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冀教五上科学教学计划参考书有
哪些 冀教五上科学教学计划参考(精

选10篇)
教学计划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按照一定的目标和步骤对知识
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进行合理安排和组织的一项重
要工作，它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兴趣都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以下是一份经过反复实践和改进的教学计划，希望
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冀教五上科学教学计划参考书有哪些篇一

是由“冷水与热水”、“热胀冷缩”、“温度和温度
计”、“测量物体的温度”4部分组成。本单元主要引领学生
亲历探索科学、建立科学概念的过程，他们将获得“冷与
热”的有关知识和认识温度计、使用温度计测量温度的一些
技能，并进一步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

冀教五上科学教学计划参考书有哪些篇二

1、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认识“10”以内的数字，理解数字
的意义，会用数字表示物体数量。

2、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引导幼儿不受物体大小和摆放形式
的干扰，正确说出“10”物体的总数。

3、帮助幼儿感知“10”以内数之间的前后关系，使幼儿能够
运用观察、比较的方法判断“10”以内的数量关系，并逐步
建立等量观念。

4、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帮助幼儿学习“10”以内数的顺数、
倒数。



5、引导幼儿认识“7”以内的序数。

6、引导幼儿学习按数量（粗细、高矮等）的差异进
行“7“以内的正逆排序，学习按特定的规律进行排序。

7、结合日常生活和活动，引导幼儿认识椭圆形，感知其明显
特征。

8、结合日常生活和游戏中，能够不受颜色、大小及摆放位置
等因素的影响，正确辨认图形；能够用平面图形进行结合拼
搭。

9、在日常生活和活动中，引导幼儿学习概括图形的两个特征，
能按照物体的某一特征进行分类，并学习按某一特征的肯定
与否定进行分类。

10、在日常生活和游戏，引导幼儿正确辨认前后方位。11、
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引导幼儿感知物体的轻重。12、引导
幼儿主动爱护动植物，并观察、了解不同环境中典型的动植
物的形态、习性、特征和生长变化。13、在日常生活中，帮
助幼儿了解春、夏季的明显特征，知道一些适应气候变化的
方法，初步理解气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指导幼儿进行初步
的天气变化记录活动。

冀教五上科学教学计划参考书有哪些篇三

1、对周围常见的事物、现象感兴趣，并能关注一些事物、现
象的变化，有初步探索的欲望。

2、能运用多种感官认识事物的多样性，乐意操作，喜欢思考、
提问，体验探索过程的乐趣。

3、关心、爱护动植物和周围的环境，萌发初步的环保意识，
并参与力所能及的环保活动。



4、能运用适当的观察记录的方法感知操作活动中的感受和发
现，并尝试与同伴交流。

5、获得有关物体数量、形状以及时间、空间等方面的简单的
感性经验，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6、能初步了解自己身体的基本结构及其作用，并知道如何爱
护自己身体。

冀教五上科学教学计划参考书有哪些篇四

1、可喜之处：三年级现有学生41个，通过上一学期的学习，
大多数学生对科学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具备初步的探
究能力，他们对周围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乐于动手，善于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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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调小组合作
必要性，，所以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得到大大的增强。

2、不足之处：上学期由于多方面（课时多、自己出差多）的
原因，后面的许多教学内容只是匆忙的走过场地，甚至有些
探究活动根本就没有开展，导致学生的知识面受到影响，而
至影响了学生的科学素养的形成。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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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教五上科学教学计划参考书有哪些篇五

第二周：接下去是几（数学）。

第三周：找图形（数学）。

第四周：连连看（数学）。

第五周：圈数字（数学）。



第六周：给花宝宝排队（数学）、装电池（科学）。

第七周：给春天的信（数学）、毛毛虫和蝴蝶（科学）。

第八周：认识梯形（数学）、蜗牛吃什么（科学）。

第九周：会动的玩具（科学）、它们相等吗（数学）。

第十周：轮子（科学）、图形变变变（数学）。

第十一周：我的好帮手—刷子（科学）、变成一样多（数
学）。

第十二周：捕鼠能手—猫头鹰（科学）、剥豌豆（数学）。

第十三周：做纸牌（数学）。

第十四周：图形身份证（数学）。

第十五周：图形的家（数学）。

第十六周：小鱼有多长（数学）。

第十七周：水果店（数学）、夏天到了（科学）。

第十八周：水上的小船（科学）、图形的二级分类（数学）。

第十九周：沉与浮（科学）。

冀教五上科学教学计划参考书有哪些篇六

从上学期开始，学生对实验非常感兴趣，但往往停留在表面，
而不去研究内在。所以本学期的重点是对学生典型科学探究
活动的设计，以探究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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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

冀教五上科学教学计划参考书有哪些篇七

以《课程标准》为依据，运用新课程标准的先进理念，全面
完成要求中的各项任务，充分发挥自然学科在培养小学生全
面素质上的优势，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打下坚实的
基础，使学生在各方面都有提高。

反映儿童科学教育的精神，突出启蒙教育的特点，将立足点
放在培养学生学科学、用科学的志趣和能力上，特别注重培
养学生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

体现时代特色，融会科学教育的新思想。

加强学生实践活动，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
活动为主线安排教学内容，力求使教学贴近学生生活、贴近
大自然。

冀教五上科学教学计划参考书有哪些篇八

新编《科学》三年级下册是在三年级上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的。小学三年级上册是科学教材的起始册，选择的教学内容
是以学生“有系统的观察活动”为主线展开的。例如，在教
学内容中设计了“观察大树”和“寻访小动物”等活动。作
为这一线索的延续，三年级下册的主题确定为对“物质特征
和变化的观察”，在这一册中共安排了“混合”、“空气”、
“植物的一生”、“动物的生命周期”、“沉和浮”、“冷
与热”等六个单元。

