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第三册教案
  



二、教学设计
  

1 蚂蚁
  

一、教学目的
1.指导学生认识蚂蚁的外形特征，了解蚂蚁的一些生活习性（生活环境、

吃食情况、对特殊气味的反应等）。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有顺序地观察）和分析综合能力（把整体分为

部分）。
3.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接近动物，不伤害小动物的教育。
   
二、教学准备
演示用具：磁性黑板、蚂蚁身体结构组合模型、蚂蚁生活习性挂图或投

影片、罐头瓶。
分组用具：活蚂蚁、昆虫盒或放大镜、水彩笔、玻璃片、樟脑球。
课前准备：组织学生捉蚂蚁，指导学生把捉到的蚂蚁养在有潮湿土的瓶

子里，喂馒头渣或糖。
   
三、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1.检查学生捉来的蚂蚁。
2.谈话：你在什么地方发现的蚂蚁窝？在捉蚂蚁时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

情？
3.谈话：这节自然课里，我们学习一些并于蚂蚁知识。（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观察蚂蚁身体外形的特征
（1）提问：你们看见过蚂蚁了，谁说一说蚂蚁长的什么样子？它的身体

是由几部分组成的？（了解学生对蚂蚁有多少感性认识，激发其学习兴趣。）
（2）学生回答：（学生回答通常不全面，不具体）。
（3）谈话：你们的回答对吗，要想说清楚蚂蚁长的什么样子，身体由几

部分组成，我们必须仔细看，也就是观察。为了让同学们看清楚，我们把蚂
蚁放进老师准备的昆虫盒内（或用放大镜）。观察蚂蚁时，首先看一看蚂蚁
的身体分成几部分，然后按照从前往后的顺序再观察蚂蚁的各部分是什么样
的，长有什么，又是什么样的。（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观察，培养学生按顺序、
认真细致的观察能力。）

（4）学生分组（或个人）观察：（学生观察活动中，教师要分组巡视，
了解学生认知情况，并不断提示观察目标和观察内容。）

（5）学生分组交流、讨论，蚂蚁身体分成几部分，各部分长有什么，是
什么样的。（学生年龄小教师应随时提示观察内容，交换意见，为发言做准
备。）

（6）汇报观察讨论结果：
（教师出示蚂蚁身体结构模型边讲解边板书：

头——一对触角
胸——三对足



腹——
（7）小结：蚂蚁有大的、有小的、有黑色的、有褐色的。它的身体可以

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头部长有一对触角和一对眼睛，胸部较细，长有
三对足。腹部是卵形的，分节非常明显。

2.让学生用水彩笔在玻璃片上画出一只蚂蚁。之后请几名学生到前边用
投影仪将自己画的蚂蚁投在屏幕上。（通过画蚂蚁，巩固复习知识，了解学
生学习情况。）

3.指导学生观察蚂蚁的生活
（1）谈话：捉蚂蚁时同学们知道了一窝蚂蚁有很多很多只，许多蚂蚁在

一起，它们是怎么生活的呢，看一看这张挂图吧。（出示挂图或投影片。）
（2）提问：①洞内洞外的蚂蚁正在干什么？（激发兴趣，培养学生的观

察能力。）
②蚂蚁吃什么？
③蚂蚁怎样把吃的东西运回窝里去？
④蚂蚁怎么挖洞作窝的？
⑤蚂蚁为什么要打架？
⑥蚂蚁发现吃的东西后，怎样让它的同伴知道？
（3）学生汇报观察结果。
（4）小结：要想更多地了解蚂蚁的生活平常应多观察。比如用玻璃瓶养

几只蚂蚁，在里边放几种不同的食物，看一看蚂蚁最喜欢吃哪一种食物；捉
几只不同窝的蚂蚁放在一起，看一看会发生什么现象；捉一只较大的虫子放
在蚂蚁窝附近，观察蚂蚁怎样把活虫子杀死，又是怎样把比自己身体重得多
的虫子搬运回窝里去。总之，要通过实际观察来了解蚂蚁的生活。（教给学
生一些观察的方法。）

4.指导学生观察蚂蚁对樟脑气味的反应（通过活动再一次激发学生的兴
趣。）

（1）提问：你认为蚂蚁用什么方法找到食物的？（学生会说靠闻气味的
方法找到食物的。）蚂蚁靠什么闻气味？（触角）

（2）谈话：如何证明蚂蚁会闻气味呢？
（3）观察活动：
①讲解游戏方法：我们来做一个蚂蚁闻味游戏。用樟脑球在纸上画一个

圆圈，把蚂蚁放在圈内，观察蚂蚁会怎么样。
②学生观察。
③汇报观察结果：蚂蚁刚到樟脑球划的线旁边就退回去了，蚂蚁怕樟脑

球的气味等。
（4）小结：刚才的游戏说明蚂蚁确实能闻到气味。如果你还想了解蚂蚁

更多的本领，比如，会游泳吗，在低温下会冻死吗，可以通过实际观察弄清
楚。

（三）巩固练习
1.谈话：今天我们学习认识了一种小动物蚂蚁，下面我教大家一首关于

蚂蚁的儿歌
2.教儿歌：[学习儿歌也是对全课的总结。]

蚂蚁外形要记住，
身体分为头胸腹，



一对触角头上长，
三对足在胸部。

（四）布置作业
回家按照教师教给的方法和提的要求，继续观察蚂蚁，有什么新的发现，

下节课汇报。



* 2  蟋蟀
  

一、教学目的
1.指导学生认识蟋蟀的外形特征，了解蟋蟀的一些生活习性（生活环境、

吃食、鸣叫、争斗等情况）。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细致、有顺序地观察）和分析综合能力（把整

体分为部分）。
3.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教学准备
演示用具：蟋蟀身体结构组合模型、蟋蟀的生活习性挂图（生活环境、

吃食、放大的咀嚼式口器、跳跃、鸣叫等）、投影仪。
分组用具：活蟋蟀（雄雌各一只）、试管胶塞、放大镜、（或昆虫盒）、

塑料水槽、蟋蟀草、喂蟋蟀吃的食物。
课前准备：布置学生课前捉蟋蟀，（二尾、“三尾”各一只）把捉到的

蟋蟀养在瓶里、罐里。此外向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爱护建筑物的教育。
   
三、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为本课教学提供观察材料，并使学生了解蟋蟀的生活环

境和生活习性。]
1.让学生把带来的雌雄蟋蟀装进试管，盖好胶塞（或放进昆虫盒内）。
2.谈话：你带来的蟋蟀在什么地方捉到的？蟋蟀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
3.分小组相互交流寻找、捕捉、保管蟋蟀的方法。
4.请 2～3 名学生介绍经验。
5.讲述：我们上节课学习认识了蚂蚁，这节自然课，我们用观察蚂蚁的

方法来观察蟋蟀。
（二）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观察蟋蟀身体的外形特征
（1）提问：我们捉到了蟋蟀，谁能说一说它长的什么样子？它的身体是

由几部分组成的？[认识蟋蟀的外形特征，为学习昆虫知识打基础。]
（2）学生回答。（学生回答可能不全面、不具体。）
（3）谈话：要想全面地、准确地知道蟋蟀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像

观察蚂蚁那样，先看一看蟋蟀的身体分几部分，然后再从前往后按顺序观察
它的各部分是什么样的。在观察蟋蟀身体的细小部位时，可以使用放大镜。

（4）学生分组观察。（学生观察时，教师分组巡视，及时提示观察的内
容。）[培养学生按顺序、认真细致的观察能力。]

①蟋蟀的身体分成几部分？
②蟋蟀的头部是什么样的？头上长有什么？它们是什么样的？
③蟋蟀的身体还长有什么？长在什么部位？什么样子的？
（5）学生分组交流、讨论，蟋蟀身体分成几部分、各部分长有什么，是

什么样的，观察时还发现什么有趣的现象。[使每个学生充分发表意见。]
（6）汇报观察讨论结果。
汇报时，教师领着学生按照观察提示的内容一部一部地汇报，并及时出

示蟋蟀身体结构组合模型。



板书：头——一对触角
胸——三对足 翅膀
腹

（7）小结：蟋蟀一般生活在草丛或砖头瓦片的下面，它的身体是深褐色
的，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头上长有一对细而长的触角，它的口里有一
对像镰刀一样的“大牙”。它的脚部也长有三对足和翅膀。腹部肥大一节一
节的。有两根尾须的是雄蟋蟀，雌蟋蟀尾须中间是一根产卵用的管子。

（8）教儿歌：[让学生根据蟋蟀的身体特征编儿歌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
能力和概括能力。]

①谈话：上节课我们给蚂蚁编了一只儿歌，谁能根据蟋蟀身体特点也编
一只儿歌。

②学生小组里编完后汇报儿歌内容。
③教师根据各组编的，进行适当修改，然后教学生拍手说唱。例如：

蟋蟀身体分三部
头部、胸部和腹部，
头上触角细又长，
胸部长有三对足。

2.指导学生观察蟋蟀的生活
（1）观察蟋蟀吃食[观察蟋蟀如何用“牙”吃食物，激发学习兴趣。]
①提问：蟋蟀吃什么食物？是怎样吃食物的？
②学生分组观察。（组织学生先把带来的食物放到塑料水槽中，再把蟋

蟀放进去。）
③汇报观察结果。
（2）观察蟋蟀的运动
①（出示挂图）提问：蟋蟀怎样运动？为什么能跳得很远？
②汇报观察结果。
（3）观察蟋蟀鸣叫[大多数学生认为蟋蟀用嘴发声，这时可以利用投影

让学生观察蟋蟀的争斗场面和鸣叫时的姿态。]
①让学生学一学蟋蟀的叫声。
②提问：蟋蟀靠什么发出声音？
（学生可能回答：靠嘴发声，靠翅膀发声。）
③谈话：刚才你们说的对吗，下面我们让蟋蟀叫起来。
④利用投影观察蟋蟀争斗和鸣叫。（挑选两只雄性好斗的蟋蟀，放进透

明的塑料水槽中，放在投影仪上。用蟋蟀草逗引，一般很快就会咬斗，可见
得胜一方的蟋蟀翅膀张开闭合摩擦振动得很快，并发出“ ”鸣叫声。）

⑤学生汇报观察结果：蟋蟀是用翅膀摩擦振动发出声音的。
（三）巩固练习
（1）请一名学生到前边指出蟋蟀身体各个部分，并说出名称。
（2）请几名学生到前边表演儿歌。
（3）指导学生看书。
（四）布置作业[开阔学生眼界,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
（1）蟋蟀两条前腿的基部有听声音的器官，想办法观察一下。
（2）蟋蟀中间的两条腿在咬斗时起支撑身体的作用，想办法观察一下。



3 不倒翁
   

一、教学目的
1.指导学生认识不倒翁板不倒的原因，并能联系实际，理解生活中一些

上轻下重的物体不容易倒的道理。
2.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渗透对比实验的方法。
   
二、教学准备
演示用具：演示用大不倒翁、铁架台、台灯、乒乓球、投影片（篮球架、

电扇、花瓶、车站牌）。
分组用具：纸盒、小不倒翁（每人一个）、上轻下重的平底对照实验物

体（每人一个）。
   
三、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1.谈话：今天我给同学们准备了一个玩具，用这个玩具要研究一个有意

