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新苏教版三年级科学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新苏教版三年级科学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让学生了解蚂蚁的身体特点。

2、让学生能够在观察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
题。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3、引导学生爱护小动物，珍惜生命。

教学重点：

不断改进观察的方法，解决观察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教学难点：

对观察方法的探究。

教学准备：

放蚂蚁的瓶子、白纸、放大镜、水、水槽、三、四块塑料泡
沫、昆虫观察盒、毛笔、水彩笔、玻璃片（投影片）、沙、
绳子、几条硬纸条、记录纸和笔。

教学活动过程：



1、你们带来了什么？

2、出示课题：蚂蚁。

1、说说你是怎样捉到蚂蚁的？

2、学生画一只蚂蚁。选几幅展示。

3、比较。为什么有的会画错？

学生根据提供的材料分组自行探究。

教师不时穿插到每个小组的旁边观察学生的活动。密切注意
学生在做什么？说什么？争论什么？扯得太远要帮助他们回
到主题上来，钻进“牛角尖”得要帮助他们跳出来。

1、把材料从学生处拿开。

2、说说刚才的研究中你们遇到了那些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
的`？有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提出来让我们一起解决。

通过刚才的研究，你们发现了什么？

每组选出一个学生代表小组发言，研讨中发现的事实有另一
个学生记录下来。

教师把学生的观点板书下来，即使错误的发言如果全班同意
也要先记录下来。当学生的发言出现矛盾时，当场讨论解决。
教师要注意把握方向，对于怎样更好地观察蚂蚁，蚂蚁身体
的特点这些问题一定要讨论。

1、刚才我们初步观察了蚂蚁，实际上还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
的地方，你们想不想继续研究？下课后，每个小组继续研究
蚂蚁，下节课我们举行一个蚂蚁信息报告会。



2、看蚂蚁的反应，猜测蚂蚁的想法，送蚂蚁回原来的地方。

教学设想：

《蚂蚁》是科教版《科学》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4课，
其目的在于通过学生对蚂蚁身体特点的观察，尝试让学生解
决观察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培养学生探究的能力。意识到动
物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珍爱生命。因此，我在设计这一课
时，力求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提供学生较多的探究研讨和动手机会，让学生成为学习的
主体；

2、以学生的探究为核心，让学生能够在观察过程中，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3、这节课不在于学生获得多少蚂蚁的知识，而在于学生通过
观察活动获得知识。因此，在引导探究阶段要给学生自主权。

新苏教版三年级科学教案篇二

科学概念目标

1.当环境温度低于0℃，水的温度下降到0℃时，开始结冰，
从液体状态变成了固体状态。

2.水在结冰过程中，要向周围放出热量。

科学探究目标

1.观察、记录水结冰过程中的各种变化。

2.观察、比较水和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科学态度目标

1.初步感受、体验物质状态的变化。

2.乐于在实验观察活动中保持认真、细致的态度。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在自然环境中，水与冰可以相互转化。

?教学重难点】

重点：分析发现水结冰过程中的温度变化。

难点：初步建立水的形态变化与热量变化有关系的概念

?教学准备】

为学生准备：试管、清水、碎冰、水银温度计、烧杯、食盐、
小勺、彩色橡皮筋、直尺、食用色素、学生活动手册等。

教师准备：各种冰的图片、热水、教学课件等。

?教学过程】

一、聚焦：揭示课题（预设5分钟）

[材料准备：热水、水银温度计、各种冰的图片]

