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粤教版小学科学四年级教学计
划(优秀5篇)

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想要
达到的结果，并为之制定相应的计划。那关于计划格式是怎
样的呢？而个人计划又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讲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粤教版小学科学四年级教学计划篇一

一、学生情景分析：

本班学生17人，进人四年级以后，学生对科学课的学习已经
有了必须的基础，求知欲和参与科学活动的愿望明显增强。
学生已掌握许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方法，对科学探究活动
十分喜欢，并能以自我的方式观察到许多细节的地方，兴趣
浓厚，已经具备初步的探究本事，动手本事。另外，在进行
着观察、提问、假说、预言、调查、解释及交流等一系列活
动时，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本事得到大大的增强。但由于
学生年龄的局限，观察的深度、准确度还不够，观察或描述
的方法还不会实践运用。大部分学生知识面不广，勤于动脑
的同学占的比例不是很大。还有的学生在活动的时候常常耗
时低效，不能很好地利用宝贵的课堂时间，这现象尤为突出。
所以，本学年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至关重要的时期。教学
中要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学生在学习中逐渐养成尊重客观事
实、注重证据、大胆质疑的科学品质和思维方式，提高他们
的生活质量和学习质量。

二、教材分析

本册教科书有四个单元：“电”“新的生命”“食物”
和“岩石和矿物”。



“电”单元是从“什么是电”开始的。学生对静电有比较丰
富的生活体验，让他们适当地了解一点有关电荷的知识，能
够使后续课中电流、电路的学习更有基础。这一单元将经过
与电相关资料的实验、交流、预测、检验、测量和推理、解
释等活动，使学生构成关于电的初步概念，同时获得一些基
本实验操作技能。

“新的生命”单元是从“观察油菜花”引入的。由植物的花、
果实和种子的系列观察活动，过渡到动物的卵、繁殖的观察
和研究，从而使学生获得植物和动物如何繁殖新生命的认识，
并构成关于生命的一系列发展性概念。教科书中的观察实验，
异常是一些探究性的实验，都是在支撑有关生命概念的建立，
并在此过程中使学生获得对生命的理解。

“食物”单元经过对一天中所吃食物的回忆和分类，引起学
生对饮食的关注，发现自我在饮食中的不良习惯，并在以后
的生活中，能科学、合理、均衡地饮食。食物的变化和获取
食物信息方法的研究也是在帮忙学生进一步认识事物的特征
及其变化规律。

“岩石和矿物”单元是学生初次对构成地球固体物质的探究。
经过对岩石、矿物的观察、分类和描述，使学生构成关于地
球物质的一般性概念，并对保护、开发和利用地球资源的重
要意义有进一步的了解。

三、教学目标

3、继续指导、引导学生学习运用假设，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
关系，注重观察实验中的测量，异常是控制变量、采集数据，
并对实验结果作出自我的解释，学习建立解释模型，以验证
自我的假设。

5、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积极参与资源和环境的
保护，关心现代科技的发展。



四、教学措施

1、了解学生对所学科学主题的初始想法，异常是一些概念理
解过程中出现的想法。仅有充分了解学生在概念的构成过程
中的思维变化，才能做出正确的教学确定，并避免客观事实
与学生的想象混淆。

2、指导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和描述。教科书中涉及了很
多的观察、比较活动，这些活动能够帮忙学生发现观察对象
在属性、结构、功能、关系等方面的特点，是学生建构科学
概念的重要认识基础。

3、引导学生在观察和实验的过程中做好记录。教科书中给出
了各单元相应的记录表，并提示学生用文字、数据、简笔画、
气泡图、网状图和柱形图等进行记录。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客
观的记录观察到的现象，并随时提示他们将自我的记录与小
组同学的记录进行比较、修正，教师每周都要对学生的记录
进行督促和检查。

4、引导学生用准确、恰当的词汇描述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
活动中需要学生进行描述的资料很多，有些甚至是实验过程
的描述，这种描述能够帮忙学生提高科学思维本事，教学中
应耐心引导。

5、指导学生对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整理、加工，构成正确的
解释。尤其要重视学生在观察实验过程中，从证据、表格、
图形获得的一些科学信息，并引导他们合理地使用这些信息
做出科学解释。

