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教师教学用书
第七册

   



1  电从哪里来
  

一、课文说明
本课在学生学习了静电现象的基础上，认识电是从哪里来的。
本课与第 2、3课构成本册“电”教学单元；从能力培养看，属于“观察、

实验”能力的系列。
课文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学生认识从电池中可以得到电。这部分内容分为四层：
1.观察干电池的外部构造。观察的重点是：干电池有两个电极，上端的

“金属帽”处是正极，下面的锌皮是负极。用干电池、导线把小电珠点亮的
实验学生已经学过，因此，在观察的基础上可以直接告诉学生：当用导线把
电池的正极、负极、小电珠连接起来，就会有电流从导线和灯丝中通过。借
此给出“电流”这个词，渗透电流的概念。

2.做干电池能使收音机上的扬声器发出“咔咔”响的实验。这个实验有
三个作用：说明干电池中有电，电能使扬声器发出声音；通过实验操作进一
步明确干电池的正、负极；为自制简易电池的实验打下基础。

3.认识各种各样的电池。图中的电池有常用的干电池（1号、2号、5号、
7 号电池）、银锌电池（俗称钮扣式电池）、充电电池和积层电池。教学时
尽可能通过实物进行教学。

4.自制简易电池。这个电池是按照伏打电池的原理设计的，电解液用的
是碱水或醋（既安全又好找）。这个电池的铜片是正极，锌片是负极。把扬
声器上的一根导线连在电池的一个电极上，用扬声器上的另一根导线的铜丝
在电池的另一个极上摩擦，扬声器就会发出声音，说明电池中有电。这个实
验可以渗透电池的原理，同时使学生感到电池并不神秘。

第二部分指导学生认识从发电机中可以得到电。通过火力（蒸汽力）、
水力、风力、原子能的力量推动发电机转动，可以产生强大的电流，供生产
和人民生活使用。图中的四个发电站分别是核电站（左上）、水力发电站（右
上）、火力发电站（左下）、风力发电站（右下）。

   
二、目的要求
1.认识常用的电池，知道电池有正极和负极，知道从电池和发电机中可

以得到电。
2.通过自制简易电池并用它做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验能力。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1.分组观察实验材料——干电池，收音机上的扬声器或耳塞机，导线，

木块、铜片、锌片（以上三种材料需在课前固定好），碱水或醋。
2.演示材料——各种电池、手摇发电机。
3.挂图或投影片——火力、水力、风力、原子能发电站。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1.谈话：电是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能源。根据你们曾经学过的知识



和经验说一说，电是从哪里来的？
2.讲述：在这节课里，我们要了解人们怎样从电池中得到电，发电厂是

怎样发出电的。
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认识从电池中可以得到电
（1）观察干电池的构造
①讲述：我们已经知道干电池中有电，并且做过用干电池、导线点亮小

电珠的实验。下面我们来观察干电池的外部是什么样的。
②分组观察。
③汇报观察结果。
④教师小结：
干电池外面包着纸和塑料膜，具有防潮和保护作用；纸内是锌皮制成的

筒，筒内装的是能产生电的化学药品；筒的上口封着，中间有一根碳棒，碳
棒上端有一个“金属帽”。

我们从点亮小电珠的实验中已经知道（此时可边演示边讲）：要点亮小
电珠，必须把连接小电珠的两根导线，一根接在干电池下部的锌皮，一根接
在干电池上端的“金属帽”上。这是因为这两处是干电池的电极。

干电池有两个电极：上端金属帽处是正极，用“＋”号标出；下端锌皮
处是负极，用“－”号标出。当用导线把电池的正极、负极、小电珠连接起
来，就会有电流从灯丝中流过，使小电珠发出亮光。

（2）使扬声器发出声音的实验
①讲述：你们已经会用干电池点亮小电珠，你们能用干电池使这个收音

机上的扬声器发出声音吗？试一试。
②学生分组实验。（提示学生：先把连接扬声器的一根导线压在电池负

极下，再把连接扬声器的另一根导线在电池上摩擦，就会听到声音。）
③汇报实验结果。（要求学生边说明边演示。）
④教师小结：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再次看到，只有把扬声器的两根导线分

别连在干电池的正、负极上，扬声器才能发出声音。因为只有这样连接，才
能有电流从扬声器中流过。

（3）认识各种电池
①讲述：电池的种类很多，我们刚才用的电池只是其中的一种。
（出示其他种类的电池。）
②提问：这些是什么电池？它们用在什么地方？指出它们的正、负极。
③教师小结：电池种类很多，除了以上看到的，还有别的种类，例如蓄

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所有的电池都有正极和负极，一般可以根据电池上标
出的电极符号来辨认。

（4）制作简易电池并做实验
①讲述：电池的内部有什么秘密呢？让我们制造一个简单的电池来了解

这个问题。
②讲解演示制作方法。（见课文。）
③学生分组制作。
④讲解：我们自制的这个电池，铜片是正极，锌片是负极。用扬声器试

一试，它有电吗？
⑤学生分组实验。（提示学生：先把连接电池正极的导线与扬声器一端



固定好，再把连接电池负极的导线与扬声器另一端摩擦，你就会听到声音。）
⑥汇报实验结果：你是怎样实验的？这说明什么？
⑦教师小结：在我们制作的这个电池中，碱水（或醋）会与浸在里面的

铜片、锌片发生反应，产生电。除了太阳能电池以外，其他的电池也是这样，
里面都装有化学药品和作为电极的金属片、碳棒等，通过化学变化产生电。

2.指导学生认识从发电机中可以得到电
（1）谈话：从电池中得到的电是比较微弱的，不能用它来带动机器、电

风扇、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工厂农村的各种电动机器用的电是从哪里来的
呢？（发电站，发电站里有发电机。）

（2）演示：利用手摇发电机发电。点亮小电珠。
（3）讨论：发电机必须转动起来才能产生电。在发电站，靠什么力量推

动发电机转动？
（出示发电站的挂图或投影片。）
（4）讲解：
在发电站是利用火力、水力、风力、原子能的力量推动发电机发电的。

目前，我国已建成很多发电站，例如遍布各地的火力发电站，江河上的水力
发电站（如长江葛洲坝上的水力发电站），秦山核电站等。

现在，我国的电力事业虽然有很大发展，但工业、农业、生活用电量很
大，所以我们应该节约用电。

   
巩固
1.怎样得到电？
2.电池有哪两个极？
   
布置作业
把铜片和锌片插在番茄或苹果里，制成一个番茄电池或苹果电池。试一

试，用这种电池能使扬声器发出声音吗？
   
五、课后小记



2  电路
  

一、课文说明
本课在学生已经会做点亮小电珠的实验、认识了电池的外部构造的基础

上，指导学生认识什么是电路，并学习连接简单电路、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
本课与第 1、3课构成本册教材的“电”教学单元；从能力培养看，属于

“实验能力”的系列。
本课采用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增加难度的方法指导学生学习关于

电路的知识。课文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学生认识什么是电路，学习连接简单电路。这部分内容

分为三层：
1.认识电池夹、小灯座、开关和导线，了解其作用及使用方法。这些电

器元件的种类很多，教学时，根据学校教具的实际情况进行介绍。
2.指导学生连接简单电路。
3.告诉学生，以上连接的是一个简单电路。关于什么是电路，本课不下

定义，只是让学生通过实际连接认识，知道一个简单的电路由电池、导线、
用电器（小电珠）、开关组成。（电池夹、小灯座是为了固定电池、小电珠，
连接导线用的，是电池和小电珠的附属部分，不是电路的基本组成部分。）
开关，学生在实验中首次接触，它的作用是接通或切断电流。

第二部分，在实验 1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一节电池，组成一个新的电路。
这个实验操作的要点是，必须用一根导线把固定在电池夹上的两节电池的正
极、负极连接起来。通过实验可以发现，小电珠在这个电路中比在实验 1的
电路中亮。这可以使学生感知小电珠的亮度与串联电池多少的关系。

第三部分，在实验 1电路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只小电珠，使开关能同时控
制两只小电珠的亮灭。这个实验要让学生自己探究：有几种连接方法，在用
不同方法连接的电路中，小电珠的亮度是否相同。通过实验期望学生发现，
具体的连接方法可能有好几种，但从两只小电珠在电路中的排列来看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把两只小电珠并列地连接在电路里，用这种方法小电珠比较
亮；一类是把两只小电珠成串地连接在电路里，用这种方法小电珠比较暗。
这是本课教学的重点。在这部分内容的教学中要注意两点：第一，一定要让
学生亲自去探究、实验、比较；第二，只要求学生知道有两类连接方法，不
要求建立串联电路、并联电路的概念。

第四部分，要求学生组装一个有两节电池、两只小电珠、两个开关的电
路，使两个开关能分别控制一只小电珠的亮灭。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实验，
需要学生综合运用前面学习的操作方法。这个实验可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
趣，也可以检验学生的知识、能力迁移水平。这部分内容是本课的选学内容，
教学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做。

   
二、目的要求
1.指导学生通过实际操作认识什么是电路，一个简单电路由哪几部分构

成。
2.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会连接简单电路、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分组实验材料——电池、电池夹、导线、开关、小电珠。
（有条件的学校需准备一块电路示教板，使元件能固定在板上，把示教

板立起来或挂在黑板上，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实验。）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1.实验：用一节电池、一根导线，点亮小电珠。
2.提问：怎样控制小电珠的亮灭？
3.讲述：我们曾经学过的点亮小电珠的方法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这节

课我们要学习一种新的点亮小电珠的方法。
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连接、认识简单电路
（1）认识几种电器元件
①观察：电池夹、小灯座、开关。
②谈话：这是什么东西？它们有什么用？怎么用？
③讲解、演示：
电池夹：用来固定电池。在电池夹的底托上装有弹簧片，弹簧片正好紧

紧地夹在电池的正、负极处。在弹簧片的下部有螺钮（或其他装置），可以
连接导线。

小灯座：用来固定小电珠。小电珠可以拧入或插入灯座内，灯座有两个
金属片连在底托的螺钮上（或其他装置上），把导线接在底托的螺钮上，就
可以接通小电珠的灯丝。

开关：用来控制电路的通与断。在底托上也有两个接线点，当“闸刀”
合上，电流能通过，当“闸刀”抬起，电流不能通过。

④分组练习：熟悉以上三种电器元件的使用方法。（教师需巡回指导，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2）连接简单电路
①讲解：把固定在电池夹上的电池、固定在灯座内的小电珠、开关用导

线连接起来，使小电珠发出亮光。
②学生分组实验。（教师巡回指导。）
③汇报实验结果：
小电珠亮了吗？你是怎样连接的？（可以让学生在示教板上演示。）
开关是怎样控制小电珠的亮、灭的？
（3）认识简单电路
①讲解：我们所连接的是一个简单的电路，当把开关合上时，电池中的