思的问题。这个玩具就在纸盒里面。现在每人拿一个玩一玩。[玩不倒翁是使
学生感知不倒翁不倒，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学生玩不倒翁。
3.提问：这个玩具叫什么？（学生答：叫不倒翁）为什么叫不倒翁，不

叫别的？（学生答：它摇摇晃晃总也不倒。）
4.谈话：不倒翁为什么不倒，这里面一定有个秘密，今天我和小朋友一

起来研究这个秘密。
（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观察分析上轻下重是不倒翁不倒的原因之一
（1）谈话：我们来观察不倒翁，找出它不倒的秘密。你可以看，可以摇

晃它，也可以打开瞧，还可以把打开的两部分用手掂一掂。[让学生通过亲自
探究，发现不倒翁不倒的原因。]

（2）学生分组观察。
（3）学生汇报观察结果。
板画：不倒翁形状图，底下画出橡皮泥的位置。
（4）提问：不倒翁里面的橡皮泥贴在上边行吗？贴在旁边行吗？拿出来

行吗？试一试。
（5）学生汇报实验结果：[进一步说明不倒翁不倒是因为上轻下重。]
①橡皮泥贴在上边、旁边时、它怎么样？拿出橡皮泥它怎么样？
②为什么会这样？
（6）小组讨论：不倒翁为什么不倒。
（7）小结：因为不倒翁是上轻下重，所以不倒。
板书：上轻下重 不倒
2.指导学生运用对比实验的方法，认识不倒翁不倒的另一个原因[培养学

生的对比实验能力，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1）谈话：（教师用手推倒不倒翁）你们看，我不论怎么用劲推不倒翁，



松手后，它还是摇摇晃晃站着。下面我再给每个同学一个玩具（出示平底对
照物），比一比和不倒翁有什么不同？（底是平的。）

（2）讲述：试一试把这个玩具推倒后松手，这个玩具会怎么样。
（3）学生分组实验。
（4）汇报实验结果：按倒不倒翁松手后，不倒翁怎么样？按倒小玩具松

手后，小玩具怎么样？
（5）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6）讲解：我们学过球形，不倒翁的下面是半球形的，我们把这个形状

叫半球形。
（板书：底下半球形。）
不倒翁底下是半球形，这是它不倒的第二个原因。
（三）巩固练习
（1）请 1～2名学生说一说不倒翁不倒的原因。
（2）教学生儿歌：[表演儿歌既符合儿童心理年龄特征，又能激发学习

兴趣。]
我是一个不倒翁。
底下重，上边轻。
推一推，摇一摇。
脚重头轻不倒翁。

（3）分析生活中一些上轻下重的物体不容易倒的原因。[应用所学知识
解决问题，渗透演释推理。]

①出示投影片，认识投影片中的四种物体。
②分组讨论：这四种物体容易倒吗？为什么？
③汇报讨论结果。
④小结：这四种物体都是下边重、上边轻，所以不容易倒。
（四）布置作业
（1）回家继续观察，在你的周围还有哪些物体不容易倒，想一想为什么？
（2）准备做不倒翁的材料。
   
四、板书设计
3 不倒翁



5 秋天
  

一、教学目的
1.使学生知道秋天的显著特征。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学会发现植物、动物、人的生产生活等在秋天

所发生的细微变化。
3.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趣。使学生认识大自然中的事物是在不断变

化的。
   
二、教学准备
1.反映秋天景色的挂图或投影片。景色需与春、夏是同一场景。
2.课前布置学生观察以下自然事物：
（1）秋天的天气怎样？
（2）秋天的树木有什么变化？哪些树的叶子开始变黄了？哪些树落叶

了？
（3）秋天的花草有什么变化？什么花秋天开放？
（4）秋天成熟的庄稼有哪些？
（5）秋天成熟的水果是什么？
（6）秋天可以经常听到和看到哪些动物？能听见蝉和蟋蟀的叫声吗？你

看到大雁向什么方向飞行？
（7）秋天人们的穿着有什么变化？
（8）秋天的田野里，农民在忙什么农活？
（9）秋天人们喜爱从事什么活动？
以上观察可根据当地情况，分组进行，每组观察一、两项。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谈话：上学期，我们学习了春天和夏天的知识，知道了自然事物在春天

和夏天的特点。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个新的季节——秋天。（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对秋天的认识是从一般到个别（当地的秋天）。]
1.指导学生认识秋天的一般特点
（1）出示反映秋天特点的挂图或投影片。
（2）提问：
这些图画的是一幅秋天的景色，与我们过去观察过的春天和夏天是同一

个地方。你能够对照这幅图，说一说秋天都有哪些特点吗？
（3）学生观察。[让学生分部分观察]
（可以让学生静看图画 2分钟，并在学生观察的同时，做如下提示：
要发现秋天的特点，观察一定要全面细致，为了做到这点，你们可以把

这幅图画分为天空、树林、田野、池塘、岸边等几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仔
细观察。）[是为了使他们的观察更仔细、更全面，并易于整理、归纳。]

①天空晴朗吗？有什么在天空中飞翔？
②远处近处的树林是什么颜色？有什么变化？
③田野是什么颜色，庄稼怎样？农民在干什么？
④池塘中还有夏天见到的动物吗？池塘中的植物有什么变化？



⑤岸边的小草有变化吗？树叶成了什么颜色？老师和学生穿上了什么服
装？在做什么活动？

（4）学生汇报观察结果。
在学生汇报后，应再找 3～4个观察能力强，表达能力好的学生，用简单

的语言，全面地说一说秋天的特点。
（5）教师小结：
从这幅图画中，我们看到秋天的特点是：
①秋天天气晴朗，比较凉了。
②秋天见到的动物少了。大雁飞到南方去了。
③秋天一些树的叶子变黄或变红了，并开始从树上掉下来。小草也变黄

了。
④秋天很多庄稼成熟了，农民在田里忙着收割。
⑤秋天人们穿上了秋装。
2.指导学生认识当地秋天的特点。
（1）提问：
课前，同学们观察了我们这个地方秋天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现在你能说

一说咱们这个地方秋天的特点吗？
（2）学生汇报。
应多选几个学生汇报，尽可能把课前布置学生观察的几方面说全。这样

对学生认识当地的秋天特点十分有益。
（3）教师讲解：
各地秋天的特点大致是相同的，但也有差异。根据同学们的观察，我们

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秋天的特点是：⋯⋯（教师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归
纳总结）。

（三）巩固练习。
1.指导学生完成课文的涂色练习
“给秋天的景物涂上颜色”是课文设计的巩固练习。做这个练习前，应

进行讲解：[涂色、歌谣都是根据低年级学生的认识特]
（1）首先让学生看一看图中画的是什么？有哪些物体没有涂颜色？[点

设计的，它们便于学生概括、记忆秋天的特征。]
（2）然后引导学生想一想这些物体在秋天是什么颜色的？
（3）最后指导学生用彩色笔将这些没有着色的物体涂上颜色。并让学生

互相交流一下。
2.学说有关秋天特征的歌谣。
在教学中，结合儿童的年龄特点，可以组织学生朗读一些有关秋天的歌

谣。例如：
秋天到天气凉，
菊花开放桔飘香；
树落叶，草变黄，
片片红叶染山岗。

又如：
秋天到蟋蟀叫，
大雁排队飞南方；
高粱玉米变金黄，



秋收秋种真叫忙。
（四）布置作业
让学生到野外进行一次秋游。要求学生采集一些秋天的落叶，夹在书中，

作成叶子标本。



6  分一分
  

一、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教学，初步培养儿童的分类能力。
1.指导学生学习按一定标准（颜色、形状等）给物体分类；
2.初步了解分类的要求和方法；
3.指导学生自定标准给物体分类。
   
二、教学重点
学会给物体分类的方法。
   
三、教学准备
分组材料：三个口袋：1 号袋内有几种颜色、形状不同的图形卡片；2

号袋内有几片颜色、形状不同的叶子标本；3 号袋内有一张记录表和几种钮
扣。

演示材料：带有胶条的图形硬纸卡片；叶子标本卡片；投影片两张（图
形、叶子）；钮扣磁板。

   
四、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教师：我们在一年级学习“看一看”那课时，认识过物体的颜色和形状。

谁能说出投影片上的这些图形分别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
学生指着投影回答。
（二）学习新课
1.在教师指导下，将一组图形按形状、颜色分类，从而初步了解分类的

要求和方法。
教师：刚才，这位同学说得不错。下面，我们要把形状相同的图形摆放

在一起。每个组都有一份图形卡片。请一个学生到黑板上摆，其他同学在小
组里完成，看哪个组摆放得又准确又快。组长从 1号袋中取出卡片，开始做。

教师观察学生操作情况。[通过实际操作，使学生明白要按一定标准分
类。]

教师：（指着黑板上学生摆的）大家都是这样摆放的吗？
这三个图形颜色不一样，为什么放在一起？
学生：因为它们形状相同。
教师：因为老师要求把形状相同的图形放在一起，那就不考虑颜色或其

它情况。（板书：形状相同）
教师：如果把颜色相同的图形放在一起，该怎样摆？
（一个学生前边黑板上摆，其他学生在小组里活动。）
教师：（指着黑板上学生摆的）大家都是这样摆的吗？这个是三角形，

怎么和圆形、正方形放在一起？
回答：因为它们颜色相同，所以放在一起。（教师板书：颜色相同）
教师：（小结）同学们，你知道吗？刚才大家做的事情可不简单这和观

察、比较一样，也是认识物体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叫分类。（板书）
第一次，我们按形状把图形分成了三类；一类是圆形，一类是三角形，



一类是正方形。
教师：谁能像老师这样说一说，按形状分了几类？
同学们练习复述。
教师：（指板书）第二次怎么分类的？
要求学生说出这是按颜色把图形分成了三类；一类是红色，一类是黄色，

一类是蓝色。[先让学生先在小组里说一说，再独立复述。这样有利于学生的
思维进一步条理。]

教师：（总结）从上边的分类活动中可以看出：给一些物体分类之前，
首先要仔细观察这些物体都是什么样的；再想一想根据什么标准分类（比如
是按颜色分还是按形状分，或是按其它方面分类），然后再依据标准分类。
一次只能有一个分类标准。

2.练习给叶子分类，进一步明确分类的含义及方法。
教师：我这里有几种植物叶的标本，看看大家是不是能用刚学到的方法

为这些叶子分类。
组长把图片收回 1号袋中，从 2号袋中取出这几片叶子标本，大家仔细

观察一下。这些叶子是什么植物的叶，它们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
学生边观察，边互相交流认识。教师了解学生的观察情况。
学生汇报观察结果。
学生汇报观察结果。
（学生应该知道有大小不同、黄色、扇形的银杏树叶，大小不同、红色、

圆形的黄栌树叶，大小不同、绿色、掌形的槭树叶，大小不同、绿色、卵形
的苹果叶。）[这些植物是常见的，而且在一年级认识过这些叶形，所以不会
出现教学困难。]

教师：了解了这些叶子的特点，我们根据什么标准给它们分类？小组同
学一起想一想。

教师了解同学的想法，适当给予启发、引导。
教师：根据你们的想法，给这些叶子分类。边分类边想应该怎样向大家

汇报你们的分类方法。
（学生紧张而认真地操作，教师及时表扬完成得快的组，引导大家分完

马上坐好。）
教师：（启发）你们小组是根据什么标准给叶子分类的，分了几类，每

一类都有什么叶子。
先让学生想一想，然后让学生按要求汇报，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操作。
（教师听了几种不同的分类汇报后，做小结。）
教师：刚才这几个组给叶子分了类，虽然他们定的标准不同，但每一种