五、教学进度安排

周次教学资料课时

21、生活中的静电现象;2、点亮小灯泡2



33、简单电路;4、电路出故障了2

45、导体与绝缘体;6、做个小开关2

57、不一样的电路连接;单元练习2

61、油菜花开了;2、各种各样的花2

73、花、果实和种子;4、把种子散播到远处2

85、种子的萌发;6、动物的卵2

97、动物的繁殖活动;单元练习2

101、一天的食物;2、食物中的营养2

113、营养要均衡1

124、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5、面包发霉了2

136、减慢食物变质的速度;7、食物包装上的信息2

14单元练习1、各种各样的岩石2

152、认识几种常见的岩石;3、岩石的组成2

164、观察、描述矿物(一);5、观察、描述矿物(二)2

176、应对几种不知名矿物;7、岩石、矿物和我们2

粤教版小学科学四年级教学计划篇二

学生动手能力比较极强，这非常有利于科学课的教学，因为
科学注重实验，要的就是学生的动手能力，再加上动脑能力，



经历实验过程，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经过三年的努力，再
加上领导的大力支持，我校的硬件建设越来越完备，但是仍
然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想象能力和实践能力。

1、选择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喜闻乐见的、适合四年级学生探
究的事物或现象为学习内容，以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
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便于他们从原有意识和经验出发，仔细
观察，发现问题，展开研究。

2、注重对能力和方法的指导，使学生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
学会并提高科学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象版《科学》四年级上册教材由三种类型的五个单元组成。
重点培养学生“模型与解释”的能力，把这一能力作为本册
教材要培养的一级目标，同时兼顾对学生进行其他探究能力、
科学知识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力求使学生的科学
素养得到全面、综合的提升。

本册教材共八个单元，其中第一单元我们的考察计划共两课1、
考察前，我们要……2、考察计划展示会；第二单元吃的好吗
共四课1、我们吃什么2、食物中的营养3、一次奇妙的旅行4、
祝你胃口好；第三单元探访鱼儿共四课1、鱼儿的家2、鱼儿
生活的好吗3、还鱼儿一个美丽的家4、鱼儿的秘密；第四单
元小小赛车会共三课1、玩具汽车大比拼2、动力从哪来3、无
处不在的运动；第五单元动物家族共三课1、动物大转盘2、
与小白兔交朋友3、我们的动物朋友；第六单元饮料瓶能告诉
我们什么共三课1、饮料的知识2、饮料瓶的材料3、饮料瓶的
环境；第七单元招聘月球开发部长1、揭开神秘的面纱2、多
样的面孔3、招聘部长；第八单元走向两极共两课1、挺进南
极点2、跟随爷爷到北极。

在观察和实验中除了让学生经历一系列有序的步骤和科学方
法，还需要让学生对收集到的事实和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和
分析，并进行充分的讨论，再得出结论。



1、把科学课程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节课；

2、把握小学生科学学习特点，因势利导；

3、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

4、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5、树立开放的教学观念；

6、悉心地引导学生的科学学习活动；

7、各班建立科学学习合作小组，让学生在相互交流、合作、
帮助、研讨中学习；

9、充分运用各类课程资源和现代教育技术。

粤教版小学科学四年级教学计划篇三

本人任教自己班的科学，由于刚接这个班，对学生的了解还
不够，所以我在第一课时还没急于上新课，我以聊天的形式
向学生说明了这学期学好科学要遵守的一些规矩，让学生学
有目标，我从课前准备、上课表现的要求、科学记录本、作
业本等方面要求做了一些说明，并给全班四十人分了10个实
验组，让他们取组名的时候，学生取的名字不够响亮，而且
与我说的最好与科学有关的名称相差甚远，在选科学课代表
和科学信息员的时候有几个孩子毛遂自荐，听了他们的发言，
我发现这几个孩子对科学学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毕竟这是
少数，大多数孩子对科学实验比较感兴趣，不喜欢死记硬背
的知识，理解不甚深刻，运用能力差。学生独立探究能力和
主动探究意识不强。家长和学生偏重于语、数、英学科，致
使学生没能很好地在观察、实验、调查等实践活动中获取知
识、发展能力、培养思想情感。因此，在教学中要因势利导，
积极引导学生在学习中逐渐养成尊重客观事实、注重证据、



大胆质疑的科学品质和思维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学
习质量。

本册教科书由“天气”、“溶解”、“声音”和“我们的身
体”四个单元组成。在三年级上、下册的基础上，本册教材
将继续引领学生经历一系列有意义、有价值的科学探究活动，
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学习体验，加深对科学的理解，增进科学
探究的能力，逐渐养成良好的科学品质和思维方式。

