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科学地球的结构教案 小学六年
级科学地球仪教案设计(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
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
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学科学地球的结构教案篇一

教学目的：

1、知识目标：通过欣赏国内外古今建筑；了解现代建筑与古
代建筑在材质、造型特点上有什么不同。

2、能力目标：运用立体构成的某些技术技法创造具体的造型，
表达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培养学生用探究性学习方式学习。
使学生审美能力不断提高，更新审美观念。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对建筑的兴趣，引起他们对建筑与人
的关系的思考。培养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认识古代建筑的一些建筑特点及现代建筑与古代
建筑相比较有什么变化。教学难点：了解不同建筑的艺术特
点。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欣赏《宏村月沼》《故宫》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提问：“你觉得美术有哪些门类？”

学生根据平时理解，结合所学知识，小组讨论回答。

2、介绍美术各中门类，引起学生兴趣，形成美术除绘画外还
有许多门类的初步认识。

师：其中我们的中国古代建筑，大家肯定不陌生。德国诗人
歌德把建筑比喻为“凝固的音乐”，这节课我们就来欣赏一
下具有音乐美感的建筑艺术。

出示课题建筑艺术的美

二、讲授新课

教师：大家肯定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建筑怎么会跟音乐有联
系呢？

（一）、课件出示：欣赏课本扉页《宏村月沼》

1、了解宏村历史，村落形态；

2、宏村民居特征：多为两层，白墙灰瓦；

3、介绍宏村“承志堂”：宏大精美、题材丰富、技艺高超，
被誉为“民间故宫”。

（二）欣赏课本《故宫》乾清宫、故宫的云龙大石雕等图。
提问：

1、你知道浮雕上的图案的意思么？

（九条游龙；五座浮山——九五之尊）

2、大门上的门钉、铺手除了装饰作用以外，还有其它的意思



么？

目前学界没有同意说法，大概得有两种：固定门板的（因为
古代的门是两个门板拼在一起的）；另一种说法认为主要是
装饰和显示地位的（因为古代以单数为阳数，双数为阴数，
单数里最大的是九，所以像在故宫——皇帝的居所，门钉都
是9×9——81个。）

3、你留意过古建筑屋檐上的仙人走兽么？你知道他们叫什么
呢？

（“仙人走兽”——檐角小兽：龙、凤、狮、天马、海马、
狻猊、押鱼、獬豸、犼、行什。）

三、小组讨论、交流：

课本扉页《宏村月沼》与《故宫》的建筑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四、本课小结

第二课时

一、出示课件：

（一）、欣赏《泰姬陵》《凡尔赛宫》《科隆大教堂》《古
罗马大斗兽场》等古建筑。

（二）、欣赏《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里昂国际机场》
《悉尼歌剧院》《鸟巢》《水立方》等现代建筑。

二、小组讨论、交流

生：“美、颜色好、高级、漂亮。”

（学生着重表达的是对色彩的感受，这说明色彩对于凡是具



有分辨色彩能力的眼

睛来说，都能引起反应，它是一种最普遍、最大众化的美感。
学生对抽象的线条和体积没有明确的表达。）

师：“中国古代建筑与外国古代建筑在材质、造型特点上有
什么不同？”

小组讨论：

1、建筑与音乐的关系。运用立体构成的某些技术技法创造具
体的造型，表达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具体的建筑分析。

三、学生作业：

你家乡最古老的建筑是什么？你最喜欢的`建筑是那座？把它
画下来或用文字记录下来。

四、教师点评展示、分析部分学生作业的形式美因素。

五、布置课外作业：

分组调查身边最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名胜建筑物，将其与当
地最时尚的建筑相比，寻找其异同之处，并试着将自己的观
点、看法写进小论文中。

教学反思：

2、图形的魔术组合

教学目的：

1、欣赏夏加尔的作品感受他带给我们童话般的奇妙世界。

3、改变思维方式，利用提供的图形组成新的形象。



4、引导学生在小组学习探究中相互交流，培养他们的合作、
探究意识，通过学习活动，培养学生对美术学习的兴趣及创
新意识。

教学重点：任选一组课本提供的图形组成新的形象。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

教学难点：改变思维方式，培养创新思想。如何用不同类型
的图形组成一幅新颖有趣的画。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游戏：七巧板的图形组合