分类都是只有一个标准，或者是按颜色，或者是按形状，或者是按叶柄长短
等等（板书）。

（三）巩固扩展
通过进一步给扣子分类，使学生能独立地、正确地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方法进行分类。
教师：大家学会了为物体分类的方法，我想咱们搞一个衣服扣分类的比

赛好吗？
一会儿组长把叶子标本收回 2号袋中，然后从 3号袋中取出钮扣和一张

记录表。记录表放在组长面前，大家先仔细看一看，那些扣子都是什么样的？



学生观察，教师有节奏地提示（让学生从颜色、形状、材料、图案、扣
眼数、扣眼位置等方面去观察）。[为确定根据什么标准分类打开思路。]

学生观察记录表，教师讲解填写方法。
教师：在给扣子分类时，首先想想根据什么标准分，然后再动手做；做

完后检查并在记录表上记录好按什么标准分的，可以分成几类。看哪个组合
作得好，分得快！开始。

（学生进行紧张地分类活动，教师随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学生汇报分类情况，并在磁性黑板上展示。[如发现原则问题，可在全班

解决，小问题在本组解决。]
（四）全课总结
1.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种新的认识物体的方法——分类。
同一组物体，分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但每一次分类，只能有一个标准。
2.大家学得特别认真，在给物体分类的时候都能先认真观察，再动脑筋

想怎么分。
看书：P14。这些都是什么动物？[这个内容学生的感性知识不太多，所

以放在这个地方处理，推动（引导）学生的课下学习。]
解释：什么是运动方式。
作业：（1）给 P14 动物按运动方式分类；
（2）给自已常用的东西分类。



7  各种各样的果实
  

一、教学目的
1.指导学生认识常见的果实，知道植物的果实是多种多样的。
2.通过观察果实的外形特征，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通过比较各种果实

的外形特征和用途，培养学生的比较能力和分类能力。
3.激发学习和探索自然事物的兴趣，培养认真、细致地观察物体和尊重

事实的科学态度。
   
二、教学准备
1.课前准备：请学生带来家中有的各种各样的果实。（例如：教材中提

到的各种果实和除此之外的各种果实。）
2.画有各种果实的单片投影片，投影片的大小应是十几种果实的投影片

能摆在一个屏幕上。
3.常见的果实若干，放在果盘里，用盖布盖好。
   
三、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教师手托果盘）
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礼物，看一看，是什么？（神秘地打开盖布）

哇！这么多好吃的，你们知道它们是植物的哪部分吗？[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导入对植物果实的研究。]

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
师：对，今天我们就来研究植物的果实。
（板书：7 各种各样的果实。）
（二）学习新课
1.认识几种常见的果实
（1）认识教师准备的果实。
（教师手托果盘，把果实一个一个举起来。）[增加对果实的感性认识，

特别是增加对平时不太熟悉的果实的认识。]
师：老师举起的是什么果实？如果你认识，就叫出它的名字，如果你也

有和老师一样的果实，就请你举起来，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对，苹果；
这个呢？好，这是山楂；这个是什么？⋯⋯

（2）认识学生带来的果实。[指导学生继续认识植物的果实。]
师：你们谁还带来了和老师不一样的果实，请到讲台前，把果实举起来。

（如果学生带来的不是果实，教师及时纠正，请他暂时收起来，并告诉他：
你带来的这个不是果实，它是植物的哪部分？以后你会学到的。）

学生活动：说说带来的果实，叫什么？什么样子？
师：果实的种类可多啦，今天我们认识的只是果实的一小部分。
2.观察果实的特征
（1）指导学生按顺序观察。
师：要观察果实，认识果实，需要请我们的几位“好朋友”来帮忙。比

如：（教师举起苹果）这是苹果，你们怎样认识它呢？
学生发言（教师指导学生按一看、二闻、三尝的顺序描述苹果的特征）。



[指导学生按顺序观察物体，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小结：这个苹果是红颜色的，是球形的，有香味，味道是甜的。
（2）学生按顺序独立观察指定果实。
（出示山楂、辣椒。）
师：这是什么？它在颜色、形状、气味和味道上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

部分同学观察山楂，另一部分同学观察辣椒。看看你们谁观察得最认真，最
仔细。[培养学生独立地按顺序观察物体的能力。]

学生观察活动。（以小组为单位）
学生汇报观察结果。
（3）学生独立观察其它果实。
师：我们能不能用观察苹果、山楂和辣椒的方法来观察其它果实呢？请

你们边观察边商量，但是要注意，如果是你没吃过的果实，不要轻易去尝，
要经过老师或家长的同意再去尝。[继续培养学生按顺序观察物体的能力。]

学生活动：观察各种果实。
师：现在，老师请你扮演一种果实，介绍你的特点好吗？比如：我是×

×，我是××颜色的，××形状的，我的身上有一种××气味，尝尝我，就
会知道，我有××味道了。[培养学生用语言描述果实的特征。]

学生分角色，描述果实的特征。
3.将果实分类
游戏：猜果实：[在趣味游戏中，体会果实的多样性，为分类铺垫。]
师：我们做个小游戏，请一名同学蒙眼摸、闻、尝，猜猜各是什么果实。
学生活动。
师：今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果实，因为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下面

我们把果实分一分类好吗？想一想，你们有几种分法？
教师指导：说一说，你们按什么分，分几类？[通过比较各种果实的颜色、

形状、气味和味道，培养分类和比较能力。]
学生分类活动。
汇报分类结果。
（三）巩固练习
投影：请同学到投影机前，边说，边将果实投影片分类摆好，打到屏幕

上。[培养认真、细致、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小结：果实是多种多样的。
师：今天，我们研究的植物果实都是能吃的，其实，还有许多不能吃的

果实呢，那么，什么是果实呢？果实有什么共同特征？你们想知道吗？明年，
我们还要再研究。[激发学生研究和探求果实知识的兴趣。]

（四）布置作业
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
   
四、板书设计





8  各种各样的根
  

一、教学目的
1.通过比较直根和须根的不同，使学生初步建立直根和须根的概念，了

解变态根。
2.学会采集植物的根，能给各种植物的根分类，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

比较、分类的能力。
3.培养认真、细致地观察物体的习惯，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索植物科学的

兴趣。
   
二、教学准备
1.课前准备：
教师指导学生采集植物的根。
（1）要爱护花草树木，只采集野生植物。
（2）不用手挖，用铲子挖。
（3）把采集的植物放进塑料袋里保鲜。
以上准备工作，在上一课提前进行，利用课文插图告诉学生采集方法，

指导学生采集植物的根，并在上课时带来。
2.典型的直根系植物和须根系植物，也可请学生自带葱和香菜等植物。
3.小红萝卜或红萝卜。
4.主根和侧根复合成直根的投影片。
5.不画胡子的老爷爷的胶片。
   
三、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教师手举一株植物，用手挡住根的部分。）[激起学生研究植物的兴趣。]
师：这棵草完整吗？它缺少了哪部分？
学生观察后回答。
问：想一想：植物没有根会怎样？[逆向思维，初步认识植物根的作用。]
学生回答。
导入：今天，我们就来研究植物的根。
（板书：8根。）
（二）学习新课
1.比较、认识两种根。
（1）出示香菜、葱。
问：老师放在你们桌上两种植物，你们认识吗？叫什么名字？学生活动：

观察、回答问题。
问：香菜和大葱的根样子一样吗？[通过对实物的观察，培养学生观察和

比较能力同时，使学生获取不同根的感性认识。]
学生观察、比较两种植物根的不同点。
（2）汇报观察、比较的结果，用语言描述。
（3）小结：（教师利用投影片小结）
香菜的根，中间有一条明显、粗壮的根（投影片只打出香菜的主根），

在这条粗壮根的周围长有许多细小的根。（投影：香菜的侧根，合为直根。



投影片的旁边放上香菜的根。）
大葱的根像老爷爷的一把胡须，没有一根明显粗壮的根。[用老爷爷的胡

须形象比喻须根的特点。]
投影：把大葱的根安在老爷爷的“胡须上”。
2.指导学生给根分类，取名。
（1）看书 P20，认一认五种植物的根，它们是①圆白菜，②油菜，③水

稻，④棉，⑤蟋蟀草。[认识几种植物。]
（2）找一找，哪种植物的根像香菜的根，哪种植物的根像大葱的根？
学生活动：把同类根的植物用线连起来。[培养比较、分类的能力。]
（3）汇报观察结果。
小结：像香菜根这样，中间有明显粗壮的根，周围长有许多细根的，叫

直根。像大葱根这样，没有明显粗根，由粗细差不多的根组成的，叫须根。[形
成直根和须根的概念。]

学生活动：将 P26 六种植物的根，分类填空。
（4）判断自己采集的植物各是什么根。
请学生举起自已采集来的植物，判断是什么根？为什么？（一、二名同

学举例）[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学生分小组活动：将植物的根分类。
3.认识变态根。
（1）看书中萝卜的生长过程。
想一想：萝卜是植物的哪部分？它的生长过程中，根部发生了什么变化？
学生观察、思考，回答问题。
师：这种根，中间部分开始也像香菜根一样，后来，其中的一部分长得

很胖，你知道萝卜是哪部分根变胖了吗？[知道植物的根也会变胖。]
学生到前面指图，回答问题。
问：请你们回去观察一下，能找到其他变胖的根吗？看谁观察最仔细。
师：今天，我们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根。
（板书课题“各种各样的”）
（三）巩固练习
投影：各种植物的根，请学生判断各是什么根。[巩固根的知识，进行知

识的反馈。]
（四）布置作业
观察家里买的各种菜，观察各是什么样的根。



9  各种各样的茎
  

一、教学目的
1.指导学生认识什么是茎，茎的生长形态——直立茎、攀援茎、缠绕茎、

匍匐茎；知道茎是多种多样的。
2.培养学生的观察、比较能力和按茎的生长形态给茎分类的能力。
3.培养认真、细致地观察物体的习惯，激发学习和探索植物科学的兴趣。

二、教学准备
1.具有典型的直立茎、缠绕茎、攀援茎和匍匐茎的投影片。
2.形象说明几种茎的外形的插图。（用做辅助理解茎的名称用。）
3.分别画有植物的根、茎、叶的复合投影片。
   
三、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投影：植物的根。
问：这是植物的哪部分？（根）
投影：翻过第二片，叶，成为下面有根，上面有叶的画。
问：这是植物的哪部分？（植物的叶）[自然形成植物的茎是连结根和叶

两部分的认识。]
问：怎么不像一棵植物？靠哪部分把根和叶连结起来？（茎）
投影：翻开第三张，茎，形成一个有根、茎、叶的植物。
师：今天，我们就来研究植物的茎。
（板书：9 茎（j9ng））
（二）学习新课
1.初步了解什么是植物的茎。
投影：高粱、柳树、甘薯、葡萄、竹子。
教师：找一找：这些植物的茎在什么地方。
学生观察，回答问题。
（柳树枝、柳树干、高粱杆、葡萄藤、竹子节、甘薯秧。）
小结：它们都是植物体的茎。[初步认识茎的特点。]
2.观察、比较植物茎的生长形态。
（1）投影：向日葵、葡萄、牵牛花、甘薯。
问：这些是什么植物？它们的茎生长的样子一样吗？[在比较和观察茎的

