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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与学情

1



(一)课程目标

基于教材视角：
主线一：“蚕的一生”

主线二：延伸到对其
他动物的认识

两条主线

由个别到一般
由个性到共性

生命周期的模型
新课标13个核心概念：生命的延续与进化



1.通过饲养蚕以及观察

蚕的生长变化，知道动物

生存需要适宜的条件；

2.知道动物和蚕一样，

都要经历从生到死的生命

过程；

3.通过养蚕活动、阅读

活动认识生物通过生殖、

发育和遗传实现生命延续。

科学观念

1
1.能基于证据描述蚕

一生的生长发育过程，

并能利用建模的方法呈

现昆虫一生的生长变化

过程；

2.能对自己饲养和观

察蚕的过程、方法进行

反思和评价。

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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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设计简单方案并实

施操作，搜集动物生存、

生长所需条件的证据；

2.能记录、整理和描述

常见动物从生到死的生命

过程。

探究实践

3
1.对饲养动物以及观

察动物的生命周期产生

兴趣；

2.养蚕过程中，能感

受到生命的可爱和可贵；

3.愿意与人分享养蚕

经验和自己的观察记录

结果。

态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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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目标（细化）



(二)学情

基于儿童视角：

对三年级学生的耐心、毅力和科学综合素
养挑战很大，如何长期有效的完成观察，一
直是本单元实验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一年级《动物》单元

《蚕的一生》：
 长期饲养、系统观察、连贯记录、总结规律。



设 计 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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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儿童 逆向设计 搭建支架

设计思路



教 学 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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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迎接蚕宝宝的到来》实验教学

当地——“丝绸之府”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过养蚕或

者见过别人养蚕的经历。

1.前概念调查

基于儿童：立足经验，聚焦学科核心概念



第一课：《迎接蚕宝宝的到来》实验教学

这个单元，我们要在这个“家”里开展哪些
学习活动，完成哪些学习任务？

饲养蚕 观察蚕 记录变化 总结规律

1.先确定预期结果逆向设计：以终为始，转换教学设计理念

驱动任务：为蚕宝宝建个家

细化驱动任务：如何为蚕建一个适合生存、
便于观察的“家”？

2.聚焦驱动



第一课：《迎接蚕宝宝的到来》实验教学

3.头脑风暴

自主思考：
生存：如何获取温、湿度的信息并进行控制？
 养蚕工具、桑叶怎样方便摆放？
 如何定期出沙，保持观察仓的清洁？……
观察：怎样观察的更清晰？
 蚕宝宝如何吃食、如何排泄？如何运动？……

逆向设计：以终为始，转换教学设计理念

功能单一
蚕的粪便清理不便
观察工具无处收纳
观察角度、细节有局限
饲养环境无法监测
温湿度不能调节

……



第一课：《迎接蚕宝宝的到来》实验教学

1.材料支架：亚克力板及专用胶水、磁铁、合页、放大镜、不干胶透明刻度尺、轨道滑轮、标签纸、
照片打印机、移动电源。

2.信息化支架：主板、温湿度传感器、高清网络摄像头（可夜视）、恒温加热板、LED显示屏、LED灯。
 

4.材料支架

搭建支架：关注需求，优化探索实践路径



第一课：《迎接蚕宝宝的到来》实验教学

学生绘制“智能观察仓”草图，交流讨论，形成解决方案。4.绘制草图

搭建支架：关注需求，优化探索实践路径



第一课：《迎接蚕宝宝的到来》实验教学

教师利用Soliderworks软件精准建模、定制材料、师生共同完成实物制作。5.完成制作

教师精准建模



建
“

家
”

驱
动
任
务

达
成

“蚕的一生”智能观察仓：功能多元，能够贯穿整个单元始终

第一课：《迎接蚕宝宝的到来》实验教学

核心实验器材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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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模块”
精准监测

“观察模块”
深度探究 

“多元记录”
以生为本

实验教学创新设计



第三课：《蚕长大了》、第四课《蚕变了模样》、第五课《蚕茧中钻出了蚕蛾》

1.教学开展期间将“智能观察仓”放置于教室，为学生全面开放。
2.观察盒配置12组用于小组实验教学。
3.完成本单元的核心实验任务：饲养蚕、观察蚕、记录数据、交流发现



第三课：《蚕长大了》、第四课《蚕变了模样》、第五课《蚕茧中钻出了蚕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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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养

蚕



第三课：《蚕长大了》、第四课《蚕变了模样》、第五课《蚕茧中钻出了蚕蛾》

（二）

观

察

蚕



第三课：《蚕长大了》、第四课《蚕变了模样》、第五课《蚕茧中钻出了蚕蛾》

（三）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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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蚕长大了》、第四课《蚕变了模样》、第五课《蚕茧中钻出了蚕蛾》

“探究”出现350次
“实践”出现148

促进学生科学思维和核
心素养的提升

思考与迭代：



深度学习

对记录数据梳理分析。
1.蚕的一生体长变化；
2.重要生命现象的回顾；
3.分为哪几个主要阶段？
4.每个阶段约多长时间？
5.蚕的一生约多长时间？
6.蚕的外形特征？

第六课：《蚕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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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

对记录数据梳理分析。
3.分为哪几个主要阶段？
4.每个阶段约多长时间？
5.蚕的一生约多长时间？
6.蚕的外形特征？

第六课：《蚕的一生》实验教学过程

生命周期

外形
特征
外形特征



至此，改进后的实验教学，让学生均能“亲历养蚕活
动始终——多种方法观察记录——《蚕的一生》——《动
物的一生》——全面达成教学目标”。

3cm          4cm            6cm                 蚕蛹 结茧

第六课：《蚕的一生》实验教学过程



四、实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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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功能一体化
饲养环境智能化
观察结果放大化
观察过程全视化
观察角度多元化

五大创新亮点

实验教学效果



问题一：观察片段化

实验教学效果

解决策略：观察过程全视化

装置顶部放置可夜视摄像头： 

1.24小时录像，网络实时同步。
2.错过仍能回看、截屏、拍照，
达到了观察过程全视化。

3.录像页面均显示具体时间，达
到精准记录。

高清可夜视摄像头

白天 夜晚



问题二：观察角度局限

实验教学效果

解决策略：观察角度多元化

只有顶端有放大镜

1.底部有放大镜，观察运动与足

4.顶部可开，可作为尺
或观察台使用

2.侧面有放大镜

3.翻转，可变为顶部放大镜



问题三：饲养环境无法监测

实验教学效果

解决策略：饲养环境智能化



问题三：饲养环境无法监测

实验教学效果

解决策略：饲养环境智能化

恒温模块
加湿模块
屏显模块
报警模块



问题四：观察持续性差

实验教学效果

解决策略：记录手段智能化

有一段近2个月的长期观察记录。要求

对蚕的体长、样子变化等进行系统性的观察
。智能化实验记录不易缺失、吸引力大。



视频观察手账



实验教学效果

学习增量：
通过实验改进意外收获的成果发布会：

蚕高温会易得蚕病、蚕夜间也会活动、
蚕吃饱后会进行短暂的休息等等。

成果发布会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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