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教鄂教版四科学教案(汇总10
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既然教
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这里我给
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人教鄂教版四科学教案篇一

1、能够观察、描述和记录卵的形状和颜色。

2、能够通过图画和文字表达，交流关于蚁蚕的观察结果。

3、能提出关于蚕的问题，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边养蚕边
研究。

1、知道卵是蚕生命的开始。

2、知道蚕卵能孵出蚁蚕。

3、能用放大镜观察卵和蚁蚕的外形特征，并把它画下来。

4、知道蚁蚕需要食物、空气、空间等生活和成长的必要条件。

1、愿意和同伴合作与交流。

2、珍爱小动物，主动接近小动物，不伤害小动物。

3、充分体验养蚕所带来的乐趣。

用放大镜观察卵和蚁蚕的外形特征

描述和记录卵的形状和颜色，讨论蚁蚕的生活和成长的必要



条件。

蚕卵、蚁蚕、放大镜、干毛笔、纸盒。

1、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出示一块丝绸，给学生看一看、摸
一摸）？

2、那你们知道知道织丝绸的丝是怎么来的吗？

3、蚕是怎样一种小动物，它又是怎样吐丝的？想不想亲自看
一看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养蚕，亲自体验一下养
蚕的乐趣。

1、关于养蚕你们都知道些什么？

2、小组讨论

3、汇报讨论结果

5、由学生提出问题，师生一起讨论解决办法。

1、要养蚕首先要了解蚕卵是什么样的。你知道蚕卵长什么样
的？

2、下面我们来观察蚕卵（出示蚕卵并分发给各组）。

4、汇报：说一说蚕卵是什么样的？

5、关于蚕卵你还有什么问题提出？

6、师生讨论解决办法。

2、学生给刚出生的蚕宝宝起名字。

3、告诉学生刚出生的蚕的名字，让学生比较一下自己取的名



字和大人们取的名字有什么不同。

4、仔细观察蚁蚕，用尺子测量它的长度并做记录（可以写，
也可以画下来）。

5、说一说蚁蚕是什么样的。

6、指导学生做好第一篇养蚕日记

7、面对可爱的'蚁蚕宝宝，你还可以用哪些方法记录蚕宝宝
的成长过程？

教育学生要爱护蚕宝宝，珍爱小生命。

1、我们来养蚕

蚕的一生：蚕卵—蚁蚕－蚕－蚕蛹－蚕鹅

人教鄂教版四科学教案篇二

1、食物含有的六种主要营养成分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
(脂肪)、(矿物质)、(维生素)和(水)。

2、没有一种食物能含有人体需要的(全部营养)。为了健康成
长，食物要(多样化)，不能(偏食、挑食)。(营养均衡)才能
健康成长。

3、小胖墩身材的主要原因是(营养过剩)，豆芽菜身材的主要
原因是饮食缺陷造成的(营养不良)。

4、合理搭配食物的原则是：(1)荤素搭配(2)粗细粮搭配(3)
多种食物搭配(4)每天都吃适量的新鲜水果和蔬菜(5)和适量
的水。

5、为了健康成长，要注意食物的(合理搭配)和食物的(摄入



量)。

6、良好的饮食习惯有：(一日三餐有规律)、(吃饭细嚼慢咽)、
(不暴饮暴食)、(不乱吃零食)、(不用牙齿咬太硬的东西)等。

7、注重食品安全的方法有：(注意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多
清洗、多浸泡);(少吃腌腊食品);(多吃绿色食品)等。

