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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小学教育的目标是致力于全面及综合地发展个人之潜质。这项发展概括了智
力、情感、心理和生理方面，以造就一个平衡、和谐和拥有崇高品德的人。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个全面画的教育系统被设计和拟定以确保全面画的教
育，不过于强调学术信不过合家重负担的课程以符合 2006－2010 年教育大
蓝图。  

  
    

2. 课程编制 
 

一个以支柱为主的课程组织被提议以造就一个有知识和积极的人类。支柱是
以互补互利的方式塑造一个在智力、情感、心理和生理方面都能平衡的人。
每个支柱的领域是： 

1. 沟通 
2. 心灵性、态度和价值观 
3. 人性化 
4. 科技文献 
5. 生理和审美观 
6. 积极的态度 

  
每个支柱是由特定的科目所组成的。这些科目是以单科或结合几个科目教
学，然后以主题的方式呈现。 

 
 
3. 课程模组 

 
小学课程是以学生所需达到的内容标准和学习标准所拟定的。内容标准和学
习标准概括了学生所需掌握的知识、技能和价值。第一阶段的课程构造着重
于掌握写、听、算和推理。同时，通过教与学的活动融入资讯工艺的基本技
能、生理发展、认知、生产技能的掌握、社会情感的发展、个性、态度和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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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内容标准: 
 
学生应该懂得在学习阶段中能够进行有关知识纪律的声明，包括了学
识、技能和价值。 

 
 3.2 学习标准 

 
学习标准可以被用来衡量学习成果，同时学生也必须掌握之。此目标
符合含有知识、科学程序技能、思维技能、科学原则的看法与价值
观，这符合了内容标准的要求。学习标准的书写可显示出所需达到学
习成果的层次和范围。  

 
 
4. 科学的主题核心模组 

 
在进行科学教学课程的改革过程中具备两份文证，那是： 
 

INSAN 
SEIMBANG 

FIZIKAL & ESTETIKA 

• Perkembangan jasmani dan 
kesihatan untuk kesejahteraan diri 

 

• Pemupukan daya imaginasi, 
kreativiti, bakat dan apresiasi 

KOMUNIKASI

• Penggabungjalinan kemahiran berbahasa  
semasa berinteraksi secara verbal dan 
non verbal dalam bahasa Malaysia, 
bahasa Inggeris, bahasa Cina dan 
bahasa Tamil. 

KETRAMPILAN DIRI

•  Pemupukan kepimpinan dan   
sahsiah diri melalui aktiviti  
kurikulum dan kokurikulum 

LITERASI SAINS & TEKNOLOGI 

•  Penguasaan pengetahuan sains,    
  kemahiran saintifik dan sikap saintifik  
  menerusi inkuiri. 

•  Penguasaan pengetahuan dan  
  kemahiran matematik untuk  
  menyelesaikan masalah.  

•  Penguasaan pengetahuan dan 
kemahiran berasaskan teknologi seperti 
alat, cara, teknik dan proses untuk 
memudahkanmelaksanakan sesuatu 
dalam kehidupan seharian.  

KEMANUSIAAN 

 Penguasaan ilmu dan amalan 
tentang kemasyarakatan & 
alam sekitar setempat, negara 
& global 

 

 Penghayatan semangat 
patriotisme & perpaduan 

KEROHANIAN, SIKAP  
& NILAI  

 
• Penghayatan amalan agama, 

kepercayaan, sikap & nilai 
 

图表 1: 课程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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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题核心教学模组：科学与工艺世界  
  

科学与工艺世界是一个协助老师教学的教学模组。这模组含有
几个单元，并结合了学习标准。在模组里的每个单元都有所建
议的时间。老是不一定要采纳模组里建议的教学时间，而是根
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周围环境来设计教学活动。模组里的例子
只包含了一年级科学标准课程里的一部分。 

  
模组里利用了全握教学，并综合了其他适当的教学法。此模组
也融入了科艺、企业及创意的元素以引导教师进行教学。模组
里所准备的活动是要让学生达到标准教学课程的目的，如：尖
子生进行增广练习；而后进生则进行辅导活动。 
 
模组里所准备的诊断性测验容易让教师查考学生的学习程度。
老师必须利用诊断性测验里的反应来进行追踪行动。不论在进
行辅导活动或增广练习都要根据学生的程度来准备活动和活页
练习。只要班上 80％的学生已掌握了学习标准，教师就可以
进入新的单元。希望在学习全握教学的过程中能减少后进生的
数量。 
 
模组里所建议的活动灌输了好的习惯以帮助学生达到学习标
准。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模组也给以了“学习是乐趣”的环
境。虽然如此模组里所建议的活动不是固定的。这也鼓励教师
修改适合学生学习程度的模组和教具。同时，教师也被鼓励设
计适合学生学习程度的教学模组，以提升自己的创作力。 
 
