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象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 六
年级科学教学反思(通用9篇)

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又将迎来新的喜悦、新
的收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计划吧。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计
划很难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计划范文，欢迎阅
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象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一

学生通过电视等途径对人造地球卫星已经有了很多了解，但
《人造地球卫星》这一课内容较抽象，不好理解，为了调动
学生积极性，让学生轻松获得知识，理解知识，我在教学设
计中准备了身边常见的材料，操作简单，让学生体验模拟实
验，层层递进，得出结论。整体来说，还算达到了预期的效
果，但还存在很多不足：

1、 在提出研究问题环节，担心学生提的问题不能紧扣这节
要重点研究的内容，导入课题后我直接提出本节研究的问题，
这样不但显得很仓促，而且没能抓住孩子的好奇心，没能给
孩子思考的空间。致使整节课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不高，
课堂兴趣不浓。

2、 我对学生的预计过高。这节课的内容涉及到在四年级学
过的很多知识，没有提前进行复习提示，很多同学对所学的
知识已经忘记，所以在课上运用起来不能得心应手，影响对
新知识的理解。

3、 学生在进行实验方案汇报的过程中，有的学生的语言不
够准确，我没能及时纠正指导，所以有些小组的报告单上的
实验过程填写有问题。

4、 由于担心时间不够，在第二个实验活动时，是我带领大



家设计的实验方案，限制了孩子的思维。应该由学生自己设
计对比实验方案，这样前后两个实验活动有个梯度，能更好
的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表达能力、自主能力等。

以上问题要在后面的教学中加以注意，进行调整修改，使课
堂教学更完美。

大象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二

这个学期我第一次教六年级科学，刚开始对知识点了解不够
深刻，上课时自己都讲解不清。面对这种情况，平时不喜欢
上网的我，必须要上网查资料，认真备课，经过一个阶段的
科学课的教学活动，对六年级科学课的教学有了更深入的认
识，我认为教师首先应该更新教育观念，采取更适合发挥学
生主体性的教学模式。虽然《科学》这门课对于学生来说有
的内容学生易懂也爱学,可有的离他们很远他们不懂就不爱学，
这就要我们为学生营造一种和谐的宽松气氛，让学生敢想敢
问，使学生感到教师与学生平等相处，一起探索，研究，从
而使学生建立科学的概念。爱科学，学科学。以下我就课堂
教学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在科学课中则表现为学生先提
出问题与猜想，然后通过亲自观察，实验、讨论得出结论，
学得知识，并在此过程中掌握科学的观察方法，实验方法、
领略科学的人文精神。所以，科学的课堂是学生的。教师应
给学生充分的活动时间，并对学生的研究结果给与尊重和肯
定。让学生有一种成就感。

二、在课堂上以学生的活动为主，但教师却不是个旁观者。
教师对整个活动应予以指导，给与适当调控。在活动前，教
师应讲解活动注意事项，提出研究问题;活动中，教师应作为
一名参与者进入学生的活动里，并要了解各组学生的活动进
程;活动后，教师应组织学生有秩序的讨论总结。总之，教师
既不能占据课堂，又不能成为课堂上的摆设。做学生的引路



人。

三、要鼓励学生敢问，若学生提出的问题与教学内容相差甚
远或问题提不到要害处，教师要先给予积极鼓励，赞扬他敢
于提问的勇气，而后再给予点拨和启发，让他们带着成就感
体面地坐下。还要告诉学生，课堂提问题不是老师的专利或
某些学生的专利，每个人都可以提问，也只有在大家互相质
疑的过程中，自己的思维才能得到发展。对于学生的每一个
回答，教师都要给与适当评价。这个评价其实是多元化的，
可以是一句鼓励的话语，可以是一个微笑、一个眼神，还可
以是一下轻抚。切忌语言单调，一味的“你真棒”学生就会
听之无味了。除此以外，评价的语言还要简单得体，不可啰
嗦。像我总是怕学生听不清楚其他同学的发言，总喜欢把学
生的发言再重复一遍，再给与评价，这样就十分啰嗦。不但
其他学生的听课效率降低，还浪费了课堂时间，而有效的评
价却没有做到位。注意到这一点，就使我整个课堂的评价体
系完善了很多。学生的兴趣大大提高了。

