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苏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计划含教
学进度(优秀5篇)

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我们的工作又迈入新的阶段，请一起
努力，写一份计划吧。计划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
能写好一篇计划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
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苏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计划含教学进度篇一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对科学课程有了初步的了解，科学课
程具有科学性和趣味性，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心，本学
期将继续和同学们在科学的学习上更加努力。六年级的学生
具有更多的独立思想，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究心，使科学
课程更加有吸引力，学生对周围事物充满了兴趣，喜欢提问
题，科学课程根据学生兴趣，联系生活，使科学有了更大的
吸引力。

一、学生情况分析：

六年级学生整体学习比较认真，但缺乏灵活性，由于生活习
惯的差异，有些同学的科学知识缺乏，科学探究能力不强，
很多学生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大自然，可是学生自身的特点，
使得学生更加愿意接触科学，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

二、教材分析：

本册科学是小学阶段科学的最后一册，包括了五个单元，
共23课，从人的发展，地球，宇宙等方面探讨科学的奥秘，
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活动，学习科学的知识和技能，培养
学生设计实验的能力，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思维的能
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三、教学重难点：

从不同的科学角度出发，重视小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学习，重
视对学生科学探究活动的设计，以探究为核心，培养小学生
的科学素养。

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动脑动手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能力进行
实验，并得出实验结论，对实验结果作出解释。

四、教学措施：

1、认真研读教材，认真备课，结合新课标要求，将总目标落
实到每一节课；

2、把握小学生的特点，用一种探究和轻松的氛围进行课堂教
学，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教学效率。

3、拓展学生的思维，学生分组自己动手进行实验，自己得出
结论并找出实验结果，增强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

五、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使学生通过观察、实验、思考对实验现象或结
果得出结论，使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走进科学、运用科学，
提高对科学的兴趣和科学的行为习惯。

2、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通过自己动手动脑找到科学的
方法，从中获得科学知识，学会科学的看问题、想问题。

3、通过科学课程的学习，了解自然，了解科学，将课本知识
运用到生活实践当中，提高对科学和环境的认识。

六、科学进度表：

周次时间单元名称内容课时



第一周2.25-2.26人的一生1.细胞1

2.我从哪里来1

第二周2.29-3.43.人的一生1

4.我像谁1

第三周3.7-3.11观察细胞实验1

第一单元复习1

第四周3.14-3.18无处不在的能量5.让身体热起来1

6.摆的秘密1

第五周3.21-3.25摆的秘密实验1

7.钻木取火1

第六周3.28-4.18.通电的线圈（一）1

9.通电的线圈（二）1

第七周4.4-4.8电磁铁实验1

10.无处不在的能量1

第八周4.11-4.1511.开发新能源1

第二单元复习1

第九周4.18-4.22地球的面纱12.地球的面纱1

13.风从哪里来1



第十周4.25-4.29风的成因模拟实验1

14.降落伞1

第十一周5.2-5.6影响降落伞下降快慢因素实验1

15.小帆船1

第十二周5.9-5.13小帆船行驶方向与风向关系实验1

第三单元复习1

第十三周5.16-5.20信息与生活16.来自大自然的信息1

17.生物是怎样传递信息的1

第十四周5.23-5.2718.电脑与网络1

19.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1

第十五周5.30-6.3第四单元复习1

探索宇宙20.太阳家族1

第十六周6.6-6.1021.神秘星空1

22.探索宇宙1

第十七周6.13-6.1723.未来家园1

第五单元复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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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计划含教学进度篇二

本学期任教六年级的科学。经过三年的科学学习，大部分学
生平时在科学学习上态度较好，积极性较高。但是由于在家
过于娇惯学生的动手实践能手较弱。少数学生对科学这门学
科不够重视，导致科学意识淡薄，科学实验的操作不熟练。

二、教学基本目标

1、科学探究：经历几个完整的科学探究过程，加深对科学探
究的理解和认识。不仅关注资料的收集和实验的探究，而且
要学会对事实进行简单的加工、分析和整理，并用充分的讨
论再得出结论，并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进行交流。进一步理解
控制变量对比实验的意义和方法，开始学习用模拟实验的方
法研究自然现象，发展运用数据解释和推理的能力。