8、(绿色食品)是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的食品。
第五单元：

1、(排序)和(分类)是常用的整理信息的方法。

2、铅笔上的4b、2b、hb、2h、4h标记是按(划痕颜色的深浅)排
序的。比如6b字迹最黑、6h写出的字最不明显。

人教鄂教版四科学教案篇三

1、温度计是易碎品，使用时要(轻拿轻放)。

2、在测量液体的温度时，温度计下端的液泡要(完全浸没在
液体中)，不要碰到容器的(底和侧壁)。

3、要等温度计内的液柱(不再上升或下降)时才能认读，并且
要使(视线与温度计液柱的顶端)保持水平。

4、热在(固体)中，总是从(温度高)的地方传到(温度低)的地
方，这种传热的方式称为(传导)。

5、(液体或气体)受热上升、遇冷下降，使冷热液体或气体相
互混合，这种传热方式称为(对流)。

6、不靠(空气)、(水)或(其他物体)也能传递热，这种传热方
式称为(辐射)。



7、加热和冷却可以改变物体的(形态)、(体积)。

8、温度计是利用(物质热胀冷缩)的原理做成的。

9、绝大多数物体(受热)时，体积会(膨胀);(冷却)时，体积会
(收缩)，这种现象叫做(热胀冷缩)。

10、不同物质具有的(吸热和散热)性能不同。例如(油)吸热
和散热比水快;(金属片)吸热和散热比纸板快。

11、固体的吸热、散热性能优于液体。例如(沙子)吸热和散
热的速度比水快。

12、夏天穿白色衣服比穿深色的衣服要凉爽的多。

13、正确使用酒精灯的方法：(1)先观察，确定酒精灯内的酒
精量不超过瓶体的(三分之二)。打开瓶帽，将瓶帽(竖放)在
灯旁。(2)用点着的火柴(自下而上)斜向点燃酒精灯灯
芯。(3)把被加热物体放在火焰中温度最高的(外焰)部分加热。
(4)用完酒精灯后，用灯帽自(右上方)斜向盖灭火焰。

