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袋空气的质量是多少教案三年
级(实用8篇)

编写小班教案需要深入研究教材和教学理论，以满足学生的
学习需求。以下是一些经过精心编写和实践的高二教案，供
大家学习和借鉴。

一袋空气的质量是多少教案三年级篇一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1、紧密联系倍的概念和乘法运算的意义，初步学会解答求一
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应用题。

2、通过实物操作培养学生动脑、动手、动口等能力。

3、培养学生灵活解题的能力。

4、探索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发展学生的思维。

5、引导学生感悟到美源于生活，感悟到数学知识的魅力。

教学重点：

加深“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和“求一个数的几倍是
多少”数量关系的认识。

教学难点：

明确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问题，就是求几个是多少。

教具学具准备：



口算卡片、圆片、小棒。

教学步骤：

一、操作导入

1、按要求摆一摆，说一说

（1）第一行摆2根小棒，第二行摆4个2根。

第二行小棒的根数是第一行的倍。

（2）第一行摆4个圆片。

第二行圆片的个数是第一行的2倍。

第三行摆圆片的个数是第一行的3倍。

问：你是怎么摆的？你发现了什么？

谈话：生活中有好多有关“倍”的实际问题，今天我们来学习
“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实际问题”。（板书课题）

二合作探究

1、教学例题，出示挂图，问：看了图，你知道了什么？问我
们什么问题？

2、学生独立思考，可以动手画一画，或摆一摆。

3、小组交流。

4、全班交流，说说是怎么想的。

6、学生列式并口答。



7、组织学生讨论：这题是用什么方法计算的？谁能说说为什
么用乘法计算？

三、巩固练习

1、做“想想做做”第1题。

学生独立解答后，思考：列式的时候是怎样思考的？

2、做“想想做做”第2题。

3、做“想想做做”第3-5题。

（1）学生独立做。

（2）交流：数量关系分别根据怎样的数量关系列式的？

四、

提问：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教学后记：

一袋空气的质量是多少教案三年级篇二

1.描述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尝试了解当地的空气质量。

教学重点

1.通过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了解空气

2.质量对人体健康有哪些影响。



3.了解当地的空气质量，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教学准备

1.教师：指导学生课前收集有关空气质量与人体健康关系的
资料;指导学生调查家庭成员的吸烟情况;准备有关吸烟危害
性的资料。

2.学生：调查家庭成员吸烟情况;收集相关资料。

课时分配2课时

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回忆上节课的内容，回答问题。

复习提问：呼吸运动是如何进行的?

导言：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呼吸，一天要呼吸两万多次，空气
质量直接影响人的健康。

2.空气质量影响人体健康

2.1资料发布

2.1.1几位学生上讲台发布所收集的有关空气质量影响人体健
康情况的资料，其余学生聆听并对资料内容表示惊讶，产生
触动。

课前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有关信息，上课时指导学生发布
这些信息。

2.1.2阅读课本p52～53的资料分析，并分组讨论问题。学生



代表本组同学的意见，组内其他学生补充。

指导阅读，组织并参与学生讨论，分析、评价，给予鼓励。

资料分析

2.1.4说出调查结果。通过交流分析，了解吸烟的危害。

课前组织学生调查各自家庭成员的吸烟情况，为家长算笔吸
烟帐。

引导学生认识到吸烟的危害性。

分析资料，并质疑：吸烟危害健康，为什么有人还要吸烟呢?

小组成员阐明对吸烟的看法，并提出可行的策略方案。

2.1.5展示从报纸上剪贴的吸烟危害健康的资料，引导学生交
流讨论，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

