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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给身边的材料分类》

【课时】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物体是由一种或多种材料做成的，我们周围存在着许多不同种类的材料。物体可以根据构

成它的材料的性质来描述，也可以根据这些性质来区分一组物体或材料。

2.根据可观察到的特征和性质，对物体和材料进行描述和分类。

3.将学习到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运用到新的情境中去,通过回顾和反思，不断完善自己

的原有认识。

【教学重点】

通过回顾和反思，不断完善自己对材料的认识。

【教学难点】

把物体和材料联系起来，会从物理特性的角度看待物体和材料。

【教学用具】

教师准备各种用不同材料制成的物品图片，自制复合纸（在普通纸外面用塑料薄膜覆盖起来）

一份，学生课前搜集可再利用材料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给我们生活中的物品分类

1．出示各种用不同材料制成的物品图片。

2．汇报交流并进行小结：

①不同物体是由不同的材料制成的，材料的不同特性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用途。

②同一物品的不同部位可能由不同的材料制成，这也是根据使用要求和材料特性造成的。

二、对所学过的材料按物理性质进行总结归纳

1．出示表格。这些是我们这单元研究过的材料，它们都有哪些特性呢？我们来进行一次盘

点总结。

2．小组填写表格（在水中沉还是浮用“↓”或“↑”表示，其它部分用“√”或“×”表

示。

3．汇报交流，注意不同材料之间的横向比较。

三、材料与环境

1．我们使用的材料有的是天然材料，像木头、黏土、棉花、皮革等，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直

接使用，根据它们各自的特性制成相应的物品；有的是人工制造的材料，像塑料、砖、陶瓷

和橡胶等，人们把自然界里的物质进行加工，使它们具备了我们需要的一些特性，再拿来使

用。说一说你知道哪些天然材料，哪些人工制造的材料。

2．有些材料可以回收后再利用，有些材料却不能，课前同学们搜集了关于可再利用材料的

资料，和全班同学来分享一下吧。

学生介绍自己搜集的资料。

小结：可再利用的材料可以大大节约资源，又可以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在功能差不多

的情况下，我们应提倡使用可再利用的材料制作的物品。

四、进一步了解材料，拓宽视野。

1．阅读资料库：“材料的发展历史”及“复合材料”。

2．展示自制复合纸，建议学生课后进行复合纸与普通纸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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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略

【教学反思】

小学科学《热空气和冷空气》教学设计

【课时】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能根据压“气垫”的感觉和观察认识不易感知的空气。

2、通过吹气球、扣水杯等活动证明空气具有占据空间，有质量，能被压缩等性质。

3、通过压缩注射器知道压缩空气有弹性，了解压缩空气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

认识空气的性质。

【教学难点】

探究压缩空气的力量。

【教学用具】

玻璃杯（透明塑料杯）、纸、红色水、水槽、饮料瓶、气球、细木棍、空气、充得同样多颜

色相同的气球两只、细线、支架、塑料袋、一次性塑料注射器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对空气的了解

二、探究空气是否占据空间

1、提问： 这是一只气球，你们能把它吹大吗？（出示气球在瓶里的实验装置）如果我

们来吹这个气球，能把它吹大吗？

2、学生假设。

3、推选几位同学来试一试。

4、讨论：气球为什么吹不大？

5、小结： 在这一过程中相机给出“空间”这一概念，引导学生用“空间”描述实验现

象。由“瓶子里的空间被空气占据着”引出“有空间就有空气占据吗？”这一问题，并对这

个问题作出假设。

三、学生探究空气是不是占据空间

1、谈话：我们得出的假设是否正确呢？这就要看它是否能经得起实验的检验了。请大

家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把一团纸塞进玻璃杯的底部，然后将杯子倒立放入水中，杯子不能歪，

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如果把杯子倾斜着放，又会产生什么现象呢？（可结合动画演示）

2、同组的同学展开讨论。

3、提出实验前的思考：根据刚才的问题，你认为应该准备哪些材料来做这一实验呢？

实验可以分成几步去做？

4、同组的同学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开始设计实验。

5、学生做把一团纸塞进玻璃杯底部的实验。

【注意】实验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要塞紧纸，不能掉下来，二要把杯子垂直往水

里按，不能倾斜，往外拿杯子的时候也要垂直。

6、各组汇报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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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问： 为什么在第一次实验中纸团没湿？而在第二次实验中纸团却湿了呢？

启发学生发现： 第一次把杯子往水中压时，纸团没有湿，是因为杯子里面的空间被空

气占据着，空气跑不出来，水就进不去，因此纸团不会湿。第二次把杯子压入水底后，将杯

子慢慢倾斜，会看到从杯口冒出气泡，那是空气跑出来了，杯子里空气占据的空间一让出来，

水就进入杯子，纸团就变湿了。

8、学生讨论，汇报讨论结果。

学生通过分析纸团湿与不湿的原因，进一步认识空气要占据空间的性质。

9、教师帮助学生归纳概括，最后得出结论。

10、师生共同总结：通过以上研究，我们知道了空气的又一个性质——空气占据空间。

（板书课题：空气占据空间。）

四、探究空气是否有质量

1、教师出示两个雪碧瓶（一个装水，一个空的），提问：这两个瓶子里面有什么？哪

个重？

2、提问： 这个瓶子里有空气，空气有重量吗？

3、学生讨论。

4、学生汇报设计的实验方法。

教师提醒学生注意，实验时要尽可能地做到以下几点：

① 两只气球要吹得一样大；

② 一只气球表面贴一小块胶带；

③ 把两只气球分别系在长棍的两端；

④ 在长棍中间系上绳子，调节其位置，并用适量的胶泥配重，使长棍保持平衡；

⑤ 用大头针从贴胶带处刺破气球，观察发生的现象。

5、学生分小组活动，并画下实验装置图和实验情况。

6、学生汇报实验情况。

7、师生小结。

五、作业设计

完成一个有关空气的玩具。

【板书设计】

空气的性质

空气：1.占据空间

2.有质量

3.可以流动 能够形成风

【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