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土壤的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教案
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那么下
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土壤的教案篇一

本课在《土壤有什么》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学习。首先我出
示各种土壤的`图片（各种颜色），然后问:土壤可以怎样进
行分类呢？这个时候，学生很自然的根据颜色进行分类。然
后我和学生一起复习了土壤的成分，又问：土壤还可以根据
什么进行分类。这个时候学生的思维比刚才就有一些的难度
了。通过这个提问：学生可以更加含水的多少将土壤分为干
土和湿土，还可以根据土壤喊腐殖质的多少分为肥沃的土，
和贫瘠的土。这样学生根据土壤的成分又将土壤进行分类。
最后根据含沙量的多少进行分类：沙土和含沙少的土。这个
时候，可以将通过引导可以将土分为：沙土，壤土、粘质土。
这样学生就会较为容易的将土壤进行分类了。

后面就是各种类土壤：沙质土，壤土、黏质土的渗水性的实
验的设计。

这个我我想应怎样进行提问呢?我是否问：这三种土壤含水量
是否一样呢？或者一样对于三种土壤进行浇水，那么土壤中
水的含量是否一样呢？我想后面的一个提问会更好的。以后
教学中，我这里还是需要进行操作的。

然后就是设计实验的阶段了。为了更好的教学和后面的教学
活动的需要，我将原来需要漏斗进行的实验改成了，用饮料
瓶进行。只需要把饮料瓶从中间剪开就是一个好的漏斗了。



这个活动还增加了学生的动手能力的训练。在课堂上我是直
接指导学生进行操作实验的，那在以后的教学中还是需要指
导学生进行实验的设计。这就需要学生在进行制作完成之后，
然后利用自己的工具进行设计实验。给出实验的材料，我想
学生设计应该不是很难得。

还有就是实验用的土壤难找啊。黏质土，沙土比较的难找。
我是用沙子，壤土进行配置的。效果虽好，但是是模拟的，
实际的情况可能大有不同的。

土壤的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能够运用多种方法和多种感官来认识土壤。会描述、记录
自己的观察结果。

2、知道土壤里含有不同大小的颗粒，含有动植物和它们的遗
体

3、能够建立土壤是个混合物的概念。

教学重点：

1、能够运用多种方法和多种感官来认识土壤。会描述、记录
自己的观察结果。

2、知道土壤里含有不同大小的颗粒，含有动植物和它们的遗
体

教学难点：

1、能够运用多种方法和多种感官来认识土壤。会描述、记录
自己的观察结果。



2、知道土壤里含有不同大小的颗粒，含有动植物和它们的遗
体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一块土地、给每个学生准备一只放大镜、一份土
壤研究记录表、每组一小桶水。

学生准备：一根木棒、一张白纸、一只塑料杯子、一个硬纸
板碟子、一把小铲子、一块抹布。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我们今天来研究有关土壤的知识。

二、自主学习

1、说说你对土壤的认识

（1）你对土壤已经知道了些什么？

（2）小组内交流、分组汇报。

（3）在活动记录卡上记录你已经知道的有关土壤的知识。

2、挖土壤（室外活动）

把学生带到校园里事先选好的一块土地，让学生自主去挖泥
土。

3、观察泥土里有什么

（2）小组内交流、分组汇报。



（3）在活动记录卡上记下或画下你的观察结果。

4、你还想知道有关土壤的什么知识

（1）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2）小组内交流

（3）在活动记录卡上记下或画下你想知道的问题。

三、课后研究

花一定的时间去自主研究一下你们提出的问题，把研究结果
记录下来。

文档为doc格式

土壤的教案篇三

《土壤中有什么》这节课的内容很多，主要分五个部分：观
察新鲜的土壤、观察干燥的土壤、研究土壤的沉积实验、燃
烧土壤、了解土壤与生命的关系，内容相当多，所以进行简
单的引入后可以直奔主题了。

（1）燃烧土壤，让他们闻到一股臭味，引出“腐殖质”。

（2）燃烧浸泡土壤的液体，水烧干后他们看到勺中的白色斑
点，引出“盐分”。通过这样的内容安排，课堂上的主要内
容学生便可以充分掌握。

课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土壤与生命的关系”通过土壤的
横截面图，让学生了解生命和土壤间的关系，渗透热爱土壤
的思想。



