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体与绝缘体教案一等奖(汇总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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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体与绝缘体教案一等奖篇一

教师：刘贵全

学校：共和小学

时间：20xx年3月23日

四年级科学下册《导体与绝缘体》教学设计

1、能会用电路检测器检测导体和绝缘体。

2、能认识我们身边的导体和绝缘体。

3、知道安全用电的重要性。

1、本课时的重点为能会用电路检测器检测导体和绝缘体，并
总结出什么是导体，什么是绝缘体。

2、难点为判断由两种以上材料组成的材料是否是导体还是绝
缘体。

课件、电路检测器、20种以上的材料、检测记录单。

（一）复习引入

1、教师出示未连接好的电路检测器，问学生这是什么？



2、学生汇报。

3、让一名学生连接好电路检测器，使小灯泡发光。

4、教师介绍电路检测器，并把电线的两端包着塑料的地方连
接起来，问学生小灯泡为什么不亮？学生回答。

5、教师出示一根铁棒，把它接到电路检测器中，看小灯泡是
否会亮，这个实验让一名学生来做。但这个实验在另一个有
问题的电路检测器中来做，小灯泡肯定不会亮，这时让学生
推测小灯泡不亮的原因，再连接到完好的电路检测器中。学
生推测。

6、教师小结：研究中预先测试检测工具是否有问题，是实验
前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二）新课呈现

1、教师出示本课时的学习目标

2、今天老师给大家准备了20种材料来检测它们是否导电，但
检测之前我们首先来制定一个“我们的研究计划”，（教师
提醒同学们今天的.研究计划不用手写，小组讨论后口述一下，
研究计划就是我们怎样来检测，以及具体的人员分工。）

3、学生小组讨论研究计划，并汇报。

4、教师提醒检测的方法：预测——检测——再检测——判断，
并提问学生为什么要再次检测，指名学生回答。

5、小组开始检测20种材料否导电，并做好检测记录单。

6、如果学生做的比较快，鼓励他们检测身边的材料是否导电。

7、检测完后，学生汇报检测结果，其他小组有质疑的随时提



问。其他小组汇报时说他们和汇报了的小组不一样的地方。

8、教师提问：有的小组检测了手指，小灯泡不亮，有问题吗？

学生讨论回答。

9、教师讲解人体和大地以及湿抹布都是导体，知道安全用电
的重要性。

10、学生用自己的话总结什么是导体，什么是绝缘体。

11、让学生说一说我们教室或身边哪些材料是导体，哪些材
料是绝缘体。

（三）课堂练习

选择题

1、下列物体是导体的是（）

a、橡皮b、铁片c、纸片d、木棒

2、下列物体是绝缘体的是（）

a、铜丝b、铁片c、钥匙d、塑料

3、钳子的外面包了一层厚塑料是为了（）

a、看起来漂亮b、可以经久耐用

c、绝缘和防止触电

判断题

1、电路中开关制作的材料都是导电材料。（）



2、使用电路检测器检测物体的导电性，只要检测一次（）

3、铁是一种常见的导体。（）

4、电器都是用电的器具，不需要用绝缘的材料。（）

5、人体和大地都是导体。（）

导体与绝缘体教案一等奖篇二

1，观察简单的电路连接，

说说电流在电路中是怎样流的。

2，讨论将电路中的导线剪

断，会出现什么情况？为什么？

3，想办法重新接亮小灯泡，

为构建适合儿童理解的导体和结缘体的操作性概念做垫。

一、情境导入

二、计划制订

提供足够多的材料，让学生建

创设平等、自由、认真、有序上的科学报告会氛围。参与交
流和质疑，体会学习的共同头。

四、表达交流

在此过程中发现电线外部包着的塑料不能让电流通过，电流
里面的铜丝可以让电流通过。



经历检测一块橡皮的过程，学会并理解一种

科学规范的检测方法。

1、自行思考一块橡皮的检

测过程。

2、通过幻灯片，了解“一

块橡皮的检测过程”。

3、通过个别体会、相互评

1、用“一块橡皮的检测方

法”检测区25种物体。2、组内整体分析研究情

况。

3、提出新问题。自行构建适合儿童理解的导体和绝缘体的操
作性概念，初步形成尊重事实的实证精神、认真细致的探究
习惯。

科学报告会；

1、汇报交流哪些物体使小

现一定的规律，作出自己的描述。3、对插头、卷笔刀等进行

判断，知道“我们利用导体把送到人们需要的地方，我们利
用绝缘阻止电流到人们不希望有电的地方”。



导体与绝缘体教案一等奖篇三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知道什么是导体和绝缘体，认识常见的导体和绝缘体。