2.2在教师的引导下交流，说出治理沙尘暴的对策。

出示沙尘暴的资料，让学生了解沙尘暴对人体的危害，对学
生进行环保教育。

2.2.1结合肺内气体交换的原理，理解煤气中毒的原因，提高
防范意识。

讲述煤气中毒的原理，加强学生的防范意识，提高学生处理
问题的能力。

3.了解当地的空气质量

阅读并提出问题，在教师的引导下解决疑惑。



指导学生阅读课本的探宄方案，让学生通过阅读，掌握科学
探究的基本方法。

采集和测算空气中尘埃粒子及探究方法

强化认识，进一步了解探究的方法和步骤。

展示探究步骤，提出在探究中应注意的事项。

小结和练习

用自己的语言说出通过本节课所学习到的知识和能力方面的
提高。讨论如何完成课后练习。

课后探究

课后分组，小组成员分工采集和测算当地空气中的尘埃粒子，
并将结果进行公布和交流。

组织分工，强调活动的注意事项，参与交流，对学生的活动
进行评价。

课后活动

到有关部门获取有关当地空气质量的资料，了解当地存在的
空气质量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可行的改进建议。

组织学生进行课外活动，让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通过
活动，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增强学生的健康意识。

生物怎么学

1.上课时，认真听生物老师讲课

不要以为“上课认真听讲”这种老掉牙的方法，这种方法效



率最好，为什么呢?只要认真听讲，学好生物会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很多生物课程知识点在课外辅导资料上找不到，记
住的大多数知识点来自于课堂上老师的讲解。做好选择题是
提高生物成绩的基础途径，很多人觉得生物课程非常简单，
上课从来不认真听讲，其实这种做法非常不对。认真听老师
讲课对于提高成绩有很大帮助，是自学弥补不了的。

2.花费大量的时间背诵生物课本和配套练习

花费大量的时间背诵生物知识是提高生物层级的第一关，与
文科相比，理科背诵相对容易，毕竟不是每一个字都要背诵。
把生物可能中的固定实验现象和结论、科学理论、花费大量
的时间去背诵，与文科相比，理科的实验比较多。

提高生物成绩的办法

生物学习方法方法有两个，一是归纳，二是做题。

首先讲讲归纳，知识归纳帮助我将系统的整理知识和思路，
很有效的提高了复习效率，达到比较好的复习效果。

基本知识的归纳就是把书本上的所有知识点有条理的罗列出
来，解释各个术语的含义，列出它包含的的种类或分支的方
向，并清晰地标明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这种知识归纳能
帮助你准确的理解并牢固的掌握课本的知识。

习题归纳就是把做过的错题、好题、经典的题目归在一起，
然后写出每道题目的关键，如某个知识点或某种方法或技巧。
如果是错题则写出出错的原因，尤其是要写明是哪个知识点
的缺漏造成的。如果时间比较充裕，可以把题目抄在本子上，
但如果觉得自己没那么多时间，可以在那道题目旁边做个记
号，考试前认真察看就可以了。



一袋空气的质量是多少教案三年级篇三

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1.知道影响空气质量的因素。

2.描述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的主要影响。

3.认同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2、能力目标：

通过分析有关资料回答问题，培养学生分析、归纳概括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3、情感目标：

1、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健康与周围的空气质量有密切的关系，
爱护环境就等于爱护自己。

2、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确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环保意
识。

学习重点和难点：

重点：

1.知道影响空气质量的因素。

2.描述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的主要影响。

难点：



空气污染指数

学习内容及方法：

基础知识

1、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有----------------------、--
----------------------、------------------------、---
----------------------以及---------------------------
-----------。

2、空气质量等级是依据--------------------------------
-------------------------来判断的，它能反映----------
---------------的程度。

3、吸烟会损坏-----------------，经常吸烟的人常年-----
----，易患----------------------、-------------------
等呼吸道疾病。

4、下列关于吸烟有害健康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a吸烟者肺癌的发病率比较高b吸烟可以增强记忆力和注意力

c吸烟降低呼吸道的净化作用d吸烟使呼吸道受到不良刺激

5、下列物质排放到空气中，不会使空气产生污染的是：()

a煤燃烧时产生的烟气b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产生的气体

c石油化工厂排放的废气d汽车排放的尾气

学习疑问：

达标检测



1.下列疾病中，可能由空气污染引起的是()

a.感冒b.哮喘c.肝炎d.沙眼

2.由于森林减少及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多，现在全球环境出现了
()

a.赤潮b.沙尘暴c.温室效应d.酸雨

3.小倩的爸爸吸烟，小倩和妈妈虽然不吸烟，却
是__________吸烟者，所以小倩经常咳嗽、患气管炎等疾病。
这是因为烟雾中的尼古丁等有毒物质，抑制了气管、支气管
内表面_________的摆动，使__________不能及时排除，呼吸
道易受到病菌侵袭的缘故。