电就从导线、开关、灯丝中流过。
②这个简单电路由哪几部分组成？
③教师小结：一个简单的电路由电池、导线、开关、小电珠（或其他用

电器）四部分组成。
2.指导学生连接由两节电池组成的简单电路
（1）讲解：在刚才连接的电路中，再增加一节电池，组成一个有两节电

池的电路。
（2）学生分组实验。（如果实验材料不足，可以两个组合为一组。）



（3）汇报实验结果：
①怎样在电路中增加一节电池？在连接这个电路时必须注意什么？（两

个电池必须正、负极首尾相连。）
②在这个电路中，小电珠的亮度有变化吗？
（4）教师小结。（评价学生的操作情况，强调电池串联的方法。）
3.指导学生连接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
（1）讲解：在实验1电路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只小电珠，使开关能同时

控制这两只小电珠的亮灭。试一试，有几种连接方法？
（2）学生分组实验。
（3）汇报实验结果。（可以让学生边汇报边在示教板上演示，应多找几

个组汇报，以便比较。）
（4）讨论：
①刚才各组汇报的方法，哪些方法是相似的？这些方法可以分为几类？
②在不同的电路中，小电珠的亮度是否相同？用哪种方法连接的电路，

小电珠比较亮？
（5）教师小结：要在一个电路中连接两只小电珠，用一个开关控制这两

只小电珠的亮灭，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把两只小电珠成串地连接在电
路里，用这种方法小电珠比较暗；一种是把两只小电珠并列地连在电路里，
用这种方法小电珠比较亮。

   
巩固、应用
1.提问：一个简单电路必须包括哪几个部分？
2.指导学生应用以上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组装一个新的电路。
（1）讲解：通过前面三个实验，同学们已经学会了连接电路的一些基本

方法。下面，要求同学们应用所学的方法，组装一个新的电路：在这个电路
中要有两节电池、两只小电珠，两个开关，每个开关能分别控制一只小电珠
的亮灭。看谁能动脑筋、想办法，组装成功。

（2）学生分组实验。
（3）汇报实验结果：
①你是怎样连接的？（在示教板上演示。）
②在这个电路中，两只小电珠是并列的还是成串地连接的？
（4）教师小结：我们家里的电路，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安装的，各种电器

并列地连接在电路里，每个开关分别控制一种电器，非常方便。（此外，还
应结合实际表扬学生肯于动脑筋、大胆尝试的创造精神，鼓励学生把所学的
知识和能力，广泛应用到学习和生活中，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布置作业
观察家里的电灯是怎样连接在电路里的？（只许看，不许拆、装。）
   
五、课后小记



3  导体和绝缘体
  

一、课文说明
本课在《电路》一课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认识物体导电性能的不同，建

立导体、绝缘体的概念，并借此向学生进行安全用电的教育。
本课与第 1、2课构成本册“电”的教学单元；从能力培养看，属于“实

验能力”和“归纳概括能力”的系列。
课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学生建立导体和绝缘体的概念。这部分内容分为三层：
1.首先告诉学生电从电线等物体中流过的现象叫导电。有了这个知识才

能做下面的实验。
2.应用简单电路，检验常见的各种物体，哪些物体容易导电，哪些物体

不容易导电。课文中所以用“容易”与“不容易”来表述，是因为物体没有
绝对不导电的，只有容易导电（电阻率较小）和不容易导电（电阻率较大）
之分。检验的结果要记在课文的记录表中，这样，便把检验的物体按导电的
难易分为两类。

3.在实验、分类的基础上建立导体和绝缘体的概念。
第二部分引导学生辨认：在常用的电器材料和电工工具中，哪些部分用

了导体材料，哪些部分用了绝缘体材料，并思考为什么这样做。这部分内容
既有联系实际认识导体、绝缘体材料及其应用的作用，又兼有进行安全用电
教育的作用，例如不能用手摸各种电器材料的金属部分，否则容易触电。

第三部分向学生进行安全用电教育。这部分内容分为两层：
1.告诉学生人体、大地、不纯净的水都是导体，当有较大电流通过人体

时，会使人受伤或死亡。这是进行安全用电教育必需的基础知识。
2.通过分析一些不符合安全用电要求的行为，向学生进行安全用电教

育。课文中四幅图所示的内容分别是：家里的电器不能乱动，更不能在这些
电器通着电时乱摆弄；不要在高压线下放风筝，高压电流可以通过风筝线传
到人体；不要用湿布或湿手擦灯泡；不要在电线上晾衣服。教学时不限于这
些内容，还可以结合学生生活实际补充一些。

   
二、目的要求
1.知道什么是导体、绝缘体，并能结合实际辨认常见的导体和绝缘体材

料。
2.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会用简单电路检验某种物体是导体还是绝缘

体）和归纳概括能力（归纳概括导体和绝缘体的性质）。
3.向学生进行安全用电教育。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分组实验材料——电池（附电池夹），小电珠（附灯座），导线，铜丝、

铁丝、铝丝、碳棒等导电材料，橡胶、塑料、木条、玻璃、布条等绝缘材料。
演示材料——钳子、螺丝刀等电工工具，开关、灯口、闸盒等电器材料。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1.谈话：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连接电路。在连接电路时，为什么总要把导

线两端的橡胶皮或塑料皮剥掉，用里面的铜丝或铝丝来连接呢？（学生会说
铜丝、铝丝能传电，橡胶或塑料不能传电。此时不必纠正“能”和“不能”
两种表述方法。）

2.讨论：怎样证明橡胶或塑料不能传电？（学生可能提出一些不同的方
法，最后集中到课本中的方法：把简单电路中的开关去掉，把橡胶或塑料接
在这个地方，看小电珠会不会亮。）

3.实验。
4.讲述：通过实验证明橡胶或塑料不能传电。严格地说，橡胶或塑料不

是绝对不能传电，只是不容易传电。物体容易不容易传电，又叫做容易不容
易导电。那么我们周围的物体，哪些容易导电，哪些不容易导电呢？在这节
课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建立导体绝缘体概念
（1）讲解：为了弄清我们周围的物体容易不容易导电，可以用刚才检验

橡胶的方法进行实验。
（2）分组实验。（除了检验教师准备的材料，学生还可以补充一些其他

材料——铅笔、橡皮、纸、硬币、钥匙、笔帽等，把检验的结果记录在课文
的记录表中。）

（3）汇报实验结果。
（4）讲述：
铜丝、铁丝、铝丝、碳棒等具有相同的性质——都容易导电，它们是同

一类物体，叫做导体。
塑料、橡胶、玻璃、木片等也具有相同的性质——都不容易导电，它们

是同一类物体，叫做绝缘体。
（5）提问：谁能用一句简单的话说明，什么样的物体是导体？什么样的

物体是绝缘体？（容易导电的物体是导体，不容易导电的物体是绝缘体。）
（6）复述练习：什么是导体、绝缘体？
（7）讲述：导电的物体，除了我们实验的几种，还有其他的物体。例如

人体、大地、不纯净的水也很容易导电，它们也是导体。
2.指导学生认识导体和绝缘体的应用
（1）出示一些电工工具和电器材料（或挂图、投影片）。
（2）讨论：
①这些是什么东西？
②在这些工具和电器材料中，哪部分用了导体？哪部分用了绝缘体？为

什么这样做？
（3）教师小结：导体和绝缘体具有不同的用途。在电器中，凡是需要电

流通过的部分，一般都要用导体。导体外部或导体间互相接触的部分一定要
用绝缘体，以防漏电。在各种电工工具中，凡是手直接触摸的部分必须用绝
缘体，这样人操作时才能安全。

3.向学生进行安全用电教育
（1）讲述：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生产和生活中使用电的地方

越来越多，必须注意安全用电。人是导体，用电时如不注意安全，就可能发



生较大电流流过人体使人受伤或死亡的事故。
（2）提问：你们知道在使用各种电器时，怎样才能安全，怎样则容易发

生触电事故？
（3）看课文中的四幅插图。
（4）讨论：这些做法对不对？为什么？
（5）教师小结：发生触电事故通常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电器质量不好，

漏电；二是缺少安全用电的知识；三是麻痹大意，违反安全用电的规定。为
此，我们要选用质量好的电器，发现电器有漏电现象不应继续使用；要努力
学习电的知识和安全用电的要求，不了解的电器不能乱动；必须提高警惕，
严格按安全用电的有关规定去做。

   
巩固
1.提问：什么是导体？什么是绝缘体？
2.用实验的方法鉴别：曲别针、塑料尺子、钢笔塑料垫板（可以任意选

择物体）是导体还是绝缘体？
   
布置作业
查看家中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电熨斗等家用电器的说明书，其中

有哪些关于安全使用的规定。
   
五、参考资料
1.导体 含有大量的可以自由移动的电子，因而能够很好地传电的物体。

金属和含有正负离子的电解质等都是良导体。
2.绝缘体 又称非导体，是具有良好的电绝缘性的物体，实用上常取玻

璃、电木、橡胶、石蜡、塑料等用作绝缘体。绝缘体只是不容易导电，并不
是绝对不导电。例如：空气是绝缘体，但在电压很高时，如放电时，也可能
被电击穿，使电从空气中流过。电器的绝缘材料上都标有耐电压数值，如
36V、220V、380V，超过了规定的电压限度，就可能导电。

   
六、课后小记



4  金属
  

一、课文说明
本课在学生学习了铜、铁、铝等金属个体知识后，指导学生学习、建立

有关金属的概念。金属是构成自然界的物质之一，向学生介绍金属知识，指
导学生研究金属的本质属性，可以使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得到提高。

本课与《生锈与防锈》两课构成一个教学单元，从能力培养来看，属于
“观察实验能力”和“归纳概括能力”系列。

课文的编写思路是：首先指导学生对铜、铁、铝三种金属的性质进行观
察、实验，找出它们性质的相同点；然后归纳概括出金属的共同性质，建立
金属的概念；最后运用所学知识，再分析认识几种生活中较常见的金属。

课文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学生通过观察和实验研究铜、铁、铝三种金属所具有的

相同性质。课文要求学生进行四个观察和实验。第一是让学生从外表对铝勺、
铜钥匙、铁钉进行观察，知道铜、铁、铝都有金属光泽；第二是让学生分别
加热铝勺、铁刀的一端，很快另一端温度会升高，这说明铜、铁、铝都容易
传热；第三是让学生把铜丝、铝钥匙连入电路中，灯泡会亮，这说明铜、铁、
铝都容易导电；第四是用铁锤锤打铁钉、铜丝、铝丝，它们会被砸扁，但不
易被砸碎，这说明铜、铁、铝都具有延展性。

最后，课文要求学生研究木棍、粉笔、瓦片等是不是也有以上这些性质，
从而强调铜、铁、铝的共性，是金属特有的。

第二部分，课文首先告诉学生，铜、铁、铝有共同性质，所以它们是同
一类物体，叫金属。接着让学生根据铜、铁、铝的共同性质，归纳概括所有
金属的共同性质：有金属光泽、容易传热、容易导电、有延展性。凡是具有
以上性质的材料都是金属。对于金属的共同性质，课文要求学生以填空的方
式写在书中空格处，以便复习巩固。