14、(云)、(雾)、(雨)、(露)、(霜)、(雪)都是由空气中
的(水蒸气)变成的。

15、水的蒸发快慢与(蒸发面积)、(空气流动)和(周围温度)
有关。

16、水有(液态)、(固态)、(气态)三种形态。

人教鄂教版四科学教案篇四

科学概念：

一些物质容易溶解在水中，有些物质不容易溶解在水中。



不容易用过滤的方法把溶解了的物质从水中分离出来。

过程与方法：

观察和描述食盐、沙、面粉在水中的容易溶解和不容易溶解
的现象，

能使用过滤装置分离几种固体与水的混合物。

情感、态度、价值观：

体验研究溶解与不容易溶解现象的乐趣，激发进一步探究溶
解问题的兴趣。在观察比较活动中，能够意识到细致的观察
才会使描述更准确。严格按照规范利用溶解装置进行实验。

描述食盐、面粉等物质溶解现象的主要特征。

比较食盐、沙、面粉在水里的变化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分组材料：

1、沙1、面粉1、装水烧杯3、筷子1、玻棒1、水槽1、漏斗1、
滤纸3、铁架台1。（沙在使用前淘干净。）

1、学生观察实验：取一小匙食盐和一小匙沙，分别放入两个
盛水的玻璃杯内，不搅拌，静静观察，比较食盐和沙在水中
的变化。过一会再搅拌，观察它们的变化。

2、学生汇报观察现象：食盐在水里的变化是怎样的？沙在水
里呢？（注意纠正学生的汇报：食盐在水里容易溶解，沙在
水里不容易）

3、组织讨论：哪些现象使我们可以判断出"盐在水里容易溶
解"？哪些现象能使我们判断"沙在水里不容易溶解"？（板书
食盐的溶解现象和沙不容易溶解现象。）



2、学生实验：取一小匙面粉，放入一个盛水的玻璃杯内，静
静观察一会儿，看看面粉在水里的变化，然后再用筷子轻轻
搅拌一会儿，观察面粉在水中的变化。

3、组织汇报：面粉在水中容易溶解吗？把它放置一会儿我们
还能观察到什么现象？

4、教师引导描述：面粉水中是什么样的状态？

6、教师引导：为了作进一步的观察，我们可以采用过滤的方
法。演示折纸和过滤实验的规范操作，注意不要将液体溅到
滤纸外，倒入漏斗中的.液体液面要略低于滤纸的上沿。

7、学生实验：分别做过滤食盐溶液和沙和水的混合物以及面
粉和水的混合物，并观察滤纸，汇报观察结果。

8、交流实验结果，整理对溶解的新认识记录在科学笔记本上。
（提醒学生注意：溶解的溶不是熔也不是融。）

板书设计：

教学后记：

第二课水是怎样溶解物质的

科学概念：

溶解是指物质均匀地、稳定地分散在水中，且不能用过滤的
方法或者沉降的方法分离出来。

过程与方法：

观察和描述高锰酸钾在水中的溶解过程，并想象食盐的溶解
过程。



情感、态度、价值观：

认识到实验中细致观察的重要性。

描述食盐、面粉等物质溶解现象的主要特征。

比较食盐、沙、面粉在水里的变化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分组材料：装水烧杯4、筷子1、高锰酸钾1、小药勺、食盐1、
沙1、面粉1。

1、引导想象：食盐在水中的溶解过程。

2、教师讲解：为了清晰地观察到溶解的过程，我们用一种有
颜色的物质来做溶解实验。教师出示高锰酸钾。（教师取放
演示要规范，这是学生首次接触化学药品）

3、引导观察描述：高锰酸钾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

4、学生实验：在一个装水的烧杯内，轻轻地放入几小粒高锰
酸钾，先静观高锰酸钾在水中的分散现象，然后用筷子轻轻
搅拌一下水，继续观察水和高锰酸钾的变化。（注意学生对
观察到的细节地描述）

1、观察记录实验：进一步观察食盐、沙、面粉和高锰酸钾在
水中的溶解情况，比较它们在水中有什么相同与不同。（观
察结果可直接记录在书上的表格中）

变成的微粒大小

在水中的分布

是否沉淀

能用过滤的方法分离吗



是溶解还是没溶解

2、小组交流：修正描述和记录。

4、整理记录：学生对溶解特征的认识记录在科学笔记本。

板书设计：略

教学后记：略

人教鄂教版四科学教案篇五

《声音的传播》是小学科学四年级上册《奇妙的声音王国》
单元中的第二课，是在学生了解了声音的大小、高低、产生
的原因等基础上进一步指导学生探究声音能在气体、固体、
液体中传播以及认识声音的传播离不开物体。教材的编写意
图是使学生通过多个活动对声音这一熟悉的事物去进行一番
理性的探索，从而构建起对声音的传播的'认识，在本单元中
属重点内容，为今后的探究、学习奠定感性基础。

1. 学生对声音有了初步的了解，例如，声音的高低。

2. 知道固体、液体、气体能够传播声音。空气能够传播声音
是学生在生活中已经知道的，加以巩固即可。而固体和液体
可以传播声音学生并不是很了解，因此我设计了实验，通过
实验让生了解本课内容。

3. 了解声音在不同物体中的传播速度不同。

1、过程与方法：能够对声音能在哪些物质中传播作出预测，
并设计实验，找到问题的答案；会按步骤实施实验计划，仔
细观察，养成记录的好习惯 养成及时记录的好习惯。

2、科学知识：通过实验知道声音能在固体、液体、气体中传



播，而且传播效果不一样；真空不能传声。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学会安静地做声学实验；在小组合作
中，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及小组协调能力。

教学重点：声音能在固体、液体、气体中传播，真空不能传
声。

教学难点：初步学会设计实验证明声音能够在液体中传播。

人教鄂教版四科学教案篇六

本课在学生认识了空气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有关空气
的知识，指导学生通过观察、实验、制作，认识到空气受热
以后体积膨胀、重量减轻、会上升的性质，同时了解热空气
在生活中的应用。