模组的编写能引导学生踊跃的参与教学活动，也使他们有能力
去分析、评论、革新和创意的思维。所建议的活动能组织学生
的思维能力。 
 

 
4.2  主题核心学习模组： 科学与工艺世界 

 
出了教学模组，也提供了学习模组。此模组包含活页练习为
方便学生使用。此外，还有对研究课题的简要说明，以帮助
学生回答活页练习里的问题。在所提供的活页练习里包含了
不同层次的难度。教师应该能够利用所提供的活页练习的优
势，已解决同一班学生但不同程度的问题。学生活动和教学
模组的提供是为了互相补充，以达到内融合学习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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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与学习方法 
 

在设施科学的教学和学习，教师可以应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以达到内容和学
习的标准。 

 
 探究性教学 
 建构教学 
 情境教学 
 互动学习 
 合作学习 
 讨论 
 模拟教学 
 研究任务 
 现场研究 
 全握教学 
 多元智能 
 疑难解答 

 
教学方法的设施必须多样化以保持学生的兴趣。教学方法的抉择应根据课
程内容，学生的能力和智力资源以及多样化的基本设施。 

 
6.  评估 
 

一个阶段的教学过程完成后，应进行评估。作为一个以学校为基础的形成
性测试，教师可以利用学生的作品，例如：活页练习，资料档案或以口述
方式加以评估。评估也可包括口试，就如让学生指出或解释他们如何完成
其作品。教师应采取的评估不仅考虑到最终的作品，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其
进行过程。教师可以利用评估的结果，作为策划下一次的教学和准备适当
的材料。 

 
 
 
 
 
编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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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课题: 寻找美食 

概要: 通过此课题，学生将会认识动物的基本需求是食物。学生认识某动物
和其食物。 

学习目标: 生物科学 

2.1  了解动物有生存的基本需求 

学习成果： 2.1.3 举例动物和它所进食的食物 

2.1.4 根据动物的进食习惯加以归类，如只吃植物、只吃动物、吃植物  

        和动物的类别 

2.1.6 说出动物对人类、植物和其他动物的重要性 

2.1.7 以绘图、资讯与通讯工艺、书写或口述把观察结果加以说明 

时间: 60 分钟 

教具: 1.  有关动物的幻灯片. 
2.  活页练习 1和 2  =评 估 
3.  活页练习 3         = 辅助练习 
4.  活页练习 4         = 增广练习 

 

教学活动: 
  

1. 教师要求学生想象曾经看过的一种动物。 
 

2.教师要求学生说出该动物的名称并说明该动物的食物。      

例题： 

                      教师：阿里，你选择哪一种动物？ 

                      阿里：老师，我选择牛。       

                         老师：阿里，牛吃什么？ 
 

                         阿里：老师，牛吃草。    
 

3.教师要求学生举出数个例子以继续以上活动。 
 

4.教师引导学生说明动物有不同的进食习惯。.                   

5.教师在黑板上列出数种动物并向学生提问该动物的食物。 

  例： 

牛 鸡 老虎 

草 
       叶子

饭 
蚯蚓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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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6.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动物可被分类成： 

 只吃动物的动物 

 只吃植物的动物 

 吃动物和植物的动物 

7.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1至 4 

 

                                                               

评估 1.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1 和 2。 

辅导活动 1.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3。 

增广活动 1.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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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和它的食物 

1.  动物可以根据它吃的食物来分类. 

2. 根据动物吃的食物， 可以分三种动物: 

i) 吃其它小动物的动物, 例如： 

      老虎    青蛙    

海豚        

 ii) 吃植物的动物，例如: 

          大象     长颈鹿 

                 牛       羊 

iii) 吃植物和其它动物的动物, 例如：                      

熊   鸡    鸭 

 

 

日期:      笔记 

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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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连一连. 

分数:     / 4 

活页练习  1 

A B 

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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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羊   牛  老虎          老鹰  老鼠    

  

鳄鱼  壁虎    蚱蜢   小鸟   马     兔子  

 

狮子       鸡       熊 

 

 
 

            

 

 

 

吃其它小动物的

动物 

 

吃植物的动物 

 

吃植物和其它动物的

动物 

 

 

 

  

 

 

  

 

 

  

 

 

  

 

 

  

日期:      

根据动物吃的食物， 把它们分类。 

分数:     / 15 

活页练习  2 

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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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把 A, B 和 C 填入空格里。 

活页练习  3 

分数:     / 5  

吃其它小动物的动物 A 吃植物的动物 B 

吃植物和其它动物的动物 C 

C 

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寻找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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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图下是两组不同的动物.   

