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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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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常见的动物》单元内容解读

教科版新教材的编写理念和特色

2

单元教学建议3



2022年版课标的重要思想：核心素养

• 核心素养理论，是课标修订的基础理论；

• 基于核心素养的培养，设定课程目标；

• 基于课程标准要求，修订教科书；

• 素养导向的教学成为课改的要求。



一、教科版新教材的编写理念与特色

• 1.教科版教材如何体现素养导向

• 2.教科版新教材的五大特色



1.教科版教材如何体现素养导向

（1）依标选择内容（围绕核心概念设计教材单元，适当降低难度，

减少知识点，科学观念显性化）

（2）凸显科学思维（科学思维显性化表达，完善大小情境、加强四

大板块的思维联系、赋能研讨板块、加强思维工具使用）

（3）突出探究实践（以探究实践活动为主设计教材活动，指向对知
识的深度理解、迁移应用）

（4）渗透态度责任（加强中国元素：科学家这样做、中国恐龙、桑蚕、

本土动植物、中国科技史；渗透科学精神等）



2.教科版新教材五大特色

• （1）以大情境贯通整个单元

• （2）增加单元小结凝练观念

• （3）以四板块理顺思维发展

• （4）尊重学生推进学为中心

• （5）灵活处理体现教师自主



（1）以“大情境”贯通整个单元

• 情境是为了培养素养；大单元需要大情境才能成为“单
元”；大情境是大单元的粘合剂。

教材结构 教学模式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大单元 大情境
（大任务）

学科核心概念 大概念、观念



2017版《材料》              2024版《造房子》



大情境需要各课小情境进行串联、补充



（2）增加单元小结凝练科学观念

 单元小结功能：学习需要总结、反思。将各课内容结构化于
“概念结构图”，并与图下“观念提炼”一起，凝练出“大
概念”和“科学观念”

 大概念、科学观念、态度责任隐含在各课中，显性地体现在
单元小结里。它们是各课活动（探究实践）中蕴涵的科学思
维的必然结果。   



观念
提炼

概念
结构图



（3）以四板块理顺思维发展

明确任务

    设计方案

    实施方案

    测试改进



例：“研讨”板块内容的主要类型

（1）观察数据整理和模式识别（对应于是什么的问题）。

（2）根据数据建立解释（有什么关系？消除思维冲突）。

（3）评议数据的可靠性、完整性（观察和实验活动记录）。

（4）对实验设计进行反思（方法论问题）；提出改进实验设计和
工程计划的可能方案。

（5）进行跨学科联系形成“大概念”或“科学观念”。



1.重视“科学性”的双重涵义：学科逻辑与教学规律同等重要。

2.尊重儿童好奇心，调动儿童自主性：如突出学生“自评”，“
我的收获”“如何改进？”

3.尊重学生年龄、心理特征，设计合适的活动，适当降低难度。

（4）尊重学生推进学为中心





1.发挥教师能动性：可以替换探索活动材料；“拓展”板块可以

根据具体情况自由选择是否和怎样进行课堂教学；课文评价可以

灵活、自主处理。

2.增强教参作用：增加图文并茂的教材解读和教学难点分析与建

议，丰富参考文献资料，为教师自主选择服务。

（5）灵活处理体现教师自主





丰富教参
中的“教
材解读”