（二）能力目标：

能够设计检验装置，并检验常见的各种物体的导电性。

（三）情感目标：

一个物体是导体还是绝缘体，要通过检验后才知道，任何结
论都是要通过检验后才能得出的。

二、教学重点：

（一）认识常见的导体和绝缘体。

（二）知道导体和绝缘体的不同作用。

三、教学难点：

（一）认识人体、水也是导体。

四、课前准备：

（一）教师准备：

1、自制教具电路板、2、电流实验盒、3、各种金属和非金属、
4、新型试电笔、5、电工常用工具、6、玻璃杯、7、水、8、
盐。



（二）学生准备：

大号电池每人一节。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新课课题：

2、导体和绝缘体

（三）问题：

一个物体它是导体还是绝缘体，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来证明
呢？

学生回答：用简单电路来检验。把要检验的物品串联在电路
中，如果小灯泡发亮，说明电流可以通过，它是导体。如果
小灯泡不亮，说明电流不能通过，它是绝缘体。

（四）检验一：p33

把我们常见的这些物品进行分类：

导体有：

绝缘体有：

（五）小结：

容易导电的物体（电流容易通过）叫做导体。不容易导电的
物体（电流不容易通过）叫做绝缘体。

（六）检验二：p34



水是导体吗？

注意；要在水中多放盐和多加电池。

（七）检验三：p34

人体是导体吗？

注意：要用新型试电笔检验。

（八）判断：p35

常见的电器、电工材料、电工工具中它们哪一部分是导体？
哪一部分是绝缘体？

（九）安全用电：p35

注意事项：晾衣服、放风筝、搞卫生。

安全用电：在我们家或其它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个插座上不
能同时插入多个用电器。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安全第一不能
忘。

六、本课小结：

我们通过检验的方法，知道了电容易通过的物体叫导体，电
不容易通过的物体叫绝缘体。认识了常见的导体和绝缘体。
有了这些基本知识，我们就为安全用电做好了第一步。我们
要注意在任何时候都是安全第一。

七、作业指导：p74

八、板书设计：



2、导体和绝缘体

一、检验一：四、检验二：七、安全用电

二、导体：五、检验三：

三、绝缘体：六、判断：

导体与绝缘体教案一等奖篇四

说明1本知识点的重点是导体和绝缘体的概念和异同。

说明2本知识点的难点是导体和绝缘体的不同。

说明3知道导体和绝缘体的概念和两者的区别，知道二者并无
绝对界限。

说明4本知识点的预备知识点是电流的形成。

说明5本知识点主要讲述导体和绝缘体的概念和异同，它是研
究电学重要的知识点。

容易导电的物体叫做导体。金属、石墨、人体、大地以及酸、
碱、盐的水溶液等都是导体。

不容易导电的物体叫做绝缘体。橡胶、玻璃、陶瓷、塑料、
油等都是绝缘体。

好的导体和绝缘体都是重要的电工材料，电线芯线用金属来
做，因为金属是导体，容易导电；电线芯线外面包上一层橡
胶或塑料，因为它们是绝缘体，能够防止漏电。

表示各种物体的`导电和绝缘能力的排列顺序，可见导体和绝
缘体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导电



的物体，当条件改变时就可能导电。例如，玻璃是相当好的
绝缘体，但如果给玻璃加热，使它达到红炽状态，它就变成
导体了。

绝缘体中，电荷几乎都束缚在原子的范围之内，不能自由移
动，也就是说，电荷不能从绝缘体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的
地方初中语文，所以绝缘体不容易导电。相反，导体中有能
够自由移动的电荷，电荷能从导体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的
地方，所以导体容易导电。

对于生来说，作为新增学科，从入门到冲击优秀初中数学，
需要经过三重门。第一重门是声光热。第二重门是力学。第
三重门是电学。

第一次入门，是上学期的物理入门。也可以理解为是声光热
的入门。在声光热等过程中，同学们的主要是以感性为主。
很多时候只要做好感性的认识，略加上一些理性的分析，就
可以明白这部分的大体精髓。