第三部分，运用已学的金属知识，再认识几种较常见的金属。课文出示
了五种物体：灯泡中的钨丝、金戒指、银手镯、焊锡中的锡、电池的锌皮，
它们都是金属制成的。学生可以根据已学的金属的性质，对这几种金属的性
质进行分析，以巩固所学的金属概念。

   
二、目的要求
1.指导学生认识金属的共同性质，建立金属概念。
2.培养学生的观察、实验能力和归纳概括能力。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1.铜钥匙、铝钥匙、铝勺、铁钉、铁刀、铜丝、铝丝、木棍、瓦片、粉

笔等供分组实验用。
2.烧杯、电池、小电珠、导线、铁锤、铁砧（或代用品），每组一个。
3.白炽灯泡、焊锡、电池等实物。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讲述：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习了铜、铁、铝的一些知识，今天我们
继续研究铜、铁、铝的一些性质。

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认识铜、铁、铝的一些共同性质
（1）认识铜、铁、铝都有金属光泽。
提问：在一年级，我们认识了铜、铁、铝。从外表观察，铜、铁、铝有

什么相同的地方？
学生观察放在桌上的一些铜、铁、铝物体后，汇报观察结果。
（学生在观察中，可能只看到这些金属的表面颜色，如铁是灰白色的，

铜是紫红色的，铝是银白色的。教师应从找相同点出发，让学生认识它们虽
然颜色各异但都具有很亮的光泽，即金属所特有的光泽——金属光泽。对一
些生锈或已氧化的金属，教师可让学生用砂纸或小刀将表层打亮，这样金属
光泽就更加明显。）

小结：铜、铁、铝都有金属光泽。
（2）认识铜、铁、铝都容易传热。
讲述：把铜丝、铁刀和铝勺的一端分别放入盛有热水的烧杯中，另一端

拿在手中，说一说你的手有什么感觉。
学生实验后，汇报实验结果。
（实验用的热水，最好在学生实验前由教师现倒，这样热水温度较高，

实验效果明显。实验前教师应教育学生注意安全，别让热水烫伤。）
小结：铜、铁、铝都容易传热。
（3）认识铜、铁、铝都容易导电。
讲述：把铜丝、铁钉和铝钥匙分别用导线与电池和小电珠连成电路，看

一看小电珠是否会亮。
学生实验后，汇报实验结果。
小结：铜、铁、铝都容易导电。
（4）认识铜、铁、铝都有延展性。
讲述：将铁钉、铜丝和铝丝放在铁砧上用铁锤锤打，看一看它们有什么

变化。
学生实验后，汇报实验结果。
（实验时要让学生注意安全，不要让铁锤砸伤手，此实验也可由教师演

示，实验前后把铁钉等出示给学生，让学生讨论，分析其共性。）
小结：铜、铁、铝都有延展性。
（5）实验：木棍、粉笔、瓦片是否具有以上性质。
讲述：刚才我们分别对铜、铁、铝进行了实验，找出了它们的一些共同

性质，请你再看一看木棍、粉笔、瓦片也有这些性质吗？
学生实验后，进行汇报。
小结：通过对木棍、粉笔、瓦片的观察和实验，我们知道它们都不具有

铜、铁、铝所共有的那些性质。
2.指导学生归纳概括金属的共同性质
（1）讲述：铜、铁、铝从表面看是不一样的，但它们有共同的性质，它

们是同一类物体，叫做金属。（板书课题）
（2）讨论：金属的种类很多，根据铜、铁、铝的共同性质，你可以推想

所有的金属有什么共同性质吗？



（引导学生概括出：金属的共同性质是：有金属光泽、容易传热、容易
导电、有延展性。

学生可能一次不能说全以上这些性质，教师可让几个学生分别说，然后
再加以总结，最后指导学生把金属的这些共同性质填写在课文中的空格里。）

3.指导学生认识几种其他的金属
看课文插图或出示实物，让学生认识金、银、锡、锌、钨等金属。可提

问学生，让他们讲一讲这些金属的性质和应用。
   
布置作业
课后搜集一些你认为是金属的东西，检验一下它们是否具有金属的性

质。
   
五、参考资料
1.金属 指金属元素的单质，是具特有光泽而不透明（对可见光强烈反射

的结果），富有展性、延性及导热性、导电性的一类物质。在常温下，除水
银外都是固体。一般经轧压、锤击、拉拔等处理即可制成各种器材。金属及
合金是现代工业的基础。金属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金属

黑色金属 铁、铬、锰等

有色金属

重金属 铜、镍、铅、锡、锌、钨、钽等

轻金属 理、钙、铝、镁、钛、铍等
稀有金属锆、铪、铌、钽、钼、铼、铀、钍等

贵金属 金、银、铂、铑、铱等

 

 

  

  

 





























金属同非金属有时难以划分，有些元素按其性质可列为金属也可列为非金
属，如砷、锑、硒、碲等。上表中有色金属的分类不是严格的科学分类，有
的金属可以跨两类（如钽既属于重金属——比重在 5以上，又属于稀有金属
——因为它稀有）。

2.常见金属表（在标准条件下）



名称 颜色
密度 克/

厘米 3
熔点℃ 物理特性

铁 灰白色 7.9 1536 坚固、延展性好、重、磁性

铜 紫红色 8.9 1083 延展性好、重、热和电的良导体

铝 银白色 2.7 660 轻、延展性好、热和电的良导体

铅 蓝白色 11.7 327 坚固、重、延展性好

锌 青白色 7.1 420 软、抗腐蚀性好、延性好

锡 浅蓝白色 7.3 232 软、抗腐蚀性好、熔点低

钨 灰白色 19.3 3400 硬、重、延性好、只在高温时才熔化

金 黄色 19.3 1063 软、延展性好、抗腐蚀性好

银 银白色 10.5 961 延展性好、热和电的良导体

镍 银白色 8.9 1455 硬、延展性好、抗腐蚀性好、磁性

铂 白色 21.4 1769 重、延展性好、只有在高温下才熔化

钙 银白色 1.5 839 软、延展性好

钠 银白色 0.97 98 很软、延性好、熔点低

汞 银白色 13.6 -39 在常温下为液体、重、有毒

   
六、课后小记



*5  生锈与防锈
  

一、课文说明
学生在上一课认识了金属的共同性质，并初步建立了金属概念。这一课

将指导学生研究一些金属在外界条件作用下发生的一种变化——生锈。金属
生锈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它会损害金属制品，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因此，研究金属生锈的原因和条件，对预防金属生锈十分有用。

本课与第 4课《金属》构成本册的“金属知识”单元。从能力培养来说，
属于“观察、实验”系列。本课是选学课。

课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学生观察一些从日常生活用品中搜集来的生锈金属制品。

例如：长有绿色铜锈的铜锁、铜钥匙，长有褐色铁锈的铁钉、铁剪子，长有
黑色铝锈的铝饭盒、铝勺。通过观察使学生认识不同金属，锈的颜色不一样。
观察后课文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我们周围的金属物品中，有的生锈了，有的
没有生锈，这是怎么回事？”目的是引导学生推想金属生锈的条件，为下一
步实验研究做准备。

第二部分指导学生进行实验，找出影响金属生锈的条件因素。课文以铁
钉为例，分四个步骤引导学生做实验，使学生通过实验归纳出影响金属生锈
的条件是：空气、水和酸。金属在有空气、有水、有酸的条件下，最容易生
锈。课文提供的实验是一组对比实验，要求学生将同样无锈的铁钉放置在不
同环境中，观察在这些条件下铁钉的变化，从中获取结论。这个实验在课堂
上不能马上显示出结果，需要几天才能完成。通过实验可以发现：泡在油中
（没有空气、水）的铁钉没有生锈；暴露在空气中的铁钉有锈，较少；泡在
水中的铁钉有锈，较少；在有水、空气的瓶中的铁钉有锈，较多；在有水、
空气、酸的瓶中的铁钉有锈，最多。这说明金属生锈与水、空气、酸三个条
件有关系，金属在有水、有空气、有酸的条件下最容易生锈。

第三部分课文以讨论和插图相结合的方式，向学生介绍了一些常见的防
锈方法。例如，电镀、涂漆、涂沥青、擦干等，要求学生运用学到的知识，
讲一讲这些方法的道理。

   
二、目的要求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知道空气、水和酸是影响金属生锈的主要原因，

了解金属防锈的常用方法。
2.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本课有两种教学方法。第一种方法，按课文顺序教学，用 2课时。第二

种方法，把研究金属生锈的对比实验作为验证性的实验，布置学生在课后进
行，用 1课时。第二种方法的教学顺序是：1.指导学生观察锈，认识锈对金
属的破坏；2.启发学生思考金属生锈的原因；3.教师讲解金属生锈的原因和
防锈的方法；4.引导学生设计实验，证明金属在有水、有空气、有酸的条件
下最容易生锈；5.布置学生课后实验。下面的课前准备和教学过程是按第一
种方法设计的。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1.一些生锈的铜、铁、铝制品，如生锈的铜锁、铜钥匙、铁剪刀、铁钉、
铝饭盒、铝勺等；放大镜。

2.每组五只玻璃瓶（其中两只带盖），五枚无锈铁钉，少量食用油、食
用醋、凉开水、冷水。

3.日常生产和生活中防锈方法的挂图或投影片。
   
四、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导入新课
讲述：一些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金属制品常常会生锈，你注意过这些金属

生的锈是什么颜色吗？金属生锈后会有什么变化？现在请你观察一下桌上的
这些生锈的金属制品，回答这两个问题。

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认识锈和锈对金属的破坏
（1）认识锈
学生观察桌上的金属制品：铜锁、铜钥匙、铁刀、铁剪子、铁钉、铝饭

盒、铝盆、铝勺。它们表面生有不同颜色的锈。
提问：通过观察，你注意到不同金属锈的颜色一样吗？它们的锈各是什

么颜色？
学生回答。
小结：不同金属锈的颜色不同。例如，铜的锈是绿色的，铁的锈是褐色

的，铝的锈是黑色的。
（2）认识锈对金属的破坏
讲述：现在请你再仔细观察一下这些金属的表面，看一看有什么变化，

是否还有光泽，是否平整，有没有小坑小洞，能不能一片片地剥下来。
学生观察。（可用放大镜）
提问：请你说一说观察结果。
学生回答。
小结：金属生锈后，表面会受到腐蚀，失去原有的金属光泽，原来平整

的表面会粗糙不平，严重的会生洞、剥落。
2.指导学生认识金属生锈的条件
讲述：你是否注意到我们周围的金属制品并不是都生锈。有的生锈了，

有的没有生锈，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请你先思考几个问题。
提问：（1）菜刀在什么情况下容易生锈？（2）自行车的哪个部分容易

生锈？（3）铝勺长期放在盛醋、碱或盐的容器里会怎样？
学生思考后回答。
谈话：同学们的回答都有一定道理，那你们是否能推想一下，金属生锈

与哪些因素有关？
学生讲自己的推想。（教师把它们写在黑板上）
谈话：同学们的推想是否正确，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对比实验来加以验