活动中，培养观察、比较能力，形成对几种茎的形态的认识。]
（2）学生观察、比较。
（3）学生用语言描述茎的形态，同时，教师将形象的插画投影片（如小

人爬高、匍匐前进、直立和绕线等）打到屏幕上。
（4）我们给每种茎的样子起个名字好不好？
（启发学生认识直立茎、缠绕茎、匍匐茎、攀援茎较难，学生起名意思

对就可以了。）
小结：通过我们对茎的观察，认识了植物的茎是多种多样的（板书完整

课题），有的直立生长，有的缠在别的物体上生长，有的扒着别的物体生长，
有的像解放军叔叔匍匐前进一样生长，多有意思呀！



教师边小结，边讲边画出四类茎的简图。（参见课本 P30 表格内的简图）
[用简图表示茎的形态，为下面学生的活动铺垫。]

3.指导学生给茎按形态分类。
（1）学生活动。
认一认：书上 P30 画有哪几种植物？
看一看：茎的样子是怎样的？
想一想：它们各属于哪种茎？
分一分：哪种植物的茎可以分为一类。[培养观察、比较和分类能力。]
写一写：分类填写在书上表格内。
（2）学生汇报分类结果，同时，教师在投影上完成表格内容。
（三）巩固知识
出示画有各种植物的投影片，让学生将这些植物按茎的形态分类。[运用

知识，解决问题。]
总结：今天我们认识了多种多样的茎，这是从生长样子认识的，以后，

我们还要继续研究茎的其它知识，请你们经常观察周围植物的茎，试着给植
物的茎按生长的不同样子分类，好吗？



10 植物的“身体”
  

一、教学目的
1.指导学生认识一般植物体是由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六种器官

组成的。
2.通过综合植物体的构造，培养学生分析、综合的能力。
3.培养认真、细致地观察植物体的习惯，进行爱护和保护植物的教育。
   
二、教学准备
1.凤仙花整株植物的投影片（分别画有凤仙花的根、茎、叶、花、果实

组合成的凤仙花的复合片，旁边画有果实和里面的种子）。
2.常见蔬菜的实物或投影片。
3.常见植物的挂图或幻灯片。
4.绘有番茄、丝瓜、南瓜图案的头饰。
5.小茶壶的实物、小蚂蚁的标本。叶画、豆画。
   
三、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教师出示小茶壶。
师：这是一个小茶壶，看一看，小茶壶的身体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以

物体和动物为例，为研究植物的“身体”做铺垫。]
（壶盖、壶身、壶嘴、壶把）
投影蚂蚁标本。
师：这是一只小蚂蚁，它的身体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
头、胸、腹三部分，头上一对触角，胸部六条腿。
问：那么，植物的身体是怎样的？你们想不想知道？今天，我们就来研

究第 10 课 植物的“身体”。（板书课题：10 植物的“身体”）[激发研究
植物科学的兴趣。]

（二）学习新课
1.凤仙花的“身体”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
（1）观察凤仙花挂图。
问：这是一棵凤仙花，就是你们熟悉的指甲草，请你们观察一下，凤仙

花的“身体”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每部分是什么样子的？[观察、分析凤仙
花。]

学生活动，观察、讨论。
学生汇报观察结果。[形象地认识凤仙花的“身体”构造。]
边小结，边将凤仙花的根部、茎部一部分一部分地打出投影，最后组成

凤仙花的“身体”。
（2）一般植物的“身体”构造。
投影：将 P32 插图制成投影片，便于集体分析、研究。
观察：番茄、丝瓜、南瓜的“身体”由哪几部分组成。
汇报：请学生分别戴上绘有这几种植物图案的头饰，分“角色”说一说

自己的身体是由几部分组成的，每部分是什么样子的？[培养学生用语言描述
植物构造的能力。]



问：想一想：它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板书：

凤仙花

番 茄
丝 瓜

南 瓜

都 有

根
茎

叶
花

果实
种子































[培养分析和综合的能力。]

小结：一般植物都有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六部分。[形成对植物
“身体”构造的认识。]

（3）填空：P32
（三）巩固练习
分析常见能吃的食物是植物的哪部分？
（1）看 P33 页图：
认一认：这是什么植物？[培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指一指：我们吃的是哪部分？
说一说：这部分叫什么？
（2）扩展知识练习：
桌子、家俱由植物的哪部分制成？
竹竿是用哪部分制成？
这些美丽的画（叶画、豆画）是用植物的哪部分制成的？
（四）布置作业
（1）观察你周围的植物，找一找它的身体的各部分。
（2）观察常吃的食物，有植物身体的哪个部分？
   
四、板书设计
10 植物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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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植物



11  声音
  

一、教学目的
1.使学生知道声音有强弱、高低、悦耳、嘈杂的不同。
2.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正确地感知声音）和比较能力（比较音

量的强弱、声调的高低）。
3.向学生进行噪音危害身体健康，要保护声音环境的教育。
   
二、教学准备
分组材料：铝板琴，七个盛有不同水量的杯子，木棒一个（用筷子代替）。
演示材料：录音机、录制几种声音的录音带、铝板琴、保护声音环境的

投影片。
   
三、教学重点
认识音量有强弱，声调有高低之分。
延伸课堂教学的成果。
四、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教师：刚才还热热闹闹的，现在是什么原因使大家马上坐好、准备上课

的？
学生：铃声。
教师：你是用身体的什么器官知道铃声的？
学生：用耳朵。
教师：今天咱们就来学习有关“声音”的知识。（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
1.引导学生认识各种各样的声音。
教师：下面请你们再听一听这盘磁带里录有什么声音。
放录音：鸽子的叫声——咕咕

自来水水流——哗哗
挂钟指针走——滴嗒
钢琴曲——“小星星”
汽车呜笛——嘀嘀
人群——说话

学生静听、汇报。
教师：声音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周围，不同的物体

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每种声音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2.指导学生认识声音的两个性质。
（1）认识声音有强有弱。
教师：那谁能说说在刚才的声音中，你最喜欢听什么声音？
学生：钢琴声⋯⋯
教师：我想再请大家听一听钢琴发出的声音好吗？这回放两遍，请大家

仔细比较有什么不同？
（放录音：第一遍声音弱，第二遍声音强。）
学生：第一遍声音小，第二遍声音大。



教师：声音大，科学上叫声音强（板书）；声音小，科学上叫声音弱（板
书）。现在，你知道声音有什么不同？

学生：声音有强、有弱。
（2）认识声音有高有低。
教师：（在讲台内敲击铝板琴，发出清脆优美的声音）你们知道这是什

么琴发出的声音吗？
介绍铝板琴，每一组发一把，观察铝板琴有什么特点。
学生：铝板琴上的铝板大小不一样。
教师：一会儿我要请每个同学用琴槌敲一敲琴上的铝板，1号位、2号位

两个同学由大到小敲一遍；3号位、4号位两个同学再由小到大敲一遍；敲时，
手劲大小要一样。听一听，声音有什么不同？看一看，能发现什么秘密？

学生分组实验。
学生汇报情况。引导学生说出：声音有高低不同，铝板越长声音越低，

铝板越短声音越高。
教师：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各种声音除了有强有弱，还有什么不同？
学生：声音还有高低不同。
3.了解悦耳与遭杂的声音与人的关系，向学生进行健康和环保教育。
教师：因为声音有强弱、高低等不同的性质，所以才有优美动听的音乐。

谁能谈谈音乐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通过师生间的讨论使学生明确知道；象音乐这样美妙的声音能使人愉

快、健康，我们称它为悦耳的声音。
教师：有哪些声音会使你觉得烦燥不安，或者害怕？
通过学生发言使学生明确：象他们所举的声音使人心慌意乱、烦燥不安，

我们称之为嘈杂的声音。它会严重损害人的身体健康，影响人们的学习、工
作。

教师：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
学生讨论，说出自己的想法。
投影：在校园不能大声喧哗，使用桌椅不该拉拽产生噪音，在校外公共

场所不要大声吵嚷，多去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玩等。通过以上内容，教育学
生自觉保护声音环境；为了身体健康，少去嘈杂的公共场所，多去自然环境
优美的地方活动、锻炼。

4.全课总结。
教师：今天我们认识了有关声音的一些知识。首先我们明白了自然界中

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对声音的感受、比较，我们知道了声音有强有弱，
有高有低。另外，还知道了有的声音悦耳，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有的声音
嘈杂，能损害人的身体健康。为了保护身体健康，我们必须保持良好的声音
环境。

（三）巩固练习
教师：大家翻开书，看 P34 的图，找一找哪几处有声音，根据你的生活

经验看，这些声音一样吗？
学生讨论。
教师：看 P35 下图，老师也象这样给你准备了七杯装有不同水量的水，

请你用筷子敲击杯子，使杯子发出声音，按声音从高到低将杯子排成一队。
一个人敲击时，其他同学一定要安静、仔细分辨。[选用细高、壁薄的杯子，



敲击杯沿，效果较好。]
学生活动，然后汇报情况。[把这部分内容安排在这里，既起到了巩固练

习的作用，又能促使学生课下进一步的探索兴趣。]
教师小结活动情况。
布置作业：搜集小桶、酸奶碗、饮料杯、棉线、毛线、铜丝等。
五、板书设计

11  声  音

声音
有强、有弱

有高、有低






 

yu8
悦耳的声音：使人健康
c2oz2 s(nh4i
嘈杂的声音：损害身体



12 土“电话”
  

一、教学目的
1.指导学生学会做土电话的方法，以及正确的打“电话”的方法。2.培

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选用细高、壁薄的杯子，敲击杯沿，效果较好。
把这部分内容安排在这里，既起到了巩固练习的作用，又能促使学生课

下进一步的探索兴趣。
3.通过打电话的游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教学准备
分组材料：扎有一个针眼的酸奶碗（或冰淇淋盒、饮料杯）与一个八宝

粥铁桶（或芒果汁桶），细线绳、铜丝、火柴棍、长铁钉，镊子等为一套每
组一份。[学生搜集的材料，经筛选组合，就成为课堂教学材料。]

演示材料：自制录相教材，复合投影片，4 个制好的土电话，一份学生
分组使用的材料，小黑板。

   
三、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教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有关声音的知识，知道了不同物体发出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谁能说说主要在哪些不同？
学生：声音有强弱、高低的不同。
教师：（轻轻发出声音）后边同学能分辨出我发出的声音吗？
学生：听不清（或听不见），不能分辨。
教师：（把土电话的一端递给坐在后边的一个学生，让他放在耳边，老

师再发出同样大小的声音）这次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学生：听到了。
教师：这个装置叫做土电话。上节课后，我让大家搜集了这么多材料，

就是要教大家做土电话（教师板书课题：土电话），用它来帮助我们听声音。
好不好？

学生兴趣会很高。
（二）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做土电话。
教师：土电话看着简单，如果材料选得不好，听起来效果大不一样。怎