“天气”单元重点是让学生学习并坚持长时间的天气观察和
记录。教科书中围绕如何观察天气现象、如何记录展开的；
对记录的统计和分析能使学生理解科学的处理数据方法，并
建立对天气新的认识。

“溶解”单元从观察溶解现象入手，建立溶解的一般概念，
渗透了溶解是物质的特性，溶解的多少和很多因素有关，温
度等一些因素会影响溶解的快与慢。

“声音”单元的各组实验意在形成一系列发展性的概念。从
物体的振动产生了声音开始，到用音量和音高来描述声音，
甚至声音是以波的形式传播以及耳朵的功能等。教科书中的
各种实验，特别是一些探究性的实验，都是在支撑声音概念
的建立，并在此过程中使学生获得对科学的理解。

“我们的身体”旨在认识自己的身体，倡导健康的生活。当
学生开始关注身体的结构、身体各种器官的功能和工作时，
他们对健康便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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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教学单元都有概念的指向和一些
支撑概念建立的过程性活动，只有充分了解学生在概念形成
过程中的思维变化，才能做出正确的教学判断，并避免客观
事实与学生的想象混淆，甚至用想象代替事实，以保证观察
和实验中获得证据的有效性，没有人为的“伪证”。



2.指导学生反复进行控制变量的实验。教科书中有多处涉及
了这类实验，如“溶解的快与慢”“比较声音强弱、高低的
变化”“探索尺的音高变化”“观察上肢的运动”“测量心
跳和呼吸”“体验心脏的工作”，等等。在四年级引入控制
变量的实验，可以使学生更好地认识科学的本质，了解控制
变量的实验的重要，并正确地看待误差问题。

3.引导学生在观察和实验的过程中做好记录。教科书中已经
给出了各单元相应的记录表，并提示学生用文字、数据、简
笔画、气泡图、网状图和柱形图等进行记录。教学中要指导
学生客观地记录观察到的现象，在“天气”单元教学中还要
指导学生坚持较长时间的观察和记录，每周都要进行督促和
检查。

4.引导学生用准确、恰当的词语描述观察到的事实和现象。
教科书中需要学生进行描述的内容很多，有些甚至是实验过
程的描述，如“描述洗发液在水中的溶解过程”“描述物体
是怎样产生声音的”，等等。这种描述能够帮助学生提高科
学思维能力，教学中应耐心引导。

对所记录一个月的天气现象进行分类的统计和分析，还要利
用柱形图等做出关于这一季节天气变化的一般规律。

本册教科书中的每个教学单元都有七个课题，这七个课题即
是学习的内容，也反映了科学概念和科学探究双向发展、螺
旋上升的过程。

进入四年级以后，学生对科学课的学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求知欲和参与科学活动的愿望明显增强。因此，这一学是培
养学生科学素养的至关重要的时期。教学中要因势利导，积
极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尊重客观事实、注重证据、大胆质疑，
逐渐养成良好的科学品质和思维方式，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
质量和学习质量。



教学重点：以探究为核心，培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重视培
养学生的记录能力和探究能力。教学难点：通过亲自参与探
究活动，掌握科学探究过程的基本方法，能自主的发现实验
的数据和事实中所隐藏的科学概念，使学生形成较强的科学
探究能力。

1、上好开学的第一堂课，充分去调动学生学习科学的积极性，
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学习兴趣。

2、建立科学记录本，首先开学初明确记录本的格式，然后课
堂上指导学生按照要求来记录科学课上的学习进展情况，同
时可以将课外搜集的一些资料、单元知识等相关内容补充进
去。根据情况每月评选出优秀记录员，并在期末对学生的记
录本进行总评。

3、将学生分成四人一组，探究活动过程中，培养小组间的合
作意识，提高小组合作能力，让学生在课堂内、外的观察记
录更有效。

4、引导学生在观察和实验的过程中做好记录。教科书中给出
了各单元相应的记录表，并提示学生用文字、数据、简笔画、
气泡图、网状图和柱形图等进行记录。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客
观的记录观察到的现象，并随时提示他们将自己的记录与小
组同学的记录进行比较、修正，教师每周都要对学生的记录
进行督促和检查。