证。
讲述：这个实验可以这样来做，首先⋯⋯。（详细讲解实验的器材准备，

操作步骤，观察和记录方法，有时间可请一、两个学生朗读课文或全班学生
阅读课文。）



学生进行实验。课后观察、记录。
（由于“铁钉生锈”的实验在课堂上并不能立即显示出结果，因此在学

生完成了实验操作后，教师要把他们的实验布置在教室一角，以便课后进行
观察。）

   
第二课时
提问：通过一周的观察，你们实验中的五枚铁钉都有什么变化，请你们

汇报一下。
每组选代表汇报。（教师把学生汇报结果填在黑板画好的大记录表中。）
谈话：从这个实验结果，你们能总结出金属在什么条件下最容易生锈吗？
学生讨论后回答。
小结：通过实验，我们证明了：金属在有空气、有水、有酸的条件下最

容易生锈。
学生填写课文填空。
3.指导学生认识防止金属生锈的方法
提问：请你讲一讲在生产和生活中都有哪些防止金属生锈的方法，它们

都是出于什么道理。
学生举例回答。
小结：在生产和生活中，防止金属生锈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电镀、涂

漆、涂沥青、擦干、加膜覆盖等。（出示挂图或投影片）
   
巩固
提问：金属生锈的条件是什么？
   
布置作业
观察你周围金属制品的生锈情况及造成的破坏，想想怎样保护它们不再

继续生锈。
   
五、参考资料
锈 金属在含有酸性气体的潮湿空气、水或泥土中被氧化，在其表面形成

一层氧化物、含水氧化物，总称为锈。例如，铁在含有二氧化碳的潮湿空气
中被氧化，在其表面形成的褐色鳞片层，即为铁锈，铁锈的主要成分是水合
氧化铁。金属生锈后，原来的光泽会失去，严重的会表面粗糙不平、生洞、
剥落。

   
六、课后小记



*6  发霉
  

一、课文说明
食物发霉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每个学生都会见到。但对食物发霉的原

因，学生大概就很难讲清。本课就是要通过简单的实验，使学生了解食物为
什么会发霉，知道造成食物发霉的环境条件，从而学会在生活中如何防止食
物发霉。

本课是选学课。从知识上要教给学生一些浅显的微生物知识，使学生了
解影响食物发霉的因素。从能力培养来看，属于“观察、实验”系列，着重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实验能力。

课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让学生观察一些发霉的食物，指导学生认识霉的颜色和形

状。课文上图是一幅学生培养霉的情景图，桌上放的食物都是一些易于发霉
的食物，如桔子、面包、西红柿酱、蛋糕、白薯等，学生把这些食物放在潮
湿的瓶中，一段时间后它们就会发霉。课文的下图是发霉的桔子和梨的照片，
目的是让学生观察后认识霉。课文文字对霉进行了简单定义：霉是一种生物，
由于它很小，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所以通常叫它微生物。

第二部分指导学生进行对比实验，找出食物发霉的条件。课文以馒头为
例，分五个步骤引导学生实验。（1）选 4块馒头片（或用其他容易发霉的食
物），分别贴上号码；（2）在 1、3 号上滴水，将 2、4 号烤干；（3）将 4
块馒头片分别装入袋中；（4）将 1、2号放在暖气上（或其他温度较高的地
方），3、4 号放入冰箱里；（5）几天后，观察 4 块馒头片，看一看发生了
什么变化，并记录下来。课文提供了一个观察记录表，表中列出了每块馒头
片的环境条件，让学生记录发霉情况，从而找出食物发霉的原因——食物发
霉与温度和湿度有关，在温暖和潮湿的条件下容易发霉。

第三部分首先通过讨论，让学生说说其他物品是否也会发霉，它们发霉
是在什么环境下，课文例举了一些日常生活中发霉的物品，如衣服、鞋、书、
木头等。接着课文向学生提出了怎样防止食物和物品发霉的问题，目的是使
学生能够运用已学到的知识来处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二、目的要求
1.使学生知道霉是一种微小的生物，以及霉的生长条件，了解防止物品

发霉的方法。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实验能力。
   
本课有两种教学方法。第一种方法，按课文顺序教学，用 2课时。第二

种方法，把研究霉的生长条件的对比实验作为验证性的实验，布置学生在课
后进行，用 1课时。第二种方法的教学顺序是：1.指导学生观察各种霉的形
态，使学生知道霉是微生物；2.启发学生根据已有经验，思考在什么条件下
容易发霉；3.教师讲解霉的生长条件，讨论防止物品发霉的方法；4.引导学
生设计实验，证明食物发霉与温度和湿度有关系；5.布置学生课后实验。下
面的课前准备和教学过程是按第一种方法设计的。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1.一些发霉的食品，如桔子、面包、西红柿酱、蛋糕、白薯等。（需提

前培养。）
2.每组 4 块馒头片，写有 1、2、3、4 的号码纸片，4 个塑料袋，滴管、

水、烤干炉。
3.日常生活中的发霉物品实物或挂图、投影片。
   
四、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导入新课
讲述：家中的食物，放一段时间常常会发霉。霉是什么东西，食物为什

么会发霉？今天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板书课题）
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认识霉
谈话：在各组的桌上，都有一些发霉的食品。看看都是什么食品。用放

大镜仔细观察，看一看霉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
学生观察。
提问：谁能把观察结果向大家描述一下？
学生回答。
小结：霉是一种生物，它非常小，用眼睛很难直接看清，必须要借助显

微镜，所以通常叫它微生物。霉的种类很多，颜色各异，有青绿色、黄色、
黑色、白色等，形状有绒毛状、蛛网状、絮状等。

2.指导学生认识霉的生长条件
谈话：你注意过食物在什么条件下存放容易发霉吗？下面我们通过一个

对比实验来研究这个问题。
讲述：这个实验要这样来做，首先⋯⋯。（详细讲解实验的器材、操作

步骤和观察记录方法。）
学生分组准备实验材料。要求学生严格按实验要求操作。课后仔细观察、

记录。
   
第二课时
提问：通过对实验的观察，你发现 4块馒头片都有什么变化，哪一块长

了霉？
每组选代表汇报。（教师把学生汇报的结果填写在黑板画好的大记录表

中。）
谈话：从这个实验中，你们能总结出食物发霉与什么有关系吗？
学生讨论后回答。
小结：通过实验，我们证明了，食物发霉与温度和湿度有关系，食物在

温暖潮湿的条件下容易发霉。
学生填写课文填空。
3.指导学生认识其他物品也会发霉
谈话：在生活中，除了食物外，你还见到过其他发霉的物品吗？请你讲

一讲，另外再想一想它们发霉是在什么环境下发生的。
学生讨论后回答、举例。



小结：在生活中很多物品在温暖和潮湿的条件下都会发霉。如衣服、鞋、
书、木头等。（出示实物、挂图或投影片）

4.指导学生了解防止物品发霉的方法
谈话：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食物和物品发霉的条件，你们能说一说如何

才能防止食物和物品发霉吗？
学生讨论后回答。
小结：由于物品在温暖、潮湿的条件下容易发霉，所以，要防止物品发

霉，必须注意使物品不受潮，保持干燥。食物可以放在低温环境中（如冰箱）。
   
巩固
提问：
1.发霉的条件是什么？
2.防霉的方法是什么？
   
布置作业
查看你周围的食物和物品有没有发霉或存在发霉条件，设法防止它们发

霉。
   
五、参考资料
霉菌 凡是能形成绒毛状、蛛网状、絮状菌丝体的真菌都叫霉菌。霉菌常

在湿热的环境下生长，食品、衣物、皮革是霉菌最易生长的地方。常见的霉
菌有：青霉、根霉、毛霉、曲霉等。霉菌可以损害物品，使人生病（头癣、
手癣等）；也可以用于食品加工（酿酒，制酱油、腐乳等）、制造抗生素（青
霉素等）。

   
六、课后小记



7  它是什么
  

一、课文说明
本课通过指导学生学习判断“它是什么”，培养他们的演绎推理能力。
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方法，是人们在应用已有知识解决各种

实际问题时必须用到的一种逻辑思维方法。例如，学生在判断某个物体或某
种自然现象是属于哪一类自然事物时，在解释某种自然现象时，在预测某种
自然现象是否会发生时，在根据某种想法设计实验时，在根据某种原理进行
科技小制作时，都需要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把个别的事物与他们已有的、相
应的、一般性的知识联系起来，看这些个别的事物是否符合一般的规律，然
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是或不是，行或不行，好或不好，会或不会等）。

本课与《鱼》、《爬行动物》属一个教学单元；从能力培养看，属于“演
绎推理能力”的系列。

本课的思路是：先通过具体的例子教给学生演绎推理的方法，然后指导
学生反复进行练习。这是根据技能形成的心理过程编写的。课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学生学习判断“它是什么”这类问题的思维方法，重点是
演绎推理的方法。这部分内容分为两层：

1.判断羊是哪类动物。要解决这个问题，通常需要经过三个步骤：
（1）根据动物分类的一般标准（学生仅学过根据动物的外形特征和繁殖

方式进行分类）对羊进行观察，观察羊的外形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繁殖后
代的。

（2）思考羊的外形特征和繁殖方式与哪一类动物的共同特征相符合。（学
生不难想到是与哺乳动物的共同特征相符合。）

（3）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把羊的特征与哺乳动物的共同特征联系起
来，得出羊属于哺乳动物的结论。其推理的过程是：

凡是身体表面长毛、胎生、哺乳的动物都是哺乳动物，羊身体表面长毛、
胎生、哺乳，所以羊是哺乳动物。

2.判断蝙蝠是不是鸟。要解决这个问题，通常也要经过三个步骤：
（1）想一想鸟有什么共同特征。
（2）观察蝙蝠是不是有这些特征。
（3）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把鸟的共同特征与蝙蝠的特征联系起来，得

出蝙蝠不是鸟的结论。其推理的过程是：
凡是鸟都有羽毛，蝙蝠没有羽毛，所以蝙蝠不是鸟。
以上两个问题的推理过程是一样的，都是三段式演绎推理。这两个推理

也有不同之处：第一个推理的两个前提都是肯定的，推导出的是肯定的结论；
第二个推理的两个前提中，有一个前提是否定的，推导出的必然是否定的结
论。

第二部分是三个利用演绎推理进行判断的练习，目的在于通过反复练
习，使学生进一步学会这种思维方法。

1.判断碳棒是不是导体。推理的过程是：凡是容易导电的物体都是导体，
碳棒容易导电（通过实验可以知道），所以碳棒是导体。

2.判断萝卜是不是果实。推理的过程是：因为果实内部都有种子，萝卜
内部没有种子，所以萝卜不是果实。

3.判断这个物体是不是铁的。推理的过程是：因为铁的物体都能被磁铁



吸起，这个物体能被磁铁吸起（通过实验可以知道），所以这个物体是铁的。
教学时不限于这几个练习，可以补充，也可以参照这几个练习重新设计。
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开始阶段，通常是通过语言训练来进行的。只