第二重门是力学。力学对于同学们来说，区别于声光热的根
本特点就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同学要及时调整自己的思维状
态，转向以理性思维为主的学习。如果说在第一重门的时候，
同学们的成绩普遍都很高，并且差距比较小。很难体现每个
同学的真实实力.那么到了第二重门的时候差距将明显拉大，
也将会是同学们快速提升自己脱颖而出的关键时期。

第三重门是电学。电学是一门看不见摸不着的学科。对于孩
子的理解要求更高。尤其是在入门的电路分析，对很多同学
来说，入门较为困难。电学后期的综合计算也将会是同学们
冲刺优秀的拦路虎之一。

导体与绝缘体教案一等奖篇五

教育科学出版社《科学》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电》的第五课



《导体和绝缘体》第一课时。

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电》的第五课《导体与绝缘体》。

根据教学内容对本课进行简单分析：本单元前四课的学习，
学生连接了简单电路，寻找电路故障，学会使用简单的电路
检测器，本课认识导体与绝缘体，通过实验探究让学生初步
区分导体与绝缘体，为后一课开关的认识和制作作铺垫，通
过对本课的学习，帮助学生对日常生活中家用电器中导体与
绝缘体的认识，同时也是一次安全用电教育。

：能用科学规范的检测方法检测区分多种物体是导体还是绝
缘体。

：教室电器设备的绝缘体材料和安全用电事项。

第一步导入；第二步实验探究；第三步联系实际区分导体和
绝缘体并进行安全用电教育。

在导入这一环节中，出示缺少导线的电路，要求学生换用其
他材料让小灯泡亮起来，引导学生要利用电路检测器来检测
物体是否能够通电。在这一环节上，复习强调检测器的`正确
使用方法。通过对橡皮和小刀的演示，对本课导体与绝缘体
的概念作一个前期的铺垫，一种是容易通电的，另一种是不
容易通电的。教参和教材是都只对橡皮的操作过程作了一个
演示，为了引出检测器及其正确使用方法，在这一环节中有
加入了小刀的操作过程，这样做不仅仅是对检测器使用方法
的强调，同时也是唤起了学生的对导体与绝缘体的前概念，
为后面的猜测和学习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紧接着进入第二环节，实验探究，这一环节分四步来完成。

1、让学生利用教师提供的材料，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
进行猜测，哪些物体是能让小灯泡亮的，是容易通电的，哪



些是不能亮的。让学生一边猜测一边检测，同时进行记录。
但实际操作时，学生往往是急着进行检测，不进行猜测，或
者是猜测了没有进行记录，等检测完了之后，把结果填入了
检测中。因此，在这一环节上，要求学生先对这些材料进行
了猜测并记录于同步探究，交流时让学生说说为什么这样猜
测。在材料的准备中，主要以身边的材料为主，这样更有利
在下一环节中渗透安全用电教育。

2、让学生进行检测。在这一步中分小组进行检测，每一小组
检测几种不同材料，实验过程中教师要进行巡视，及时纠正
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让学生体会到实验的严谨与科学，在实
验过程中让学生区别导体与绝缘体并进行分类。把检测的结
果填入实验记录。

3、实验汇报。对于以上物品的检测结果，争议的并不多，根
据学生的检测结果，对有争议的材料进行演示后，发现了2类
材料，这时出示导体与绝缘体的定义。

4、引导学生利用同步探究的“整理实验记录”结合教材的要
求，让学生进行整理总结，加深学生对实验过程的印象。同
时，让学生归纳材料的特点，上升对导体与绝缘体的认识。
这时候是引导学生对概念的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总结认识，
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发展到达理性思维的过程。通过对实验过
程进行分析和总结，让学生初步学会区分导体与绝缘体，让
学生寻找生活中的实例，从课堂回归到生活，达到学以至用
的目的。

第三环节联系实际生活区分导体和绝缘体并进行安全用电教
育。

实际生活经验告诉孩子，用电不当会有触电的危险。可是谁
也没有触电的经历，也没有看到过。怎样让学生信服这个概
念，提升学生对导体的认识呢接下来的一段录像是关于安全
用电的生活常识。录像是中的那些用电常识贴近现实生活。



从而让学生对生活中的用电不当之处，作处判断，用反面教
材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