么做呢？老师通过录像片告诉你先干什么，再干什么。要仔细看，看后向大
家汇报。

放录像：（l）准备用作话筒、听筒的各种小盒、小筒、小碗，线，钉子，
火柴棍等材料。（2）在小筒、小碗底部用长钉尖扎个小孔。孔的大小要与线
的粗细差不多。（3）穿线，从外向里穿；用镊子从里夹出线头。（ 4）固定
线头（用特写说明在火柴棍上系扣的方法）。

汇报：制作步骤。
教师：我在每组的小碗（桶）底部都扎了个小坑，一会儿你就用钉尖沿

着小坑向里慢慢扎个小孔。注意扎孔时一手扶住小碗或小筒，一手拿住钉子，
不要太使劲。[先扎一个小坑，是为了解决学生下手没准儿的问题。]



学生开始操作，教师指导并帮助操作有困难的学生。
（可以让两个学生合做一个土电话，做起来困难不太大）。
2.通过实验，发现使用土电话通话的最佳方法和不好的方法。
教师：土电话的玩法不少，你看（投影）他们是怎么通话的？
学生照图说。
教师利用说明打土电话方法的投影片。依次介绍课文插图中三种使用土

电话的方法。
教师：一会儿两个同学一组，以上三种方法一一地去试一试，看哪种通

话方式最好，为了实验效果好，我们去操场上实验。实验时，声音小，避免
互相干扰。

带学生到室外实验，教师检查学生的操作，提示学生专心发现问题。
学生汇报：哪种方法是最佳通话方法。
3.通过打电话游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集合好队伍）刚才我们通过反复实验，发现了使用土电话的好

办法。下面我们用它再做几个游戏好吗？
玩法：老师这儿代表营地，同学们分成三个小队代表夏令营营员。每个

小队有四个电话组，单线联系。营地向正在外出的小队拍电报，各队要迅速
用土电话传到最后一组。最后的学生收到电报后，马上带领自己小队又快又
静地回到营地站队集合。电报信号被其他小队听见了，成绩无效。

教师编排好小队，分别发出嘟——嘟嘟，嘟嘟——嘟，嘀嘀——嗒的声
音，各队学生陆续传送这个信息。

各队集合，汇报情况。
（2）电话会议。
玩法：三人、四人、六人一组，几组线搭在一起，一个人对着话筒说话，

其它人听。
（3）弯弯绕绕打电话。
玩法：两个人的电话线或绕过铁栏杆，或绕过树干，或挨在墙角砖上通

话。
教师根据教学时间组织学生活动。
（三）布置作业
课下动脑筋想一想还可以利用土电话做什么游戏？



13  摩擦起电
  

一、教学目的
1.指导学生认识物体摩擦后能带电，带电的物体能吸引轻小的东西。
2.使学生掌握做摩擦起电实验的操作技能，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实验能

力。
3.培养学生探索自然事物的兴趣。
   
二、教学准备
演示用具：写有“摩擦起电”四个字的白纸、塑料梳子、20W 管灯、大

卡纸。分组用具：塑料尺、废电池、鸡毛、小气球、塑料纤维、氖泡、纸屑、
架子。

   
三、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1.谈话：请一名女学生到前面来。我给她梳头，请同学们注意看，梳头

时有什么现象。[使学生感知摩擦起电的现象，引起学生的兴趣。]
2.教师用塑料梳子梳理女生长发，可见头发被梳子吸引起来。
3.汇报观察结果。
4.谈话：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这节自然课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二）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认识物体摩擦后，能吸引轻小的物体。
（1）讲述：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类似梳头时头发被吸引起来的现象，下

面我们就做几个有趣的实验。[培养学生自己动脑筋研究问题的能力和实验能
力。]

（2）实验：
①1号同学、2号同学，不许用手拿，只许用塑料尺靠近，想办法让盒盖

里的鸡毛到桌面上来。
②3号、4号同学，也不许用手碰、只许用塑料尺靠近，想办法使吊着的

气球听你的指挥。
学生做实验时，老师巡视，提示学生观察，实验中有什么现象。
（3）实验完毕后，小组交流实验中的现象，大组汇报实验结果。
（希望学生回答：塑料尺在头发上摩擦后，靠近鸡毛，鸡毛被吸引起来。

在衣服上摩擦后的塑料尺，靠近吊着的小气球，塑料尺到哪里，小气球就跟
到哪里，非常听话。）

（ ）板书：摩擦
塑料尺 吸引 鸡毛

塑料尺 吸引 小气球
4

      

      







（5）讨论：这两种现象有什么相同点？
（6）小结：物体摩擦后能吸引轻小的物体。
2.指导学生认识摩擦后的物体带电。[用灯管做实验可见度大，便于观

察；同时能更直观地说明摩擦起电。]
（1）谈话：摩擦后的物体为什么能吸引轻小的物体？（学生可能会答：

这个物体带电了。）你们看到了摩擦的物体带的电吗？（学生答：没有）
（2）讲述：拉灯绳后，教室里的管灯亮了，因为管灯里有电通过，下面，



我们用管灯靠近摩擦过的物体，如果管灯也亮了，这说明什么？（摩擦过的
物体有电）。

（3）教师演示用丝绸摩擦过的大泡沫塑料块接近灯管，可见管灯闪闪发
亮。

（4）讨论：以上实验结果说明什么？
（5）小结：物体摩擦后能带电。（同时板书）
三、巩固练习
（1）试一试摩擦过的小气球是否能使氖泡亮。
学生做游戏后汇报。
（2）魔球表演游戏。
①游戏要求：用摩擦过的气球靠近纸屑、头发、鸡毛、塑料纤维、穿的

毛衣等物体，看发生什么现象？
②学生做游戏后做汇报。
（3）全课总结：今天课上我们做的实验和游戏叫摩擦起电。板书课题（将

这四个字分别写在四张纸上，摩擦后，使其吸引在黑板上）。
（四）布置作业
观察在生活中还有哪些摩擦起电现象？想出更新奇的游戏方法。
   
四、板书设计

13 摩探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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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摩擦
塑料尺 吸引 鸡毛
塑料尺 吸引 小气球

金属帽 吸引 塑料纤维











2 结论：物体摩擦后能吸引轻小的物体，因为物体摩擦后带了电。



14  小电珠
  

一、教学目的
1.指导学生认识小电珠、电池、导线的名称和（可见部分）构造；
2.指导学生学会用一个小电珠、一节电池、几根导线连接电路的方法。
3.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实验能力，启发学生深入探究的兴趣。
   
二、教学准备
分组材料：每组八根导线，两节电池，两个小电珠。
演示材料：粗长导线一根，一节电池、一个小电珠；一张连接“电路”

的复合投影片；电珠、电池纸模型卡片若干，透明胶条；电池、导线、电珠
纸模型各一张；小台灯。

   
三、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教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摩擦起电的知识，老师这儿有个小台灯。（按

开关）咦，上面的小电珠亮了，你知道哪里来的电使电珠亮的？（学生中会
有人知道是电池给的电）。

教师：光有电池还不够，还需电线（举起一段电线），电线能导电，又
叫导线。

谁能把它们的名称再说一遍？
学生说，教师贴好模型卡片。
教师：今天我们就学习小电珠这一节课，了解关于小电珠、电池、导线

的一些知识。（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
1.认识电珠、电池、导线。
教师：我给每个组准备了电珠、电池、导线，一会儿你们两人一组，仔

细观察一下它们都是什么样的，各分成几部分？
教师：提示学生先观察导线，再观察电池，最后观察电珠。
学生汇报（要求说出导线是由两部分组成，外边是一层塑料皮，里边是

铜丝；电池有一端顶上有一个小帽子，底下是平的；电珠上面是玻璃做的，
里面有很小的灯丝，下面是金属材料做的，有一圈圈的螺纹，最底下有个小
圆点。）[如果有学生说出电池的正、负极，教师也可以教给学生。]

2.指导学生探索使小电珠发光的方法。
教师：通过观察我们认识了电珠、电池、导线，把它们怎么连接起来，

就会使小电珠发光呢？你们两个人一起，先想想办法，然后试试看。
学生分组动手实验，当有一部分组连接好的时候，教师请这些组介绍自

己的做法，指导学生用贴模型卡片在黑板上画出“电路”；引导所有学生学
会独立连接“电路”。

教师：除了这样连接，还有没有第二种，第三种方法使小电珠发光呢？
学生进一步实验。教师一方面启发帮助有困难的学生，一方面鼓励连接

快的同学想想，不能使小电珠亮的做法与使小电珠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使
能力强的学生深入探索，以点带面，激发学生不断探索的精神。]

学生汇报并画出“电路”。



教师：（小结）从同学们的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只要将小电珠的螺
纹跟电池的一头连上，将小电珠底下的圆点跟电池的另一头连上（展示复合
投影片），小电珠就能发光了。也就是像黑板上展示的这两种情况，否则小
电珠不会亮。

3.指导学生通过亲自实验，判断六种电路的连接方法是否正确，使学生
进一步明确连接电路的正确方法。

教师：书中 P45 给我们画了六种连接方法，它们哪种能使小电珠发光，
一会儿我们像刚才那样通过实验得到答案。

学生翻开书，先看第一种接法，大家说说应该怎么连接，然后请同学们
实验。

学生汇报结果，在教师的指导下做好记录。
教师：另外五种情况是什么样呢？像刚才这样，先看看它是怎么连接的，

再操作，然后进行记录。
学生一一实验，教师指导学生使实验顺利进行。
教师：做完实验，在小组里讨论一下，不能使电珠发光的原因是什么？
汇报讨论结果（通过汇报交流，明确正确的连接方法）。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小电珠、电池、导线及小电珠发光的方法。
你能不能想出这个小台灯，里边是怎么连接的？[通过联系实际，进一步

明确连接电路的正确方法。]
小组讨论、汇报。之后教师展示台灯内部构造，肯定学生的意见。
（三）巩固扩展
教师：如果给你两个小电珠，一节电池，几根导线，怎么连接使两个电

珠同时发光呢？一会儿你们小组四个人一起，边想边试一试。注意，一定使
小电珠的螺纹和圆点与电池的两头分别连接起来，电珠才会发光。

学生实验，教师适时提示，并将好的做法让学生自己向大家介绍。[调动
各种层次的学生探索的极积性。]

学生汇报。
教师小结：对学生的探究精神进行评价。
（四）布置作业
回家，继续探究连接电路的方法。



15  冬天
  

教案之一
一、教学目的
1.指导学生认识冬季的显著特征；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
3.增强学生爱大自然的意识。
   
二、教学重点
使学生认识冬季的显著特征。
   
三、教学准备
分组材料：50×70（cm）砂盘（附有尺子、白粉笔、立刀、树枝、松枝、

积木块等）。
演示材料：秋、冬挂图
   
四、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教师：（展示秋季挂图）这里有一个你熟悉的画面，它上面所显示的人、

动植物情况以及其它情景，能告诉你那是什么季节吗？
学生：这里是秋季。
教师：现在是什么季节了？
学生：现在是冬季了。
教师：根据上节课教师留的观察作业，你所观察的情况看，这里（指挂

图）的冬天还会是这样吗？那该是什么样子？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冬天的
特征（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
1.认识冬天的一般特征。
教师：（展示冬季挂图）同一个地方，冬天来了，它是什么样子的？我