 

 

 

 

 

 

 

 

                a)   哪种动物应该归在 A组? 
           A .  骆驼      B. 马 C. 狐狸  
 
                b)   哪种动物应该归在 B组?? 
           A 鸡.         B. 鹿 C. 鱼  
 

2.  马是___________________ 动物。 
 
3.  鸡是___________________动物。 
 
4.  老虎是___________________动物。 

 

 

 

 

日期:      

 回答问题. 

活页练习  4 

分数:     / 6  

      

A 组 

       

B 组 

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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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课题: 这是我的作品 
 

概要: 通过此课题，学生将以有创意及横越科学课程进行制作“鸟窝”活

动。 
 

内容标准: 生物科学 
 

2.1  明白动物需要基本需求来生存 
 

学习标准: 2.1.5 确认动物的居住地方如：鸟窝，鸡寮，地洞，树上，棚，水

里，泥土里，石缝或木材  

2.1.7 通过绘图，资讯与通讯工艺，书写或口述对观察加以解释 
 

时间: 30 分钟 

教材:  1. 鸟窝的图片 

2. 用包装纸制成的纸袋，塑料容器 

3. 糨糊 

4. 草和枯枝 
 

教学活动: 
  

1.  教师指示学生根据现有知识说出动物的基本需求 

      (备注: 学生已学过动物的基本需求) 
 

2.  教师向学生说明，他们将应用所准备的材料制作“鸟窝” 
 

3.  教师示范制作鸟窝的过程：将草和枯枝粘在纸碗直至鸟窝的形状
完成 

4.  教师指示学生根据自己的创意，以纸盘、清洁剂容器或牛油罐完

成鸟窝的模型 
      （备注: 教师课前以指示学生准备这些材料） 
 

5.  教师指示学生将作品标上自己的名字，并放在教师的后方 

6.  教师给与评分 
 

评估： 学生制作鸟窝，教师给予评分 

辅助活动： - 

增广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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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课题: 我的孩子真可爱 
 

概要: 通过此课题，学生将学习动物的繁殖方法 

内容标准: 生物科学 

2.3 了解动物的成长 

学习标准: 2.3.1 认识动物的繁殖方法如产下幼儿和产卵 
 

2.3.2 根据动物的繁殖方式分类 
 

2.3.6 根据绘图，资讯和通讯工艺，书写或口述对观察加以解释 

时间: 60 分钟 

教材: 1. 关于动物和其繁殖方法的投影片 
2. 纸巾盒 
3. 鸡蛋 
4. 活页练习 1 = 评估 
5. 活页练习 2 = 辅导 
6. 活页练习 3 = 增广 

 

教学活动: 
  

1. 教师持着装有鸡蛋的纸巾盒 
 

2. 教师指示学生猜猜盒子里的东西（鸡蛋） 
 

3. 教师指名学生拿起鸡蛋并向同学们展示 
 

4.  教师提问 

      例:    
  师：这是什么？ 
  生：鸡蛋 
  师：鸡蛋从哪里来？ 
  生：母鸡生的 
  师：为什么鸡要生蛋？ 
  生：为了得到小鸡 
 

5.  教师解释，母鸡产卵是为了繁殖后代. 
 

6.  教师展示关于动物和其繁殖方法的投影片 
 

7. 学生针对教师所放映的微软简报软件（ MS Power Point）回答问

题。 

 例 ：你们所观察的动物是以什么方式繁殖？ 

      教师 ：鸭子如何繁殖？ 

     大象如何繁殖？ 

   （ 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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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8.  教师将学生从所放映的微软简报软件（ MS Power Point）的动物
的名称，繁殖方法（胎生或卵生）写在黑板上。 

9.  教师与学生进行有关胎生动物的例子和卵生动物的例子讨论. 

10.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1 至 3 

 
 

 

评估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1 

辅助活动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2 

增广活动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3 

 



 
我的孩子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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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笔记 

动物的繁殖 

1. 动物的繁殖方法: 

 胎生 

 卵生 
 

2. 胎生的动物如下: 
 

牛， 水牛， 羊， 大象，老虎，狮子，鲸鱼，海豚 

 
 

3. 卵生的动物如下: 
 

青蛙， 虾， 螃蟹， 鱼， 蛇， 蜘蛛，鸟， 鸡 和鸭 

 

 

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我的孩子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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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松鼠 

   

 

青蛙 

  

 

鱼 

 

 

鹿 

  

 

鲸鱼 

 

 

鸭 

  

 

蛇 

 

 

 

 

日期：      

连一连.  

分数:     / 8  

活页练习  1 

 

胎生 

 

卵生 

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我的孩子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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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的繁殖方法:   i) _________________    

                   ii) 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把动物的幼儿和它们的父母亲连线， 然后写出两种动物的繁殖方

法.  

