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年级科学教案全册人教版(优
秀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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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和磁

1．当导线中有电流通过时，导线的周围会产生磁性。

2．18，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在一次实验中，发现通电的导线靠
近指南针时，指南针发生了偏转。

3．如果电路短路，则电流很强，会很快把电池的电能用完，
所以要尽快断开。

4．做通电线圈和指南针的实验时，线圈立着放，指南针尽量
靠近线圈的中心，指南针偏转的角度最大。

二、电磁铁

1．像这样由线圈和铁芯组成的装置叫电磁铁。

2．电磁铁有南北极。电磁铁的南北极与电池的接法和线圈缠
绕方向有关，当电池正负极接法改变时，它的磁极也会改变；
当电磁铁的线圈缠绕方向改变时，它的磁极也会改变。

3．电磁铁与磁铁的相同点：都有磁性，都有南北极。



电磁铁与磁铁的不同点：（1）磁铁是磁性的石头，电磁铁是
线圈和铁芯组成。（2）电磁铁只有通电才有磁性。（3）磁
铁的南北极不会改变，而电磁铁的南北极可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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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逐步形成主动积极收集资料、依据计划进行研究的探究习
惯。

2、能和小组同学合作探究部分建筑物采光不足的原因，知道
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

3、能对实验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获取科学的结论。

4、探究光的反射原理，了解平面镜的反光作用，知道物体反
光能力的强弱与物体表面粗糙程度有关。

5、感受探究成功的喜悦。

教师：下载并整合的远程教育资源中关于光的传播教学课件；
镜子，铝板，纸板，凸透镜等。

学生：模拟建筑物（纸箱），电筒，弯管吸管；镜子，铝板，
纸板等。

医院的长通道为什么会出现采光问题？

（2）思考：光是怎样传播的？为什么光照不到建筑物的内部？
为什么会出现影子？

学生猜测，大胆假设。

师生共同利用弯管吸管观察日光灯，通过这一小实验探究光
的传播路线。



（1）谈话：通过弯管不能看见日光灯，说明了光传播的路线
是怎样的？

学生交流，师生评议。（日光灯不能透过弯管进入我们的眼
睛，说明了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

了解什么是光源。教师和学生共同列举生活中常见的光源。

（3）课件演示：光是沿直线传播的、影子的形成、小孔成像
等。

教师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利用课件直观地演示光直线的`传
播的现象，了解古人怎样研究和利用光直线传播原理的。
（墨翟）

1、谈话：光是直线传播的，能不能让光改变方向？怎样才能
解决采光问题？

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大胆进行假设。

师生共同利用镜子做改变光传播路线的实验，教师可以指定
某一个方位，让每一组学生利用镜子把手电筒的光照射到指
定的地方。在使用镜子之后，再利用文具盒等身边常见的材
料再次实验。

4、小结：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有哪些发现？把我们的发现
记录到记录本上。

学生交流，师生评议。

1、谈话：同学们收集到哪些关于光传播的资料？谁愿意和大
家一起共享你的成果？

2、学生交流收集的资料。



运用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件把生活中难以见到的光导纤维等
高科技，以直观的图片或视频展示给学生，让学生更好地理
解改变光传播路线的新方法。

1、谈话：我们刚才交流了这么多改变光传播路线的资料，我
们怎样解决采光不足的问题呢？请各小组利用文字、图画或
者图结合的方式，分组设计解决方案。

2、交流展示：我们的方案设计好了，请各小组向大家展示你
们的设计，其他小组同学注意倾听，提出好的建议。注意培
养学生倾听的习惯。

4、改进方案：请各小组根据刚才同学们的建议，结合科学自
助餐里的启示，对自己的方案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实验验证我们的方案能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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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概念：

1、月相在一个月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状。

2、月相变化是月球围绕地球公转过程中形成的，变化是有一
定规律的。

过程与方法：

1、持续地观察月相的变化过程。

2、根据已有的现象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而做出假设，同时能
在小组学习中收集整理别人的观点，并且根据一定的事实对
自己的假设进行调整。



3、初步学习利用模型来解释自然现象。

情感、态度、价值观：

1、初步意识到宇宙是一个变化的系统。

2、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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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化学变化会伴随各种现象，根据这些现象可以初步判
断物质是否发生化学变化。