们用观察秋天的景色时学过的方法，从天空到树林、田野、池塘、岸边，由
远到近的顺序一部分一部分地仔细观察一下。（在黑板上贴出天空、树林、
田野、池塘、岸边的卡片。）

学生边观察边小组讨论。
学生汇报。（应该使学生明确冬天的天空多是晴天，有时阴并下雪，除

了松树，树枝光秃秃的，田野一片枯萎的杂草，池塘里的水结冰了，岸边光
秃秃的，也没有鸭、鹅这些小动物了）。

2.认识本地冬天的显著特征。
教师：咱们这儿的冬天什么样？谁能把自己观察的情况也按这样一个顺

序谈一谈？
学生汇报自己观察的情况。
教师：从学生们观察的情况不难看出我们北京的冬天和画面上的情况相

似。冬天是寒冷的季节，河里的水都结了冰，时常下雪，除了松树，柏树等
依然是绿色的，许多树变得光秃秃的了；如果大家能去农村走一走，在田野、
树林中只能见到很少的几种小动物了，农田里只有一层低矮的小麦苗；农民



伯伯主要是为春天播种做些准备工作。
咱们中国地方很大，从南到北坐火车得三、四天，从东到西得五、六天

时间，所以各地方的冬天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认识的主要是我们北方、我
们北京冬天的特征。

3.通过比较，认识本地秋、冬两季有什么不同？
教师：秋天与冬天有什么不同？
引导学生从天气到动、植物变化以及人的生活等方面进行对比，认识秋、

冬两季的不同特点。
（三）巩固练习
1.教师：我这里有一个砂盘，还有可以代表楼房的积木块，代表树木的

树枝、松枝，还有能制出雪花的白粉笔等东西，你能通过自己的布置，让人
一看便知道这里是冬天——我们北京的冬天吗？

做之前，大家先共同商量一下取哪一地方的风景，如果选学校，是花坛
周围？还是东操场？还是学校大门？然后想一想，冬天这个地方有什么特
征，最后小组同学一起合作，完成砂盘的布置。

2.学生进行布置砂盘的活动，教师在巡视指导的同时，及时把好的做法
介绍给大家，并且对有困难的组给予帮助。及时展示做得较快，布置得较好
的组的作品。

3.总结：表扬做得好的小组，评价学生的创造精神。
   
教案之二
   

一、教学目的
1.使学生认识冬天的主要特征。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观察冬天的自然事物）和比较能力（比较冬天

和春天、夏天、秋天的不同）。
3.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趣，使学生感受到大自然中的事物是不断变

化的。
   
二、教学准备
1.反映冬天景色的挂图或投影片，景色需与春、夏、秋是同一场景。
2.课前布置学生观察以下自然事物：
（1）冬天的天气怎样？
（2）冬天的植物是什么样的？
（3）冬天你能看到什么动物？
（4）冬天田野里有什么庄稼？农民做什么劳动？（5）冬天的河、湖、

池塘是什么样的？
（6）冬天人们的穿装有什么变化？
以上观察内容，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分组进行观察，每组观察其中

一、二项。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提问：谁能说一说秋天有什么特征？



（可以让学生以描述、歌谣等形式回答）
2.谈话：现在是什么季节？
3.讲述：这节课，我们来认识一个新的季节——冬天。看一看冬天有什

么特征。（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
l. 指导学生认识冬天的一般特点[认识冬天的一般特点是为了使学生获

得关于冬天的基础知识，从而更好地认识当地冬天的特点。]
（1）出示反映冬天特点的挂图或投影片。
（2）提问：
与我们学习过的春、夏、秋相比较，从图中你发现冬天有哪些特点？
（3）学生观察。（至少要求学生观察 2分钟，观察要做到全面细致。）
（4）汇报观察结果。
①冬天的天气怎么样？
②树木、花草有什么变化？
③还能看见什么动物？
④田野里的庄稼有什么变化？
⑤远山、河水有什么变化？
⑥人们的衣着有什么变化？
⑦人们在户外做些什么活动？
（5）教师小结：
从这幅图画中，我们看到冬天的特点是：冬天天气寒冷，除了松柏常绿

外很多花草树木都落叶变得枯干（限于北方），动物很少，常见的只有麻雀、
乌鸦等留鸟，田野里的庄稼只有低矮的麦苗（限于北方），河、湖、池塘里
的水都结了冰，人们穿上了很厚的衣服御寒，孩子们在玩雪、滑冰（限于北
方）。

2.指导学生认识当地冬天的特点[认识当地冬天的特点是本课学的重
点。]

（1）讲述：前面我们看到的这幅冬天景色图，只是反映了冬天的一般特
点。我们国家很大，各地方冬天的特点是不一样的，课前，你曾观察过我们
这里的冬天景色，现在请你说一说我们这里的冬天有什么特点。

（2）学生回答、讨论。
（讨论冬天的特点，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学生生活在当地，在一定的直

接感觉做为基础，又在课前做过观察，所以讨论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应该
是顺利的。回答可由学生随意说，或老师提出一个个问题，由学生分别加以
回答。总之要归纳概括出当地冬天的一些典型特点。）

（3）教师小结：根据以上同学们的观察汇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地
方冬天的特点是：⋯⋯（老师归纳总结）。

（三）巩固练习
指导学生完成课文的“季节特点比较”练习。
（1）讲述：我们已经学过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特点，下面我们

再来比较一下，这四个季节的特点。
[这个练习对于帮助学生巩固理解所学的春、夏、秋、冬四季特征的知识

十分有益。]
（2）提问：看课本第 48 页，请你说一说，这八幅图中的事情发生在哪



个季节？
（3）学生回答。
（4）老师小结。
通过应用我们所学的春、夏、秋、冬特点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玉米

成熟发生在秋天，孩子们玩雪发生在冬天，菊花开发生在秋天，柳树发芽发
生在春天，小燕筑巢发生在春天，孩子们游泳发生夏天，孩子们滑冰发生在
冬天，打雷下雨发生在夏天。

（四）布置作业
1.观察河、湖、池塘什么时候解冻。
2.观察杨树、柳树（或其他落叶树）什么时候开始发芽。



三、教学参考知识
   

1、蚂蚁的形态
   
蚂蚁属昆虫纲膜翅目的蚁科。蚂蚁的身体基本上由头、胸、腹三部分组

成。头部有触角一对，复眼一对，单眼 0～3只，口器一组。胸部位于头部和
腹部之间，由前胸、中胸和后胸三个胸节组成。每一胸节上有足一对，腹部
紧接胸部后方，由许多环节组成。

蚂蚁的头部因种类不同形状各异。有许多公蚁头部只长复眼，不长单眼。
蚂蚁腹部末端除了肛门及生殖孔外，公蚁及蚁后还备有防身利器。蚂蚁的前
足上有一个特殊构造叫作胚梳，用来梳洗身体的污垢。
  
2、蚂蚁的生活

   
蚂蚁在地下的巢穴里生长。在蚂蚁的巢穴里，有一只蚁后和许多辛勤工

作的公蚁，还有许多卵和幼虫。蚁后负责产卵，产下的卵由工蚁搬运到孵卵
或哺育幼虫的巢穴中。大约二星期左右，卵就能孵化成幼虫。公蚁负责照顾
卵和幼虫，它们会把卵和幼虫舔干净，并时常用口对口的方式喂食给幼虫。
幼虫长大以后，由公蚁帮忙，吐出丝做茧，并在茧内化蛹。两星期后，蛹蜕
变成蚂蚁后，公蚁会咬破茧拉它出来，加入家族。

公蚁群集外出觅食。它们喜欢吃蚜虫和甲壳虫放出的蜜露，也喜欢甜甜
的花蜜，以及树汁。公蚁找到这些食物后，会把蜜装到肚子里带回巢穴去。
如果它们找到奄奄一息的同伴或死了的小动物尸体，就会用嘴衔起来，或和
别的公蚁一起拖回巢穴，储存起来。觅食回来的公蚁，在巢穴中遇到同伴，
就会吐出食物，分给同伴吃。

蚂蚁传递信息，一是通过分泌物的气味，二是通过触角。
  

3、蟋蟀的形态
   
蟋蟀的身体由头、胸、腹三部分组成。头部有复眼、触角和口器，胸部

长着翅膀和脚。蟋蟀多半是黑色或褐色的，身体偏平，触角比身体长，有雌
雄之分。

在蟋蟀雄虫的前翅上，有旋涡纹状的翅膜。一边翅膀长着锉刀状的翅膜
——弦器，另一边翅膀长着较硬翅膜——弹器。当这两种发音器相互摩擦，
就能发出声音。蟋蟀长有“耳朵”——听器，可分辨同伴发出的声音，但“耳
朵”不长在头上，而是长在大前脚的胫节（小腿）上，上面有薄膜，可感觉
声音的振动。

雌蟋蟀的翅膀没有发声的构造，翅膀的花纹与雄蟋蟀不一样，腹部末端
有条细长的产卵管，从这可以分辨出它的雌雄来。

   
4、蟋蟀的生活

   
蟋蟀生活在草丛、灌木、田野等地。每年 9月底，雌蟋蟀把产卵管插入

地下，把卵产在地下，大约离地面 0.5 厘米深。到了 10 月，许多成虫就会凋



零死亡，而卵则在地下过冬。第二年的 5—6月间，卵开始孵化。孵化后的 1
龄幼虫，几天后就蜕皮成 2龄幼虫。在两个月间，蜕皮 7—8次。每蜕一次，
就成长一些。它们避开阳光，聚集在阴暗的地方生活。8 月下旬，最后一次
蜕皮，羽化为成虫。

羽化后 2—3天，开始鸣叫。这时背部还长有一对飞行用的翅膀，叫声有
些特别。大约羽化 7天后，后翅膀就会从基部掉下来，这时声音就好听了。
蟋蟀多是杂食性的，既吃植物果实（如黄瓜、梨、茄子），也吃昆虫和同类
尸体。蟋蟀常有同类相残的惨剧发生。

   
5、根的种类及形态

   
根是由胚根发育而来的体轴的地下部分。由胚根生长出来的根叫作主

根。主根生长到一定长度时，分出许多分枝，这些根叫作侧根。侧根长到一
定长度时，又可生出新的侧根。主根和侧根构成直根系。根除了主根和侧根
外，还有一类根可以在茎、叶或老根上生出，这种根叫不定根（相对地把主
根和侧根叫定根）。许多禾谷类作物的主根不发达，是由茎基部所生的不定
根形成须根系。

由于植物适应不同生活条件，根的功能特化，有许多变态，主要有：（1）
肥大直根，如萝卜、胡萝卜、甜菜的肉质肥大的根属于这类。（2）块根，如
番薯的肥大肉质根是常见的块根之一。（3）气生根。因作用不同，又可分为
支持根（玉米、榕树的支持根比较明显）；呼吸根（如红树、水松的呼吸根）；
攀援根（如常春藤的根）。（4）寄生根（如菟丝子的根）。

   
6、茎的种类

   
茎是植物地上部分的骨干，在其上着生叶、花和果实。茎多直立生长于

地面，但也有生长在地下的部分，称地下茎。由于演化、适应的结果，茎有
许多变态。

（1）地上茎的变态。例如茎卷须（如南瓜、葡萄的卷丝）；茎刺（如山
楂、皂荚枝上的刺）等。

（2）地下茎的变态。主要有：①块茎，为一短而膨大的球形肉质茎（如
马铃薯）。②鳞茎，是一种扁平或圆盘状的地下茎（如洋葱、蒜）。③球茎，
为短而肥大的地下茎，外表有明显的节与节间，在节上生有起保护作用的鳞
片及腋芽（如荸荠、芋头）。④根状茎，外形与根相似，但有明显的节与节
间，节上的腋芽可生出地上枝，节上并可长出不定根（如竹、藕）。
  
