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寻访小动物的教学设计及反
思 三年级寻访小动物的教学设计(优秀5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三年级寻访小动物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一）

由于台风的影响，直到昨天天才放晴，寻访小动物也就在这
两天充分的展开了。对这节课我的具体处理是：简化课堂讨
论；给孩子们更多体验的时间！因为孩子们已经对动物单元
盼望已久，所以一上课我就直指课时目标：去校园里寻访小
动物。然后组织学生阅读教材内容，并立刻组织交流：在寻
访小动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做好哪些事情？上面
的这些内容在10分钟之内解决了，留给孩子们15分钟的时间
以小组为单位分散到校园里寻访小动物，最后花10分钟时间
到教室里整理交流记录，并完成作业本内容。整节课下来，
整体效果非常的理想！孩子们很开心，记录情况也不错！今
天吃中饭时和几个班主任有一段交流，他们都说现在教师里
都刮起了小动物风潮。蜗牛、蚯蚓、蚂蚁等已经在教室里蔓
延……有一个班主任还布置了相关的日记任务！但也从一些
班主任的口中听出了反感！如：上课都没心思了，整天惦记
着你的玩意；教室里变脏了，很恶心等。动物单元——这是
一个很好的学习单元，孩子们的积极性根本不用担心，但班
主任老师是否支持将直接影响到学习效果，如果能够取得班
主任老师的配合，那将事半功倍！



（二）

新的科学课程理念，给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很大的开放空间。
教师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及学生情况，寻找有价值的切入点，
对教材中的素材进行再创造，沿着不同方向，最终让学生在
同一教学过程中实现知识、能力、学习方法、科学态度、情
感等多元目标，达到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目标。

教科版《科学》三年级上册《寻访小动物》一课，是《动物》
单元中的内容。以寻访作为话题，鼓励孩子们在已有经验的
基础上，去寻访、去亲近，去关注周围环境中的小动物。教
学重点在于尽可能地提出寻访活动中可能碰到的问题，和尽
可能地启发指导孩子们动脑筋，相出自己观察、调查和解决
问题的方法。

在设计《寻访小动物》一课时，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
让他们自己提出问题，通过实地观察探究，在“看”的基础
上，有目的寻访，有意识开展自己活动，体现学生是科学学
习的主体这一基本理念，以学生自主为核心，以一个个连续
有结构的活动为主线，体现一个动态的过程，促进学生在实
地寻访过程中获得丰富的、有关小动物的直接认识，
对“新”的寻访活动过程产生深刻的体会。

在教学中给学生足够的思维空间，想象活动需要做哪些准备，
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根据其发现，提出问题，并确定研究
的.主题。在分小组研讨研究方案后，进行集体交流、互相提
问，并倾昕他们的意见。科学探究作为科学学习的一种方式，
它包括进行交流，参与评议，对他人研究的方法、结论提出
质疑，并乐于互相合作。这都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目标。

在学习活动中，学生希望是走出教室，到真实的环境地中去
探究，去发现，且迫切希望他们自己的“观察研究活动”得
到肯定，得到鼓励，得到指导，对于和小动物们的相处，孩
子们是有经验的，且在我们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孩子们在平



时经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凑在一起玩过小动物，但他们的活动
是无意的，不随意性十分明显，仅仅停留在“玩”的层面上，
对“怎样去观察”这样的问题，缺泛必要的思考。

活动“想想观察和调查方法”在引导、启发孩子们想出解决
问题的方法，同时这也对孩子们实地观察，调查活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在回忆、想象的过程中隐含了对“观察、调查
活动注意事项”的适当思考。

通过教学实践活动，学生的关注热点越集中，越能体现互相
合作、交流，且质疑的水平有所提高，而研究的方法也逐渐
多样化，可行性也逐步增强，更趋完善，对问题的研究也更
加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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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学课程理念，给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很大的开放空间。
教师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和同学情况，寻找有价值的切入点，
对教材中的素材进行再发明，沿着不同方向，最终让同学在
同一教学过程中实现知识、能力、学习方法、科学态度、情
感等多元目标，达到培养同学科学素养的目标。

教科版《科学》三年级上册《寻访小动物》一课，是《动物》
单元中的内容。以寻访作为话题，鼓励小朋友们在已有经验
的基础上，去寻访、去亲近，去关注周围环境中的小动物。
教学重点在于尽可能地提出寻访活动中可能碰到的问题，和
尽可能地启发指导小朋友们动脑筋，相出自身观察、调查和
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设计《寻访小动物》一课时，从同学的兴趣、喜好动身，
让他们自身提出问题，通过实地观察探究，在“看”的基础
上，有目的寻访，有意识开展自身活动，体现同学是科学学
习的主体这一基本理念，以同学自主为核心，以一个个连续
有结构的活动为主线，体现一个动态的过程，促进同学在实