四、要注意引导学生会问，学生不会提问，是因为他们不知
从哪入手，不知提什么样的问题。起始阶段，教师应注意通
过示范提问，向学生展示发现问题的思维过程，使学生受到
启迪，有法可循。当然，在示范提问的基础上，教师还应注
意启发引导，让学生尝试提问，由易到难，逐步上升。有进
步时，及时表扬，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五、要培养学生在活动中探究，以及活动后的讨论、汇报、
总结，这些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纪律为课堂保障。要做到，
自主探究有秩序，自由发言却不乱。尤其是学生在汇报研究
结果的时候，一定要让所有学生都能认真听，认真想。这就
需要教师在这方面对学生进行适时的课堂纪律调控，保障学
生有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气氛活跃而不乱。

当教师难，当一个好教师更难，我觉得作为一名科学课的教
师，应该时刻把自己放在学生的角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



看待每一节课，认认真真备好每一节课，弄清每一个知识点，
才能给学生提供一个好的体验、探究的过程，从而达到较好
的教学效果。做为一个刚教科学的我，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应该多多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不断的完善自己。

大象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三

本节内容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混合实验和加热糖的实验，观
察实验中物质发生的变化，总结归纳物质变化的特点，建立
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概念。

用科学探究活动帮助学生建构科学概念是当前科学教育的核
心任务，如果设计探究活动，如何引领学生建构科学概念？
在教学前是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观察黄豆和沙子的特
点，引领学生从多角度去观察事物的特征，混合事物过程中，
指导学生学会留下样本，通过比较分析变化，同时利用搅拌、
分离物质，做更细一步的观察比较，最后总结这个实验中物
质变化的特点。

在第二个实验中，学生能够轻易说出白糖加热变化的特点，
可以看到许多明显的现象，老师在引导时要逐渐让学生比较
两个实验中物质变化的区别，同时对于最后的黑色物质和白
糖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得出产生新的物质。从而在比较中掌
握这种变化的特点，最后教师归纳形成科学概念。

科学概念初步形成后，还需要不断地进行验证和实践，因此
让学生回顾实验中还产生的现象，利用已经学习到的科学概
念尝试解释实验中的现象发生了哪些变化，教师在这个过程
中要准确引导学生分析实验中的现象，用概念来判断和解释，
要抓住主要的变化特点进行鉴别。

更细一步的思考，教材中利用简单的两个实验，是否就能让
学生牢牢建立物理和化学变化的概念。混合分离实验中，我
们也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包括物质颜色、透明度、光泽等



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学生解释后面白糖变化时会有所误导，
学生很容易认为颜色、形状、有气味产生就是化学变化。教
学前，能否举一些生活中的各种物质变化的现象，让学生尝
试解释这些现象，然后再来进入课堂学习。并且，由于白糖
和蜡烛以及金属勺都在同时发生化学变化，学生在观察过程
中难免会不全面，也影响它对于概念的理解。

学设计的修补提供更充分的依据，也能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
能掌握形成准确的科学概念。

疑问：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是在传统教材中需要到初中学习，
让小学生学习这样难度教材的内容是否符合小学生的认知基
础？仅凭借教材中混合分离和加热白糖、蜡烛燃烧的实验，
能否让学生建立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准确概念？还有哪些
适合的实验可以代替教材中的实验能够让学生更好的形成科
学概念，毕竟加热白糖的实验涉及白糖的变化和蜡烛燃烧的
变化，学生全面观察的难度比较大，而让学生马上利用刚学
的概念来解释物质变化的现象有一定难度，效果也不一定会
很好。

大象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四

上课之前我表演小魔术 “向上走的戒指”，引出“重力”，
让学生回顾任何物体都会受到一个向下的力，进而在本课堂
的导入中，我故意让一个身材娇小的女生搬一桶纯净水到高
处，引出难题，学生们很容易想到利用木板搭一个斜坡来帮
助女生解决难题。在经历了将水桶直接提到高处和沿着斜面
运到高上，结合该名女生的体会，学生们直观形象地发现前
后两次搬运水桶所花的力气是有区别，结合生活经验，教师
点出课题：斜面。他们会进一步思考：斜面应该是有省力的
作用。学生们的思考，猜测，质疑，正是本堂课行进的基础，
本课的目的在于通过学生对“斜面”提出问题，假设问题，
进而设计展开实验，通过数据，使学生了解斜面的作用，了
解不同坡度的斜面的作用有何区别。



