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环境教育班会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
文，方便大家学习。

三年级环境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1、能明白上学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确立自立、自卫的安全
保护意识。

2、初步认识最基本的交通标志和交通设施，了解与自己生活
有关的交通安全常识。

3、培养自立、自卫的安全保护意识。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要
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地方靠边走，穿行马路要走人行横
道、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在铁路道
口注意来往车辆，不抢行。

1、确立自立、自卫的安全保护意识。

2、能认识有关的`交通标志、交通设施。

1、培养学生自立、自卫的安全保护意识。

学生：课前布置学生到大街上认一认交通标志和设施。

教师：

1、画有交通设施的十字路口挂图及十字路口图若干。

2、交通标志图。



3、交通标志和设施的小图片若干，分类装入小塑料盒内。

1课时

（一）、故事导入新课。

1、听故事录音。（故事梗概：中山一个小朋友被一个自称是
妈妈朋友的阿姨带走被卖到四川受尽折磨的故事）。

2、请学生就故事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

3、看课件，听故事（故事梗概：一个男孩过马路闯红灯，险
些造成交通事故。）

4、请学生们就故事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

3、教师小结：如果有陌生人来学校接自己，一般情况下不认
识的人，我们不要随便跟人走，我们要加强自己的防范意识，
要学会采取措施做好自我保护。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注意交
通安全，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轻者受伤，重者死亡。给自
己带来伤害，给家人带来痛苦，给社会带来麻烦。今天，我
们一起学习《上学路上》。

4、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课堂小调查，研讨上学路上应注意哪些方面。

1、小调查：上学途中，多少同学自己独自上学；多少同学和
小伙伴结伴上学；多少同学由家人送上学。

2、小演习：教师播放铃声，让学生根据入学来的经验，做出
相应的行动。然后查一查，东西带齐了没有，归程队排得好
不好。

3、四人小组讨论：



（1）放学时，应该注意什么？

（2）回家路上，应怎样注意安全。

（三）、合作学习，认识交通标志设施。

1、认识交通设施：（出示课件）

（1）同桌互相说说。

（2）指名上讲台说给大家听。

2、认识交通标志：

（1）每组推荐一名代表上台抽一张交通标志。

（3）汇报学习情况。（要求其他同学认真听，仔细想，如果
认为发言的同学说对了，就鼓掌鼓励，如果认为他说错了，
就举手纠正。）

3、让学生交流收集到的其他交通标志。

（四）模拟活动，巩固新知。

1、布置一条十字路口的大街，张贴和设立各种交通标志、交
通设施等

2、全班分成若干小组，一组当行人，一组当交通标志，一组
当司机。教师和学生轮流当警察。

（五）、总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请同学们畅谈自己的收获（学生自由组合
交流）。交通安全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同学们为了防止受
伤害，珍惜宝贵的生命，老师希望每个同学都成为注意交通



安全的小模范。

认识交通设施

认识交通标志

1、向父母说一说回家路上，应怎样注意安全。

2、交流收集到的其他交通标志。

三年级环境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1、 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

2、 在学习和生活中注意人身安全，饮食安全，交通安全等。

3、 进行预防灾害，防水、防电、防火、防毒、防骗、防病
防交通等安全教育。

一、 导入：列举出生活中的安全事例。

二、 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1、 327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是因为安全意识不强。

2、 班级举例

学校发生的事故及后果。

3、 国家、政府狠抓安全教育工作。

4、 目前学校抓的几项工作。

三、 小学生应注意安全的地方：



1、 学生讨论。

2、 集体归纳。

（1）人身安全，在校园内或公路上不追逐打闹，不爬围墙，
不爬树，不接近有电等危险地点，劳动时，注意安全，不与
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特别是吸毒者，课外不玩火，不
玩火。

（2）交通安全，在公路上不追逐打闹，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交叉路口要注意行人车辆，骑自行车宁慢勿快，上、下坡要
下车，通过公路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

（3） 财产安全，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钱财，如有遗失或遇
偷盗、敲诈等应向老师及时反映或报警。

（4） 饮食安全，不饮生水，不吃不卫生的食品，不吃有病
的鸡肉、猪肉等，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吃霉变或过期食品。

四、学生自查哪些方面未做好，今后要加强注意。

五、安全教育总结

新学期开学以来，为提高三年级全体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护
自救能力，预防和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我校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认真上好新学期第一堂安全课：在开学第一天对学生
进行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内容紧扣学生实际，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教育：