5.引导学生用准确、恰当的词汇描述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
活动中需要学生进行描述的内容很多，有些甚至是实验过程
的描述，这种描述能够帮助学生提高科学思维能力，教学中
应耐心引导。

6.指导学生对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整理、加工，形成正确的
解释。尤其要重视学生在观察实验过程中，从证据、表格、
图形获得的一些科学信息，并引导他们合理地使用这些信息



做出科学解释。

7、在教学过程中，对于相同的问题允许学生提出不同见解。
在合作探索中表达自己的想法，让他们在活动过程中获得成
功的体验。

1天气单元：温度计、制作雨量器器材：高于15厘米的直筒透
明杯子。

2溶解单元：

过滤器材——烧杯、漏斗、滤纸、铁架台；

气体溶解器材——带有橡皮帽的注射器；

蒸发器材——蒸发皿、三脚架、石棉网、酒精灯；

其他器材——放大镜、搅拌棒。

3声音单元：

发声器材：大小不同的音叉和铁钉、锣、鼓、钢尺；

传声器材：铝箔（能折叠成1米长的铝箔尺）、木制米尺、尼
龙绳。

4“我们的身体”单元：

模型：人体结构模型、人体骨骼模型、心脏模型；

其他器材：哑铃、吸耳球、大约1米长的塑料管。

粤教版小学科学四年级教学计划篇四

学生经历了一年的科学学习，对科学课的学习已经有了一定



的基础。比如，对周边的事物有了一定的科学认识；初步掌
握了科学学习的方法，尤其是观察的方法；学生的求知欲和
参与科学活动的愿望明显增强。因此，这一学年是培养学生
科学素养的至关重要的时期。四年级学生整体学习比较认真，
学习积极性很高，学生普遍的特点是比较活泼，思维较活跃，
好奇心较强。女生普遍比男生遵守课堂纪律，但男生普遍比
女生爱动手，爱发言。通过观察，学生对科学课的知识掌握
程度差异较大，部分学生动手实验的能力不强。本学期，需
要在科学课堂常规养成，科学学习兴趣，动手实验操作等方
面加强教学，获得进步。

1、本册内容情况：

《科学》四年级上册由“动物与运动”“位置与运动”“力
与运动”“昼与夜”和“交通运输”五个单元组成。在三年
级上、下册的基础上，本册教材将继续引领学生经历一系列
有意义、有价值的科学探究活动，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学习体
验，加深对科学的理解，增进科学探究的能力。本册教材
以“运动”为主线，通过与运动有关的生命世界、物质世界、
地球宇宙世界内容的学习帮助学生开始意识到我们生活的世
界是一个不断运动的世界，从而为下学期学习“变化的世
界”奠定基础。

2、本册单元目标：

（1）动物的运动

引导学生从多种途径观察并模仿动物运动的多种方式，逐渐
养成坚持进行合理体育锻炼的习惯，能利用类比推理的方法
分析动物身体结构与运动功能的联系，并鼓励学生大胆设计
仿生产品 。

（2）位置与运动



通过学生亲历各种活动，能选择参照物，定性的描述一个给
定物体的相对位置，认识地图图例，帮助学生判断物体的运
动状态，并能利用简单工具测量物体运动过程中不同时刻所
经过的距离，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生活中
遇到的问题。

（3）力与运动

探究力与运动的关系，体验各种力作用的不同结果，通过实
验帮助学生意识到力能改变物体运动状态。

（4）昼与夜

帮助学生用观察、实验、查阅资料等探究方法认识地球运动
的有关现象。帮助学生探究太阳和影子的关系、昼夜交替现
象和原因，以及昼夜变化对生物的影响等问题。同时帮助学
生了解人类探索地球的历程。

（5）交通运输

鼓励学生对常见的交通工具分类，通过搜集资料了解交通工
具的发展史，体会到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大胆
设计未来的交通工具，以主人翁的精神分析生活中的交通问
题，提出解决方案。

