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计划(优质5篇)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们又将迎来新的
喜悦、新的收获，一起对今后的学习做个计划吧。通过制定
计划，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提高工作效率，使
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序和有意义。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
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计划篇一

1、了解学生对所学科学问题的初始想法，特别是一些概念理
解过程中出现的想法。

2、指导学生反复进行控制变量的实验。（控制变量实验要加
以指导）

3、引导学生在观察和实验的过程中做好记录。

4、引导学生用恰当的词语描述观察到的事实和现象。

5、引导学生对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整理和加工，形成正确的
解释。

6、悉心地引导学生的科学学习活动；

7、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8、开展科技兴趣小组，开展各类有关竞赛，以赛促学。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计划篇二

晚上洗完澡后，我准备把水放掉，便把塞子拔了出来。过了
一会儿，水放掉了一半，我突然发现，放水孔那儿，水流形
成了一个小窝窝！我急忙跑上前去看个究竟，原来，水在放



进下水道时会发生螺旋，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小窝窝。正当我
准备抬头时，我发现，这个小窝窝一直都是向左转的！也就
是逆时针方向！

我以为是个巧合，便一把抓起塞子把放水孔塞住，过了一会
儿，我再把他拔出，发现它仍是逆时针旋转。我一直呆呆地
看着水放完，忽然想到了冲厕所，便把水箱的按扭一按，
水“哗”地涌了出来。我忽然惊奇地发现：这水也是按逆时
针方向旋转的！我傻眼了，又去洗脸，放水时看到的自然也
是水是按逆时针的方向旋转的。我在心中确定了一句话：这
是规律，不是巧合。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水不能直通通地下去呢？为什么水
不能向顺时针方向旋转呢？为什么……我的心中装满了“为
什么”。于是，我揣着一颗疑团重重的心打开了电脑。原来，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谢皮罗就发
现了这个现象，并得出结论：物体处于低纬度时，随地球转
动具有的自西向东的线速度比较大。当物体由低纬度向高纬
度运动时，仍然会保持低纬度的线速度。这个惯性就使物体
向东偏。在北半球，浴缸里北边的水线速度比南边的大，就
会形成旋涡，向东的惯性就会使水形成左螺旋，也就是逆时
针。南半球恰好相反。后来，这种水流按逆时针或顺时针方
向旋转的现象被称为“谢皮罗现象”。

哦，原来如此，我顿时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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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人担任六年级c209和c210两班的科学教学工作。总的
来说，两个班的学生都很喜欢上科学课，上课发言积极，特
别喜欢实验操作、制作比赛和室外实践活动。两个班比
较，c210班的学生在准备材料、完成作业方面更认真，
而c209班的学生思维敏捷，课堂纪律虽欠佳但常有惊人之语。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计划篇四

2、掌握小同学科学学习特点，因势利导；

3、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空虚教学过程；

4、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5、树立开放的教学观念；

6、悉心地引导同学的科学学习活动；

7、建立科学学习合作小组，让同学在相互交流、合作、协助、
研讨中学习；

9、充沛运用各类课程资源和现代教育技术；

10、组织指导科技兴趣小组，引导同学参与各类有关竞赛以
赛促学。



冀教版六年级科学教学计划篇五

教材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帮助他们体验
科学课程学习的特点，引导他们能够自主性地进行科学探究
活动，学习一些简单的科学知识，并能用这些知识来解决生
活中一些简单问题。

这一册教材从探究对象上看，仍以认识事物的性质和事物的
相互关系为主。从探究水平上看，以指导性探究为主，逐步
过渡到自主性探究。

第一单元《显微镜下的世界》，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离
不开观察工具——显微镜，这一单元我们将和学生一起利用
显微镜去探索微观生命。显微镜下看到的是生命体的基本单
位，是一个个形态不同、功能各异的细胞。正是数以亿计的
细胞构成了肉眼可见的动物体、植物体。然而，由单细胞或
多细胞构成的原生动物、藻类、细菌、霉菌、真菌，它们真
实存在，却不易被我们发现。更有甚者，体积极其微小的病
毒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但正是这一个个小小的生命共同构
成了显微镜下的微生物世界。微生物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这足以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在这一单元里，我们将引领孩子
利用显微镜观察微生物，查阅资料了解微生物，探究实验接
触微生物，使孩子们在研究神秘的微生物世界的同时，发现
秘密、掌握规律，体验成功的乐趣。

第二单元《我们的地球》，地球是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之一，
目前为止是我们人类生息繁衍的唯一场所。人类已经在地球
上生活了几百万年，并且还将继续生存下去。自从人类文明
的出现，人类对地球的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本单元就是
从人类探索地球的形状开始，引领孩子们从地球表面到地球
内部去认识地球。

第三单元《物质在变化》，本单元将带领学生接触到有关化
学方面的浅显知识。我们知道，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



总是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正是这些物质的不断变化，才构成
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本单元正是研究类似水、木材、铁等物
质在自然界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研究物质的变化，对掌握物
质的性质，了解物质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同时也能够为初中阶段学习物理、化学课程奠定基础。

第四单元《遗传与变异》，本单元是根据课程标准中关于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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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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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和变异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生物界普遍存在
的生命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