新增教学评
价和疑难问
题解答





• 大单元呈现

• 指向核心概念培养

• 新增单元小结

• 科学阅读作为补充



内容主要指向：核心概念5和6

• 核心概念5：生命系统的构成层次

• 核心概念6：生物体的稳态与调节



对应课标的学习内容和要求

• 5.生命系统
的构成层次

• 学习内容 • 内容要求（1-2年级）

• 6.生物体的
稳态与调节

5.1①举例说明动物是生物。

5.2②说出生活中常见动物的名
称及其特征；说出动物的某些
共同特征（如都会运动）

5.1生物具有区别于非生
物的特征

5.2地球上存在动物、植
物、微生物等不同类型
的生物

6.2人和动物通过获取其
他生物的养分来维持生
存

6.2②举例说出动物可以通过
眼、耳、鼻等器官感知环境
。

• 核心概念



对应课标的学习内容和要求（跨学科）

• 学习内容 • 内容要求（1-2年级）

• 10.地球系统

• 13.工程设
计与物化

10.3岩石和土壤 10.3 ③知道土壤为众多动植物
提供了生存场所。

• 核心概念

13.1工程需要定义和界定

13.3工程师设计方案物化

的结果

13.1①通过观察，提出并描述简

单的制作问题

13.3 ③学会使用简单的工具，对生

活中的材料进行简单的加工处理。



新旧版本的继承与发展
• 2017版教材 • 2024版教材

• 单元题目有变化

• 学习内容有变化

• 概念难度稍降低

• 学习方式更丰富

• 综合素养更凸显



《常见的动物》单元的编写思路

• 围绕“认识常见动物的名称及其特征”这个主要内容，构建学
习内容，渗透生物的概念；

• 通过对动物个体的观察，理解动物的生存需要，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 以观察、记录、交流能力为重点，观念形成与思维协调发展；

• 适当融合技术工程、项目化学习方式，引入科普剧的学习方式；

• 态度责任的培养，融合内容的教学中，体会珍爱生命的重要性。



围绕动物的生物特点：总体→具体，结构→功能，个别→类别，个体→联系

《常见的动物》单元各课的关系

1.我们周围
的动物

2.观察一种动
物

3.给蜗牛建
个“家”