3、教学重点：

重视对学生典型科学探究活动的设计，以探究为核心，培养
小学生的科学素养。

4、教学难点：

通过动手动脑、亲自实践，在感知、体验的基础上，使学生
形成较强的科学探究能力。特别是实验中控制变量、采集数



据，并对实验结果作出自己的解释，学习建立解释模型，以
验证自己的假设。

1、把科学课程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节课；

2、把握小学生科学学习特点，因势利导；

3、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

4、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5、树立开放的教学观念；

6、悉心地引导学生的科学学习活动；

7、各班建立科学学习合作小组，让学生在相互交流、合作、
帮助、研讨中学习；

9、充分运用各类课程资源和现代教育技术；

10、组织指导科技兴趣小组，引导学生参加各类有关竞赛以
赛促学。

1、要求学生能够自己想出办法来增进对研究对象的了解。

2、要求学生提高观察的准确性和精确性。

三年级的观察认识活动以定性为主，很少涉及物质的量。在
本册的活动设计中，不仅要求学生更为准确和细致地观察物
体，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要求使用测量的方法，并选择适当
的词汇、数据和图表来描述物体和有关现象。

3、要求学生不仅观察收集和了解事实，而且要学会对事实进
行简单的加工、整理、抽象和概括。这也是本册教材在学生
科学探究能力方面提出的新要求。观察和收集事实上只是探



究活动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对收集到的事实进行加工、
整理、抽象和概括，以形成新的认识才是科学探究活动的全
部。 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提高，以及对科学的理解是渐进的，
需要我们引领他们经历一个又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探究性学
习活动，才能逐渐获得发展。

粤教版小学科学四年级教学计划篇五

进人四年级以后，学生对科学课的学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求知欲和参与科学活动的愿望明显增强。学生已掌握许多的
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方法，对科学探究活动非常喜欢，并能以
自己的方式观察到许多细节的地方，兴趣浓厚，已经具备初
步的探究能力，动手能力。另外，在进行着观察、提问、假
说、预言、调查、解释及交流等一系列活动时，学生的合作
意识和合作能力得到大大的增强。

由于学生年龄的局限，观察的深度、准确度还不够，观察或
描述的方法还不会实践运用。大部分学生知识面不广，勤于
动脑的同学占的比例不是很大。还有的学生在活动的时候常
常耗时低效，不能很好地利用宝贵的课堂时间，这现象尤为
突出。因此，本学年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至关重要的时期。
教学中要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学生在学习中逐渐养成尊重客
观事实、注重证据、大胆质疑的科学品质和思维方式，提高
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学习质量。

1．整体概述

本册教科书有四个单元：“电”、“新的生命”、“食物”和
“岩石和矿物”。每个教学单元都有7个课题，这7个课题即
是学习的内容，也反映了科学概念和过程与方法双向发展、
螺旋上升的过程。一般来说，每个教学内容为一个课时，完
成一个单元的教学需10课时左右，而本学期上课时间为18周，
共计36课时，教学时间十分紧张。



2．单元简析

第一单元“电”是从“什么是电”开始的。学生对静电有比
较丰富的生活体验，让他们适当地了解一点有关电荷的知识，
可以使后续课中电流、电路的学习更有基础。这一单元将通
过与电相关内容的实验、交流、预测、检验、测量和推理、
解释等活动，使学生形成关于电的初步概念，同时获得一些
基本实验操作技能。

第二单元“新的生命”单元是从“观察油菜花”引入的。由
植物的花、果实和种子的系列观察活动，过渡到动物的卵、
繁殖的观察和研究，从而使学生获得植物和动物如何繁殖新
生命的认识，并形成关于生命的一系列发展性概念。教科书
中的观察实验，特别是一些探究性的实验，都是在支撑有关
生命概念的建立，并在此过程中使学生获得对生命的理解。

第三单元“食物”单元通过对一天中所吃食物的回忆和分类，
引起学生对饮食的关注，发现自己在饮食中的不良习惯，并
在以后的生活中，能科学、合理、均衡地饮食。食物的变化
和获取食物信息方法的研究也是在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事物
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

第四单元“岩石和矿物”单元是学生初次对构成地球固体物
质的探究。通过对岩石、矿物的观察、分类和描述，使学生
形成关于地球物质的一般性概念，并对保护、开发和利用地
球资源的重要意义有进一步的了解。