一是教育学生时刻注意交通安全，平时外出严格遵守交通规
则，不乘坐无安全保障的黑车、病车等。

二是教育学生谨防发生在身边的伤害事故，用血淋淋的事例
教育学生平时严格遵守《守则》《规范》，远离学生伤害事



故。

三是教育学生做好个人卫生，严防水痘、腮腺炎等春季传染
病的发生，若有发烧症状的及时自觉就医等。

同时，给学生上的安全第一课，坚持安全第一，落实安全措
施的原则，着重进行防水、防电、防火、防毒、防骗、防病
等知识的宣传及交通法规、卫生知识、安全常规等知识教育，
切实提高了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的能力，为全学期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年级环境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苏教版三年级科学下册教材很有特色，教材的编写者将知识、
探究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有机的整合在一起。既注意到
激发并呵护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又尽可能的联系学生的生
活实际，创设问题情境，全面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
和科学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册教材主要突出两个方面的教学，一个是通过《植物的一
生》、《关心天气》单元教学，培养学生对一个事物进行长
期的连续的观察、记录、研究，从而发展学生认真、细致、
坚持性等科学态度，这样的训练能克服浮躁心理，对学生学
习专一的做一件事很有帮助。并使学生初步认识到事物的变
化规律有周期性的和无周期性的事实。另一个是通过《土壤
与生命》、《固体和液体》单元教学，培养学生对一个事物
进行多种感官、多种方法、多角度的认识和描述，从而发展
学生更全面的认识事物的能力。

第一单元《土壤与生命》是根据《课程标准》中“地球与宇
宙”的具体内容标准mdash;mdash;地球的物质之一，岩石、
沙、土壤来组织的，是以土壤为话题，把土壤当成一个认识
的材料，目的是运用多种方法和多种感官去认识一个物体，



并且通过探求土壤奥秘的活动，使学生获得一种真切的体验，
对土壤产生亲近感并心存感激，意识到土壤和人类存在相互
依存的关系。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可以和《植物的一生》相结合，使得研究
土壤和种植活动互相结合。

第二单元《植物的一生》，是在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基础
上，带领学生对植物的一生做较深一层的研究。同时引导学
生开展一次长周期的“种植物”活动，也是对一个生命周期
作连续观察、记录、描述活动的开始；是孩子们真正
去“种”的第一个活动；更是一次亲身经历植物生长每一个
阶段的活动。希望老师们要做实这个活动，教学目标就是通
过这一活动，让学生们了解种子、花的结构和作用，学会一
些基本的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

第三单元《固体和液体》是以生活中常见的固体和液体为切
入点，进一步研究物质世界。这一单元的编写与《土壤与生
命》有相似之处，都是用多种感官和多种方法认识和描述一
个具体事物，并且，不是单纯地认识固体或液体的性质，而
是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大量、反复的实验，认识固体与液体、
固体与固体、液体与液体之间的关系，以此培养学生比较全
面、客观的认知能力。

第四单元《关心天气》是根据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关于
天气变化现象和对天气的观测，以及天气变化对人们生产生
活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来建构的。通过认识现象和展开观测
活动，使学生更加关注天气，初步掌握观测天气的方法，加
深对天气变化的认识。本单元的建构充分体现了调动主动学
习意识进行有意识学习的理念，将学生从被动应对者导向主
动探究者。

第五单元《观察与测量》主要是根据《课程标准》分目标
中“能通过对身边事物的观察，提出自己能够研究的问题”，



“能运用自己的感官、简单工具或通过实验等方法，收集与
问题有关的证据”的表述；以及内容标准中“能针对问题，
通过观察、实验等方法收集证据”，“尊重事实，对收集到
的证据能做到原始记录，并注意保留且不随便涂改原始数
据”的表述建构的。在科学探究过程中，观察不仅是基本的
收集问题证据的方法与技能之一，也是其他两种收集证据的
基本方法，即调查与实验的方法和基础。从学生的角度看科
学探究，观察又是学生最能够方便使用与体会自身的感官与
科学探究之间的密切关联的活动形式。

1、教材插图很多，但文字太少，教学中教师应多用提示性、
开放性的问题给学生提供独立探究的机会。三年级的学生还
不能完全独立探究，必须经历一个由扶到放的过程，为此，
教材采用了提示方式的“扶”和留白方式的“放”来实现这
一思想，教学中要扶多放少不能贪多、贪全。这就突出了学
生的“动手做”，即重过程而轻结果，尽量不以定论的方式
直接呈现有关的结论性知识，尽可能使结论由学生自己研究
后得出，充分体现“探究既是科学学习的目标，又是科学学
习的方式”。

2、要充分体现“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每一课的
容量较多，很多课题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建议减少每课
的容量，一课时只能研究一个到两个问题，太多反而达不到
预期的效果。研究的实验材料可根据实情做适当的选择与调
整。