本课的两组实验设计，没有太大的难度。学生比较容易就能
设计出实验方案，教师应该及时引导学生，严格按照实验方
案进行实验，并认真记录实验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
得出结论。但在日常的教学中，我发现学生在小组进行“斜
面的作用”实验时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如动手能力的制约、
时间的制约等，常常导致实验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不能达
到人人参与，降低了实验的有效性，从而影响教学质量，同
时也浪费了课堂的宝贵时间。如何才能使“斜面的作用”实
验变得更为科学、实用、有效?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自己制作
一个简单实用的自制教具，能让学生方便快捷地操作使用，
使学生人人都能参与，让每一个学生通过实验来直观地感受到
“斜面的作用”实验的现象，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科学知识。

于是我想到用门铰链将两块桐木板结合在一起，通过桐木板
的角度变化，让学生自己快速方便地制造出不同坡度的斜面，
学生可以通过小车和弹簧测力计，在斜面上测量不同坡度的
斜面导致的力的变化，简单明了、直观形象。学生使用自制
教具，每个人只需简单的操作过程就能直观形象地观察到不
同坡度的斜面对力的影响，加深了学生的印象，有助于学生
更好地掌握知识内容。更重要的是通过老师的自制教具，节
约了宝贵的教学时间，以一小组4名学生为单位，每个学生通
过本教具所花费的实验时间大约为3分钟，整个小组的实验时
间大为节省，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同时满足了人人动手参与、
人人有收获的教学目的。

学生利用自制教具实验后，对斜面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
同时我了解到学生已经在数学课上学习了“条形统计图”，
所以我又利用excel表格，将全班的实验数据利用不同颜色制
成条形统计图，通过观察条形统计图，学生对全班各个小组
的数据一目了然，直观地认识到了实验结果，得出实验结论。
顺着这股“东风”，再让学生了解斜面在生活中的应用，是
一个难点。教师应尽可能多地让学生讨论、思考、发现，找
找生活中各种斜面的应用。对于螺丝钉是一种斜面的应用，
学生更多的是通过感性认识得出结论，通过先小组观察螺丝



钉的实物，认识“螺纹”的构造，再观看教师准备的“自制
螺丝钉”，通过观察和把玩“自制螺丝钉”，他们直观形象
地看到斜面原理在螺纹上的应用了，认识到斜面的变形。在
此基础上认识盘山公路的斜面原理就变得更为方便。

本堂课我前期进行了充分的材料准备，学生们通过一系列的
实验和观察活动，才会深刻认识到斜面的作用在我们生活中
无处不在，正所谓生活之中处处有科学。相信通过这堂课的
学习，他们不但对“斜面的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对科学
研究的兴趣也会更为浓厚，对日常生活中的科学现象也会更
加关注。

回顾本堂课，我觉得自己在材料准备、课程整合、课堂设计
等方面的工作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在指导学生探究方面，还
没有完全放开，虽然有“生本”的理念意识，但总是担心学
生在设计和操作的时候不够规范，不够科学严谨，有的时候
没有放心将课堂交给学生，老师指导地过于细致繁琐，学生
思考讨论的时间还不够多。

大象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五

首先，科学课不能只就教材教教材。因为新教科版的小学科
学教材多数只给我们提供几幅画、几段文字，枯燥乏味，学
生不愿意学，教师讲起来也没有激情。因此，给教师提出了
新的要求，必须大胆改革和尝试，决不能就教材教教材，要
以教材为依托，结合学校和当地的实际，激发和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主体优势，让学生动起来、学起来，
在玩中学、乐中学、学中玩。

其次，活泼好动、好奇、好胜是小学生的天性。对直观印象
兴趣极高，然而，教材中的实验单一又少，教师对此要对教
材中的实验进行拓展，增加实验又不能脱离教材，因此，教
师要进行深思和考虑，增加了实验。如教材中的二氧化碳不
支持燃烧的实验，我给学生增加了两个实验：一是用实验的



方法验证二氧化碳；另一个是验证二氧化碳比空气重的实验。
通过这两个实验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兴趣，增长了知识，而且
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最后，在打造高效课堂的今天，要把更多的学习时间还给学
生，为学生提高充足的探索时间、探究空间、创设、条件和
环境，让学生在探究中感受科学的乐趣、体验科学的味道。
学生就会从自己的身边发现问题，寻找探索科学的途径，解
决发生在身边生活中的问题，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志
趣便会油然而生，打造高效课堂也会自然而然的形成。