有让学生用语言把他们的思维过程表达出来，才能知道他们的思维是否合乎
逻辑。因此，在本课教学中，不仅要求学生能对书本中的几个问题做出正确
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要求他们把思维的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当学生从不合
乎逻辑到合乎逻辑，从不熟练到熟练地表达某个问题时，他们的逻辑思维能
力就得到了锻炼和发展。

学习三段式演绎推理，在开始阶段，师生可能会感到很繁琐，有些絮叨，
但这是必由之路。只有通过严格的、反复的练习，才能达到熟练，成为一种
思维技能。

   
二、目的要求
通过本课教学，培养学生演绎推理的能力，复习巩固曾经学习过的知识。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1.分组实验材料：电池、导线、小电珠、碳棒。
2.挂图或投影片：母羊给小羊哺乳、蝙蝠。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讲述：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这是哪一类物体，那是哪一类物

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那个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有人能正确
回答，有人却不能正确回答。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
要有一定的知识，还得会思考。这节课，我们就学习怎样思考这些问题。

学习新课
1.学习判断羊是哪类动物
（出示母羊给小羊哺乳的挂图或投影片。）
（1）提问：
① 羊属于哪类动物？
②为什么羊属于哺乳动物？你是怎样想的？
（2）讲解：
①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详见课文说明。）
②思考这个问题的推理过程。（详见课文说明。）
（3）练习：按照演绎推理的过程，说明羊为什么属于哺乳动物。（先找

3—4个学生说，然后全体学生齐说。）
2.学习判断蝙蝠是不是鸟
（出示蝙蝠图片。）
（1）提问：
①蝙蝠是不是鸟？
②为什么蝙蝠不是鸟？你是怎样想的？
（2）讲解：
①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详见课文说明。）



②思考这个问题的推理过程。（详见课文说明。）
（3）练习：按照演绎推理的过程，说明蝙蝠为什么不是鸟。（先找 3—

4个学生说，然后全体学生齐说，推理过程、用词都应严格要求。）
   
巩固
1.讲述：今天我们学习了判断一个物体属于哪类物体、是不是某类物体

的方法。下面我们练习应用这种方法解释一些问题。
2.练习：
（1）碳棒是不是导体？为什么？
（2）萝卜是不是果实？为什么？
（3）这个物体是不是铁的？为什么？
   
布置作业
自己再找一些物体，应用本课学习的方法，判断它们是属于哪类物体？

为什么属于那类物体？
   
五、参考资料
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推理的主要形式是三段论，

由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部分组成。例如：
（1）所有的昆虫都是 6条腿，（大前提）
竹节虫是昆虫，（小前提）
所以竹节虫一定是 6条腿。（结论）
（2）凡是长羽毛的动物都是鸟，（大前提）
企鹅是长有羽毛的动物，（小前提）
所以企鹅是鸟。（结论）
（3）凡是容易导电的物体都是导体，（大前提）
棉线不容易导电，（小前提）
所以棉线不是导体。（结论）
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是一般性的规律，小前提是具体事物的性状。由于一

般包括了个别，凡是一类事物共有的属性，其中每一个别事物必然具有。所
以当前提正确、推理形式合乎逻辑的时候，推出的结论必然是正确的。

演绎推理是一种重要的认识方法，可以使人从一般性的原理推导出某种
个别事物有无某种性状或属于哪类物体。

演绎推理是逻辑证明的工具，人们可以选取确实可靠的命题作为前提，
经过推理证明或反驳某个命题。

演绎推理是作出科学预见的一种手段。把一般原理运用于具体场合，作
出正确的推论，就是科学预见。

演绎推理是设计实验、发展假说的一个必要环节。科学假说需要经过实
践的检验，检验的方法就是：以假设的理论为大前提，根据不同的条件，推
导出可以相比的结论，从而设计对比实验，加以证明。

   
六、课后小记



8  鱼
  

一、课文说明
本课在低年级《金鱼》一课的基础上，通过指导学生观察、比较几种不

同的鱼，概括鱼类在外形和繁殖方面的共同特征，建立初步的“鱼”的概念。
本课与《爬行动物》一课，构成本册“动物”教学单元；从能力培养看，

属于“归纳概括能力和演绎推理能力”的系列。
课文是按照观察、比较、归纳、概括、判断的思路编写的。课文分为两

个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学生建立鱼的初步概念。这部分内容可以分为三层：
1.观察、比较四种鱼在外形和生活环境方面的共同特征。图中的四种鱼

分别是：草金鱼、鲤鱼、鲫鱼和黄花鱼。通过观察、比较，希望学生发现：
它们身体表面都有鳞，头部都有鳃，都是用鳍运动，终生生活在水里。

2.指导学生认识鱼的繁殖方式。通过观察鲤鱼繁殖的插图，使学生知道
鲤鱼是靠卵繁殖的；在此基础上，启发学生联系已有经验，认识其他的鱼也
是靠卵繁殖的。（个别的鱼也有卵胎生的，卵在母体内先孵化成小鱼再生出
来，但这与哺乳动物的胎生是有根本区别的。）

3.指导学生归纳鱼的共同特征：身体表面有鳞，头部有鳃，靠鳍运动，
终生生活在水里，用卵繁殖后代。在此基础上，建立鱼的概念。

第二部分运用已理解的关于鱼的共同特征进行演绎推理，判断哪些动物
是鱼？哪些动物不是鱼？并说明为什么？其中金枪鱼、旗鱼、带鱼、比目鱼
是鱼，因为这些动物都符合鱼的共同特征。乌贼、章鱼、鲸鱼不是鱼，因为
乌贼、章鱼无鳞，靠喷水或腕足运动，鲸鱼是胎生、哺乳、无鳞、无鳃、用
肺呼吸。

   
二、目的要求
1.指导学生认识鱼类的外形及繁殖的共同特征。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初步的归纳概括能力和演绎推理能力。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鱼的挂图或投影片。此外，可以让学生带几种家里养的鱼，还可以从市

场上买几种不同的小鱼。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谈话：以前我们观察过金鱼，今天我们来认识更多的鱼。（板书课题）
学习新课
1.认识几种常见的鱼
（1）看书中的图，或看挂图、投影片、活鱼。
（2）谈话：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3）讲述：告诉学生这些鱼的名字。
2.比较这些鱼在外形和生活方面的共同特征
（1）讨论：



①这些鱼的外形虽然不十分相同，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特征？（如果学生
说的不太好，需要启发学生想什么是共同特征。）

②这些鱼生活在什么地方？（江、河、湖、海里，总之都是水里。）能
在陆上生活吗？

③它们靠什么运动？
（2）教师小结：通过讨论我们知道这几种鱼在外形方面具有以下共同特

征——身体表面有鳞，头部有鳃，长有鳍。其他动物不会同时具有这些特征。
另外，它们终生生活在水里，与哺乳动物、鸟、青蛙、蜗牛、蟋蟀等动物相
比，也是特有的。

3.了解这几种鱼的繁殖方式
（1）看书中的鲤鱼繁殖图。
（2）提问：
从图中看，鲤鱼是怎样繁殖后代的？
你们知道其他三种鱼是怎样繁殖后代的吗？
（3）教师小结：这几种鱼都是用卵繁殖后代的。
4.认识鱼类的共同特征，形成鱼的概念
（1）讲述：通过以上观察、比较，我们知道了这四种鱼在外形和生活环

境、繁殖后代方面的共同特征。自然界鱼的种类很多，你能根据对这四种鱼
的研究，推想所有的鱼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2）学生讨论、发言。
（要引导学生按照归纳推理的方法，由个别到一般地进行表述）
鲫鱼、鲤鱼、草金鱼、黄花鱼，身体表面都有鳞，头部都有鳃，都靠鳍

运动，终生都生活在水里，都用卵繁殖后代。
由此可以推想：鱼身体表面有鳞，头部都有鳃，都靠鳍运动，都是终生

生活在水里，用卵繁殖后代。
（3）教师小结：凡是身体表面有鳞、头部有鳃、靠鳍运动、终生生活在

水里、用卵繁殖后代的动物都是鱼（少数种类无鳞）。
（4）指导学生填写课文中关于鱼的共同特征的空白。
   
巩固、应用
1.提问：具有什么特征的动物是鱼？
2.判断：图中动物，哪些是鱼？哪些不是鱼？
要求学生按照演绎推理的思维方法进行判断，为了简化，可以只根据鱼

的外形特征或繁殖方面的特征进行判断。例如：
凡是身体表面有鳞、头部有鳃、靠鳍运动的动物都是鱼，
   
金枪鱼身体表面有鳞、头部有鳃、靠鳍运动，
所以金枪鱼是鱼。
   
凡是鱼都是靠鳍运动，
章鱼没有鳍，
所以章鱼不是鱼。
   
凡是鱼都是靠卵繁殖后代的，



鲸是胎生的，
所以鲸不是鱼。
   
布置作业
搜集各种鱼的图片，贴成图集。
   
五、课后小记 9



9  爬行动物
  

一、课文说明
本课指导学生认识一些常见的爬行动物，建立爬行动物的初步概念。
爬行动物的知识虽然学生在本课初次接触，但儿童对壁虎、乌龟、蛇等

动物已有不少感性认识，这些认识多来源于自己的生活实践或其他传播媒
介。

本课与《鱼》构成本册的“动物”教学单元。从能力培养上看可以归为
“归纳概括能力和演绎推理能力”的系列。

课文是按照观察、比较、归纳、概括、判断的思路编写的。课文分为两
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学生建立初步的“爬行动物”的概念。这部分内容分为三
层：

1.分别观察、研讨壁虎、乌龟、蛇生活的环境，身体构造的特点和运动
的特点。

2.指导学生认识壁虎、乌龟、蛇的繁殖方式。这三种动物虽然也是产卵
繁殖的，（个别有卵胎生的）但与昆虫、鱼、两栖动物的卵不同，它们的卵
有坚韧的外壳，产在陆地上，并且直接孵化出与亲体相同的小动物。它们的
卵与鸟的卵也不同，没有坚硬的石灰质的外壳。

3.归纳、概括壁虎、乌龟、蛇的共同特征，建立“爬行动物”的概念。
根据这三种动物都是爬行的共同特征，人们把它们归为一类，叫做爬行动物。
但是爬行动物不只“爬行”这一个特点，要全面把握它们的共同特征：身体
表面有鳞或甲，腹面贴地爬行，用卵繁殖后代。在这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概括
出：凡是具有以上这些共同特征的动物都是爬行动物。

第二部分让学生运用爬行动物的概念经过演绎推理，判断哪些动物是爬
行动物，哪些动物不是爬行动物，并说明为什么。其中蜥蜴、海龟、扬子鳄、
鳖是爬行动物；蜈蚣、蚯蚓不是爬行动物。

   
二、目的要求
1.指导学生认识爬行动物的外形和繁殖的共同特征，建立初步的“爬行

动物”的概念。
2.培养学生观察、比较能力和归纳、概括、推理等思维能力。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1.挂图或投影片——壁虎、乌龟、蛇的外形及繁殖。
2.如有条件，可准备爬行动物的标本和有关爬行动物生活的录像片。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1.出示挂图或投影片——壁虎、乌龟、蛇。
2.提问：你认识这几种动物吗？说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属于哪类动物？
3.讲述：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这几种动物。
学习新课