1、教师小结，图形组合在美术创作中的作用。

2、揭题：图形的魔术组合

二、名作欣赏

1、《我和我的村庄》（油画）夏加尔（俄国）你们看，今天
的绘画有什么特点呢？

2、你能总结它的表现方法吗？

颠倒的人物、房屋，动物眼中映射出的蓝天，像花草一样握
在人手中的果树？？画家对故乡的种种美好回忆叠映在一起，
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童话般的奇妙世界。

3、同学们，你有没有想过，把生活中看似没有关系的物象组
合在一起，也能变成一幅奇妙的作品呢！

三、课件演示图形的魔术组合：



1、小结：根据画面的需要，重复图形、放大图形、缩小图形、
重组图形、重叠图形。

2、小组合作讨论：将p6这些图形进行组合排列可以组成哪些
新的图案？

四、学生作业：

小体验：将p6的图形重新组合，看谁组合的快，组合的好。

五、作业展评

六、本课小结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赏析p6《即兴表演》、《小女孩》

1、运用了哪些基本形或是不规则的形体。

2、教师小结：基本形的巧妙组合。

二、赏析p7《生活联想》《魔术师》《汽车一族》《放风筝》

1、运用了生活中哪些图形或是生活用具。

2、根据图形或用具，还可以怎样巧妙的组合？还可以联想成
什么？

3、学生讨论、交流。

4、总结：看，在同学们的笔下，不同类别的图形变成一幅幅



神奇的图画。他们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改变思维
方式，来了个“脑筋急转弯”。

三、学生作业：

任选一组课本提供的图形组成新的形象。你也可以自己创作
一组图形进行创作。生活中的小物件，动物、植物、花卉、
照片、风景、人物都可以是绘画的主题。看谁画的形象最有
创造性！

1、注意

根据需要重复图形、放大图形、缩小图形、重组图形。最后
上颜色时注意色彩的对比。

2、说一说，你将用哪一组图形来表现什么？

3、作业、辅导。

四、作品展览和评述

1、学生活动：你觉得教室里同学们的线描作品哪张最吸引你
呢？

2、自己找找优缺点，为同学提点建议或者帮他修改一下作品。

3、教师点评。

4、修改、评优。

教学反思：

3、添画人像



小学科学地球的结构教案篇二

（一）科学探究目标：

1、查阅资料，了解地球上水的存在形式和分布。

2、能用图表形式表示地球上咸、淡水分配比例信息。

（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欣赏自然界美丽的水体和与水有关的自然景观。

2、意识到水对于生命的意义，认识到水的无比珍贵。

3、将“珍惜每一滴水”化为学生每天的实际行动，养成节约
用水、一水多用的好习惯。

（三）科学知识目标：

1、了解地球上水的存在形式和分布。

2、知道生命离不开水。

3、了解自然界淡水资源的缺乏。

意识到水对于生命的意义，认识到水的无比珍贵

知道生命离不开水

cai 、榨汁设备、蔬菜、水果、彩笔等

第一课时 【十一周二】

提问：我们周围哪里有水？冰和雪是不是水？水还有哪些状
态？地球上还有哪些地方有水？



地球上的水的形态和分布有关的图片和资料。 （让学生欣赏
美丽的自然 水域和风景，了解水在地球上的分布、水资源信
息等。 ）

榨水果或蔬菜汁活动。

1、学生举出人类和动植物都离不开水的事例。

2、假如没有水，我们的地球会是什么样子？

3、将自己的观点写或画在纸上。

4、对比认识：生命离不开水。我们要节约用水。

1、要求学生用彩色笔将咸水、淡水、可利用的淡水分别占有
的份数在教材上的方格坐标图上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出来。(让
学生感受水资源的缺乏，要节约用水。)

2、提问：生活中有哪些浪费水现象？关于节约用水我们应该
怎样做？ 你有哪些建议？ 学生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

课后可将自己好的建议写成书面报告，寄给水资源管理局。

知道地球上水资源的缺少，进行了节约教育。

小学科学地球的结构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认识机械指的是利用力学原理组成的各种装置。
杠杆、滑轮、斜面等都是机械。简单机械又被人们习惯地称
为工具。

过程与方法：常识在实践中解决指定的科学问题（如拔图钉、



铁钉和木螺钉），发现做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工具效果是
不同的，并从中了解更多的常用工具。

【教学重点】选用不同工具解决问题

【教学难点】选择不同工具解决问题的原因讨论。

【教学准备】

记录表（学生）；常用工具，剪刀、螺丝刀、开瓶器、羊角
锤、小刀、镊子、

老虎钳（教师）；钉有三个图钉、2个铁钉、两个木螺丝钉的
木板一块。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新课

