活动前要具体指导容易
出现的问题，教师要一步一步师范，或请会的小朋友来师范，
才能保证活动中的高效。

小学科学蜗牛教案篇五

《水的三态变化》是《水循环》第四单元的最后第二节，是
本单元前三课的深化，学生对前面的知识掌握很重要。根据
学生这一情况，我把这节课的教学重点放在：在学生认识蒸
发、沸腾、凝结的基础上了解水在自然界的常见形态及产生
的环境条件。了解水的三态变化是怎样变化的，让学生了解
水的三态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变化的。最后，通过观
察、实验获得数据，确定水的三态变化是由于温度变化引起
的，培养证据意识。

所以，课的开始，我通过展示图片、课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通过我的引导和观看资料帮助学生回忆水在自然界的'
各种形态。使学生直观的感受所学知识内容，较容易地掌握
水有固态、液态、气态三种形式，每种形态又分为哪些。为
进一步学习水的三态循环打下基础。

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我的引导，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开展探
究和实验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实验能力及合作能力、综合分
析能力。为了更好地突破：思考有关自然界水的相关能力，用
“水的三态变化”的原理做出解释这一教学重点，并通过让
学生观看课件使他们对三态变化又更深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