1.观察壁虎、乌龟、蛇的生活环境、外形和运动方式
（1）壁虎
① 壁虎生活在什么地方？它吃什么？
② 壁虎的身体是什么样的？（重点是身体分为头、颈、躯干、四肢、尾

五部分，身体表面有细鳞。）
③ 壁虎怎样运动？（腹面贴墙爬行）为什么壁虎在墙上掉不下来？（趾

下皮肤有很多横褶，起吸盘作用。）
（2）乌龟
① 乌龟生活在什么地方？它吃什么？
② 乌龟的身体是什么样的？（重点是身体分头、颈、躯干、四肢、尾五

部分，身体表面有硬壳，即甲。）
③ 乌龟怎样运动？（腹面贴地爬行。）
（3）蛇
① 蛇生活在什么地方？它吃什么？
② 蛇的身体是什么样的？（重点是身体明显分为头、颈、躯干、尾四部

分，无足（已退化），身体表面有鳞。）
③ 蛇怎样运动？（腹面贴地或树木爬行。）
2.认识壁虎、乌龟、蛇是怎样繁殖后代的
（1） 看书中插图（上图），说一说壁虎是怎样繁殖后代的？
（壁虎一般将卵产在石缝或砖缝里，卵有坚韧的外壳，在自然温度下孵

化出小壁虎。）
（2）看书中插图（下图），说一说蛇是怎样繁殖后代的？
（蛇一般产卵在草丛里，卵在自然温度下孵化出小蛇。个别种类的毒蛇

有卵胎生的，是卵在母蛇肚子里孵化后生出小蛇的。）
（3）看书中插图（中图），说一说乌龟是怎样繁殖后代的？
（乌龟一般产卵在河、湖岸边，卵在日光温度下孵化出小乌龟。）
3.归纳壁虎、乌龟、蛇的共同特征
（1）讨论：壁虎、乌龟、蛇这三种动物，表面看来很不一样，仔细比较

一下，有什么相同点？（学生只能说出“爬行”、“卵生”，不会说出身体
表面的共同特征，因为这三种动物身体表面不是完全相同的，有的是鳞，有
的是甲。）

（2）讲解：
壁虎、乌龟、蛇这三种动物，虽然外形相差很大，但它们之间却有共同

点：都是腹面贴着地爬行，都是卵生，所以可以把它们归为同一类动物。人
们根据它们都是爬行这一特点，给它们取名叫做“爬行动物”。（板书课题。）

另外，它们身体表面不是有鳞，就是有坚硬的外壳——甲，这也是爬行
动物的共同特征。

4.建立初步的爬行动物的概念
（1）讨论：
① 爬行动物有哪些共同特征？
（明确后，引导学生填写课文中关于爬行动物共同特征的空白。）
③ 根据爬行动物的共同特征说一说，什么样的动物属于爬行动物？
（2）教师小结：凡是身体表面有鳞或甲、爬行、用卵繁殖后代的动物都

是爬行动物。



   
巩固
1.提问：
① 爬行动物有什么共同特征？
② 什么样的动物是爬行动物？
2. 判断：图中这些动物，哪些是爬行动物，哪些不是爬行动物？为什么？
（注意学生的表述方法是否合乎逻辑。推理方法与“鱼”一课相同。）
3.讨论：能不能说“只要是爬行的动物就属于爬行动物”？为什么？
   
布置作业
搜集各种爬行动物的图片，贴成图集。
   
五、课后小记



10  物体的热胀冷缩（一）
  

一、课文说明
物体的热胀冷缩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本课与 11 课指导学生认识物

体一般都是有热胀冷缩的性质。这两课与 12、13 课，构成本册教材的“热”
教学单元；从能力培养看，属于“实验能力”和“归纳概括能力”的系列。

教材编写的思路是：首先从学生生活经验入手，通过一种常见的现象提
出问题，然后指导学生用实验的方法对该现象进行研究。实验时，先使用一
种典型材料进行实验，然后再利用多种材料进行实验，最后在实验的基础上
进行归纳概括，得出问题的结论。

课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学生认识液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这部分内容分为四层：
1.提出问题——壶中的水还没有烧开，为什么会往外溢。
2.指导学生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探究过程包括三个步骤：
（1）观察实验：烧瓶中的水在受热、受冷时有什么变化。通过实验可以

看到：把装有水的烧瓶放入热水中，细玻璃管内水柱上升；把上述实验装置
放入冷水中，细玻璃管内水柱下降。这个实验有模拟壶水受热的意思，烧瓶
好像一个透明的壶，热水是热源。瓶口的细玻璃管是为了更明显地观察水的
体积变化。这个实验运用了对比实验的方法，通过对比的方法，可以更好地
说明玻璃管内水柱的升降是与受热、受冷有关系。

（2）对以上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玻璃管内水面的升降说明烧瓶内水的
体积大小有变化，而不是水的多少有变化，因为烧瓶口是密封的，外面的水
进不去，里面的水也出不来。由于以上变化是在冷热不同的条件下发生的，
由此可以推想水的体积变化与冷热条件有关系，受热时体积胀大，受冷时体
积缩小。

（3）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水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3.运用以上知识和方法，探究煤油、酒精等液体是不是也有热胀冷缩的

性质，这是认识的扩展，能力的迁移。这个步骤很重要，只有认识了水、煤
油、酒精等不同的液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下一步的归纳才能有根据。

4.根据水、煤油、酒精都有热胀冷缩性质，应用归纳的方法，得出“液
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的结论。

第二部分指导学生认识固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这部分内容在课文中虽
然文字不多，实际上也包括三层：

1.提出问题。学生在认识了液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以后，很自然地会想
到固体、气体是不是也有这种性质。

2.实验探究。在实验中可以看到：金属球刚好能从金属环中通过，把金
属球加热之后就通不过了，把金属球在水中冷却之后又能通过。这个实验材
料要求比较高，实验方法比较复杂（学生还没有学过使用酒精灯），教学时
宜于采用教师演示的方法。从认识过程来说，从一种现象就得出一个结论，
显得有些欠缺，有条件时最好再补充一个实验，例如用圆金属片做固体热胀
冷缩实验。

3.通过对实验的分析，得出固体有热胀冷缩性质的结论。
   
二、目的要求



1.指导学生认识液体、固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2.训练学生实验操作的技能；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同类现象的共同点，发

现其规律的思维能力。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1.分组实验材料：液体热胀冷缩实验装置（烧瓶、细玻璃管、胶塞）、

大烧杯（2个）、水、煤油、酒精、暖壶（内装热水）。
2.演示实验材料：固体热胀冷缩实验装置（金属球、金属环等）、酒精

灯、火柴。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1.谈话：烧开水的时候，壶里装了一满壶水，当烧了一会儿，常会看到

什么现象？（水往外溢。）
2.讨论：壶里的水为什么会往外溢？
（启发学生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出解释，学生会说：因为水变多了，水占

的地方变大了，水里有热气⋯⋯这些解释实际是一些假设，有了这些假设，
便可以创设一个探究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更好地进行本课
的探究活动。）

3.讲述：究竟壶里的水为什么会溢出来呢？这节课我们就研究这个问
题。

   
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认识水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1）讲解：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来做个实验。用烧瓶代表壶，在烧瓶内装满水，

为了便于观察，把水染红；用中间插有细玻璃管的胶塞塞紧瓶口，这时红水
会升到细玻璃管中，用皮筋或线在玻璃管的液面处作一个记号。

在两个烧杯中分别倒入热水和冷水；先把这个实验装置放入热水中，观
察会发生什么现象；然后再把这个实验装置放入冷水中，观察会发生什么现
象。

（2）学生分组实验。
（3）汇报实验结果。
（4）讨论：
①玻璃管内水面上升，说明水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不是烧瓶里的水增多

了？为什么？（通过讨论使学生认识是水的体积变大了，体积变大叫做体积
膨胀。教“膨胀”这个词。）

② 玻璃管内水面下降，说明水发生了什么变化？（通过讨论使学生认识
水的体积变小了，体积变小叫做体积收缩。教“收缩”这个词。）

③ 烧瓶里的水在什么条件下体积膨胀？在什么条件下体积收缩？
④ 把水的体积变化和所需要的条件联系起来，说说水有什么性质？
（5） 教师小结：通过以上实验，说明水有受热体积膨胀、受冷体积收

缩的性质。简单说，水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6） 讨论：现在再来解释一下，烧开水时，壶里的水为什么会溢出来？
2.指导学生认识液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1）谈话：当你知道了水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后，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
（2）讲述：当我们知道水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后，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其他

的物体——酱油、醋、桔汁、煤油、酒精等，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性质。下面，
我们就用研究水的方法，研究煤油、酒精是不是也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3） 学生分组实验。（有的组实验煤油，有的组实验酒精。实验装置
不一定非用烧瓶，可以用试管、小玻璃瓶，配上相应的塞和细管，同样可以
达到实验效果。实验装置最好在课前装好。）

（4）汇报实验结果。
（5）讨论：
① 现在你已经知道水、煤油、酒精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水、煤油、酒

精又都是液体。根据这些事实，你可以推想出什么？
② 你是怎样想的？（引导学生按照归纳推理的方法进行表述。）
（6）教师小结：通过以上研究，我们知道液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如

果我们用其他液体做上面的实验，都会看到相同的结果。
（7）指导学生在课文中填写这个问题的结论。
3.指导学生认识固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1）讨论：
① 当你知道液体具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后，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
② 你认为固体会不会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2） 讲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做个实验。这里有一个金属

球，我们知道它是固体，还有一个金属环，金属球刚好能从金属环中通过。
我们就用这个装置来实验。

（3）讨论：你认为这个实验应该怎样做？根据什么现象能知道固体的金
属球有没有热胀冷缩性质？

（4）演示实验：
①把金属球在酒精灯上加热（加热多长时间合适，要在课前通过实验掌

握规律），然后放到金属环上，金属球不能通过金属环。
②把金属球放在冷水中，使其冷却，再放到金属环上，金属球又能通过

金属环。
（5）讨论：以上实验说明什么？
（6）教师小结：通过以上实验，我们知道固体也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7）指导学生在课文中填写这个问题的结论。
   
巩固
提问：
1.通过本课学习，你知道液体、固体有什么性质？2.这个性质是说明液

体和固体哪方面的变化？这个变化与什么条件有关系？
   
五、课后小记



11  物体的热胀冷缩（二）
  

一、课文说明
本课继第 10 课，指导学生认识气体的热胀冷缩性质，进而认识物体一般

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课文可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学生认识气体的热胀冷缩性质。这部分内容是按照“问题-

假设-实验-结论”的过程编写的。这部分内容分为四层：
1.提出问题——踩瘪的乒乓球，用热水一烫就鼓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2.要求学生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由于学生还不知道空气有热胀冷缩的

性质，因此他们的解释只能是一种猜想、假设，但这很重要，没有一个初步
的假设（无论正确与否），就无法设计实验进行验证。课文中举出了两种解
释，目的在于引导学生的思路。学生的想法不见得只有这两种，教学时应让
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想法，不要限制学生的思路。