7、植物的器官

   
植物的器官包括营养器官——根、茎、叶，生殖器官——花、果实和种

子。
根的主要功能是固定植物，从土壤中吸收水和无机盐类。根还有合成能

力，制造某些重要的有机物质，如氨基酸。
茎的主要功能是运输水分、无机盐和有机营养物质到植物体的各部分，

同时又有支持枝叶、花和果实的作用。此外还有贮藏养料的功能。



叶的主要功能是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
花主要由花萼、花冠、雄蕊和雌蕊四部分组成，它们都由叶演变而成。

具有这四个部分的花叫完全花，缺少其中任何一部分的花叫不完全花。花能
够繁殖后代，是由于具有雄蕊和雌蕊。

果实由果皮和种子组成。根据果皮是否肉质化，将果实分为肉果和干果
两大类型。

种子主要有种皮和胚两部分构成。
   

8、秋天的天气
   
天气逐渐变凉了，比起夏天，白天渐渐短了，黑夜渐渐长了。这是由于

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时候，地轴和轨道面成 66.5°的倾斜角。夏季太阳光直射
北回归线，北半球温带地区天气比较热。到了秋季，太阳光斜射, 并且越来
越斜，使北半球温带地区日照渐渐变短。因此，天气渐渐变凉。
   
9、秋天的植物
  

（l）秋天的植物大多都会出现落叶现象。这是植物度过寒冷季节的一种
适应。深秋或初冬时节，由于气温降低，根的吸收作用减弱，植物的水份供
给困难，影响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此时叶子进入衰老状态。衰老
的叶子一方面由于产生抑制叶子脱落的生长素的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又形成
了大量的，能使叶子脱落的脱落酸。因此，在秋季植物的叶子随着天气的逐
渐变冷，而逐渐脱落。落叶是植物保持体内水分，安全过冬的一种很好的适
应现象。

（2）在秋天，一些植物的叶子由绿色变成了黄色或红色，这与叶片所含
的色素有关。在植物的叶片里，除了含有叶绿素以外，还含有叶黄素、胡萝
卜素等。在正常的生长季节里，叶绿素的含量很大，一般常是叶黄素、红萝
卜素的 3—4倍，所以叶片总是显现为绿色。到了深秋，由于气温下降，叶片
里的叶绿素受到破坏，而仍然存在于叶片中的叶黄素、胡萝卜素开始显露，
叶片就逐渐由绿色变为黄色。枫树、槭树、黄栌等植物的叶片到秋天会由绿
变红，这也是由于深秋气温下降，植物输导作用减弱，使叶片白天制造的淀
粉到夜间不能完全转化为糖而运出叶片，使叶细胞里的糖分积累增加，从而
促进了植物的另一种色素的形成，即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细胞里呈现红色，
而以上那些树的叶细胞液又常带酸性，所以叶片到了深秋就变成了红色。

   
10、植物过冬

   
冬天许多树木用落叶的办法过冬，叶子落了可减少水分的蒸发。许多草

本植物枯死了，但留下了种子，种子落在泥土中，不怕寒冷，第二年又长成
了一株植物。有些植物是用地下茎和根过冬的。

   
11、动物过冬

   
蚂蚁、田鼠等在冬天来临前贮存许多食物，修好巢穴，冬天躲在巢穴里



面，不出来活动。
青蛙、蛇、乌龟不贮存食物，吃饱以后找一个避风耐寒的地方睡大觉，

一直要睡到春天才开始活动。
燕子、大雁要从比较冷的地方，飞到温暖的地方去过冬，第二年春天再

飞回来。
麻雀、乌鸦冬天不飞走，但在秋天要脱去旧羽毛，换上又厚又密的新羽

毛，来抵御寒冷。
狐狸、野兔秋天也要换上又厚又密的毛，皮肤下还长着厚厚的脂肪，毛

和脂肪可以帮助它们御寒。
螳螂、蝗虫，用卵过冬；玉米螟虫用幼虫过冬；苍蝇用蛹过冬；蚊子用

成虫过冬。
   

12、分类能力
   
分类能力是根据对象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将对象区分为不同种类的能

力。分类是以比较为基础的。通过比较识别出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
然后根据共同点将事物归合为较大的类，根据差异点将事物划分为较小的
类，从而将事物区分为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不同等级的系统。分类能力是整
理材料和把已有的概念进行系统化时不可缺少的能力。

通过小学自然教学使学生达到：
（1）能按一定的标准给自然事物进行分类。例如根据导电与否把物体分

为导体和绝缘体两类；根据物体在水中溶解与否把物体分为溶解与不溶解两
类；根据果皮多肉与否把果实分为肉果和干果两类。

（2）能撑握一个层次的分类，例如（1）中所举的各项分类。对两个层
次以上的分类也可以进行适当的练习，例如把动物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
物两类，再把脊椎动物分为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五类。
   
13、平衡
  

一个物体的平衡，是指几个力同时作用于这个物体上，而它的运动状态
不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例如吊灯，同时受到向下的重力和电线向上的拉力
作用；静止在桌面的不倒翁，同时受到向下的重力和桌面上的支承力的作用；
在钢丝上表演的杂技演员，同时受到向下的重力和钢丝向上的支承力的作
用。以上三个物体都是处于平衡状态的物体。

处于平衡状态的物体，如果受到一个微小的扰动而离开平衡位置后，它
原来受到的几个力的合力可以使它自动回到原来的平衡位置，恢复平衡，这
种平衡叫做稳定平衡。物体处于稳定平衡位置时，它的重心最低，任何微小
的扰动，都会使它重心升高。例如吊灯和不倒翁，轻轻推动它们，就会晃动
起来，过一段时间又会回到原位。

如果处于平衡状态的物体，在受到微小扰动而离开平衡位置后，不能恢
复平衡，这种平衡叫做不稳定平衡。物体处于不稳定平衡位置时，重心最高，
任何微小的扰动都会使它重心降低，不能恢复原状。例如在钢丝上表演的杂
技演员，稍有差错就会掉下来，她在钢丝上的平衡属于不稳定平衡。
   



14、乐音和噪音
   

乐音是指比较和谐悦耳的声音，是由周期性振动的声源发出的，乐器发
出的声音就是乐音。噪音是由无规则、非周期性振动的声源发出的，听起来
有嘈杂的感觉。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说，噪音还与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有关，
一切对人们生活和工作有防碍的声音都算作噪音。噪音防碍人的休息，影响
人的健康，降低工作效率，强大的噪音还会引起耳聋。

   
15、摩擦起电

   
两种不同的物体相互摩擦后，其中一个物体带正电，另一个物体带负电，

这种现象叫做摩擦起电。摩擦起电是由于两个物体相互摩擦时，一个物体会
失去电子，而另一个物体就得到了电子，电子带的是负电，因此，失去电子
的物体带正电，得到电子的物体带负电。

当轻小物体靠近带电体时，由于静电感应，轻小物体靠近带电体的一端
就会带上与带电体相反的电，在异种电相互吸引的作用下，轻小物体便被吸
引起来了。



四、观察实验指导
   

1、观察蚂蚁的生活习惯
   
目的：了解吃什么，怎样找食物，怎样搬运，怎样互通信息。
材料：不同种类、大小的食物，直径约 15 毫米，长约 40 毫米带塞透明

玻璃小瓶（带放大镜昆虫盒更好）、卫生球（樟脑球）。
方法：
（1）教师课前做好准备，找到蚂蚁窝，选好分组地点，放好食物。
（2）课上到室外分组观察，教师巡视指导。
（3）每组捉 2至 3只蚂蚁装到瓶中做好观察外部特征准备。
（4）回教室，学生汇报讨论，教师小结。
注意：
①要用书图提示捉蚂蚁方法。
②在室外要几个问题同时观察，观察时要有侧重，观察不到的，由教师

作补充讲述。
③如果学校环境不许可，就布置学生在家完成。
   
2、观察蚂蚁身体的显著特征
目的：使学生知道蚂蚁身体分头、胸、腹三部分，头上长着一对触角，

胸上长着三对足。
材料：放大镜、装着蚂蚁的小瓶、白纸。
方法：
（1）白纸平放桌上，装蚂蚁的小瓶放在纸上。
（2）右手拿放大镜，使蚂蚁处于放大镜中心，顺视线上下移动放大镜，

看清时稳住放大镜观察。
（3）按从整体到部分的顺序观察。
（4）将小瓶等材料放回原处，汇报，小结。
注意：
①不要用手摸镜片，镜片不要碰其他硬物，观察完放大镜放回盒中。
②一定按从整体到部分的顺序观察。
   
3、制作捕虫罩
目的：捕捉蟋蟀
材料：18×26（厘米）塑料窗纱一块、长 55 厘米 18 号铁丝一根、透明

胶条、线少许。
方法：
（1）窗纱剪成，半径约 16 厘米，圆心角约为 110 度的扇形。
（2）将扇形窗纱用针线缝成圆锥状。
（3）在距圆锥顶端约 4厘米处，剪下圆锥顶部。
（4）用针线将圆锥上端缝上。
（5）将铁丝用钳子窝成罩口的铁丝圈柄形状（见下图）。



（6）用胶条将柄裹结实。
（7）用针线将锥形罩缝在铁丝圈上，制成捕虫罩。
注意：
①用线缝时不可用力过大，以保护网纱。
②将扇形窗纱缝成圆锥状时，缝合接口的两边要压上一厘米左右，越往

上压得越窄，以防风罩变形。
   
4、制作蟋蟀标本
目的：为课上观察准备条件。
材料：2毫米平板玻璃若干、乳胶、透明胶条、蟋蟀。
方法：
（1）用玻璃刀将玻璃割成 4×6（厘米）、3×5.6（厘米）、4×3（厘

米）长方形玻璃片各两块。
（2）将 1块 4×6、两块3×5.6、两块4×3玻璃片，用乳胶粘成玻璃盒。
（3）将整形后的蟋蟀脚上涂少量乳胶，粘在盒底面玻璃上。（4）将一

块 4×6玻璃片盖在盒上，用透明胶条沿四条边贴好，蟋蟀标本就制成了。注
意：

①没有 2毫米的玻璃，3毫米也可以。
②粘盒时要先粘一块，用其他物体挤好保持方正，干后再粘另一块，类

推直至粘完。③要在蟋蟀肢体没有变硬前，将外形调整好，干后再往玻璃上
粘。

④玻璃片尺寸要准确。
   
5、观察蟋蟀身体的显著特征
目的：使学生知道蟋蟀身体由头、胸、腹三部分组成，头上有一对触角，

胸上有三对足。培养从整体到部分的观察能力。
材料：每组一个装在玻璃盒中的标本。
方法：
（1）从蟋蟀标本的上下两个方向观察，认识蟋蟀身体由哪三部分组成。
（2）从上面观察头上长有什么。
（3）从下面观察胸上长着什么。
（4）学生汇报，教师小结。
注意：
①要严格按从整体到部分的科学顺序观察。
②观察身体组成时，要强调从上下两个方向看。
  