总之，教学中我们及时总结和反思，养成善于总结和反思的
习惯，总结教学中的成功之处，分析查找失败的原因，积累
经验吸取教训。与此同时，教学中要吃透教材，找准教材中
重点、难点，选择适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方法及教学形式。
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综合能力，发展学
生的思维的严谨性及逻辑性，提高学生的思维素质，不断提
高教学水平。

大象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六

《使用工具》是本学期的第一课，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上好这一课，将对孩子今后科学课的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既然教学的内容是“使用工具”，
那就让学生亲自体验使用多种工具的过程，在使用中培养兴
趣，在使用中掌握技能。

1、工具的准备通过“学生自带”加“就地取材”，不要小看
简单的准备过程，让学生参与课前材料准备很有意义。学生
参与材料准备，可以让学生更完整地参与到科学探究的过程
中来。科学探究从提出问题开始，以解决问题为主要目的`，
其中课前的准备无疑是解决问题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学
生在参予材料准备的过程中，想方设法，通过个人、通过家
长、通过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多种能力得到提高。同



时，课前准备也是一种责任，作为小组的一员，个人材料准
备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小组在课堂上实验效果。材料问题解决
了，孩子拥有螺丝刀、剪刀、锯子、镊子、木工刨、卷尺、
尖嘴钳等十多种工具，数量多，完全能满足四人小组的使用。
有了那么多可以动手操作的工具，学生的兴趣自然就高涨了。

2、“选用什么工具好”是本节课的一个重要环节。此项活动，
要求学生选用合适的工具将铁钉、螺丝钉、图钉从木头里取
出来。开课不久我就抛出了一个个问题“老师遇见了麻烦，
要把铁钉、螺丝钉、图钉从木头里取出来。该怎样取？用什
么工具最省时、省力、对木头的破坏最小？”孩子们在注意
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纷纷动手操作。操作过程中螺丝钉
有“一”字和“十”字螺丝钉，而给小组提供的螺丝刀只有
一字螺丝刀或十字螺丝刀其中一种，我故意制造些困难麻烦，
让孩子更深入了解“选择合适的工具来干活”的重要性，并
在活动中，通过不同小组间的借调工具，来加强组与组之间
的合作配合。不过，在进行这两项活动中，有部分小组的同
学为了偷懒，用榔头将螺丝钉拔出木头，我强调这种操作虽
然完成了任务，但有其缺点。此时我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引导孩子发现并归纳出其缺点。孩子思维活跃，积极发言归
纳出一下内容：一是会减少该枚螺丝钉的承重能力。二是虽
然省时但是费力。三是对木头的破坏比较大。综上所述这种
方法在生活中实际操作应用时不可取。

总体而言，本学期的第一课还是能够较好地实现激发学生学
趣，培养技能，达成了为后续的教学活动作好铺垫的教学目
标。

大象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七

在分类教学时，着重应让学生掌握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
区别，了解鸟类、鱼类、昆虫、哺乳动物的身体特征。但在
给昆虫、鸟、鱼、哺乳动物添加成员时，却又出现了各种问
题：企鹅、鸡、鸭、鹅不当鸟类；蜘蛛、蜈蚣当昆虫，爬行



类动物和两栖动物容易混淆等，把鳄鱼说成两栖类动物，认
为它既能在水里有能在陆地上，所以是两栖类动物，忘记了
两栖动物是小时候生活在水里用鳃呼吸，长大后在陆地上生
活用肺呼吸。在出现这些问题时，我让学生再次阅读书本中
关于四种动物的概念定义，再结合这些动物的身体特征进行
区分删选，及时把问题解决。

游戏环节，我也精心设计，既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又突出
了重点。

大象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八

本课是在上一课《原来是相互关联的》基础上，进一步介绍
动物与环境的联系，使学生明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
自然法则。

青蛙的去与留。看图，说说黄4534535aaa色青蛙和绿色青蛙
的身体特征，根据特征，推测它们的'生活环境，这项活动，
学生较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结合图示予以讲解，
讲解时要说明背景色彩的变化喻示着自然环境的变化，由草
地变成了荒漠，随着环境变化，能适应环境变化的青蛙能更
好地伪装自己保护自己就能避免被天敌消灭而生存了下来的
道理。