4.水中的动物 5.它们吃什么 6.动物联欢会

总体→具体 总起 具体 具体 具体 具体 总结

结构→功能
器官特征与

功能
身体结构与

功能
器官特征与

功能

个别→类别 渗透软体动
物

渗透鱼类 渗透多样性

个体→联系
动物生活在

环境中
动物需要合
适的环境

动物适应环境
动物有生存

需求

动物的个体行为
生物间及生物与环
境相联系



单元目标

• 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四个方面；

• 具体单元目标，见教学参考书。



各课分析

• 1.我们周围的动物

• 2.观察一种动物

• 3.给蜗牛建个家

• 4.水中的动物

• 5.它们吃什么

• 6.动物联欢会



• 单元首页

• 动物的生长环境

• 一对正在跳舞的丹顶鹤

• 单元情境：周围的动物有哪些，
是怎么生活的？



• 单元起始课，了
解校园里有哪些
动物；

• 怎样观察周围的
动物；

• 用图文记录观察
中的发现；

• 观察动物中的伦
理要求。



• 观察、记录、描述

体现动手动脑和动

口相结合；

• 了解自然界动物的

多样性，渗透动物

的类别，激发研究

动物的兴趣。



关于图文记录

• 建议用图文来记录，适合一年学生的水平；

• 图文配合记录，将是小学阶段重要的记录方式，从一年级
开始培养；

• 图示只要求画出主要特点，不要求画出全部细节。



教学建议

• 在校园里上课，教师要事先做好调查，体验如何找到动物；

• 分组观察，带领学生一起，教给观察方法，如蹲下，安静
地等待几分钟，记录；

• 拓展部分可以用视频来呈现，推荐动物世界一类的节目。



• 观察蜗牛

• 选择用蜗牛对为观察对象，行动
缓慢，容易观察，学生对蜗牛比
较亲近；

• 课首情境：草丛中的蜗牛

• 聚焦：蜗牛的外部特征

• 探索1：观察外形，图示记录



• 从整体到局部观
察；

• 观察蜗牛对刺激
和食物的反应；

• 观察蜗牛独特的
运动方式，体现
结构与功能；

• 拓展是为了认识
更多的动物，渗
透软体动物类别。



教学建议

• 尽量用蜗牛观察，也可以找当地常见的小动物，代替蜗牛进行
课堂观察；

• 给每组学生准备好观察的材料：蜗牛、食物、棉签、玻璃等；

• 交流时，把蜗牛放到别处，以免影响学生的注意力；

• 如果蜗牛不肯活动，可以放到水中后再观察。



• 家，相当于动物
的栖息地；

• 选择材料，建造
蜗牛的家，运用
所学解决问题，
也是工程问题。

• 观察动物在栖息
地的生活情况，
了解动物的生存
需要，指向生物
的理解。



• 研讨：通过蜗牛的饲养，了解动物的
需要，与植物不一样；

• 拓展：提示饲养蜗牛的注意点；

• 提示：渗透动物伦理。



教学建议

• 教师要在实验室饲养一些蜗牛，以备教学时使用；

• 建造蜗牛的家，要先思考、选择，让学生有个动脑的过程；

• 要及时提醒记录蜗牛的生活情况，可以做成绘本；

• 提醒在7-15天之后，把蜗牛放回原来的地方。



• 观察水生动物

• 观察动物与环境

• 渗透结构与功能

• 课首情境：水体环境的动物。

• 聚焦：观察鱼，作为水生动物的
代表。



• 探索1：观察动
物的主要特点；

• 用图文记录观察
中的发现；

• 细致观察，如鱼
鳍的数量、鱼鳍
的运动、鱼的呼
吸；

• 拓展：各种各样
的鱼，渗透鱼类
的多样性。



教学建议

• 可以用金鱼、小鲫鱼观察，也可以用当地常见的鱼类观察；

• 也可以用其他水生动物进行观察；

• 用图文记录鱼的主要特点，注意真实性；

• 鱼的呼吸可以让学生通过推理来理解。



• 它们吃什么

• 观察动物的捕食

• 体现动物的需要

• 课首情境：白鹭捕鱼

• 聚焦：动物吃什么、怎么吃

• 探索1：回顾蜗牛和小鱼的吃食



• 探索2：观察蚂
蚁寻找食物、搬
运食物，提出更
高要求，可延伸
到课外；

• 研讨：探讨动物
的行为，渗透结
构与功能；

• 拓展：动物的多
样性。



教学建议

• 蜗牛和小鱼的吃食，可以用视频展示回顾；

• 教师要在课前寻找蚂蚁和蚂蚁窝，进行下水实验，如何吸
引蚂蚁、观察蚂蚁等，做好准备工作；

• 尽量让学生到校园里去观察蚂蚁的生活，激发兴趣，渗透
观察方法。



• 动物联欢会

• 总结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 用科普剧的方式呈现

• 课首情境：模拟动物联欢会

• 任务：每一个人都有任务



• 制作：动物头饰，
简单明了即可；

• 体验：小组为单
位，先排练节目，
然后表演，要符
合动物的特点；

• 交流：总结动物
和植物的异同，
指向生物概念；

• 拓展：延伸到课
外。



教学建议

• 要回顾已经学过的动物特点，做好铺垫；

• 做头饰只要能表示某种动物即可，不用很复杂；

• 排练节目，要保证时间，先在小组内排练，再集体表演，
同时要鼓励创新；

• 动物和植物的异同，作为两个单元的联系和总结，要指向
生物的概念。



• 单元小结

• 是新增的栏目

• 帮助梳理整个单元的学习内容

• 我的收获

• 单元评价的主要内容



科学阅读

• 阅读也是学生学习科学的一种方法、一种途径；

• 阅读资料补充、拓展了前面6课课文的内容，特别是动物与
人类的关系；

• 教学时，可以整合在课文中进行；

• 也可以和单元小结融合起来，单独成一节课。



三、《常见的动物》单元教学建议

• 1.单元整体备课，整体安排，如准备动物、表演科普剧；

• 2.要准备好材料、亲自下水观察，保证学生观察；

• 3.在能力培养上，注意抓住观察、记录和描述三个方面；

• 4.可根据当地实际，采用替代动物进行教学；

• 5.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如有序、倾听、发言、记录等。



评价维度 评价内容 能做到的打√

我会听 安静倾听、认真思考

我会做 仔细观察、合作探究

我会说 积极发言、交流分享 

课堂学习评价举例



小学科学教学网和微信公众号



小科论坛：专题研讨的场所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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