1、引导学生亲身经历探究热气球上升的过程，知道科学探究
要以提出问题开始，能对问题设计研究过程，并对结果进行
评议，体验成功的喜乐和探究的乐趣。

2、在探究的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合作意识和尊重事实的良好
品质。

3、认识空气受热后体积膨胀，比同体积冷空气轻，会上升的
性质

热气球上升的原因，在生活中的应用。

热气球上升的原因。

气球、手绢、塑料袋、自制小纸蛇。

有关热气球的课件、有关的实验材料：酒精灯、蜡烛、香、



火柴、支架、手绢、气球、塑料袋、自制小纸蛇、记录表等。

一创设情境感知问题

做个慧眼辨真假的小游戏，根据同学们的生活经验来判断下
面图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第一幅图工厂烟囱冒出
的浓烟直冲云霄；第二幅图点燃的香烟飘出的烟指向地面；
第三幅图馒头蒸熟了，第四幅里的水壶里的水开了；第五幅
热气球点火升空的录像）从而导入新课。

1从刚才播放的课件中你们看到了什么？

2你能发现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冒出的烟和气都往上走。）

3看热气球升空的录象。

4五彩缤纷的热气球飞上了天空，关于热气球的秘密有许多你
有哪些想研究的问题呢？（板书课题）

5这节课我们就共同来研究"热气球的秘密"板书课题（热气球
上升的秘密）。

提出问题：

1要研究热气球就要先制作一个热气球，如何制作一个热气球？
需要什么材料？

2热气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3热气球为什么能飞到飞到空中去？

4热气球升到空中后又是怎么样降落下来的？

从这些现象中提出问题是？这一活动的指向是列举一些物体
能上升的实列，一再引发学生的思考，提己的问题，激发学



生大胆猜想，产生探究的欲望。有利于学生进行科学探究。

二探究体验解决问题

一、猜想与假设。

1提出要求：要研究研究热气球就要先做一个“热气球”。

2小组讨论：如何来制作一个热气球？需要什么材料？

3学生汇报，小组间讨论交流。

4学生试验，教师指导。

5汇报观察到的现象和发现。

6师生。

二：设计实验、验证猜想。

1、鼓励学生动手实验。

引导学生汇报自己的猜想。

2、通过学生的回答;:空气受热后体积会膨胀，比同体积的`
冷空气轻，就会上升，热气球上升升时就会让塑料袋升上去，
这就是热空气上升的原理。

教师板书：

空气受热/、体积膨胀、热空气变轻、会上升。

三：1生活中热空气上升的现象和应用有许多，你都知道哪些？

2其实热空气会上升这一原理在古代就被人们



发现并加以利用了。观看录象。（播放孔明灯升空的录像）

3从古到今人们都会利用热空气做事，请同学们也来利用热空
气上升的原理制作一个热空气驱动玩具，并为他起个好听的
名字。

4学生制作热空气驱动玩具。（风车/马灯/走马灯/纸蛇/降落
伞等）

5学生展示作品。

学生小组内讨论、交换意见和想法：学生在小组内说说试验，
引导学生全班交流，还要通过实验来验证。

生1：用手放在点燃的蜡烛的上方，感觉下有没有向上的热气。

生2:可以放一个塑料袋在蜡烛的上方，让塑料袋的口朝下，
有过塑料袋鼓起来后会上升，就说明热空气可以让塑料袋升
到空中，这个和热气球差不多。

生3：蜡烛的火焰要离塑料袋远一些，这样就不会烧坏塑料袋。

小组试验时分工明确，还要做好实验记录。

同学们的建议都很好，各小组进行实验时要注意几点，（学
生进行实验，教师巡视）。

学生：热空气会上升。

厨房的抽油烟机、炒菜产生的热量、洗完后晾的衣服、孔明
灯

认识实验材料是探究实验的基础。

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让学生安全有效的去实验。学生



进行猜想假设，纸蛇和塑料的在蜡烛的上面会是什么现象？
学生分小组讨论并进行分组试验。

学习课本中关于热气球的资料卡

下移到拓展延伸，作为课下作业

三拓展延伸 应用创新

这节课，大家研究的很认真，通过研究，我们不仅充分感受