2、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学生对地球运动深入浅出探索
的兴趣和探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关系，关注物质的变化，对宇宙充满探索的欲望，并能从科
学发展史中获得对科学和科学探究的更多理解。

3、科学知识：获得有关“显微镜下的世界”、“地球和宇
宙”、“物质的变化”等方面粗浅的科学知识，逐步积累经
验，理解相关科学概念。

三、教学重难点

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努力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引导学生学习运用假设，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注重观
察实验中的测量，特别是控制变量、采集数据，并对实验结
果做出自己的解释，学习建立解释模型，以验证自己的假设。

四、教学措施

1、利用过程性评价和建立科学档案袋的方式，引导学生学好
科学。

2、教师提供材料和资料，提倡学生自带材料，引导学生从课
堂延伸到课外。

3、反思自己的教学，勤于思考为什么教、教什么、怎样教、
为什么这样教、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并做好记录。

4、钻研新标准和现有教材，充分利用现有教具、学具和各种
教学资源，进行系统化的单元备课，提前做好教学准备。

5、把科学课程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节课;

6、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

7、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8、悉心地引导学生的科学学习活动;

9、各班建立科学学习合作小组，让学生在相互交流、合作、
帮助、研讨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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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计划含教学进度篇三

本学期任教六年级的科学。经过三年的科学学习，大部分学
生平时在科学学习上态度较好，积极性较高。但是由于在家
过于娇惯学生的动手实践能手较弱。少数学生对科学这门学
科不够重视，导致科学意识淡薄，科学实验的操作不熟练。

二、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包括下面一些内容：显微镜下的世界，我们的地球，
物质在变化，探索宇宙，假设与实验等。从探究对象上看，
突出了认识事物的结构与功能、认识事物的相互关系、认识
事物变化的一般规律。关于“显微镜下的世界”的内容，主
要指导学生初步认识细菌、霉菌、病毒等微生物，知道生物
体由细胞构成，了解微生物与人类的.密切联系；“我们的地
球”主要是从人类探索地球的形状开始，引领学生从地球表
面到地球内部去认识地球；“物质在变化”从生活中熟悉的
一个个变化入手，提升学生对物质变化的认识，并试图让学
生在学习相关科学知识和科学概念的过程中，经历部分或完
整的科学探究过程，提高科学探究的水平，使学生体会到科
学知识可以改善生活，从而激发学生关注与科学有关问题的
积极性；“探索宇宙”让学生通过观察、记录太阳和月球的
运动变化，探究它们的运动模式，锻炼自己的毅力，让学生
通过了解人类对宇宙奥秘的探索，认识科学的进步和人类智
慧的潜力，引领学生进入天文这座神圣的殿堂，打开宇宙这
本书，遨游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解答心中的疑问，揭开宇
宙神秘的面纱。突出事物变化的一般规律。从探究水平上看，
应在教师引导和指导下，加大学生自主探究的力度，给孩子



更多一点自主权。从过程与方法上看，注重定量的观察与测
量，指导学生搜集证据和信息资料，突出解释与用模型解释
的训练，注重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质疑，并有一些设计与制作
的活动。

三、教学基本目标

1、科学探究：经历几个完整的科学探究过程，加深对科学探
究的理解和认识。不仅关注资料的收集和实验的探究，而且
要学会对事实进行简单的加工、分析和整理，并用充分的讨
论再得出结论，并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进行交流。进一步理解
控制变量对比实验的意义和方法，开始学习用模拟实验的方
法研究自然现象，发展运用数据解释和推理的能力。

2、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学生对地球运动深入浅出探索
的兴趣和探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关系，关注物质的变化，对宇宙充满探索的欲望，并能从科
学发展史中获得对科学和科学探究的更多理解。

3、科学知识：获得有关“显微镜下的世界”、“地球和宇
宙”、“物质的变化”等方面粗浅的科学知识，逐步积累经
验，理解相关科学概念。

四、教学重难点

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努力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引导学生学习运用假设，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注重观
察实验中的测量，特别是控制变量、采集数据，并对实验结
果做出自己的解释，学习建立解释模型，以验证自己的假设。