3.指导学生设计实验。为了启发学生的思路，课文提出三个问题，帮助
学生思考。这三个问题是设计空气有没有热胀冷缩性质的实验必须考虑和设
法解决的问题。

（1）用什么容器。可以用烧瓶、试管、玻璃瓶、软塑料瓶、软包装饮料
盒。易拉罐⋯⋯无论什么容器都得设法密封，用胶塞、胶布、瓶盖、胶泥等。

（2）用什么方法使空气受热、受冷。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热水和冷水。
通常不必用酒精灯加热。烧瓶内的空气，用手捂，就可以使其受热。

（3）怎样发现空气的体积是不是有变化。这个问题最难，由于空气是看
不见的，只能借助容器或其他物体的变化，判断空气的体积是否有变化。通
常使用这样几种方法：

①通过容器的鼓、瘪来发现。空气总是充满容器的空间，当容器变瘪时，
说明空气体积变小；当容器变鼓时，说明空气体积变大。这种方法适于用软
塑料瓶、软包装饮料盒、易拉罐做实验。实验时把容器先压瘪一些再密封，
放在热水中变会变鼓，放在冷水中又会变瘪。

② 通过其他能鼓、瘪的物体来发现。一般用小气球，将它套在烧瓶（或
其他瓶子）的口上。把烧瓶放入热水中，气球会变鼓，说明瓶内的空气体积
变大；把烧瓶放入冷水中，气球又会变瘪，说明里面的空气体积变小了。

③ 通过连在容器上的玻璃管中的液柱的移动来发现。在烧瓶口塞一胶
塞，胶塞中间插一根弯曲的玻璃管，在玻璃管内滴一滴红色的水（这滴水既
是观察的标志，又起到密封的作用）。用双手捂住烧瓶，玻璃管内的水滴会
向外移动，说明瓶内空气受热体积膨胀了；放开双手，或把烧瓶放入冷水中，
玻璃管内的水滴会向内移动，说明瓶内空气受冷体积收缩了。这种方法学生
不容易想到。

学习设计实验是本课教学的一个重点，教学时应启发学生广开思路，动
脑筋想办法（无论这些方法是否合理、可行），然后在教师引导下，使这些
方法逐渐完善，这是这部分教学内容的意图。

4.通过实验得出结论：空气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第二部分指导学生认识物体一般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这个结论是建立

在液体、固体、气体都有热胀冷缩性质的基础上的，是对前面三个性质的归
纳和综合。这个结论也应启发学生自己得出。



第三部分指导学生应用物体热胀冷缩的性质，解释几个生产中的实际问
题。课文设计了三个问题：1.使用热结合的方法安装火车轮箍。安装时将轮
箍加热，使其热胀后装在轮上，冷却后轮与轮箍结合严紧，十分牢固。2.铁
路钢轨间留有胀缩缝，是为了防止钢轨热胀冷缩时出现钢轨弯曲或拉断。3.
电线杆之间的电线，夏季由于热胀的缘故，电线较松，冬季由于冷缩的缘故，
电线紧绷。

   
二、目的要求
1.指导学生认识气体的热胀冷缩性质，进而认识物体一般都有热胀冷缩

的性质。
2.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学习实验操作和设计实验）、归纳概括能力和

解决问题能力。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1.演示实验材料——乒乓球、烧杯、热水。
2.分组实验材料——证明空气有热胀冷缩性质的实验材料。（可供学生

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实验，各组材料有相同的，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课文插
图介绍的材料可供参考。）

3.插图或投影片——物体热胀冷缩性质在生活和生产中的应用。
学生准备：设计证明空气是否有热胀冷缩性质的实验，并搜集所需材料。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1.提问：液体和固体在冷热变化时有什么性质？
2.演示实验：瘪乒乓球放入热水中变鼓。
3.讨论：
（1）为什么瘪乒乓球会变鼓？
（2）是乒乓球的外皮受热膨胀变鼓了，还是乒乓球内的空气受热膨胀把

球的外皮胀鼓了？
（3）你认为空气有没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4.讲述：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空气是否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认识空气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1）讲解：究竟空气有没有热胀冷缩的性质，需要通过实验来证明。
（2）讨论：
① 你认为可以怎样实验？（先让学生说一说，了解一下学生的想法，再

讨论以下具体问题。）
②空气是会流动的，必须把它装在一个容器里，用什么容器呢？怎样保

证容器里的空气多少不变？用什么方法把容器密封？
③ 空气是看不见的，怎样才能发现空气的体积是不是有变化？
（3）讲解实验方法。（把学生的各种设计方案集中、完善，根据器材的

情况，确定二、三种方法。对这些实验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教师需做必要的
讲解，有的操作还需作示范。）



（4）学生分组实验。（各组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实验。为了说明瘪乒
乓球变鼓不是因为外皮受热膨胀，教师可以特意安排一个组用乒乓球做实
验，用的乒乓球不但是瘪的，而且是漏气的，无论怎么烫也鼓不起来。）

（5）汇报实验结果：用什么方法实验？在实验中看到了什么现象？这些
现象说明什么？

（6）教师小结：通过以上实验，我们知道空气也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7）指导学生填写课文中这个问题的结论。
（8）提问：现在请你解释，为什么踩瘪的乒乓球，用热水一烫就能鼓起

来？为什么漏了气的瘪乒乓球烫不鼓呢？
2.指导学生认识物体一般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1）讨论：
① 我们已经知道液体、气体、固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根据这个事实，

你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
② 能不能用一句更简单的话来说明这个规律？
（2）教师小结：我们知道物体有液体、固体、气体三种状态，既然液体、

固体、气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物体一般都
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3）指导学生在课文中填写这个问题的结论。
   
巩固、应用
1.提问：一般物体在受热受冷时有什么性质？
2.讲解：物体热胀冷缩的性质在生产、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出示挂

图或投影片）
3.解释：
① 冬天的电线和夏天的电线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如果在夏季架设电

线，必须注意什么？
② 火车铁轨之间为什么要留有缝隙？
③ 为了使火车车轮耐用，在轮上要套一个硬度大、耐磨损的轮箍，当轮

箍磨损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卸下来换新的。想一想，轮箍可能是怎样装卸的？
④ 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应用了物体热胀冷缩的性质？（例如瓶子盖拧不

下来，用热水把瓶盖烫一烫就能拧下来；夏季，自行车轮胎的气不能充得太
足，否则轮胎内的空气受热膨胀，能使轮胎“放炮”。）

   
布置作业
观察周围还有哪些热胀冷缩现象？
   
五、课后小记



12  温度计
  

一、课文说明
本课与 13 课指导学生认识温度计及其使用方法，与 10、11 课共同构成

本册教材的“热”教学单元；从能力培养看，属于“观察能力”的系列。
课文的编写思路是：首先指导学生建立温度的概念，了解温度计的构造

及原理；然后指导学生练习认读、记录摄氏温度；最后向学生介绍几种不同
用途的温度计。

课文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学生认识温度计的主要构造及工作原理。这部分内容又可

以分成三层：
1.了解温度的概念，知道测量物体的温度应使用温度计。
2.观察温度计的构造。温度计主要由玻璃管、玻璃泡（内有水银、煤油

或酒精等液体）、刻度三部分构成。
3.指导学生认识温度计的原理。课文下图是液体热胀冷缩实验装置，通

过把温度计构造与这个实验装置进行比较，以及将温度计分别放入冷、热水
中进行实验，启发学生认识到：温度计是利用液体热胀冷缩原理来测量物体
温度的。

第二部分指导学生认识摄氏温标的标定方法，学习认、读、写摄氏温度。
这部分内容又可以分成二层：

1.指导学生认识摄氏温度的标定方法：水结冰时的温度定为 0摄氏度，
水沸腾时的温度定为 100 摄氏度，0 摄氏度到 100 摄氏度之间平均分为 100
等份，每一份就是 1 摄氏度。实际刻度，不同温度计有所不同，有的每格 1
摄氏度，有的每格 2摄氏度，有的每格 0.1 摄氏度。

2.教给学生认读、记录摄氏温度的方法。课文首先示范了 10℃及-10℃
的读、写方法，这两个温度都是整十的，比较容易认读，重点是零上与零下
的区别；然后指导学生练习读、写 0℃、37℃、-8℃、-3℃几个温度，这几
个温度的认读稍复杂。教学中教师可利用温度计模型，把这几个温度演示出
来，组织学生认读、记录。要强调零下温度自 0℃起向下逐渐加大，数字越
大，表示温度越低。

第三部分介绍各种各样的温度计。
图中有三种温度计。中间的是体温计，是测量人体温度的专用温度计，

刻度自 35℃到 42℃，温度计玻璃泡的上端有一窄颈，上升的水银不能随时回
流到玻璃泡中，便于测量后认读，每次用时应先将玻璃管内的水银柱甩至 35
℃以下。右边的是测量土壤温度用的曲管地温计。左边的是干湿球温度计，
是测量空气温度和湿度的专用仪器。根据水蒸发时需要吸收热的原理，包有
湿纱布的温度计与干球温度计会产生温度差，根据两支温度计的温差，推算
出空气湿度的大小。

   
二、目的要求
1.指导学生认识温度计的构造及原理。
2.学会认读、记录摄氏温度。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1.演示材料：温度计模型、各种温度计（根据学校条件，能找到几种就

用几种。）
2.分组实验材料：水温计、烧杯（2个）、热水、冷水。
学生准备：如果家里有温度计，上课时带来。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1.谈话：今天天气的冷热怎样？气温是多少度？你们知道气温是用什么

仪器测量出来的？
2.讲解：物体的冷热程度叫温度。测量物体的温度要用温度计。（板书

课题）温度计的用途很多，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关于温度计的知识。
   
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认识温度计的构造及原理
（1）认识温度计的构造
① 分组观察温度计的构造。
② 汇报观察结果。
③ 教师小结（教师可使用温度计模型讲解。）温度计由玻璃管，玻璃泡

（里面装有水银、煤油、酒精等液体。），刻度三部分构成。有的刻度在玻
璃管上，有的刻度在刻度板上。

（2）了解温度计的原理
（出示液体热胀冷缩实验装置。）
① 提问：温度计的构造很像哪种实验装置？它们有什么相似之处？
（引导学生找出：它们下边都有一个膨大的部分，里面装着液体，膨大

部分的上边都连着一根细玻璃管。）
② 分组实验：
把温度计分别放在热水和冷水中。观察温度计内的液柱有什么变化？
③ 汇报实验结果。
④ 讨论：温度计是根据什么原理测量温度的？
⑤ 小结：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热胀冷缩的原理测定物体温度的。
2.指导学生学习摄氏温度的认读、记录方法
（1）了解摄氏温度的划分方法
① 讲解：摄氏温度的划分方法。（见课文说明，讲解时需用温度计模型。）
② 分组观察温度计上的刻度划分。
（2）学习摄氏温度的认读、记录方法
（正确的认、读、写温度，对于小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教学应