到了热空气，还知道了，热空气上升是利用了热空气上升的
原理。

结合今天你对热气球上升秘密的研究和发现，进一步完善自
己的热气球，并能设计出更好的热气球驱动玩具。

引导学生继续探究。

学生通过在生活中的观察，也通过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

将课堂上的内容延伸到课外，使下课铃不再作为课堂学习的
终点，而成为学生后继学习的一个起点，继续翱翔于更广阔
的学习天空。

13热气球上升的秘密

比同体积的冷空气轻会上升

在生活中的应用

本节课的学习内容是热空气上升的秘密。在学习过程中，教
师让学生观察图片，说一说图片中的现象，通过学生的观察
引出课题，同时让学生分组进行假设讨论，从而进行分组试
验的出结论，教师进行。最后，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



生活中去。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热空气上升的现
象并能够对现象进行解释。

人教鄂教版四科学教案篇七

1、教师引导：不仅仅鸟的喙是适应生存、适应自然的一种结
果，鸟的足也是一样，同样也是适应自然，适应生存的结果。

预设：

第一幅图，脚上有蹼，脚掌宽大，适宜在水中游泳，生活在
湿地湖泊一带。

第二幅图，鸟的爪子强壮有力，并且在脚趾的顶端有强有力
的钩子，适宜抓取一些小动物，一般生活在山地、丘陵地区。

第三幅图，鸟的脚比较粗壮有力，而且比较长，适宜奔跑，
适合在空旷的草原上生存。

第四幅图，鸟的脚细长，适宜在浅水中行走，主要生活在湿
地一带。

麻雀的足为鸟足中最为常见的类型，三趾向前，一趾向后。
这种足功能多样，即可以紧紧抓住树枝，也可以在地面快速
移动，符合麻雀多样的栖息地和生活习性。

啄木鸟的足为对趾足，两趾向前，两趾向后。这令啄木鸟可
以轻松攀附、抓牢树干，以便啄木鸟啄取树皮下的昆虫、幼
虫。鹦鹉、杜鹃等树栖鸟类的足同样是这种形态。

4、师小结：不管是什么样的足，都是鸟为了适应生存环境的
一种需要。



活动五：课堂总结

今天这节课，我们了解了鸟类，知道鸟也是脊椎动物，并且
通过探究鸽子的羽毛，探究各种鸟的喙和足的特点，明白鸟
的羽毛、喙、足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是鸟适应自然、适
应生存的一种结果。

【板书设计】

3、鸟类

鸟类的共同特点

研究鸽子的羽毛

观察鸟的喙

观察鸟的足

人教鄂教版四科学教案篇八

书刊及其他信息源广泛了解植物知识;能针对不同的植物分

析植物体的各部分;学会从整体到部分观察植物的方法。

2、愿意与同学交流对植物的认识，体验到合作交流可

以更好的完成认知。

3、能指认植物的六大器官，认识到植物世界的多样性。

教学过程：

一、课前体验，初步感悟



1、(出示课件小茶壶)：这是一个小茶壶，看一看，

小茶壶是有几部分组成的?

(壶盖、壶身、壶嘴、壶把)

2、(出示课件)：这只小的身体是由哪几部

分组成的?

(头、胸、腹三部分，头上一对触角，胸部六条腿)

3、师：那么，植物的身体是由几部分组成的?今天我

们就来研究植物的“身体”。

(板书课题：植物的身体)

二、课中体验，探索求知：

1、师：老师这里有一段视频资料，我们一起来看看。(教师
出示视频片段，让学生观察。)

2、学生谈观察后的体会，认识到植物世界的种类繁多，形态
各异。

3、教师出示课件：地球上的植物，目前人们已知的大约有30
多万种。

4、去户外观察植物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1)观察前要想好观察什么，观察时要认真、细致。

(2)可以借助工具来测量，要按一定的顺序，别忘了把观察结
果记录下来。



(3)注意保护好植物。

2、教师出示实物：辣椒的植株，让学生观察，提醒学生观察
时要认真、仔细。

师：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完整的植物，这是什么植
物?下面小组观察讨论。

教师出示问题：

(1)植物的身体可以分为那几个部分?