我在课还有一些疑问：在分析教材后，产生了两个疑问：一
是借助放大镜真的.能比肉眼观察到更多的内容吗？通过学生
的实验记录我发现使用放大镜的效果不是很好，而且观察工
具越多学生注意力会分散。

土壤的教案篇四

整节课总体而言，在设计上注意流畅性和操作性。第一环节
复习引入，直奔研究内容。第二个环节“寻找土壤成分”，
安排了几个实验：观察新鲜土壤、干燥土壤，土壤沉积实验，
燃烧新鲜土壤、几个实验一环扣一环，通过直接观察和间接
显现的方法，学生对土壤的成分有了更客观的认识。而后提
出的“土壤里有哪些生命？”引出了“土壤与生命”的思考，
有书本插图引路，学生畅所欲言。最后以高士其的《我们的
土壤妈妈》结束本课，起到了很好的拓展教材的作用。教学
环节自然流畅，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教学目标。

在教学的过程中，因为考虑时间的关系，燃烧新鲜土壤、土
壤溶液，采取教师演示，生观察，其他三个实验学生自己操
作。学生在实验中是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结论，但是需要借
助教师的帮助来总结。但在溶解土壤实验时，起初因为无机
盐的实验现象不明显，我想在制取土壤浸出液时用食盐水代
替，以便让实验现象明显。确实在课堂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对于学生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土壤可能是一个误导，.总结
时，觉得自己总结不够到位。在沉积实验过程中，对分层的
表示，因直接画在黑板上，用课件出示慢了一拍，使一部分
学生出现归纳错误。总体课堂上觉得稍稍有些紧张，拉的有
点匆忙，再让生多思考，多观察。

科学课堂首先就应该实事求是。

土壤的教案篇五

（1）



这一课，看似内容较多，在试教中感觉时间还是足够的。第
一个环节，谈话引入，直奔研究内容。第二个环节，尽管学
生在三年级研究过土壤，在课堂中观察新鲜泥土还是有必要
的，里面有动植物的活体和残体，会给学生带来惊喜。重点
让学生进行记录。观察干土壤，要求学生用牙签把颗粒大小
分清楚，学生感觉有点难度很难分清楚。教师讲述地质学家
区分颗粒大小的标准，让学生看板书，介绍“直径”的意思，
用草图帮助理解，看直尺上一毫米的刻度，再用手比划两毫
米有多少大。根据颗粒大小的标准，同桌指颗粒互相说说他
们的名称。因为黏土太小，无法用肉眼区分。引出“土壤沉
积”实验。这个实验采用教师演示实验，因为时间比较长，
所以要事先准备好，所以教师演示实验效果更好些。

（1）燃烧土壤，让他们闻到一股臭味。引出“腐殖质”。

（2）燃烧浸泡土壤的液体，水烧干后他们看到勺中的白色斑
点，引出“盐分”。通过这样的内容安排，课堂上的主要内
容学生便可以充分掌握。

（2）

三年级已经上过这一课的内容，那时侯是重点探究土壤是不
是混合物！现在这一课非常注重土壤的成分，从一开始的肉
眼观察，到借助放大镜观察，再到放入水中观察，观察沉淀
时的分层，最后小结出土壤的成分。然后在讨论土壤与生命
体之间的一些共存关系结束。

在分析教材后，产生了两个疑问：一是借助放大镜真的能比
肉眼观察到更多的.内容吗？（在一个班的施教后发现课本这
张记录表的填写几乎是一样的，有些同学填的内容甚至有作
假嫌疑。）二是观察沉淀现象会明显吗？（自己课前尝试后
发现根本不明显！）

我在修改后的教学流程是这样的：第一部分观察土壤，为了



让学生既能够发现土壤中的水分，又能够发现粉沙，考虑到
干土不易发现水分，湿土不易发现粉沙。我给每个小组准备
了一分干土、一分湿土。考虑到借助放大镜效果不是很理想，
删除了借助放大镜观察的部分，使得观察活动更加的集中。
观察水中的土壤时，考虑到要发现空气，必须现场操作，但
考虑到分层，必须要沉淀很长的时间，所以我首先通过演示
投影让学生发现土中有空气，然后演示搅拌沉淀…学生发现
需要很长时间等待，我就提供事先沉淀好的水中的土让学生
观察分层现象，这一部分效果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