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教师要结合典型的例子，详细讲解认、读、写的方法；
要边讲边练，讲练结合；要反复练习，练习时要把认、读、写结合起来，注
意贯彻由易到难的原则。）

① 讲解：
用摄氏温度计测量的温度叫做摄氏温度，单位是“摄氏度”，写作“℃”，

其中 C表示摄氏，C左上角的小圈表示度。



0 度以上的温度叫做零上温度，读的时候先说数字，再说单位（摄氏度）。
例如 10℃，20℃，30℃。写的时候也是这样，先写数字，再写单位。零上温
度的刻度，从 0开始，越往上数字越大，表示温度越高。

0度以下的温度叫做零下温度，读的时候要先说“零下”，然后说数字，
再说单位。例如-10℃，－20℃，－30℃。写的时候也按这种顺序，用“-”
表示零下。

在温度计上读温度的时候，要看清从 0—10 分成几格，每格是多少度。
如果分成 10 格，每格是 1度；如果分成 5格，每格是 2度，每半格是 1度。

② 练习：认、读、写以下温度
第一组 0℃  30℃  50℃   100℃

-20℃ -30℃ -10℃
第二组 16℃  24℃   37℃    81℃

-8℃  -12℃  -9℃
第三组 10.5℃ 34.5℃ -7.5℃
3.指导学生认识各种温度计
（1）讲解：温度计的用途很多，不同用途的温度计常有不同的外形，构

造也有些差别。下面我们来认识几种温度计。
（2）出示几种温度计，并做简单介绍。
（1）气温计。（可用普通的室温表。）
（2） 水温计。（直接在玻璃管上刻度，测量范围多在 100℃以下。）
（3）体温计。
（4）曲管地温计。
（5）干湿球温度计。
   
巩固
1.教师简单概括本课教学内容。
2.提问：
① 温度计有什么用？主要由哪几部分构成？
② 温度计是根据什么原理测量温度的？温度表内的液面升得越高表示

什么？降得越低表示什么？
③ 用摄氏温度表测量的温度叫什么温度？单位是什么？
3.认、读、写温度：27℃ -23℃
4.比较温度高低：0℃ -12℃ 3℃
   
布置作业
听天气预报广播，记录三天预报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
   
五、课后小记



13  测定物体的温度
  

一、课文说明
本课继《温度计》一课之后，训练学生正确使用温度计测定物体温度的

技能，培养他们定量观察的能力。
课文可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学生学习使用温度计测量水温。这部分内容又可分成两

层：
1.学习使用温度计测定水温的基本方法，掌握操作的基本要领——怎样

持表、怎样浸水、怎样读数等。
2.通过练习测定三杯冷热不同的水的温度，使学生熟悉这种技能。
第二部分指导学生学习使用温度计测量土壤的温度。这部分内容为选学

内容。土壤的温度与种子的萌发、作物的生长发育有密切的关系，学习测量
土壤温度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测量土壤的温度，本应使用地温计，鉴于目
前学校的教学设备情况，教学时可以用普通温度计代替。这部分内容可分成
两层：

1.教给学生使用普通温度计测量土壤温度的操作过程和方法。
2.练习测量土壤温度。
第三部分指导学生学习测量空气温度。这部分内容又可以分成两层：
1.教给学生使用普通温度计测定气温的方法。
2.要求学生观测、记录一周气温，这部分教学活动安排在课后进行。通

过这项活动，要使每个学生都能在温度计上正确读数、记录，达到能独立操
作的水平，并养成仔细观察，认真记录的良好习惯。

   
二、目的要求
1.通过实际练习，使学生学会使用温度计测定水、空气的温度，培养他

们定量观察的能力。
2.培养学生仔细观察、认真记录的科学态度。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1.选择供学生练习测定地温和气温的场地。测定地温的场地要具有背阴

和向阳两部分地区，土质要疏松。测定气温的地方要预先挂好温度计。
2.分组观察材料——温度计、烧杯、热水、温水、冰水（可在冷水中放

适量的冰块）。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1.提问：温度计是根据什么原理制成的？
2.认、读、写温度：0℃ 100℃ -5℃ -13℃
3.讲述：这节课，我们学习使用温度计测定一些物体的温度。
   
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学习测定水温



（1）讲述、演示：我们首先学习测定水温。测定水温要用水温计，测定
的方法是：

① 用手拿着温度计的上部。
② 将温度计的玻璃泡浸在水中，不要碰容器壁和底。
③ 等温度计内的液柱静止后，读出温度。读数时，温度计的玻璃泡不能

拿出水面，视线要与温度计液柱顶端相平。
（2） 分步练习：测定一杯热水的温度。
① 手持温度计。
② 将温度计玻璃泡浸入水内。
③ 读数。
④ 记录。
（全班统一步骤，严格要求，及时纠正操作中的问题。前一个步骤都能

正确操作了，再进行后一个步骤。）
（3）连贯操作：
① 测定一杯温水的温度。
② 测定一杯冰水的温度。
（4）教师小结：通过练习，我们已经基本学会了测定水的温度的方法。

这种方法很重要，在生产中和科学实验中，各种液体的温度都是这样测定。
2.指导学生学习测定土壤温度
（1）讲解：
土壤的温度与种子的萌发、生长有密切的关系。下面，我们学习测定土

壤的温度。
（将学生带到室外预先选好的测量场地。）
测定土壤温度应该用地温计，没有地温计可以用普通温度计。测定的方

法是：
① 为了保护温度计，先用木棍把土钻一个小洞。小洞深约 5厘米，不能

太粗。为了便于读数，可以斜着钻洞，使温度计倾斜着。
② 把温度计下端轻轻放入洞中，用土埋好。
③ 等温度计的液柱静止后，读出温度并做记录。
④ 把温度计轻轻拿出。
（2）学生分组测定土壤温度。
（为节约时间，把全体学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学生测定向阳处土壤的

温度，一部分学生测定背阴处土壤的温度。）
（3）汇报测定结果。
（4）教师小结：评价学生操作情况。
3.指导学生学习测定气温
（1）讲解：空气的温度叫做气温，气温的高低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气

象工作人员随时在监测气温的变化，气象台每天都向人们预报气温。下面，
我们来学习测定气温。

（把学生带到院内预先挂好温度计的地方。）
测定气温要将温度计挂在室外、通风、不被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温度

计的玻璃泡要离地 1～1.5 米，每日定时观测、记录。读数时，一定要注意视
线与温度计的液柱顶端相平，如果个子矮，要站在凳子上看。

（2）观测上课时的气温。（找 2～3个学生观测、报告。）



   
巩固
1.教师简单概括本课教学内容。
2.提问：
（1）怎样测定水温？
（2）怎样测定土温？
（3）怎样测定气温？
   
布置作业
测定并记录一周的气温。
   
五、课后小记



*14  滑梯的科学
  

一、课文说明
玩滑梯是儿童十分熟悉的游戏活动，几乎每个儿童都亲自感知过它。但

他们仅仅是玩玩而已，不会从科学的角度对滑梯进行观察和研究。实际上滑
梯在设计上有很多科学，这一课就是要让儿童了解一些存在于滑梯中的浅显
科学知识，以增强他们学习科学的兴趣。

本课是选学课，通过本课教学，可以向儿童渗透一些运动和力的简单知
识。

本课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两个关于滑滑梯时发生的问题，让儿童进行思考。“当你

从坡度不同的滑梯滑下来，下滑的速度一样吗？”“当你从坡度不同的滑梯
滑下来，冲出去的距离一样吗？”这是本课的引入。

第二部分通过两组对比实验研究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通过实验，使学
生得出结论：“坡度大，木块下滑的速度快；坡度小，木块下滑的速度慢。”
“坡度大，木块滑到地面后冲出的距离长；坡度小，木块滑到地面后冲出的
距离短。”

第三部分是前两个问题的延伸。通过实验，使学生得出结论：“坡度大，
钢珠滚下后爬升得高；坡度小，钢珠滚下后爬升得低。”

第四部分指导学生应用已学的知识，解释两个实际问题。通过对这两个
问题的思考，可以

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训练学生对知识的迁移能力。
   
二、目的要求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了解一些浅显力学知识——坡度大小与物体下

滑速度、滑下后冲出的距离、爬升的高度之间的关系。
2.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1.每组一把塑料直尺，一块方木块，一些较厚的书。
2.每组一把中间带槽的塑料直尺，一颗钢珠。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讲述：同学们都玩过滑梯，你知道在滑梯中存在很多科学吗？今天我们

就一起来研究这些科学。（板书课题）
   
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研究坡度与物体下滑速度的关系
提问：你在玩滑梯时，注意过当从坡度不同的滑梯滑下时，下滑的速度

怎样吗？是有快有慢吗？
学生思考后回答。
谈话：坡度和下滑速度到底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做个实验来研究。



讲述：这个实验这样做⋯⋯。（指导学生对照课文插图将实验准备好。）
学生进行实验。教师巡视指导。
（实验最好多做几次，以获得准确结论。）
提问：哪位同学把实验结果汇报一下？
学生汇报，教师把结果写在黑板上。
小结：坡度大，木块下滑的速度快。
坡度小，木块下滑的速度慢。
学生将结果填写在课文填空中。
2.指导学生研究坡度与物体滑到地面后继续滑行距离的关系
提问：当你从坡度不同的滑梯滑下时，到地面后冲出去的距离一样吗？
学生思考后回答。
谈话：对你们的回答，我们要通过实验来验证。
讲述：实验这样来做⋯⋯
学生进行实验。
提问：实验结果怎样？谁来汇报一下？
学生汇报。教师在黑板上记录。
小结：坡度大，木块滑到地面后冲出的距离长，坡度小，木块滑到地面

后冲出的距离短。
学生将结果填在课文填空中。
3.指导学生研究坡度与物体滑下后爬升的高度的关系
讲述：下面，我们再做一个钢珠爬高的实验。
实验这样来做⋯⋯（教师讲解实验方法，学生将塑料直尺照课文插图架

好。）
学生实验，并注意观察。
提问：哪个实验中钢珠上升得高？谁来讲一讲？
学生汇报实验、观察结果。
小结：坡度大，钢珠滚下后爬升得高。
坡度小，钢珠滚下后爬升得低。
学生将结果填空。
4.指导学生应用知识解释实际问题
谈话：我们已经研究了三个问题，学到了一些知识。下面请你应用所学

知识，解释两个实际问题。
提问：为什么骑车从陡坡向下行驶时，要注意减速？
学生回答。
讲述：骑车从陡坡向下行驶，由于坡度较大，车速会很快，所以必须减

速，否则会出现危险。
提问：这两个滑梯哪个设计得好？为什么？
学生对照课文插图回答。
讲述：两个滑梯坡度一样，只是地面部分不一样。左面滑梯地面部分较

短，设计得不合理。右面滑梯地面部分较长，设计得合理。
   
巩固
提问：
1.坡度与物体下滑速度的关系是什么？



2.坡度与物体到地面后滑行距离的关系是什么？
   
布置作业
观察你周围的事物，寻找一些与本课知识有关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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