五、教学措施

1、利用过程性评价和建立科学档案袋的方式，引导学生学好
科学。



2、教师提供材料和资料，提倡学生自带材料，引导学生从课
堂延伸到课外。

3、反思自己的教学，勤于思考为什么教、教什么、怎样教、
为什么这样教、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并做好记录。

4、钻研新标准和现有教材，充分利用现有教具、学具和各种
教学资源，进行系统化的单元备课，提前做好教学准备。

5、把科学课程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节课；

6、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

7、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8、悉心地引导学生的科学学习活动；

9、各班建立科学学习合作小组，让学生在相互交流、合作、
帮助、研讨中学习；

六、教学进度表（略）

苏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计划含教学进度篇四

一、学生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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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繁衍后代（“我是怎样出生的”）的基础上引领孩子
们对自身——从出生到现在以至将来的生长变化进行深入探
究的一个单元。本单元重在指导学生认识和了解人体一生的
变化.学习怎样正确对待自己的生长发育.并针对六年级学生
正面临的青春期发育.给予针对性指导.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安全而又顺利地渡过青春发育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第二单元《遗传与变异》是根据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关
于遗传和变异现象的内容要求来建构的.是在学生已学习了生
物繁殖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现象的重要单
元。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生
物的遗传现象；第二部分.生物的变异现象；第三部分.了解
人类对遗传、变异现象的探索。

第三单元《进化》是根据《课程标准》生命世界中关于生物
进化的内容要求来建构的.这是在学生已学习了生物的繁殖、
遗传与变异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生物进化的重要单元。
本单元重点就生物进化的证据（化石告诉我们什么）、生物
进化的原因（适者生存）以及生物进化的理论（达尔文的自
然选择）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且对恐龙消失等热点
话题进行了交流、推理和解释。同时.在带领学生探索生命如
何进化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了解环境对生物的作用.进而形成
自然选择这一生物进化的基本观点.进一步加深对生物与环境
关系的理解.为后面继续学习生物与环境的内容打下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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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共同的家园》依据《标准》中关于生物对环境的
适应这部分内容来进行建构的。这一单元主要是引导学生认
识植物、动物以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从寻找生物的家园入
手.去认识生物的栖息地.动植物为了适应环境在形态和习性
上的特征.同一栖息地上生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保护生态平衡
的重要性.使学生逐步认识到生物和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生物要适应环境.同时又作用于环境.生物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形成了生态系统.只有生态平衡.生物和环境才能共生共长。
同时.使学生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既依赖于环境.又影
响环境.影响其它生物的生存。

第五单元《神奇的能量》是依据《标准》中关于“能量的转
换”等具体内容标准建构的.是小学阶段学习物质世界内容的



最后一个单元。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第
一部分.介绍能量；第二部分.说明能量可以进行转换；第三
部分.介绍能源。第四部分.倡导节约能源和开发新能源.教育
学生节约能源。

（一）、过程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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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够收集自己从出生到现在的各种成长数据。

2、能够利用简单表格、图形、统计等方法整理生长过程中的
各种数据。

3、能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分析和解读数据.对生长过程中现象
作出解释。

4、能够提出有关进化的问题.并设法找到答案。

5、运用多种方法查阅信息源.了解化石和活化石的有关资料。

6、利用已有知识与经验探究化石的成因。

7、制作化石模型。

8、能够对生物的进化、适应和灭绝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9、观察校园或者自己居住环境中的小动物以及它们的栖息地。

10、收集各种环境中的动物及其相关资料。

11、收集各种食物链的资料。

12、会做叶子制氧、茎输送水份.根吸水的实验。



13、能够进行生物食物链的模拟活动。

14、能够做一个简单的生态瓶。

15、能够制作火箭用其发射器等能量臵换玩具等装臵。

16、能够用查阅资料的方式了解有关能量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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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能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述对能量的研究过程的结果。