(2)指说各个部分。

(3)小组讨论植物身体的构成。

都由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六个部分组成。(板书)

5、师：在植物的王国里，有许许多多的成员，是不是所有的
植物都由这六部分构成的呢?

6、学生分组讨论、交流。

7、汇报结果。

8、教师小结：常见植物的“身体”一般都由根、茎、叶、花、
果实、种子六个部分组成。这六个部分，有的植物在某段时
间可同时看到;有的植物由于各部分分别出现，不能同时看
到;也有某些植物没有根、茎、或不开花、不结果。这需要大
家平时要多注意观察。

(教师出示苔藓、蕨类植物图片)

苔藓植物有两个器官，分别是：茎，叶。



蕨类植物有三个器官，分别是：根，茎，叶。藻类植物有一
个器官，无根，茎，叶的分化。实际上藻体就是一个简单的
叶。

9、今天我们了解了植物的身体结构，那么，同学们想一想植
物与人类有什么关系呢?(学生讨论、交流)

的家具都离不开植物，保护植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人与自
然要和谐相处。

三、课后拓展

1、通过我们今天的探讨，你有哪些收获?你感觉自己表现如
何?

2、课后制定一份观察计划，继续对植物进行研究。板书设计：

1、植物的身体

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第四课时植物的根和茎

教学目标：

1.观察多种植物的根和茎，了解它们的作用。

2.能完成植物根和茎的实验，并做出自己的解释。教学重点：
知道植物根和茎的作用是什么。

教学难点：怎样用实验去证明植物根和茎的作用。教学准备：

师备：多种多样带根的植物、一株新采集的特别是根部分完
好的小植物、一个能够装进所采集的植物的根的试管、水、
少量食用油、一个滴管。

生备：一段新采集的植物的枝条(上有叶)，一把小刀，少量



已染色的水，两个纸杯。

教学过程：

一、引入：

师：“你们知道植物制造食物需要的水和养分怎样进入植物
体内、怎样到达植物身体的各部分呢?”

二、探究内容：

1.引导学生做出解释。

根从土壤里吸收水和养分，茎把水和养分输送到植物身体的
各部分。

2.了解常见的植物都有根和茎。

3.想办法用实验证明根具有吸收水和养分的作用，茎有向叶
输送水的作用。

(1)引导学生提出种.种方法。

(2)选择和教材上的实验相近的方法，进行具体研究。?选择
什么样的植物做实验?

?用什么容器装水容易看到实验现象?

?怎样知道容器内的水是不是减少了?

?怎样防止容器内的水蒸发?

(3)设计实验证明

根部吸收的水和养分通过茎输送到叶上时，可提问：



?有什么简便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植物的茎确实具有运输水
分的作用?

