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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二



• 单元教学要求概述

• 现场教学课例简析



单元教学要求概述



（五）生命系统的构成层次

学段 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1〜2

年级

5.5人体由

多个系统

组成

④识别人的眼、耳、鼻、

舌、皮肤等器官，列举这

些器官的功能与保护方法。

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对应课程标准



本单元的学习目标还包含

《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中
关于“用眼健康”等内容。

在本单元，学生主要有两个学习任务：

一是通过用感觉器官观察，了解感觉器官的
基本功能。

二是要发展自己的健康意识。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健康生活:主要是学生在认识自我、发展身心、规划人生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具体包括珍爱生命、健全人格、自我管理等基本要点。







健康生活意识的培养

自我认识的建立

生长规划的思考

科学观念：

• 我们的身体有外部结构和内部结

构，可以被观察和描述；

• 我们从小到现在到未来都要健康

生长，要关注我们的生长变化。



科学观念：

• 知道眼、耳、鼻、舌、皮肤是我

们的感觉器官，能够帮助我们认

识周围的事物及其变化；

• 感觉器官不只是用来看、听、闻、

嗅、感知，我们对问题的思考，

与他人的交流等活动，都需要感

觉器官的参与；



科学观念：
 知道眼、耳、鼻、舌、皮肤是我们的感觉器官，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周围的事物及其

变化；（感知的器官）

 感觉器官不只是用来看、听、闻、嗅、感知，我们对问题的思考，与他人的交流等

活动，都需要感觉器官的参与。（学习的器官）



对感觉器官的认识：
由体验发展到探索

由单一发展到综合运用

由感觉发展到思维



单元中涉及感觉器官保护的内容



学段 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1〜2年级 12.2技术与

工程改变了
人们的生产
和生活

③举例说出周围简单科技产品
的结构和功能，知道科技产品
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快捷
和舒适。

（十二）技术、工程与社会

本单元也兼顾课程标准的学习目标



《气味告诉我们》课例简析



科学观念
知道感觉器官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周围的事物及变化等。
知道单一感觉器官——鼻子能够帮助我们分辨不同的物品
的气味，但收集信息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科学思维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运用比较思维进行闻味辨物，通过
绘画或文字等方式记录自己的比较过程。
探究实践

在闻味辨物的活动中，能够恰当的运用感官进行观察和比
较，并能够用画图的方式进行观察记录，逐渐形成记录的
习惯，并能够通过观察记录进行简单交流和评价。
态度责任

通过闻味辨物的活动，培养如实讲述、如实记录的科学态
度；

通过闻味辨物的活动，愿意在小组合作中，表达自己意见，
倾听他人意见。

教学目标



• 材料选择结构化，累积学生关键经验

• 无气味材料引入，锻炼学生推理思维

• 联系生活促应用，助力素养有效转化



1. 材料选择结构化，累积学生关键经验

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
气味浓烈的和几乎无气味的
……



1. 材料选择结构化，累积学生关键经验

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和
为着经验的（杜威）

教育的目的就是经验的不断生长



为什么可以用棉布袋遮挡

物品，闻里面物品的气味？



2. 无气味材料引入，锻炼学生推理思维



2. 无气味材料引入，锻炼学生推理思维



3. 联系生活促应用，助力素养有效转化

玉米气味的变化告诉我们……





“猪食”



在日常生活中，嗅觉的作用
是不可缺少的，比如可能在我
们的眼睛和耳朵还没有发现问
题之前，鼻子就能先闻到焦糊
味，从而引起人对火灾的警觉。

想象一下，如果嗅觉不灵
（或失去嗅觉）将会……



4. 区分气味与味道，强化科学准确描述

我闻到了什么气味？

探索：闻气味辨物

香 臭

刺激性

酸 甜 苦 辣 咸……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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