18、能够用可待续发展的眼光看待能源问题。

19、对提出的问题有较清晰的认识。

20、能够就问题提出方案。

21、能够依据方案收集数据并做简单记录。

22、能分析和调整自己所设计的产品.说明调整的意义。 23、
能够表达、交流、评价自己或小组的研究结果。

（二）、科学知识：

1、知道人的一生生长的大致过程。

2、知道青少年身体发育的特点。

3、了解青春期的主要身心发展的特点。

4、了解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

5、认识到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性。



6、知道生物是不断进行的。

7、了解进化的历程、规律和趋势。 8、认识一些有代表性的
化石和活化石。

9、知道化石的成因。

10、对有关恐龙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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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知道达尔文经典进化论的基本观点。

12、了解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现象。

13、了解辽西古生物学新发现。

14、意识到生物依赖环境生存.理解环境为生物生存提供必要
的条件。

15、了解生物栖息地的组成。

16、了解食物链的组成。

17、知道生态平衡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18、知道能量能使物体工作或运动。

19、知道能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20、知道有些能源可再生的.有些能源是不可再生的。

21、知道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能量都来自于太阳。

22、知道怎样节约能源。



23、认识几种新能源。（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尊重证据。

2、愿意合作交流。

3、珍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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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会到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

5、意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能辩证地看待科学技
术对人类的影响。

6、愿意为遗传和变异这个科学事业做更大的贡献。

7、关注与进化有关的有趣问题。

8、体会到生命进化的艰难与辉煌.进一步加深珍爱生命的情
感。

9、体验到科学探究中证据、逻辑推理及运用想像建立假设和
解释的重性。

10、感悟到人应与环境和谐相处。

11、呵护生物的家园.能自觉保护生物的生存环境。

12、能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既依赖于环境.又影响环
境。

13、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14、关注与能源有关的社会问题。



15、意识到能源危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16、乐于用学到的科学知识参与生活.愿意进行新的尝试。

17、意识到科学技术会给人类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

四、教学重难点

1、培养学生进行科学探究.体验科学探究的全过程。

7 / 8

2、培养学生预测收和收集证据的能力。 3培养学生设计实验
的能力。五、教学措施

1、带领学生进行科学探究.体验科学探究的全过程。 2、加
强学生动手、动脑.做好探究实验。3、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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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计划含教学进度篇五

一、学生情况分析

本册教材共有6个单元，分别是：《我长大了》、《遗传与变
异》、《进化》、《共同的家园》、《神奇的能量》、《拓
展与应用》。在各个单元学习中均有过程与技能训练。本册
内容是科学课的深入，既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又可培养学
生的创造力。从探究对象上看，突出了认识系统和平衡，从
过程与方法上看，注重拓展与应用，从探究水平看，以指导
性探究为主，逐步向自主性探究过渡。第一单元《我们长大
了》是依据《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中有关生长发育和
良好生活习惯等具体内容标准建构的。它是在学生们已经了



解动植物的生长变化过程（“植物的一生”、“养蚕”），
知道人类是如何繁衍后代（“我是怎样出生的”）的基础上
引领孩子们对自身——从出生到现在以至将来的生长变化进
行深入探究的一个单元。本单元重在指导学生认识和了解人
体一生的变化，学习怎样正确对待自己的生长发育，并针对
六年级学生正面临的青春期发育，给予针对性指导，有利于
学生健康成长，安全而又顺利地渡过青春发育期，形成正确
的人生观。

第二单元《遗传与变异》是根据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关
于遗传和变异现象的内容要求来建构的，是在学生已学习了
生物繁殖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现象的重
要单元。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
分，生物的遗传现象；第二部分，生物的变异现象；第三部
分，了解人类对遗传、变异现象的探索。

第三单元《进化》是根据《课程标准》生命世界中关于生物
进化的内容要求来建构的，这是在学生已学习了生物的繁殖、
遗传与变异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生物进化的重要单元。
本单元重点就生物进化的证据（化石告诉我们什么）、生物
进化的原因（适者生存）以及生物进化的理论（达尔文的自
然选择）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且对恐龙消失等热
点话题进行了交流、推理和解释。同时，在带领学生探索生
命如何进化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了解环境对生物的作用，进
而形成自然选择这一生物进化的基本观点，进一步加深对生
物与环境关系的理解，为后面继续学习生物与环境的内容打
下坚实的基础。第四单元《共同的家园》依据《标准》中关
于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这部分内容来进行建构的。这一单元主
要是引导学生认识植物、动物以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从寻
找生物的家园入手，去认识生物的栖息地，动植物为了适应
环境在形态和习性上的特征，同一栖息地上生物之间的关系，
以及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使学生逐步认识到生物和环境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物要适应环境，同时又作用于环境，
生物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生态系统，只有生态平衡，生