3、课内外结合，把课后研究落实到实处

课堂一开始往往是提出好多问题，然后师生从中选择一个或
几个问题进行研究，至于其它的，往往都是“课后研究研
究”，至于真正地研究了多少，恐怕只有学生自己心里清楚。
在教学中，我们应该把课后研究看得和课上一样重要，因为
那是学生更加自主的表现，更是他们能力发展，良好科学品
质形成的大好时机。教师要想方设法，让学生保持课后研究



的兴趣，关注他们课后研究的状况，提供及时的帮助，定期
开展一些交流研讨会，为他们搭建表现的舞台，并同学生的
评价挂钩，真正地把课后研究落到实处，如对《植物的一生》
单元的教学。

4、科学教育的着眼点不仅仅是科学本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科学教育充实人、发展人，完善人。一方面，教师要为
学生提供良好的科学和人文环境，使他们置身于一个科学精
神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体中，不仅让学生去学习、掌握知
识、技能等，还让学生感受科学作为生活过程的意义。另一
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体会并参与创造良好的科学人文环境，
鼓励学生亲近自然、探索自然，最终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
如对《土壤与生命》单元的教学。

5、有些单元在时间安排上要调整：由于气候的原因，把《关
心天气》安排在第一单元进行教学，《固体和液体》安排在
第二单元，这时教学进度到了四月份，天气转暖，可以把
《土壤与生命》安排在第三单元，《植物的一生》安排在第
四单元，《观察与测量》可以作为全册整理。

周次日期教学内容和课时安排备注

3.2-5我们周围的土壤了解土壤3月2日开学

3.8--3.12肥沃的土壤

3.15--3.19土壤的保护

3.22--3.26单元总结

3.29--4.2认识固体(2)

4.5--4.9把固体放到水里认识液体(1)



4.12--4.16认识液体(1)把液体倒进水里

4.19--4.23使沉在水里的物体浮起来单元总结

4.26--4.30果实和种子（2）

5.4--5.7根和茎（2）

5.10--5.14叶和花（2）

5.17--5.21植物和我们(1)单元总结

5.24--5.28今天天气怎么样气温有多高

5.31--6.4雨下得有多大（2）

6.7--6.11今天刮什么风气候与季节

6.14--6.18单元总结

6.21--6.25复习考查

三年级环境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教育学生知道宽容是一种美德；遇事能宽容别人是一种高尚
的行为；诚恳、友善、不计较小事、能体谅别人是宽容的表
现；学会宽容有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知道待人宽容是美德，
是高尚的行为；遇事不斤斤计较，不做得理不让人的事，愿
意成为一个宽容的人。

录音机、轻音乐录音带、配乐录音故事：“将相和”。春意
盎然的风景画两幅(一幅上色，一幅不上色)。

(一)导入：播放轻音乐(两分钟)



教师：同学们听到轻音乐时，心里一定感到很舒服。如果你
刚才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听到这样的音乐，也会觉得不愉
快减轻了一些。

(二)学文明理

教师：在集体生活中，有时会发生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有
些不愉快的事，经常是因为同学之间的误会或不理解而造成
的。发生这样的情况时，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请同学们听一
听在我国流传了千百年的`故事。播放：将相和的故事。教师：
刚才的故事为什么能流传千百年，就是因为蔺相如的宽容大
度和廉颇的知错就改。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的仍旧需要像他
们这样做。请学生分析李明和张丽的行为，并讨论他们的做
法对个人和集体有什么好处。

(三)活动明理

1、请同学们选择(学生用书中的活动1)(三分钟)

2、出示风景画，请学生做对比后引出xx和xx的优点。

三年级环境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1.用完整的语言告诉我，父亲节我能为父亲做些什么。

2.可以画出爸爸做事的方式，增强孩子对爸爸的爱。(关键目
标)

3.干净利落地完成工作。(艰难的目标)

准备:画纸、画笔、蜡笔等绘画工具。

先在脑海里回忆一下父亲做事的方式。



1.告诉我你父亲最喜欢做什么。

2.爸爸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和动作？

3.爸爸结束后会做什么？

2.父亲节我送爸爸什么礼物？

三、画前指导

1.父亲节快到了。我们画一张爸爸做事的图送给爸爸吧。在
画画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一定要仔细回忆父亲做事时的表情
和动作。比如他爸爸做事的时候，表情时而皱眉，时而开心。
比如爸爸做事，坐在椅子上或弯腰或站立。

2.要求:

(1)合理使用画纸，在画纸上画爸爸的脸，不能太大也不能太
小；

(2)保持画纸清洁；

(3)颜色鲜艳。

4.孩子们画画，老师帮助有需要的孩子。

5.作品展览。让孩子们告诉我们他们正在画的关于他们父亲
正在做的事情。他爸爸在做事的时候我喜欢什么动作，增加
孩子对他爸爸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