2．知道硫酸铜溶液和铁钉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新的物质。

3．继续学习“假设—检验”得出结论的科学探究方式。

4．分辨现象与证据的关系，体会证据支持结果的重要性。

5．培养学生细心观察生活，及时记录的习惯。

6．让学生认识到人们认识化学变化是不断进步的。

化学反应伴随的'现象。

难点：硫酸铜和铁反应的实验。

每组半杯硫酸铜溶液、两枚铁钉、镊子、记录单。

教师准备：教学课件。

知识解析4。

新课导入：展示火柴燃烧、加热白糖、淀粉遇碘、铁钉生锈
等化学变化。



提问：这些都属于什么变化？预设：化学变化。

提问：为什么说它们都发生了化学变化呢？预设：都有新物
质生成。

过渡：化学变化的特征是有新物质生成，很多现象可以帮助
我们判断物质是不是发生了化学变化？化学变化一般伴随哪
些现象呢？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化学变化伴随哪些现象。

新知讲解：知识点一：观察硫酸铜溶液与铁钉的反应，展示：
硫酸铜粉末（白色或灰白色）、硫酸铜溶液（蓝色）。

讲述：硫酸铜粉末是白色的，但是配制成溶液后变成了蓝色。

提问：白色的硫酸铜粉末配制成溶液后为什么变成了蓝色呢？
讲述：硫酸铜溶液为天蓝色溶液，呈弱酸性，俗称胆矾、石
胆、蓝矾。因为水中含有铜离子而呈现蓝色。在现实生产生
活中，硫酸铜常用于炼制精铜，与熟石灰混合可制农药波尔
多液。硫酸铜属于重金属盐，有毒，成人致死剂量0.9g/kg。
若误食，应立即食用大量牛奶、鸡蛋清等富含蛋白质食品解
毒。

展示：展示硫酸铜和铁钉。

提问：有哪位同学能说一下硫酸铜溶液和铁钉都有什么特点
呢？预设：硫酸铜溶液为蓝色，铁钉为银色，且有金属光泽。

过渡：如果我们将铁钉放入硫酸铜溶液中，会有什么现象呢？
请同学们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操作。

展示：展示步骤：

仔细观察铁钉和硫酸铜溶液，并将其特点记录下来。



用镊子夹住铁钉，将半截铁钉浸入硫酸铜溶液，观察它们的
反应。

两分钟后取出，仔细观察液体和铁钉有什么变化。

提示：注意手指不要沾到硫酸铜溶液，如果不小心沾到，立
即用清水冲洗。

组织活动：请同学们分组进行实验。

学生活动：学生按照步骤进行实验。

教师活动：教师巡回指导。

提问：现在请同学们分组说一说你们都观察到了什么现象？
总结：反应前反应后硫酸铜蓝色颜色变浅（颜色变绿）铁钉
银色，有金属光泽有红色物质附着提问：硫酸铜溶液和铁钉
发生了的反应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预设：发生了化学
变化。

讲述：硫酸铜溶液和铁钉发生了化学变化，因为产生了新的
物质铜和硫酸亚铁溶液。有新物质生成，所以是化学变化。
由此我们又一次得出了化学变化伴随着颜色的改变。

知识点二：化学变化伴随的现象过渡：在我们周围，有很多
变化都在进行着。物质的化学变化往往伴随种种现象，请同
学们仔细回忆都有哪些现象？展示：火柴燃烧、加热白糖、
白醋和小苏打反应等。

提问：请同学们说一说这些化学变化伴随了哪些现象？预设：
火柴燃烧发光放热、加热白糖的过程中颜色发生改变、白醋
和小苏打反应伴随的现象是产生气体。

总结：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化学变化还伴随一个现象就是



有沉淀生成，这将在我们以后的学习中学到。

提示：需要同学们注意的是，有发光放热或气体产生的现象
的不一定是化学变化，例如灯泡通电发光就是物理变化，而
烧水过程中也会有气体生成，但它只是水的状态改变，并没
有新物质生成。

总结：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化学变化伴随的现象。

展示：展示知识解析：化学变化伴随的现象。

插入知识解析：4。

课堂小结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铁和硫酸铜溶液
反应发生的是化学变化，化学变化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的现象
有发光放热、颜色改变、生成气体、生成沉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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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概念：认识理解杠杆有3个点：用力点、支点、阻力点。
有的杠杆能省力，有的杠杆不省力，有的杠杆不省力也不费
力。