物和环境才能共生共长。同时，使学生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
一部分，既依赖于环境，又影响环境，影响其它生物的生存。

第五单元《神奇的能量》是依据《标准》中关于“能量的转
换”等具体内容标准建构的，是小学阶段学习物质世界内容
的最后一个单元。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能量；第二部分，说明能量可以进行转换；
第三部分，介绍能源。第四部分，倡导节约能源和开发新能
源，教育学生节约能源。

（一）、过程与方法： 1、能够收集自己从出生到现在的各
种成长数据。

2、能够利用简单表格、图形、统计等方法整理生长过程中的
各种数据。

3、能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分析和解读数据，对生长过程中现象
作出解释。

4、能够提出有关进化的问题，并设法找到答案。

5、运用多种方法查阅信息源，了解化石和活化石的有关资料。

6、利用已有知识与经验探究化石的成因。

7、制作化石模型。

8、能够对生物的进化、适应和灭绝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9、观察校园或者自己居住环境中的小动物以及它们的栖息地。

10、收集各种环境中的动物及其相关资料。

11、收集各种食物链的资料。



12、会做叶子制氧、茎输送水份，根吸水的实验。

13、能够进行生物食物链的模拟活动。

14、能够做一个简单的生态瓶。

15、能够制作火箭用其发射器等能量臵换玩具等装臵。

16、能够用查阅资料的方式了解有关能量的知识。 17、能用
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述对能量的研究过程的结果。

18、能够用可待续发展的眼光看待能源问题。

19、对提出的问题有较清晰的认识。

20、能够就问题提出方案。

21、能够依据方案收集数据并做简单记录。

22、能分析和调整自己所设计的产品，说明调整的意义。 23、
能够表达、交流、评价自己或小组的研究结果。

（二）、科学知识：

1、知道人的一生生长的大致过程。

2、知道青少年身体发育的特点。

3、了解青春期的主要身心发展的特点。

4、了解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

5、认识到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性。

6、知道生物是不断进行的。



7、了解进化的历程、规律和趋势。 8、认识一些有代表性的
化石和活化石。

9、知道化石的成因。

10、对有关恐龙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11、知道达尔文经典
进化论的基本观点。

12、了解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现象。

13、了解辽西古生物学新发现。

14、意识到生物依赖环境生存，理解环境为生物生存提供必
要的条件。

15、了解生物栖息地的组成。

16、了解食物链的组成。

17、知道生态平衡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18、知道能量能使物体工作或运动。

19、知道能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20、知道有些能源可再生的，有些能源是不可再生的。21、
知道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能量都来自于太阳。

22、知道怎样节约能源。

23、认识几种新能源。（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尊重证据。

2、愿意合作交流。



3、珍爱生命。

4、体会到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

5、意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能辩证地看待科学技
术对人类的影响。

6、愿意为遗传和变异这个科学事业做更大的贡献。

7、关注与进化有关的有趣问题。

8、体会到生命进化的艰难与辉煌，进一步加深珍爱生命的情
感。

9、体验到科学探究中证据、逻辑推理及运用想像建立假设和
解释的重性。

10、感悟到人应与环境和谐相处。

11、呵护生物的家园，能自觉保护生物的生存环境。

12、能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既依赖于环境，又影响
环境。

13、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14、关注与能源有关的社会问题。

15、意识到能源危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16、乐于用学到的科学知识参与生活，愿意进行新的尝试。

17、意识到科学技术会给人类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

四、教学重难点



1、带领学生进行科学探究，体验科学探究的全过程。 2、加
强学生动手、动脑，做好探究实验。3、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
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