地寻访过程中获得丰富的、有关小动物的直接认识，
对“新”的寻访活动过程发生深刻的体会。

在教学中给同学足够的思维空间，想象活动需要做哪些准备，
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根据其发现，提出问题，并确定研究
的主题。在分小组研讨研究方案后，进行集体交流、互相提
问，并倾昕他们的意见。科学探究作为科学学习的一种方式，
它包括进行交流，参与评议，对他人研究的方法、结论提出
质疑，并乐于互相合作。这都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目标。

在学习活动中，同学希望是走出教室，到真实的环境地中去
探究，去发现，且迫切希望他们自身的“观察研究活动”得
到肯定，得到鼓励，得到指导，对于和小动物们的相处，小
朋友们是有经验的，且在我们的学校里随处可见，小朋友们
在平时经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凑在一起玩过小动物，但他们的
活动是无意的，不随意性十分明显，仅仅停留在“玩”的层
面上，对“怎样去观察”这样的问题，缺泛必要的考虑。

活动“想想观察和调查方法”在引导、启发小朋友们想出解
决问题的方法，同时这也对小朋友们实地观察，调查活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回忆、想象的过程中隐含了对“观察、
调查活动注意事项”的适当考虑。

通过教学实践活动，同学的关注热点越集中，越能体现互相
合作、交流，且质疑的水平有所提高，而研究的方法也逐渐
多样化，可行性也逐步增强，更趋完善，对问题的研究也更
加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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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猜测，教师出示相应的卡片，猜到的挂在树的相应的
位置上。

4、想一想，我们校园内还有哪些可以栖息和生活着小动物的



地方?

5、今天，我们要到校园去拜访小动物，每组选择一个地点，
估计一下：

l 你大概能观察到几种小动物?l 我们全班同学能观察到多少小
动物?

(三)寻访活动准备

1、寻访小动物的活动中，我们可能会碰到野蜂，这样的情况
要求我们注意什么?

2、我们对自己的活动，还有哪些要求吗?

3、出示：寻访活动中注意安全

关心和爱护小动物

保护观察调查地的环境

4、提出活动要求，出示小动物观察记录表：

发现地点

观察到的动物

名称( )

观察到的小动物有( )种

三年级( )班( )小组

5、你曾经看到过的动物有哪些?想一想，观察、记录中可能
还会碰到什么问题?



l 一些很难靠近的动物我们该怎样观察?

l 细小的动物观察时可以用放大镜?

l 不知道名称的动物该如何记录?

(四)活动――寻访校园内的小动物

分工合作，开展以小组为单位的寻访活动

(五)交流展示寻访活动的收获

1、寻访到了哪些小动物?

2、展示观察记录并作指导。

3、寻访活动中，我在哪个方面做的最好。

(六)作业

1、寻访家的附近有哪些小动物。

2、完成寻访的记录表1份。

三年级寻访小动物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一、教学背景及设计理念

教科版《科学》三年级上册动物单元《寻访小动物》一课，
以寻访作为话题，鼓励孩子们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去寻访、
去亲近，去关注周围环境中的小动物。教学重点在于尽可能
地提出寻访活动中可能碰到的问题，和尽可能地启发指导孩
子们动脑筋，相出自己观察、调查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学习活动中，孩子们首先的希望是走出
教室，到真实的环境地中去探究，去发现，且迫切希望他们
自己的“观察研究活动”得到肯定，得到鼓励，得到指导，
得到帮助，对于和小动物们的相处，孩子们是有经验的，且
在我们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孩子们在平时经常看到三五成群
的凑在一起玩过小动物，但他们的活动是无意的，不随意性
十分明显，仅仅停留在“玩”的层面上，对“怎样去观察”
这样的问题，缺泛必要的思考。

《寻访小动物》一课用三个活动来完成本课的教学目
的。“附近能观察到哪些小动物”这个话题着重于帮助孩子
们回忆和整理已有的对周围小动的经验和认识，发现自己平
时与小动物玩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第二个活动“想想观察
和调查方法”在第1个活动的基础上，引导、启发孩子们想出
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这也对孩子们实地观察，调查活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回忆、想象的过程中隐含了对“观察、
调查活动注意事项”的适当思考。