人教鄂教版四科学教案篇九

1．《溶解》单元

·一些物质可以溶解在水中，一些物质不能够溶解在水中。

·溶解是指物质均匀地稳定地分散在水中，不会自行沉降，
不能用过滤的方法把物质从水中分离出来。

·可溶性固体物质在水中溶解的快慢与物体的颗粒大小（即
表面积的大小）、水的温度、液体是否被搅动等因素有关。

·不同的物质在水中的溶解能力不同。

·物质在水中的溶解是有一定限度的。

·食盐溶解于水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可逆的过程。

1-1《水能溶解一些物质》

·一些物质可以溶解在水中，一些物质不能溶解在水中。

·不能用过滤的方法把溶解了的物质从水中分离出来。

1-2《水是怎样溶解物质的》

·溶解是指物质均匀地、稳定地分散在水中，不会自行沉降，
也不能用过滤的方法把物质从水中分离出来。

1-3《液体之间的溶解现象》

·一些液体能均匀地、稳定地分散在水中，溶解于水，另一



些液体则不能。

1-4《不同物质在水中的溶解能力》

·不同的物质在水中的溶解能力不同。

·一些气体也能溶解于水。

1-5《溶解的快与慢》

·可溶性的固体物质在水中溶解的快慢与物体颗粒大小（即
表面积的大小）、水的温度、液体是否被搅动等因素有关。

1-6《一杯水能溶解多少食盐》

·一定量的水只能溶解一定量的食盐。

1-7《分离食盐与水的方法》

·食盐溶解于水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可逆的过程。

2．《声音》单元

·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音高和音量是描述声音的两个基本指标。

·改变物体振动的方式可以改变它产生的音高和音量。

·音高是由振动的频率决定的；音量是由振动的振幅决定的。

·人的耳朵有一个膜，当声音碰到它时它会振动；耳朵和大
脑会把这些振动转换成声音的感觉。

2-1《听听声音》



·我们周围充满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们也可以利用物体来
制造出不同的声音。

2-2《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2-3《声音的变化》

·音量是由物体振动的幅度决定的，振动幅度越大，声音就
越强；振动幅度越小，声音就越弱。音高是由物体振动的`频
率决定的，振动的频率越快，声音就越高；振动的频率越慢，
声音就越低。

2-4《探索尺子的音高变化》

·尺子振动的频率受尺子延伸到桌子外的那部分长度的影响。
这部分的长度会引起音高的变化：越长音高越低，越短音高
越高。

2-5《声音是怎样传播的》

·声音是通过物体以波的形式，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
的。

2-6《我们是怎样听到声音的》

·人的耳朵是由外耳、中耳和内耳构成的，外耳的耳廓把收
集到的声音通过耳道传到鼓膜，引起鼓膜的振动，这种振动
信号传递给大脑，通过大脑的加工，我们就能听到各种各样
的声音了。

2-7《保护我们的听力》

·过高或过强的声音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伤害，保护听力就



是要避免我们的耳朵听到过高或过强的声音并控制噪声。

3．《天气》单元

·天气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天气特征主要包括云量、降水量、风和气温。

·温度计、雨量器、风向标和风速仪是测量天气的工具。

·气象学家是研究、观察和记录关于天气信息以及应用这些
信息预报天气的科学家。

·天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3-1《我们关心天气》

·通常通过云量、降雨量、气温、风向和风速等天气特征来
描述天气。

3-2《天气日历》

·天气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3-3《温度与气温》

·气温是指室外阴凉、通风地方的温度，每天应选择同一时
间来测量气温。

3-4《风向和风速》

·风可以通过自然界中事物的变化来感知，可以用风向和风
速来描述。

3-5《降水量的测量》



·降水量的多少可以用雨量器来测量。

3-6《云的观测》

·根据云量的多少，天气可分为晴天、多云天和阴天；云在
天空中是会变化的，不同的云预示着不同天气的来临。

3-7《总结我们的天气观察》

·天气是不断变化的，对长时间观察记录的天气信息进行分
析和整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天气的一些特征，了解天气变
化的一些规律。

4．《我们的身体》单元

·***的每一个部分都有特殊的功能。在进行各种生命活动的
时候，各个不同的部分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密切配合协同
工作的。

·理解身体各部分的协调工作，有利于我们健康的生活。

·***根据外观可以分为头、颈、躯干、四肢四部分。根据功
能的不同，***还有不同的结构划分方法。

·身体的肢体运动由骨骼、关节和肌肉共同完成，不同的运
动形式会涉及不同的骨骼、关节和肌肉。

·***的运动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肺的气体交换作用和心脏
的血液输送作用十分重要。