大自然选择了它们。出示几种学生说的极地动物图片，如北
极熊，企鹅，北极狐，海狮，海豹等，通过观察，来发现它
们体形上的共同之处：体形都较大，有厚厚的毛皮及脂肪。
然后将同类不同种的动物进行比较，如将红狐与北极狐比较，
将棕熊和北极熊比较，通过图片观察，学生会发现，极地动
物的体形真的要比同类其他地区生存的动物要大，要圆，而
且附属器官会较小，为什么会这样？学生很自然会提出这个
问题。通过资料阅读，了解伯格曼法则及艾伦推理。然后通
过演示实验帮助学生理解。这个实验中，三个瓶子分别代表
了体形大而圆的极地动物，体形小而圆的动物，体形不圆但



大的动物。按理论而言，应该是大而圆的烧瓶降温最慢，而
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出现实验误差，教师应事先反复尝试几
次，选择较为合适的，有一定差异的实验器木才才会使实验
效果明显些。这个实验中只需要了解哪个降温最慢就可以，
其他两个的快慢比较不需要深入。教学时，可以让学生阅读
资料库中的“从北极熊想到的”这篇文章，能加深理解。

选择改变着生物。动物的变化，学生较易理解，尤其对于金
鱼是由鲫鱼培育演化而来的较为新奇。植物的改变，需要强
调，并不是偃麦培育成了小麦，而是偃麦和小麦杂交，培育
出了新品种杂交小麦，同理，稗子与水稻杂交，培育出了新
品种杂交水稻。

大象版六年级科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九

《抵抗弯曲》是小学科学教科版教材六年级上册关于形状与
结构单元的第一课。

第一部分，纸的宽度、厚度与抗弯曲能力大小的探究活动。
通过在不同宽度、厚度的纸上放硬币，比较不同宽度、厚度
的纸抗弯曲的能力。

第二部分：研讨长方形截面的横梁平放好还是立放好。这个
活动是对第一个活动结论的应用。

通过观察，学生认识到增加纸的厚度比增加纸的宽度更能增
强纸的抗弯曲能力，由此推理出横梁立着安放的道理。学生
在实验中逐步学会控制变量，采集数据和记录数据，运用数
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对现象作出合理解释。

我认为上好这节课的关键在于让学生把握好控制变量。因此，
在学生做不同宽度的纸上放硬币实验之前，我先让学生讨论
这个实验应控制哪些量不变。经过讨论，有的学生说：“两
本书之间的架空距离应保持不变。”有学生补充说：“纸的



厚度、长度不变，垫起的高度不变。”还有的说：“硬币要
放在不同宽度纸的中间，纸横梁以接触到桌面作为弯曲标准。
”通过讨论，不但锻炼了学生的思维，也培养了学生的合作
意识。接着，我让学生先预测再分组实验。随后学生用四张
不同宽度的纸进行实验，边实验边观察记录。

实验结束后，学生对记录进行讨论分析并交流。然后学生汇
报交流，得出结论：纸越宽，抗弯曲能力越强。教学纸的厚
度与抗弯曲能力之间的`关系时，同样先让学生考虑要控制哪
些变量，然后预测，最后再实测。通过观察学生总结出：纸
的厚度增加，抗弯曲能力越强。接着让学生比较纸的宽度、
厚度增加，抗弯曲能力增强这两种效果哪个更好一些。学生
不约而同地说是增加纸的厚度，抗弯曲能力更好一些。

为了证明自己的理由，学生想出了不同的办法，有的采用了
通过实验数据的对比，有的想到了用弯一弯格尺的方法来验
证，通过比较和验证学生确实明白了横梁立着放的道理。这
样，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既发展了学生乐于动手、善于合作、
不怕困难的品质，从中也使学生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同时
也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对生活的影响，达到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

从整堂课的教学过程来看，我能基本按照“猜测——预
测——实验——分析数据——总结”这一过程进行教学，目
标基本明确；从教学效果来看，学生对这一课的内容掌握得
较好，这是本堂课的成功之处。

1、深度不够：其一是对每组报告的实验数据差别大的原因没
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其二虽然横梁的厚度比宽度抗弯曲能力
强，但桥的厚度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教师忽略了这一点，
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2、与生活联系少：学完课后，没有让学生联系生活，想哪些
地方横梁是立着放的，哪些地方横梁是平着放的。



总而言之，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不断的总结经验，研究教
法，使科学课上得有声不色，让学生真正地喜欢科学课，热
爱科学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