1.出示一杯热水并测量水的温度

提问：如果我十分钟后再测这杯水的温度，温度会如何变化？
（预设：温度会下降一些。）

2.出示几张各种冰的图片。



提问：如果一直让水的温度下降，会出现什么情况？（预设：
会和室内温度一样。如果继续下降会怎样呢？水会结冰。）

3.揭示课题：水结冰了（板书）

二、探索：水结冰过程中的各种变化（预设15分钟）

2.学生相互合作，测量水结冰过程中温度的变化，同时体会
变化过程中的热量变化。

在活动中，教师要提醒学生：

（2）温度计插入试管塞的小孔中，保持在中间的位置不能动，
不要碰到试管壁；

（3）仔细观察水结冰的变化过程，需要把试管经常拿出来观
察是否开始结冰，当水开始结冰时，记录温度。

（4）冰块尽可能碎一些，再加入一部分食盐（食盐多一些，
降温速度快一些），有利于降低烧杯内冰水混合物的温度。

（5）因为需要拿出来看，碎冰可能会使橡皮筋移动，所以需
要直尺重新确定一下标记位置是否正确。

3.出示活动手册第9页，明确实验要求，并记录观察比较水和
冰有哪些相同点与不同点。

三、研讨：实验发现（预设15分钟）

1.学生反馈交流：水在什么条件下会结冰？

小结：当环境温度低于0℃，水的温度下降到0℃时，开始结
冰，从液体状态变成了固体状态。水结冰时，冰水混合物的
温度长时间保持在0℃时。



2.提问：水结冰后有哪些变化？

水结冰后占据了更大的空间。

3.冰还是水吗？

引发学生去思考冰和水是同一种物质。

烧杯外的水蒸气遇冷（0℃以下）凝结成霜。不是冰，不一样。
（当外界温度较高时，也会只是液化成小水珠。）

5.在碎冰里加入了食盐，有什么作用？

碎冰中加入食盐可以让冰在同温度下融化，这样有利于降低
实验的温度，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拓展：固态的冰能重新变成液态的水吗？（预设5分钟）

[材料准备：结冰的水、试管、烧杯、清水]

1.提问：水结冰这种现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好处和不
便？

好处：可以看到美丽的冰雕，吃到冰淇淋。

不便：路滑给人们行走带来了不便。

2.出示装有冰的试管。提问：我们有什么办法能把冰取出来？

比一比谁的方法更科学？你为什么这么想？

3.提问：固态的冰在什么条件下重新变成液态的水呢？

学生猜测。引导学生课外自主探究



?板书设计】

3.水结冰了

水（液态）凝固（0℃或0℃以下）冰（固态）

新苏教版三年级科学教案篇三

本课重在让学生认识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水体，海水是咸水，
并意识到海洋也是人类的资源宝库。

本课教学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世界海陆分布
示意图”，认识地球表面海陆分布情况，发现海洋约占地球
表面的四分之三。第二部分，指向海水特点，紧扣海水含有
大量盐类这个重要特征，通过观察实验，对比自来水和“模
拟海水”蒸发后的残留物，得出海水含有更多杂质的结论，
引导学生基于证据进行推理；通过制作简易海水淡化装置，
体验海水被转化为淡水的过程，既能认识到海水的用途，也
为高年段学习水的三态变化埋下伏笔。第三部分，通过阅读
和交流，认识海洋中除了丰富的生物资源，还蕴藏着其他资
源。初步意识到海洋是人类的资源宝库。

【学情分析】

本课围绕“海水为什么不能直接引用”和“海洋资源”两个
主题展开，重点是通过盐水蒸发和盐水淡化两个探究实验，
帮助学生认识海水又苦又涩的原因，并简单介绍“海洋是人
类的资源宝库”。同时让三年级的学生了解地球上的海洋为
人类生存提供了生物、矿产、能源等多种资源，并让学生树
立节约用水的意识。

【教学目标】

科学知识目标



1．知道海水中含有大量的盐类物质。

2．知道海水苦、咸是因为流入大海的江、河、地下水溶解的
盐类物质。

3.认识海洋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各种自然资源和能源。

科学探究目标

1．观察地球平面图或地球仪，能初步描述地球表面海陆分布
情况。

2．乐于探究海水与淡水的不同，学会搜集证据推理出海水比
淡水含有更多的杂质。

3．通过制作简易海水淡化装置，体验海水淡化的简易方法。

4．通过阅读和交流，知道海洋为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源。

科学态度目标

1．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究海水苦咸的原因。

2．能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与同学合作讨论设计淡水净化装
置。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了解海洋是人类的资源宝库，要保护好海洋环境。