·***运动需要的能量来自于消化器官对食物中营养的吸收，
食物在口腔里的良好初步消化过程，有利于食物营养的吸收。

4-1《身体的结构》



·***根据外观特征可以分为头、颈、躯干、四肢四部分，如
果根据功能的不同***还会有不同的结构划分方法。

·***的外部特点可以直接观察，内部的特点可以借助一些工
具观察。

4-2《骨骼、关节和肌肉》

·身体的肢体活动由骨骼、关节和肌肉共同完成，不同的运
动形式，骨骼、关节和肌肉的组合结构也会有所不同。

4-3《跳动起来会怎样（一）》

·***运动需要氧气，肺的气体交换作用将氧气吸收进血液，
将二氧化碳排出体外。

·***运动量越大，消耗的氧气也就越多，就需要加快肺的呼
吸，以吸进更多的氧气。

·经常锻炼身体，可以加大身体的肺活量，这样有利于身体
健康。

4-4《跳动起来会怎样（二）》

·***需要的氧气由肺吸入后进入血液，再由心脏通过血管输
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同时收集二氧化碳等废物，排出体外。

·***运动量的增加，需要血液运输更多的氧气，心脏跳动速
度的增加可以加大运输血液的数量。

·锻炼身体可以增强心脏的力量，有利于身体健康。

4-5《食物在体内的旅行》

·***活动需要的能量来自于消化器官对食物中营养的吸收。



·***的消化器官包括口腔、食管、胃、小肠和大肠，每个器
官都有各自的功能。食物在***内会按顺序进入这些消化器官，
被消化吸收。

4-6《口腔里的变化》

·***运动需要的能量来自于消化器官对食物中营养的吸收。
食物在口腔里会经历初步的消化过程。

·牙齿、舌和唾液共同参与了食物在口腔里的消化，它们的
功能各不相同。

·牙齿有三种，不同的牙齿有不同的功能，保护好牙齿，有
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4-7《呵护我们的身体》

·***的各个不同部分在进行各种生命活动的时候，不是孤立
的，而是互相密切配合协同工作的。

人教鄂教版四科学教案篇十

1、通过多种方法了解我国养蚕抽丝的历史及对人类的贡献。

2、学习抽丝的基本方法，掌握抽丝的一般技术。

3、测量一根丝的长度。科学知识:

1、知道我国养蚕抽丝的历史及对人类服饰业的贡献。

2、知道缫丝的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受生命创造的奇迹。

2、为祖国灿烂的古代蚕业文明而自豪。教学重、难点：指导



学生学会缫丝的方法

1、有关养蚕和真丝织物图片（课件）。

2、实验器材：蚕茧、炊帚、小水槽、小锅一只、小苏打、缠
线板、直尺。

3、学生收集种桑、养蚕、缫丝的相关资料。

（一）、指导学生了解我国养蚕抽丝的历史。提问：在古代，
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的国家，你知道我国养蚕抽丝的传说
和历史吗？学生交流小结：交流成果，说明华丽的真丝织物
是用蚕丝织成的。

（二）、指导学生进行抽丝活动

2、阅读课文

4、集体探讨抽丝方法先把蚕茧表面的乱丝摘掉。接着把蚕茧
放在开水浸泡10-15分钟，同时加入配好的小苏打。再用小炊
帚轻轻搅动，找出丝头，接着抽丝、测量、缠绕在线板上。
最后记录测量结果。

5、教师带领学生分组活动各组把蚕茧表面的乱丝摘掉，放在
教师准备好的锅内。教师倒入开水浸泡并加入配好的小苏打。
教师用小炊帚轻轻搅动，找出丝头，交给各组学生。各组分
组抽丝。测量蚕丝长度并作记录。

6、汇报测量结果

7、师生小结：蚕丝是最长的天然动物性蛋白纤维，最长
达3000米，是高级的纺织原料，被称为“纤维皇后”

（三）、巩固总结



2、说一说抽丝的方法，你认为抽丝技术的关键是什么？

1、课后探究对蚕茧抽丝的最佳时机是什么？

2、查阅资5

料：蚕和蚕丝的其他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