冀教五上科学教学计划参考书有哪些篇九

：



1.课程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应通力配合。课程教师应按期
保证质量完成演示实验，实验教师应按期保证质量完成分组
实验。课外实验由实验教师分组，课程教师配合和指导。

2.实验过程中应遵守实验室和实验教学相关管理规章制度。
所有演示实验和分组实验都要填写实验通知单。实验过程中
应保证师生安全。

3.每一个分组实验必须建立实验项目档案，应将实验过程中
典型学生填写的实验报告单和辅助教学参考资料等集中装袋
并不断完善。

冀教五上科学教学计划参考书有哪些篇十

1.三年级儿童想象丰富、思维活跃，天生的好奇心是科学学
习的起点，他们对花鸟鱼虫、物质特性的好奇心，只要善加
引导就能转化为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学习行为。

2.通过一个学期的《科学》学习，学生们对《科学》这门课
已经有所了解，知道科学课是由一个一个的活动组成，这是
令他们喜爱的。但是他们却常常不能自觉作好课前准备。

3.虽然经过一个学期的科学学习，学生们已具备一定的探究
能力，但是他们的观察力、思维力有待提高，特别是动手操
作能力更是比较低。往往只看事物表面，而不知事物的内在，
难以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4.对实验感兴趣，但容易停
留在表面，而不去研究内在。5.对科学探究的认识不够，特
别是制定计划的水平低。6.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学生缺乏对
科学学科重要性的认识。

以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积极倡导让学生亲身经历以
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发展他
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使他们学会探究解决问题的策略，为
他们终身的学习和生活打好基础。



1.全册内容情况和各单元教学目标：

本册内容由“植物的生长变化”“动物的生命周期”“温度
与水的变化”“磁铁”四个单元组成。

“植物的生长变化”单元，将引领学生在种植风仙花的过程
中，观察绿色开花植物的生长发育历程，发现其生长变化的
规律，知道绿色开花植物的生长都要经历“种子萌发”“幼
苗生长”营养生长”“开花结果”这样的生命周期。同时伴
随着生长过程，指导学生研究植物主要器官一根、茎、叶的
功能，初步认识植物体都有维持其生存的结构、结构与功能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动物的生命周期”单元，将指导学生亲历养蚕的过程，了
解蚕的一生要经历出生、生长发育、繁殖、死亡的生命周期，
并以蚕的生命周期为例，从常见动物的生命过程中，以及从
人体特点的观察中，认识动物和人的生命周期。

“温度与水的变化”单元，将以水为例，引导学生探究热量
和物质状态变化之间的关系。通过观察水的固、液和气三态，
研究水在融化、结冰、蒸发和凝结等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帮
助他们初步认识物质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是与外界条件
密切相关的。同时，帮助学生初步建立自然界物质“循环”
的概念。“磁铁”单元将在学生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安排一
系列的探究活动，引领学生认识磁铁具有磁性、磁铁两极磁
力最强、磁铁能指南北、磁铁具有异极相吸和同极相斥等性
质。并通过做一个指南针和学习用指南针确定方向等方向，
了解磁铁的应用。2.主要材料清单：

“植物的生长变化”单元

大豆、玉米、花生、莲花、风仙花等植物的种子，放大镜，
花盆、土壤、铲子等种植工具，透明玻璃杯、卫生纸等;试管、
带根的新鲜芫萎、植物油等;不同生长阶段的风仙花植株、风



仙花朵，成熟的风仙花果实;图片或多媒体课件:刚出土的风
仙花照片;植物叶的水平分布照片;植物叶的垂直分布照片;植
物光合作用示意图;植物光合作用的相关资料及图片、几个主
要生长阶段的风仙花照片等。

“动物的生命周期”单元

蚕卵，放大镜、饲养盒;不同生长阶段的蚕;蚕茧及蛹，小剪
刀，手电筒;热水，小碗，竹签，丝绸制品;蚕蛾、蜻蜓、蚂
蚁、蝴蝶的图片或标片;有关动物生长发育过程的图片及资
料;学生从出生到现在每年的身高、体重、牙齿等生长变化的
资料;婴儿、幼儿园或小学儿童、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身
体特点的图片或影像资料。

“温度与水的变化”单元

气温计、体温计、水温计(测量范围在一200c-}-1100c)、自制
温度计模型(刻度范围在一200c-}-1100c)，其他各种式样、不
同用途的温度计;观察用冰块及盛放冰块的浅盘;保温杯、冰
块、食盐、试管、烧杯、可封口小塑料袋、玻璃杯、浅碟;云、
雾、雨、露、霜、雪、冰等自然现象挂图或影像资料。

“磁铁”单元

各种形状的磁铁，包括没有标注南北极的磁铁;铁的物品、一
些金属物品及非金属物品;一定数量的铁钉、回形针、大头针、
钢珠和大钢针;不同材质的人民币硬币((1元的钢币，5角的铜
币和钢币，1角的铝币和钢币，分值的铝币);盒式指南针，做
指南针的材料(可以让学生自备)。

1．植物生长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生长需要适宜的条件，都
有相应的器官，每个器官有自己特殊的结构，并具有自己的
功能，结构与功能相适应。



2．人和动物都是不断生长变化的，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寿
命的长短与生活环境有关，通过繁殖使其物种不会随着个体
的衰老死亡而灭亡，并得以不断延续。

1．种植培养动植物，对动植物进行观察和测量，根据观察的
现象提出问题，通过观察到的现象进行预测，并在观察中发
现问题或新的变化，用适当的方式对观察的现象进行记录，
并用适当的方法处理相关信息，描述所发生的变化，运用查
阅分析资料的方法解决问题，获得问题的答案，认识人和动
物的生命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