【教学重难点】

重点：知道海水的组成及成因。

难点：设计淡化海水的装置。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课件、视频等。

学生准备：模拟海水、蜡烛、勺子、木夹，打火机、石块、
保鲜膜等。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生：大海。

2．师：这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地球上含量最丰富的水资
源——海洋。

3．师：说说你对海洋的了解。

猜一猜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多少？

二、海水的组成

2．师：海水可以直接饮用吗？海水是什么味道的呀？关于海
水你有没有想问的？

3．生：海水为什么又苦又咸呢？海水里面有什么呢？

4．学生猜测：海水中含有盐……

5．师：我们如何来验证呢？对啦，我们可以用加热的方法来
蒸干水分。接下来让我们来通过实验验证一下大家的猜想吧。

6．实验一：蒸干海水和淡水，对比剩余物质。

7．师：留在勺子上的白白的物质是什么？可以尝一点。没错，



剩下来的就是盐类物质，海水中含有很多种不同的盐类物质，
我们平时吃的食用海盐就是其中之一，平均每1000克海水中
约含35克盐类物质。正是这些盐类物质使海水又苦又咸。

海水中盐的浓度是人体体内的四倍，约为4%，而人体肾脏排
泄盐的浓度最高不能高于2%。专家指出，如果喝下200毫升的
海水，要排掉所含有的盐分，需要排出350毫升体内的水，不
仅没有起到解渴的作用，还会失去体内更多的水！

8．师：流入大海的河水是淡水，为什么海水却是咸的呢？是
的，江河流入大海时夹杂了陆地上的可溶性物质（大部分是
各种盐类），每年大约有30亿吨的盐分被带进海洋，海洋表
面有大量水分蒸发，收入的盐类不能随水蒸气升空，只得留
在海洋之内，海洋就变得又苦又咸了。

三、淡化海水

2．生：淡化水资源。怎样才能使海水变成可以饮用的淡水呢？

同学们来开动脑筋设计一个淡化海水的装置。

4．实验二：淡化海水。

四、丰富的海洋资源

1．师：海洋里有哪些生物？它们生活在哪里？它们有哪些生
存的本领？

2．师：海洋中除了丰富的水资源和生物资源还有哪些资源？

3．观看影片。

4．师：地球上的海洋面积约为3.62亿平方千米，约占地球表
面积的70.8%，海水约占地球上水资源总量的97.2%。海洋里
生活着余万种生物，其中90%以上的海洋生物生活在浅海，还



有许多生物生活在海岸边。除了生物资源，海洋还蕴藏着丰
富的矿物资源、化学资源和动力资源，所以它被称为“人类
的资源宝库”。

5．师：这些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我们要合理利
用和保护海洋资源，与海洋和谐发展。

【板书设计】

14.海洋

云雨水分蒸发、凝结

江河

海洋

盐类物质

制作简易海水淡化装置

人类资源宝库——海洋

新苏教版三年级科学教案篇四

以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积极倡导让学生亲身经历以
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发展他
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使他们学会探究解决问题的策略，为
他们终身的学习和生活打好基础。

学情分析

本学期我继续担任三年级段1班和2班的科学教学工作，真两
班的学生都比较活泼好动，且思维活跃，能较好的配合老师



完成教学工作。

1、三年级儿童想象丰富、思维活跃，天生的好奇心是科学学
习的起点，他们对花鸟鱼虫、物质特性的好奇心，只要善加
引导就能转化为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学习行为。

2、通过一个学期的《科学》学习，学生们对《科学》这门课
已经有所了解，知道科学课是由一个一个的活动组成，这是
令他们喜爱的。但是他们却常常不能自觉作好课前准备。

3、虽然经过一个学期的科学学习，学生们已具备一定的探究
能力，但是他们的观察力、思维力有待提高，特别是动手操
作能力更是比较低。往往只看事物表面，而不知事物的内在，
难以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4、对实验感兴趣，但容易停留在表面，而不去研究内在。