同学们，这个漂亮的窗花剪纸是用什么工具制作出来的？
（出示窗花剪纸）。

剪刀除了能剪窗花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事？（剪绳、剪指
甲……）

那么锤子能帮助我们做哪些事情？（出示锤子）

二、我们用过什么工具

1、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用工具来帮助我们做事情，今天我们
就来研究我们常用的工具（板书课题：使用工具）

2、你还知道哪些工具？他们能帮助我们做什么事？请大家在
小组内讨论一下，然后把工具名称和能做的事情填在书本p2
表格内。比一比，哪些同学想地更多。



3、小组讨论填表

工具名称 可以做哪些事情 工具名称 可以做哪些事情

4、小组汇报：

请一个小组上台来介绍，并且可以使用老师讲台上的工具做
示范（提供工具）。

5、教师小结：看来同学们对工具的使用已经比较熟悉，并且
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了。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来帮我解决一
个问题。（启后）

三、选用什么工具好

1、老师这里有钉有一些钉子的木板（出示木板），

1）如果要把钉子冲木板中取出来，请问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工
具比较合适？

2）请小组内的同学先观察一下钉在木板上的钉子，思考你需
要哪些工具？

3）说说你选择这些工具的理由

2、小组长领材料，组织小组成员开展实验

3、全班交流：说说你们刚才选择的工具是最合适的吗？

分组发言共同评论。

四、完成三项任务的工具选择

1、请大家观察p3的三幅图，请你在右边选择最恰当的工具来
完成这3项工作。



并且说说你选择的理由。

2、油桶通过斜面推上车，比较省力；大石头用撬棍当赶感去
撬动比较省力；利用绳子和滑轮组成定滑轮可以很方面地将
国旗挂到旗杆顶上。

3、教师小结：有一些很费力、很难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使用
了工具就可以省力、方便地完成了。巧妙地使用工具，能让
我们做的更好。

4、请大家看p3工具的定义，深入理解。

五、全课总结：对于简单机械，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想研究？

教学反思：《使用工具》是本学期的第一课，充分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上好这一课，将对孩子今后科学课的学习产生
积极的影响。如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既然教学的内容
是“使用工具”，那就让学生亲自体验使用多种工具的过程，
在使用中培养兴趣，在使用中掌握技能。

总体而言，本学期的.第一课还是能够较好地实现激发学生学
趣，培养技能，达成了为后续的教学活动作好铺垫的教学目
标。

第二课 杠杆的研究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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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对杠杆尺进行研究

【教学难点】对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教学准备】

杠杆尺、钩码、记录纸（学生）；杠杆类和非杠杆类工具3~5
种。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活动：请问我们班有没有“大力士”，谁能帮我把讲台抬起
来，我的一枝笔掉到桌子地下去了。（请同学们推荐“大力
士”上来抬讲台）

哎，讲台实在太重了，搬不动，能不能利用工具来帮助我们
做这件事？

用吊机吊、把桌子撬翻、用滑轮吊……（请学生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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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p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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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自己体验杠杆尺的组成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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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一般认为都是省力的，教师在课堂上举例费力的事件）

让我们用杠杆尺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研究。

2、对杠杆尺的构造进行介绍和使用方法

3、教师问题的提出：如果我在杠杆尺的左边第四格挂上一个
钩码，要使杠杆尺保持平衡，我应该在杠杆尺的右边什么位
置挂上几个钩码 ？（请同学上台来试一试，并说说你是怎么



想的）

4、还有其他方法吗 ？

5、老师刚才是在左边第四格挂了一个钩码，还可以怎么挂？
那么右边又应该在什么位置挂几个钩码才能使杠杆尺平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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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课 杠杆类工具的研究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知道杠杆可以分为省力杠杆、费力杠杆、不省力
也不费力杠杆。

过程与方法：通过实验认识到杠杆是否省力是由它的三个点



的位置决定的。

【教学重点】对不同杠杆的比较和分析

【教学难点】找出不同杠杆的三个点和是否省力情况。

【教学准备】

长竹筷、螺丝帽或其他重物、棉线或钓鱼线、塑料盘（学
生）。杆秤、螺丝刀、开瓶器、镊子、油漆桶、啤酒、粉笔；
画有螺丝刀撬油漆桶、镊子夹粉笔、开瓶器开啤酒瓶的图片
（教师）。