6、斗蟋蟀
目的：使学生了解蟋蟀的生活习性。
材料：广口罐头瓶（底部有砸实潮土一层）、雄蟋蟀两只、蛐蛐儿“探

子”（斗蟋蟀用的蟋蟀草等物）一个、玻璃盖片一块、食物（米饭、豆子、
菜等）若干。

方法：
（l）移动盖片放入蟋蟀和食物，观察吃什么？怎样吃？
（2）移动盖片放入另一只蟋蟀。



（3）移动盖片伸入蛐蛐儿探子、轻刷触角或大牙（上颚），引起蟋蟀争
斗，观察蟋蟀怎样争斗。

（4）得胜蟋蟀振翅鸣叫，观察怎么叫？用什么叫？
注意：
①捉蟋蟀，可在秋天，据声寻找，扒开草丛、石头或找到洞穴挖掘，发

现蟋蟀用捕虫罩捕捉。
②取一根蟋蟀草梗，去掉花穗，将顶端的 2厘米一段用刀劈成两半，倒

折用手捏住向外快速拉出，这段梗便撕裂成多根毛须的蛐蛐儿探子。
③此活动不宜在课上进行，可组织学生饲养，在课下观察。
   
7、给果实分类
目的：培养按外部特征进行分类的能力。
材料：学生自带各种果实若干。
方法：
（1）将自带果实摆在桌上。
（2）让第一个想出分类方法的学生进行分类，并说明根据。
（3）第二个，第三个⋯⋯学生分类，并说明根据。
（4）各组汇报分类方法。
注意：
①学生分类时，要求摆放整齐，培养良好科学习惯。
②可根据颜色、大小、形状、软硬、光滑粗糙、有无香味、蔬菜水果等

外部特征分类。
③让学生自带果实，教师可在课前加以了解、组织、指导，以便使学生

带来的果实外部特征多样。

8、制作根标本
目的：为观察直根、须根准备典型材料。
材料：2毫米厚 20×15（厘米）玻璃片两块、须根、直根、透明胶条。

方法：
（1）挖须根、直根，整理后在书中压干。
（2）将压好的直根、须根夹在两块玻璃中间。
（3）用透明胶条封边。
注意：
①挖根要浇水后带土挖出，用水冲掉泥土，晾成半干，尽力保持根的完

整。②将多余的根去掉，整理压制成典型的直根、须根标本。
③不要将茎全部去掉。
（4）应多选些植物，多做些根的标本。
   
9、观察直根、须根
目的：使学生知道有主根侧根的根是直根，看不清主根、象胡须样的根

是须根。培养按顺序观察的能力。
材料：直根、须根标本投影片，投影仪。
方法：
（1）将须根遮住，放映直根。



（2）按先看中部，后看两侧的顺序，观察根是什么样子。
（3）告诉学生：在中间、长在茎上较粗的根叫主根，主根周围的细根叫

侧根。
（4）去掉遮盖，同时放映直根和须根。
（5）先看中部，后看周围，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
（6）汇报不同点，由教师讲述看不清主根的根叫须根。
（7）学生小结什么叫直根？什么叫须根？
注意：
（1）要按顺序引导学生观察。
（2）强调直根须根的主要区别是能不能看清主根。
   
10、给根分类
目的：培养分类能力。巩固提高对直根、须根特征的认识。
材料：学生自备二、三种不同植物的根，装在纸袋内。
方法：
（1）每个组员依次从袋中取出根的标本，共同辨别讨论后，将直根放在

一侧，须根放在另一侧。教师在行间指导。
（2）将根的标本各自放回纸袋，保持桌面干净。
（3）教师小结。
注意：（1）学生挖根时不要将根上茎全部去掉，不要整形，尽量保持根

的原样，以便达到扩展知识，提高区分直根须根的实际能力。
（2）告诉学生拿放纸袋要小心，用前尽量不破坏根的自然形态。
   
11、制作不倒翁
目的：为不倒翁一课提供教学材料。
材料：白板纸若干、乳胶、图画纸若干、中药丸的球形塑料包装盒一个、

橡皮泥或画图用可塑橡皮。
方法：
（1）取球形塑料盒一半，去掉蜡皮，作为半球形不倒翁底座。
（2）将图画纸用圆规、剪子制成扇形，根据药盒中部周长用乳胶粘成 2

个锥形帽。
再取宽 0.5 厘米白板纸两条，依盒外径分别粘成两个窄圈；干后，调圆，

粘于锥形帽口，以加固。
（3）取宽1.5 厘米白板纸一条，粘成略小于帽口直径的宽圈。再取直径

等于宽圈内径的白板纸圆片一个，粘于宽圈底部，作为实验对照物——平底
物体的底座。

（4）将适量橡皮泥分别放入半球形底座和对照物的底座，扣上锥形帽，
就制成不倒翁和平底对照物。到此即可进行对比研究。

注意：
（1）锥形帽高度要适宜，过矮不放橡皮泥就能直立，过高放上橡皮泥也

不能直立，两者都不利学生研究不倒翁原理。
（2）宽圈、窄圈直径要合适，否则不是扣不上，就是容易脱落，都无法

进行实验研究。
   



12、研究不倒翁原理的实验
目的：使学生知道上轻下重，底面是半球形所以不倒的道理。
材料：不倒翁和平底对照物各一个。
方法：
（1）教师演示不倒翁，提出问题，激发兴趣。
（2）让学生打开不倒翁，研究不倒原因。
（3）汇报后，教师小结并提出下面实验。
（4）让学生改变橡皮泥位置，试一试自己的想法对不对。
（5）拿出不倒翁和对照物，让学生观察，它们都上轻下重，讨论哪个不

易倒。（6）老师试一下，再让学生分组试一下。
（7）学生总结：不倒翁不倒的原因。
   
13、制作稳定的小圆桌
目的：为巩固应用不倒翁不倒的原理准备实验材料。
材料：白板纸若干、乳胶。
方法：（1）小圆桌剖面图

（2）取 0.5×26（厘米）白板纸片二条，粘成直径 8厘米两个圆环，调
圆，分别粘在两个直径 8厘米的圆形纸片上，制成二个圆桌面。

（3）取半径为 5.5 厘米，圆心角为 110 度扇形纸片，粘成底口直径 3
厘米的圆锥，并在距顶端 1.2 厘米处剪去顶部，制成锥形中柱，粘于 1个桌
面背面中心部位。

（4）取 0.9×3.5（厘米）纸片，粘成直径 1 厘米的圆环，调圆。制成
环形中柱，粘于锥形中柱下端。

（5）取半径1.8 厘米，圆心角270 度纸片，粘成底口直径 2.5 厘米的圆
锥形，调圆。取 0.5×8.4（厘米）纸片，粘成直径 2.5 厘米两个圆环，调圆。
将圆环粘于圆锥底口，制成中柱底座。

（6）将中柱底座粘于圆环中柱下端。到此 1个美观实用的小圆桌制成。
（7）取宽 1.5 厘米，长 6 厘米纸片四条，分别在距长边 0.5 厘米和 1

厘米处画长 6厘米线两条，用刻刀在线上浅刻，拉后折成二棱柱形，粘牢接
口，制成三棱柱形桌腿四条。

（8）将四条桌腿，每隔 90 度粘于圆桌面底面边缘，制成一个不十分美
观的小圆桌一个。

注意：
（1）尺寸是大致数值，制作时可改动。
（2）接缝粘合时要粘齐对正，粘合后若有外突部分可用剪刀剪掉。
   
14、不倒翁原理应用实验
目的：提高兴趣，发展能力。
材料：圆底座圆桌一个、四腿圆桌一个、橡皮泥若干。
方法：
（1）出示圆底座圆桌和四腿圆桌。提问：哪个美观。（学生通常会说圆

底座圆桌美观。）
（2）在二个圆桌边上分别放一个重物，或用手在桌边推一推，观察哪个



桌子比较稳。
（3）让学生想办法：怎样使圆底座桌变稳。
（4）教师将橡皮泥放入圆底座内，演示、验证，并表扬学生。
注意：从倾斜角度大小区分易倒不易倒。
   
15、认识声调高低的实验
目的：使学生知道声音有高低不同。培养辨别声调高低的观察能力。
材料：用线拴好的大小不同的金属勺、木棍。
方法：
（1）教师依次手拿线绳提起金属勺，用木棍敲击金属勺发出声音。
（2）让全班学生区分有何不同。
注意：
（1）可改用其它物体实验（毛衣针、餐刀、餐叉、木棍、碗、盘子、杯、

板岩、试管）。
（2）绳最好拴在平衡位置上。
（3）敲击时其它物体不要触及。
（4）学生可能把音的高低说成粗细，教师应给予纠正。
   
16、辨别声调高低的实验
目的：培养学生辨别声调高低的能力。
材料：拴好线的粗细相同长短不等的金属毛衣针 5根、小木棍 5根。方

法：
（1）找五个学生，分别提起一根金属毛衣针，排成一队。
（2）让这几位学生，依次用木棍敲击毛衣针发出声音。
（3）让另一位学生细听，调配顺序。例如调成从左至右由低到高顺序。
（4）六名学生轮流听、调顺序。
（5）教师表扬用较少次数调好顺序的学生。
注意：
（1）实验材料也可改用别的物体，如碗、杯等。
（2）教师要给以及时指导。
（3）可用此法调成音阶演奏乐曲，提高兴趣。
   
17、摩擦起电实验
目的：知道摩擦起电，初步学会摩擦起电实验。
材料：玻璃棒、塑料棒、丝绸、毛皮、塑料梳子、碎纸片、羽毛。方法：
（1）教师用塑料梳子梳头发，吸引头发，引起学生学习兴趣。
（2）分组实验玻璃棒、塑料棒被丝绸、毛皮摩擦后能不能吸引轻小东西。

教师巡视。
（3）学生汇报，教师对不成功的组给予帮助。
（4）讨论：为什么东西被摩擦能吸引轻小东西呢？（引导学生说出带电）
（5）教师示范拿氖管的方法——用手指捏住氖管一端的金属帽，将另一

端金属帽接近带电物体。
（6）学生分组用氖管实验。
（7）学生汇报，教师小结。



注意：
（1）保持手、物体干燥。
（2）摩擦时，拿丝绸、毛皮的手不要接触被摩擦物体。
（3）摩擦要用力、快速。
（4）氖泡实验要选择背光处。提醒学生不要用氖泡试日常电器。
（5）本实验应避开潮湿季节。
   
18、点亮小电珠实验
目的：知道小电珠通电能发亮，初步学会点小电珠的方法。
材料：小电珠、电池一节、导线两根。
方法：
（1）用一根导线、一节电池、一个电珠，实验一下怎样可以把小电珠点

亮。
（2）学生汇报。教师把学生试出的接法画在黑板上。
（3）用两根导线、一节电池、一个电珠，实验一下怎样把小电珠点亮。
（4）学生汇报。教师把汇报的接法画在黑板上。
（5）让学生比较一下，各种接法有什么共同的地方（电珠两端，一端接

电池正极，一端接电池负极）。
（6）教师小结。
注意：
（1）导线两端露出的金属线，不超过 3毫米。
（2）如果使用电池盒，防止电池在盒内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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