过程与方法：用杠杆尺做实验、收集并整理数据，分析认识
杠杆省力、费力和不省力不费力的规律。

情感态度价值观：体会到收集数据的重要意义，并意识到互
相合作的重要性。

对杠杆尺进行研究

杠杆尺、钩码、记录纸(学生);杠杆类和非杠杆类工具3~5种。

一、导入新课



二、认识杠杆

1、今天，老师介绍给大家一种非常简单的却能很轻松地完成
工作的工具——杠杆。

什么是杠杆?——在一根棍子的下面放一个支撑的物体，就可
以用它撬起重物，人们常把这样的棍子叫撬棍。而今天我们
科学地把像撬棍这样的简单机械称为“杠杆”。

2、示范用杠杆撬讲台。

3、板书分析杠杆的各个部分名称和定义。

阻力点用力点

支点

杠杆上有三个重要的位置：支撑着杠杆，使杠杆能围绕着转
动的位置叫支点;在杠杆上用力的位置叫用力点;杠杆克服阻
力的位置叫阻力点。

4、出示p4的两张图片：压水井、跷跷板。

请大家在上面画一画，他们的三个点分别在什么位置

5、在展台底下进行反馈交流。

6、分辨杠杆

观察p4p5的这些工具，说说哪些是杠杆，哪些不是杠杆?并
说明理由(找一找三点)

三、研究杠杆的秘密

1、刚才我们用杠杆轻松地撬起了讲台，那是不是所有的杠杆



都是省力的呢?

2、对杠杆尺的构造进行介绍和使用方法

5、请大家在小组内合作开展实验，并且把数据记录在p6上的
表格内。完成实验之后再把实验数据进行统计：省力情况
有()种，费力情况有()种;不省力也不费力情况有()种。

6、对所有的数据进行观察和分析。

1)在什么情况下，杠杆省力?

2)在什么情况下，杠杆费力?

3)在什么情况下杠杆不省力也不费力?

7、教师进行总结：省力、费力、不省力不费力各情况的比较
和分析。

四、收集数据步骤的反思

我们是按怎样的方法步骤收集数据的?哪种方法更合理?

五、全课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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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方法：

1、能调查并记录家庭使用能源的情况。

2、能够制作太阳能灶、小水轮等装置。

3、能够设计利用风能工作的模型装置。



4、能够看懂统计图表。

知识与技能：

1、知道能源与能量的关系。

2、知道能源分为可再生能源与不可再生性能源。

3、知道可再生性能源的作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意识到能源对日常生活中和工业生产的重要作用。

2、意识到不可再生性能源面临枯竭的危险。

3、体验到开发可再生性能源的重要意义。

二、教学重点：知道能源分为可再生能源与不可再生性能源。

三、教学难点：能够独立设计利用一种能量工作的模型装置。

四、教学准备：碗、铝箔、木塞、橡皮泥、瓶盖、塑料片、
铁丝、塑料瓶、剪刀等

五、课时安排：二课时

六、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效果分析

一、导入：

1、检查上节课布置的课外作业。



2、汇报自己的调查情况，表扬。

二、认识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

1、看图说一说：

图中有哪些物品，各自使用什么能量？

这些能量是怎样转换的？

2、提问：你知道家中使用的能量是哪里来的？

（引如能源）有哪些能源？

3、分类：

将刚才所讲的能源分类。

小结：能源分成可再生能源与不可再生性能源（板）

4、提问：可再生能源与不可再生性能源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举例。

5、看图了解世界与中国能源对比情况

看图p48，思考通过图表你有什么启示？

你对中国禁止小型煤矿、造纸厂的生产或关闭的行为有何想
法？说说理由。

三、学习利用可再生能源：制作太阳能灶或小水车

1、过渡：我们都知道生活中的很多物品都是由不可再生资源
制造的，而这些物品又使用的不可再生能源。如：汽车、家
里用的煤气灶、电热水壶等。你还能举例。



2、为了改变这种浪费能源的这种状况，科学家做出巨大的贡
献，你能告诉大家吗？

3、制作太阳能灶。

讲讲太阳能灶的作用。

说说制作的材料和步骤。（还有什么方法制作？）

自己制作。

4、活动：看谁制作的效果好。

室外活动，烤土豆片。

5、小评，如何改进这个装置？（能量使用效率高）

6、自选：制作小水轮（可安排课后）

说制作方法与步骤。

简便的方法：铁丝为支架。

瓶盖（内有橡皮泥）为轮。

浆叶为塑料片。

四、设计一种利用风能工作的模型装置。

1、出示：风能转换电能的模型。

学生上台游戏。

2、学生分组画图设计。



3、展评。

说出设计意图及能源转换的过程。

一周后看模型。

五、巩固应用

1、垃圾为什么要提倡分类回收？

2、我们怎样保护不可再生能源。

六、布置作业

1、本课习册学习传真机部分。

板书设计：

3、能源

可再生能源不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水

风能矿产不可再生资源

木材

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