【教学过程】

一、趣味引入

游戏：出示油漆桶一个、啤酒一瓶、粉笔5支；镊子、一字螺
丝刀、开瓶器。

1、用工具把油漆桶撬开，然后在里面倒一杯水；2、用工具
打开啤酒瓶，倒一杯啤酒；3、用工具用夹5支粉笔到一个空
杯子里。

比一比，哪个同学完成地快，请其他同学为他们加油。

二、杠杆类工具的比较

1、刚才三位同学的表演非常精彩，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他
们使用的工具合适吗？（合适）

2、思考一下，他们所使用的三种工具哪种是省力的？哪种是
费力的？或者不省力也不费力的？（请几位同学进行判断，
并说说理由）



3、判断他们是否是省力工具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找出三个
点，然后进行比较）

4、请同学们在老师为你们准备的图片上画出每件工具的三个
点。

5、然后在小组内讨论一下这些工具是否省力？为什么 ？

6、在全班内进行交流反馈；并对学生的画图进行展示交流。
（重点分析镊子和开瓶器的三点位置的变化。开瓶器支点在
前端，阻力点在中间；镊子支点在末端，用力点在中间）

7、小结：怎么样的工具是省力的？怎么样的工具是费力的？
（请同学找出其中规律）

三、给各种杠杆类工具分类

1、请同学们在书本p8页的10种工具上画一画，找出每样工具
的三个点。然后判断一下它是省力的还是费力的或不省力也
不费力。

2、学生各自作图、填表。

3、汇报交流（请学生到展台下进行展示交流）

教师小结。

四、小杆秤的研究

1、俗话说：“称砣虽小，能压千斤”，今天老师就带了一把
杆秤来，请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杆秤的称砣这么小，却可以
“压住”这么重的重物。（请学生从杠杆的三点之间的关系
说一说）



2、今天老师就带大家来做一杆小杆秤。小杆秤制作过程指导。
（祥见教参p17~18）

3、指导学生用逐个放砝码的方法在杆上画出50克、100
克、150克、200克……的刻度。（在称盘内放一个50克砝码，
然后使杆秤平衡，在杆上刻下刻度，放2个……）

4、玩一玩自己制作的杆秤。（称一称自己的铅笔盒、书本等
物体的重量）

五、课后思考题

出示教师用的杆秤进行示范，用不同的2跟提绳分别进行称重
时，杆秤会发生什么变化？

第四课 轮轴的秘密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认识在轮轴的轮上用力能够省力，轮越大越省力；
在轴上用力费力。

过程与方法：通过在大小差别更大的轮轴上挂重物的实验分
析，认识轮越大越省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积极了解轮轴在生活中的应用，发展
研究简单机械的兴趣。

【教学重点】通过实验了解轮轴作用和轮的大小对轮轴作用
的影响

【教学难点】轮的大小对轮轴作用的影响。

【教学准备】大螺丝刀1把、阀门式水龙头一个；每组钩码1



盒、2段棉线、1个铁架台、1个大轮、1个小轮、一个轴（简
易机械盒）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水龙头是我们每家每户都有的一种工具，他能有效控制水的
流量。我请一位同学来拧开这个水龙头；（出示阀门式水龙
头）

出示水龙头图片，并指出轴、轮所在位置；像水龙头这样，
轮子和轴固定在一起，可以转动的机械，叫做轮轴。

二、轮轴作用的研究

1、设计家在设计水龙头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目的的，那么水龙
头上的轮有什么作用呢？（学生尝试回答）

2、请学生尝试拧开去掉轮的水龙头，然后说一说轮的作用。

3、用一个轮轴装置来研究轮轴的作用。

实验操作：

（2）学生分组实验并做好实验记录（书本p10），这里主要培
养学生的协同分工能力。

4、小组成员汇报数据，并进行交流和思考，发现了什么规律？
（挂在轮上

的钩码更少，证明在轮上用力能省力）

5、轮轴作用的运用（小游戏）：猜猜胜者是谁？请几对同学
上台来进行游



戏。

一个同学握住螺丝刀柄，一个同学握住螺丝刀轴，2人按不同
方向转。

三、轮的大小对轮轴作用的影响。

1、刚才我们通过实验和游戏了解了在轮轴的轮上用力是比较
省力，那么如果轴固定不变，把轮换大些会怎么样呢？（请
学生进行大胆推测）

2、示范操作实验：把更大的轮和轴（不变）固定在一起，先
在轴的棉线上挂3~5个钩码，然后请学生尝试在轮上加钩码，
使轮上的钩码刚好能拉起轴上的重物。

3、在小组内开展实验活动，用不同大小的轮和轴进行实验，
并请学生记录实验数据，填入书本（p11）的表格内。

4、交流讨论数据表，说说你是按什么顺序进行收集数据的？
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按轮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实验，然后进行对比；
发现轮越大，越省力，轮越小，越费力的规律）