3．主要材料清单

（1）“电”单元

静电实验：气球、线绳，塑料梳子、碎纸屑。

电路实验：小灯泡、小灯座，电池、电池盒，导线，回形针，



小开关，红灯、绿灯、黄灯，具有4个和6个接线头的盒子。

（2）“新的生命”单元

观察器材：放大镜，镊子，烧杯。

观察材料：油菜花，棉签，油菜果夹和种子，南瓜的雌花和
雄花，黄豆、吞豆的种子，各种动物的卵(如青虹、蟾蛛、鱼、
鸡蛋、鸟等)。

课件或挂图：植物传粉、受精，鸡蛋孵化过程，胎生动物的
繁殖。

（3）“食物”单元

实验材料：棉签、食用油、肥肉、花生，淀粉糊、碘酒，生、
熟马铃薯，小鱼干、面条，塑料袋、面包或馒头，各种包装袋
(盒)。

实验器材：烧杯，三脚架，石棉网，酒精灯，镊子。

（4）“岩石和矿物”单元

观察材料：各种岩石标本，稀盐酸，金属、玻璃、蜡烛、丝
绸、泥土，不透明纸、半透明纸、透明纸。

观察器材：放大镜，镊子，小刀，铜钥匙，手电筒。

1．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努力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得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亲近科学、运用科学，把科学转化
为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指导，逐渐养成科学的行为习惯和生活
习惯。

2．了解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让学生亲身经历科学探究的
全过程，从中获得科学知识，增长才干，体会科学探究的乐



趣，理解科学的真谛，逐步学会科学地看问题、想问题。

3．继续指导、引导学生学习运用假设，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
关系，注重观察实验中的测量，特别是控制变量、采集数据，
并对实验结果作出自己的解释，学习建立解释模型，以验证
自己的假设。

4．保持和发展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形成大胆细心、
注重证据、敢于质疑的科学态度和爱科学、爱家乡、爱祖国
的情感。

5．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积极参与资源和环境的
保护，关心现代科技的发展。

教学重点：重视对学生典型科学探究活动的设计，以探究为
核心，培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

教学难点：通过动手动脑、亲自实践，在感知、体验的基础
上，使学生形成较强的科学探究能力。特别是实验中控制变
量、采集数据，并对实验结果作出自己的解释，学习建立解
释模型，以验。

1．了解学生对所学科学主题的初始想法，特别是一些概念理
解过程中出现的想法。只有充分了解学生在概念的形成过程
中的思维变化，才能做出正确的教学判断，并避免客观事实
与学生的想象混淆。

2．指导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和描述。教科书中涉及了大
量的观察、比较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发现观察对象
在属性、结构、功能、关系等方面的特点，是学生建构科学
概念的重要认识基础。

3．引导学生在观察和实验的过程中做好记录。教科书中给出
了各单元相应的记录表，并提示学生用文字、数据、简笔画、



气泡图、网状图和柱形图等进行记录。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客
观的记录观察到的现象，并随时提示他们将自己的记录与小
组同学的记录进行比较、修正，教师每周都要对学生的记录
进行督促和检查。

4．引导学生用准确、恰当的词汇描述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
活动中需要学生进行描述的内容很多，有些甚至是实验过程
的描述，这种描述能够帮助学生提高科学思维能力，教学中
应耐心引导。

5．指导学生对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整理、加工，形成正确的
解释。尤其要重视学生在观察实验过程中，从证据、表格、
图形获得的一些科学信息，并引导他们合理地使用这些信息
做出科学解释。

周次

起止日期

教学内容

2

2.17-2.23

一1生活中的静电现象；一2点亮小灯泡

3

2.24-3.2

一3简单电路；一4电路出故障了

4



3.3-3.9

一5导体与绝缘体；一6做个小开关

5

3.10-3.16

一7不一样的电路连接；第一单元复习和测验

6

3.17-3.23

二1油菜花开了；二2各种各样的花；

7

3.24-3.30

二3花、果实和种子；二4把种子散播到远处

8

3.31-4.6

二5种子的萌发；二6动物的卵

9

4.7-4.13

二7动物的繁殖活动；第二单元复习和测验



10

4.14-4.20

三1一天的食物；三2食物中的营养

11

4.21-4.27

五一小长假；机动

12

4.28-5.4

三3营养要均衡；三4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

13

5.5-5.11

三5面包发霉了；三6减慢食物变质的速度

14

5.12-5.18

三7食物包装上的信息；第三单元复习和测验

15

5.19-5.25



四1各种各样的岩石；四2认识几种常见的岩石

16

5.26-6.1

四3岩石的组成；四4观察、描述矿物（一）

17

6.2-6.8

四5观察、描述矿物（二）；四6面对几种不知名矿物

18

6.9-6.15

四7岩石、矿物和我们；第四单元复习和测验

19

6.16-6.22

总复习；期末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