基于以上这样的认识，我在设计《寻访小动物》一课时，从
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让他们自己提出问题，通过实地观
察探究，在“看”的基础上，有目的寻访，有意识开展自己
活动，体现学生是科学学习的主体这一基本理念，以学生自
主为核心，以一个个连续有结构的活动为主线，体现一个动
态的过程，促进学生在实地寻访过程中获得丰富的、有关小
动物的直接认识，对“新”的寻访活动过程产生深刻的体会。

二、教学目标：

1、引导和推动学生开展寻访调查小动物活动，鼓励学生亲近
和关注周围环境中的小动物。

2、经历初步的在观察活动前提出问题，尝试解决观察活动中
问题，发现更多观察内容的过程。



3、掌握一些探寻小动物及其生活环境的方法，知道不同的动
物要用不同的观察方法。

4、培养学生保护生态环境，不伤害小动物的意识，获得关于
动物和环境，环境保护等方面丰富的直接认识。

三、教学准备：

1、每位学生一面放大镜。

2、有关校内某棵大树附近的动植物的种类、数量的卡片。

3、选择好校内一些可供学生寻访调查的场地。

四、教学过程

（一）迷语导入

2、出示迷语：

身体半球形，

背上七颗星，

棉花喜爱它，

捕虫最著名。

3、说说七星瓢虫是怎样的动物？

（迷语导入，既能迅速的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且迷语本身
又是一种十分精妙的描述，迷语中隐含着有关动物形状，生
活地点等描述，对后继的学习活动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九月里，能寻访到哪些小动物



3、学生猜测，教师出示相应的卡片，猜到的挂在树的相应的
位置上。

4、想一想，我们校园内还有哪些可以栖息和生活着小动物的
地方？

5、今天，我们要到校园去拜访小动物，每组选择一个地点，
估计一下：

你大概能观察到几种小动物？

我们全班同学能观察到多少小动物？

（三）寻访活动准备

1、寻访小动物的活动中，我们可能会碰到野蜂，这样的情况
要求我们注意什么？

2、我们对自己的活动，还有哪些要求吗？

3、出示：寻访活动中注意安全

关心和爱护小动物

保护观察调查地的环境

4、提出活动要求，出示小动物观察记录表：

发现地点

观察到的动物

名称（ ）

观察到的小动物有（ ）种



三年级（ ）班（ ）小组

5、你曾经看到过的动物有哪些？想一想，观察、记录中可能
还会碰到什么问题？

一些很难靠近的动物我们该怎样观察？

细小的动物观察时可以用放大镜？

不知道名称的动物该如何记录？

（四）活动——寻访校园内的小动物

分工合作，开展以小组为单位的寻访活动

（五）交流展示寻访活动的收获

1、寻访到了哪些小动物？

2、展示观察记录并作指导。

3、寻访活动中，我在哪个方面做的最好。

（六）作业

1、寻访家的附近有哪些小动物。

2、完成寻访的记录表1份。

三年级寻访小动物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我看到了什么

什么是观察



观察图片，组织讨论

我想观察什么

明确观察目的，为讨论作准备

怎样才能观察到更多的内容

大树下进行观察

·想办法进行观察，努力知道得更多；能和同伴合作，认真
进行观察；

·能够运用感知和科学方法对大树进行观察，获取一些关于
树的知识，并且对自己的科学观察活动进行记录。

教学准备：

学生观察用：记录本、放大镜等简单的观察工具。

教学过程：

一、引入。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上《科学》课了。

·科学书看过了吗？

·上面都有些什么内容，请大家翻到第一页，书上的大树看
过了吗？

二、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什么？



·从书上这幅大树的照片里，我看到了什么？

·自己边看边数，数数在这张照片上你看到了哪些内容？

·把你看到的内容与小组成员相互说说。

·现在来说说你们小组看到了哪些内容，我们大家帮他们数
数。（学生上台说，教师记录。）

三、在真正的一棵大树前看到什么？

·以前在一棵真正的大树前我们看到过什么？（学生说老师
记录）

·再去看一看，是不是能看到更多的内容？

·肯定！为什么这么肯定？

·出示课件。

当我们想要了解得更多、知道得更多，带着这样的目的去看
的时候，我们的观察活动就开始了。

·估计我们现在去观察一棵大树，你能观察到的哪些内容？

四、在一棵真正的大树前我怎样才能观察到更多的内容？

·如果现在我们来到一棵真正的大树前，你想观察关于大树
的什么内容？

·在一棵大树前我们怎样才能观察到更多的内容？小组可以
讨论一下。

·在一棵大树前我们看，我们闻，我们听，我们摸，我们还
能……（出示课件）



五、来到一棵真正的大树下进行观察。

·我们已经有自己想观察的内容，现在想不想到大树前去观
察？

·我们现在就到操场上去观察大树，要爱护花草树木。

·全班去观察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