四、巩固与应用

1、找一找，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应用轮轴？
说说它们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那些方便。

2、这些轮轴的作用是什么？他们是省力的还是费力的？（方
向盘、轱辘、门把手、扳手、牛顿盘）其中牛顿盘在旋转时
是拧轴，属于费力的轮轴。



小学科学地球的结构教案篇四

教材分析

杠杆的科学》是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
验教科书《科学》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工具和机械》中的
第二课时。本课专门引导学生认识杠杆，是认识杠杆、轮轴、
滑轮及斜面等几类简单机械中的一部分。它分为两部分：1、
认识杠杆；2、研究杠杆的秘密。其中第二个活动是重点，活
动选择了杠杆尺作为研究材料，采用实验的方法，让学生经
历运用杠杆尺开展实验研究活动，通过观察、实验、记录，
以及对实验数据的分析来认识杠杆省力与不省力的规律，并
在探究中认识到收集数据的重要性，发展学生利用数据来说
明问题的能力。本课教材的安排正体现“科学学习要以探究
为核心”的科学教育理念，教科书并没有直接告诉学生杠杆
的工作规律，而是要求学生观察、实验、记录、分析等，这
就为学生的合作探究活动提供了开放的探究空间，有利于学
生自由地、创造性地展开活动，使学生的探究能力和科学素
养得以提高。

学情分析

在生活中，学生使用工具来完成一些事情的经历也是很多的，
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验的积累。在学习本课前，通过前一
节课《使用工具》的学习，学生在使用工具解决问题的`实践
中已经初步认识了什么是简单机械，但学生可能并不清楚或
者没有思考过这些工具的工作原理。本课教材利用杠杆类工
具在生活中运用最广泛、最直观的撬棍撬木箱的情景引入本
节课的研究，学生有类似的生活经历，利于学生观察并引发
思考。书中示意图对杠杆的用力点、支点、阻力点很较直观，
很清晰。两个活动安排有梯度。一是认识杠杆，先由撬棍引
入杠杆的概念，然后分析杠杆的三个重要位置，接着引导学
生分析了压水井的压杆、跷跷板工作时发挥作用的位置，并
标出它们作为杠杆的三个点的位置，而后利用书中的图，对



于身边的常用工具进行观察、分析，使学生对杠杆类工具有
初步的认识能力。二是研究杠杆的秘密，在有了以上的基础
后，利用杠杆尺研究杠杆工作的原理就十分容易了。学生通
过实验，对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杠杆工作的规律也就
水到渠成。

教学目标

1、从知识与技能：（1）杠杆有三个点：用力点、支点和阻
力点。（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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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杠杆解决身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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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会到收集数据的重要意义，并且意
识到相互合作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分析、整理数据，发现杠杆省力的原理。

教学难点：（1）杠杆在生活中的变形应用；（2）能从众多
看似杂乱的数据中，通过分析整理，发现杠杆省力的原理。

小学科学地球的结构教案篇五

一、教学思路

这是本单元第一个活动，这个活动要求我们和学生们一起尽
量多地倾听各种各样的声音，分析这些声音是由什么物体发
出的，然后说说我们听到过哪些声音，并分析哪些是自然界
发出的声音，哪些是我们生活和工作发出的声音。



科学新课程标准强调学生是科学学习的.主体，科学学习以探
究为核心，所以在设计这节课时，我处处着眼于以生为本，
以探究活动为主的教学理念。让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在探究
活动活动中自己感悟。

二、教学目标

1．能自己观察、倾听不同的声音，动手做声音的游戏。

2．能在已有知识、经验和现有信息的基础上，通过简单的思
维加工，对有关声音的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或结论。

3.通过听不同物体发出的声音，感知声音的产生与物体有关，
没有物体就没有声音；

4.通过游戏、实验，说出声音有大小、远近、高低的不同，
能够分辩声音的大小和高低。

5.感受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声音。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认识声音的大小和高低。

难点：懂得声音的大小叫音量，声音的高低叫音调。

四、教学准备

自制课件，光盘一只，《记录卡》每人一张，透明玻璃杯6-8
只，清水等。

五、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