5、对科学探究的认识不够，特别是制定计划的水平低。

6、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学生缺乏对科学学科重要性的认识。

教材内容分析

本册内容由“植物的生长变化”、“动物的生命周
期”、“温度与水的变化”、“磁铁”四个单元组成。教学
内容和三年级上册一样，也属于生命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内容，
但在探究重点上却与上学期有着本持的区别，主要是让学生
对变化的事物进行观察，观察变化的过程并探究变化的规律。
相对于整个的小学科学学习过程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

植物的生长变化单元主要是将一些值得学生观注的问题如植
物在生长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植
物的各个器官与植物的生长和功能存在什么关系；它们对于
植物本身有什么作用等以风仙花为例进行研究。



动物的生命周期单元主要是以认识蚕的生命周期，进而认识
其它动物的生命周期，和认识人的生命周期。

温度与水的变化主要是认识温度，学习使用温度计，观察研
究水是如何从一种状态变化为另一种状态，研究水的三态之
间的变化规律。磁铁单元主要是整理对磁铁的认识；实验研
究磁铁的性质，了解人们对磁铁的应用；学习制作指南针，
加深对磁现象的认识。

本册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确定了每一单元的核心概念和具体概念，并围绕这些概念的
建立组织教学活动，使活动的目的更加明确。

教学活动更具有探究性和可操作性。

使用了维恩图、网状图、气泡图、柱形图等图表，使学生在
记录和加工整理信息，将事实转化成证据方面增加了新的手
段和工具，有利于学生对科学的理解和教学的评价。

每个单元后设置了资料厍，向学生提供与单元学习有关的资
料和拓展性活动，弥补了学生的经验不足，并提高了教科书
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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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苏教版三年级科学教案篇五

一、教学目标：

(一)过程与方法：

1、能够认识液体在水中的沉浮现象和溶解现象，能用文字、
图画、图表描述所观察到的现象。

(二)知识与技能：

1、知道哪些液体可以沉浮，哪些可以溶解在水里。

2、知道混合液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体验制作果汁饮料的乐趣，留心注意日常生活中的身边的
事物。

二、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食用油、蜂蜜、果汁、洗涤剂、烧杯、搅拌棒、
天平、凉开水。

2、学生准备：桃子或桔子，榨汁机、干净的矿泉水瓶、少量
白糖或蜂蜜。

三、教学时间：1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复习引入。

(1)液体有哪些不同性质?

(2)液体有哪些相同性质?

(二)学生自主学习。

1、研究把水倒进水中有的沉，有的浮。

(1)提出问题。

b.学生假设。

(2)设计实验。

a.根据我们刚才的假设，我们怎样设计实验来验证呢?

b.学生分组讨论、设计实验方法、实验中应该要注意的一些
现象。

c.请学生汇报设计的情况。

(3)进行实验。

(4)分析实验结果。

a.你们预测与实验结果相同吗?你能找这其中的原因吗?

b.在实验过程中边研究边填写p51的表格。

(5)师生共同小结得出结论：和固体在水里的沉浮一样，有的



液体浮于水面，有的沉在水下。

2、研究把液体倒入水中有的溶解，有的不溶解。

(1)把液体倒入水中是否也会有的溶解，有的不溶解呢?请同
学用刚才的研究方法或者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来研究。请自己
设计一个表格，把观察到的结果记录在表格中。

(2)学生分组研究。

(3)师生共同小结：和固体在水里的溶解一样，有的溶解于水，
有的不能溶解于水，但这不是绝对的。在条件改变的情况下，
原先不溶解于水的深也可能溶解于水。课后我们可以继续研
究。

(三)课后作业。

1、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液体混合与分离的例子。例如：榨
取果汁、用洗涤剂洗碗等，你还知道哪些例子呢?课后榨取一
份果汁，将你的果汁调制的美味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