4.某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为78，表明该城市的空气质量为()

a.优b.良c.轻度污染d.重度污染

5.冬天上课教室门关闭较久后，不少同学会出现打“呵欠”
的现象，是因为()

a.打“呵欠”会传染

b.同学们想睡觉

c.教室的空气中含有较多的二氧化碳

d.大家养成了打“呵欠”的习惯

6.住宅装修完毕，室内空气中含有较多的苯、甲醛、氡等有
害气体，除去这些有害的气体的根本方法是()

a.关闭门窗放大量的茶叶



b.关闭门窗，放大量的醋

c.喷空气清新剂

d.打开门窗，通风透气

一袋空气的质量是多少教案三年级篇四

教学内容：

教材第77页例4

教学目标：

1、进一步加深对“倍”的含义的理解。

2、学会解答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应用题，并能够正确进
行解答。

3、初步学会分析数学信息与所求问题的联系，学会看线图。

教学重点：

1、学会解答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应用题，并能够正确进
行解答。

2、初步学会分析数学信息与所求问题之间的联系，学会看线
段图。

教学难点：

理解题目中关于两个数量之间倍数关系的语句。

教学准备：



教材中的主题图。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激发兴趣。

1、口算练习。

6×75×67×43×5

4×65×56×32×6

7×23×77×72×4

6×64×45×23×6

2、回答。

4个6可以说成6的（）倍。

3个5可以说成5的（）倍。

5个4可以说成（）的（）倍。

设计意图：复习引入，巩固倍的概念，为新知做好铺垫。

二、合作交流，掌握算理。

1、教学例4。

1）出示主题图，学生观察图并了解信息。

2）学生提出数学问题，并和同桌进行交流。

3）在教师的引导下，解决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问题。



根据教师指向的问题，先独立解决。

设计意图：尝试着让学生自行解决，锻炼学生独立解决问题
的能力，培养自主、独立的学习习惯。

在各自的学习小组内交流自己的解答方法。

全班进行交流。

组织学生进行汇报。教师画出线段图。

设计意图：用直观的线段图帮助学生理解。

三、学习效果测评

引导完成教材78页1～3。

四、课堂：

今天你又学到了哪些知识？

教学反思：

一袋空气的质量是多少教案三年级篇五

(一)知识目标：

1、描述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的主要影响。

2、尝试了解当地的空气质量。

3、学会采集和测算空气中的尘埃粒子。了解空气受污染的程
度。

4、学会抽样记数的方法。



5、尝试用所学的方法探究有关空气中尘埃粒子的问题。

(二)能力目标：

1、通过分析有关资料回答问题，培养学生分析、归纳概括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

2、通过“采集和测算空气中的'尘埃粒子”的探究，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目标：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健康与周围的空气质量有
密切关系，爱护环境等于爱护自己。

教学重点：

1、描述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的主要影响。

2、做好探究实验采集和测算空气中尘埃粒子。

教学难点：

1、学会正确采集尘埃粒子和比较精确的测算空气中的尘埃粒
子。

2、学会抽样记数的方法。

教学方法：实验法、讲解法、综合法

教学安排：1课时

教学准备：空气质量统计资料及数据、呼吸道疾病的有关资
料。

教学过程：



教师总结，评价。

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资料：

1、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人群，呼吸系统疾病发病
率高?

2、请你根据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分析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死
亡率为什么会逐年上升?

3、请结合资料3、4和身边的实例，分析居室的空气质量与人
的健康关系。

4、除了以上资料所提到的，影响居室空气质量的因素还有哪
些?

认真阅读资料，分析讨论、补充得出结论了解当地的空气质
量让学生说说自己收集的资料。能不能检测一下我们班级的
空气质量呢?布置作业：探究实验。每个小组派个代表交流收
集的材料。学生按小组合作完成，检测班级不同时间同一地
点尘埃粒子数是否相同。

学生总结我这节课学到了什么：教师总结这节课同学们认真
收集资料，了解当望你们能成为环保的好卫士。

课堂练习：

1.下列疾病中，可能由空气污染引起的是

a感冒b哮喘c肝炎d沙眼

2.由于森林减少及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多，现在全球环境出现了
()



a赤潮b沙尘暴c温室效应d酸雨

3.小倩的爸爸吸烟，小倩和妈妈虽然不吸烟，却是_______吸
烟者，所以小倩经常咳嗽、患气管炎等疾病。这是因为烟雾
中的尼古丁等有毒物质，抑制了气管、支气管内表面_______
的摆动，使________不能及时排除，呼吸道易受到病菌侵袭
的缘故。

4.某空气的空气污染指数为78，表明该城市的空气质量为()

a优b良c轻度污染d重度污染

一袋空气的质量是多少教案三年级篇六

教学内容：课本第43～44页例1、例2的算术解法，练习十一
的第6～10题。

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
这个数”的算术解答方法，并通过练习，使学生能熟练地运
用列方程或算术解答进行解题，开拓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
的解题能力。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口算：练习十一第6题。

2．说出下面各题中谁是单位“1”。

（1）已经修了全长的。

（2）宽是长的。



（3）男生的人数是女生人数的。

（4）上旬完成了月计划任务的。

（5）一桶油用去了。

2．分数除法的意义是什么？

3．根据，写出两道除法算式。

二、新授。

1．教学用算术解法来解答例1。

（1）出示例1。

（2）教师讲解：这是前节课我们学习过的例1。问：这道题
把谁看作单位“1”？

数量关系式是什么？

根据数量关系式我们可以列出什么样的方程？（学生回答，
列出方程）

问：这里的单位“1”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

如果我们不列方程，能不能直接列出算式计算出来？

启发学生想：在数量关系式中，已知积和其中一个因数，求
另一个；根据分数除法的`意义可以直接列出除法算式来解答。

（3）让学生列出除法算式进行计算，指名板演。

（4）让学生比较算术解法和方程解法。



通过比较，使学生懂得，方程解法和算术解法这两种方法的
思路是相同的，都是根据题中数量间的相等关系，一个列出
方程，一个列出除法算式。

2．要求学生用算术解法解答例2，做完集体订正。

3．小结：解答“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
的应用题，根据题中的数量间的关系式，可以列方程进行解
答，也可以直接列出除法算式进行解答。

三、巩固练习。

1．练习十一第7题。

让学生说一说它们有什么联系各和区别。

2．练习十一第8题。

引导学生认真读题。初步了解互相咬合的两个齿轮之间齿数
与转数的关系。

3．练习十一第9、10题。

文档为doc格式

一袋空气的质量是多少教案三年级篇七

教学内容：课本第43～44页例1、例2的算术解法，练习十一
的第6～10题。

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
这个数”的算术解答方法，并通过练习，使学生能熟练地运
用列方程或算术解答进行解题，开拓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
的解题能力。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口算：练习十一第6题。

2．说出下面各题中谁是单位“1”。

（1）已经修了全长的。

（2）宽是长的。

（3）男生的人数是女生人数的。

（4）上旬完成了月计划任务的。

（5）一桶油用去了。

2．分数除法的意义是什么？

3．根据，写出两道除法算式。

二、新授。

1．教学用算术解法来解答例1。

（1）出示例1。

（2）教师讲解：这是前节课我们学习过的例1。问：这道题
把谁看作单位“1”？

数量关系式是什么？

根据数量关系式我们可以列出什么样的方程？（学生回答，
列出方程）



问：这里的单位“1”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

如果我们不列方程，能不能直接列出算式计算出来？

启发学生想：在数量关系式中，已知积和其中一个因数，求
另一个；根据分数除法的`意义可以直接列出除法算式来解答。

（3）让学生列出除法算式进行计算，指名板演。

（4）让学生比较算术解法和方程解法。

通过比较，使学生懂得，方程解法和算术解法这两种方法的
思路是相同的，都是根据题中数量间的相等关系，一个列出
方程，一个列出除法算式。

2．要求学生用算术解法解答例2，做完集体订正。

3．小结：解答“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
的应用题，根据题中的数量间的关系式，可以列方程进行解
答，也可以直接列出除法算式进行解答。

三、巩固练习。

1．练习十一第7题。

让学生说一说它们有什么联系各和区别。

2．练习十一第8题。

引导学生认真读题。初步了解互相咬合的两个齿轮之间齿数
与转数的关系。

3．练习十一第9、10题。



一袋空气的质量是多少教案三年级篇八

空气质量与健康（初中生物七年级）

一、教学目标

1.通过资料分析，了解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尝试了解身边的空气质量及空气质量的相关知识。

3.通过学习讨论，了解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及防治知识，
进而树立学生的环保意识。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1.通过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了解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有哪
些影响。

2.了解当地的空气质量，并明确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及防治。

三、教学设计目标和思路

本课目的在于让学生明确空气质量与人体健

治的学习埋下伏笔；而让学生完成“倡议书”，主要是加深
对所学知识的体会，确立环保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并通
过评比展出来宣传环保意识，服务社会，使全社会关注人类
的生活环境，共同参与环境的保护。最后以诗的形式结束新
课，可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便于掌握所学知识，同时也
为学生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四、教学过程

师：前面学习了人体的呼吸，我们知道了人每时每刻都在进



行着呼吸，使外界气体不断进入肺部，又使体内气体不断排
到体外。那么，你知道人每天呼吸多少次？又呼进呼出多少
空气？（生感兴趣但又困惑。）

师：回忆上课内容，我们每分钟呼吸多少次？

生：16次。

师：很好，如果每次呼吸500毫升，那么一天呼吸多少气体呢？
生：（计算）1150毫升（即11520升）。

师：人一天呼吸一万多升气体，可见空气跟我们的关系十分
密切。下面请同学们阅读资料并思考。

投影：你知道吗？

（生阅读思考并小组讨论，代表发言。）

生：油漆中的有害物质挥发到空气中，人把它吸入体内后而
引起的。师：好。

生：小孩与老人的抵抗力较差，所以小明和爷爷生病了。

师：对！生病与抵抗力也有关。

生：装饰材料中也会挥发出有害物质，影响身体健康，从而
致使他俩生病。

师：很好！有没有其他的看法呢？

生：是房间里没有通风透气，使有害物质不能及时扩散而造
成的。如果让有害物质全部扩散后，再住到新房里就不会得
病了。

师：有道理。那么第二题呢？



生：是因为植物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产生了大量的氧气。

师：对！

生：树林的空气里没有灰尘等颗粒，也没有有害气体。

师：很好。

生：植物能释放出一些物质，有的可以杀菌，有的可以使空
气新鲜。师：对！同学们都回答得很好，从上面的讨论学习
中我们可以发现空气质量的好坏与人的身体健康关系很大。
请同学们阅读课本“资料分析”

（1）（2）（3）并谈谈从中你知道了什么？获得了哪些信息？
说出你的理由？

（学生阅读思考、小组讨论并回答，代表发言。）

生：我知道了城市街道的空气污染较公园等园林处严重，所
以交通警察的发病率比园林工人高。城市工业区的污染比非
工业区严重，因而工业区的发病率就高。吸烟对人的身体健
康危害十分严重，但吸烟的人数在增多。

师：你讲得很好。

生：我知道了呼吸系统的发病率越来越高，那是因为空气被
不断污染，质量越来越差而造成的。

生：呼吸系统的发病率升高是因为空气的污染越来越严重。

生：可能他们不知道吸烟的危害，或吸烟已经习惯了。

生：他们已经吸烟上瘾了，无法戒掉。

生：可能吸烟时有一种快乐的感觉吧。



生：吸烟是为了一些工作的需要，人际的交往或出于被迫无
奈。师：你们分析得都很有道理，但必须明确吸烟是危害健
康的。那么，有没有哪位同学因好奇也吸过烟呢？请举手。

（有好几个学生举起了手，师甚感惊讶但又很沉着。）

师：噢！我班有好几位学生也吸过烟呢！那么，请你们谈谈
吸烟的感受与体会。

生：我吸了一口就吐掉了，吸烟很呛。

生：吸烟喉部难受，不舒服。

生：我吸了半口就咳嗽起来，呛人。

生：吸烟不仅呛人，而且熏得我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