分数:     / 8 

活页练习  2 

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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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 猴子 鸟 

熊 蛇 水牛 

儒艮        鲸鱼          羊 

蜥蜴 乌龟 螃蟹 

蟑螂  骆驼 

 

 卵生  胎生 

   

   

   

   

   

   

   

 

 

 

日期:      

 根据动物繁殖方法分类。 

活页练习  3 

分数:     /  14 

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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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课题: 谁的幼儿？ 
 

概要: 通过本课题，学生将认识动物的成长过程 

内容标准: 生物科学 
 

2.3 了解动物的成长 
 

学习标准： 2.3.3 鉴定动物外形的变化和体型的增加是自出世以来所涉及的成长变

化  

2.3.4 鉴定幼儿与母亲相似和相异的动物 

2.3.5 观察并记录动物如蝴蝶或青蛙在成长过程中的外形变化 

2.3.6 以绘图、资讯和通讯工艺、书写或口述把观察结果加以说明 
 

时间: 60 分钟 

教材: 1. 有关动物和其繁殖方式的微软简报图形软件 

2. 蝴蝶生命周期图 

3. 青蛙生命周期图 

4. 鱼缸及青蛙卵 

5. 活页练习 1, 2 及 3 = 评估 

6. 活页练习 4 = 辅导 

7. 活页练习 5 = 增广 

 

教学活动: 
  

1. 学生观看有关各种动物及其繁殖方式的微软简报图形软件。 

 

 

 

2. 学生根据以上的微软简报图形软件回答教师的提问。 

            例子 :  

                教师  : 同学们，根据微软简报图形软件，说出动 

                        物的繁殖方式?  

                学生  :  产下幼儿及产卵，老师。  
  

                教师  :  这些幼儿的样貌与外形相似与其母体吗？

                学生  :  有些幼儿相似，有些幼儿不相似，老师。
 

3.   教师讲解两种繁殖情况： 

          i) 有些幼儿在初期阶段长得与母体不相似。  

    ii) 有些幼儿在初期阶段长得与母体相似，但体形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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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师与学生进行讨论。讨论有关幼儿由初期至成年阶段的外形变

化，并给与例子。 

 

5.    教师教学蝴蝶或青蛙的生命周期，并进行一下活动： 
 

 蝴蝶的生命周期 
 

i)  教师要求学生观看蝴蝶生命周期图 (教师放映) 
 

ii)  教师提问学生：蝴蝶有几个成长过程？ 
 

iii)  教师解释蝴蝶的成长阶段是不断地重复。 
 

iv) 教师分派一张纸给学生，并要求学生利用树枝和叶片，糨

糊及颜色笔布置蝴蝶的栖息地。 
 

v)  教师要求学生在该“栖息地”贴上卵、毛虫、蛹和蝴蝶的

图片。 
 

vi)  教师要求学生讲述有关他们所制作的蝴蝶生命周期图。 
 

青蛙的生命周期 
 

i)  教师要求学生观看青蛙的生命周期图 (教师放映) 
 

ii)   教师提问学生：青蛙有几个成长过程？ 
 

iii) 教师解释青蛙的成长阶段是不断地重复。 
 

iv)  教师分派一张纸给学生，并要求学生利用树枝和叶片，糨

糊及颜色笔布置青蛙的栖息地。 
 

v)   教师要求学生在该“栖息地”贴上卵、蝌蚪和青蛙的图

片。 
 

vi)  教师要求学生讲述有关他们所制作的青蛙生命周期图。 
 

6.   学生观察在鱼缸里的青蛙卵长达两星期直到青蛙卵孵化成蝌蚪。
学生记录青蛙的外形变化。 

 

评估 1. 学生完成活页 1 及 2. 
 

辅助活动 1. 学生完成活页 3 及 4. 
 

增广活动 1. 学生完成活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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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成长 
 

1. 当动物出生或孵化后，动物幼儿会： 

 拥有和它的父母一样的外貌，或 

 拥有和它的父母不同的外貌 
 

2. 如果得到充足的基本需求， 拥有和父母一样外貌的动物

幼儿会继续成长并改变它的体型。 

 

3. 当卵被孵化后，蝴蝶和青蛙拥有和父母不同的外貌。 
 

4. 蝴蝶和青蛙的幼儿会经历四个不同的成长阶段，如: 

 

                  蝴蝶的成长过程 

 
 

 

 

青蛙的成长过程 

日期:      笔记 

卵 蝌蚪 长了腿的蝌蚪 青蛙 

卵 毛虫 蛹 蝴蝶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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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的成长过程 
 

 

  

青蛙的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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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把以下各动物和它的幼儿连起来。 

分数:    / 4 

活页练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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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豹           狮子           犀牛        

          鸡            牛       大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把以下拥有和父母一样外貌的动物填上名称。 

分数:     / 6 

活页练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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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牛           青蛙            飞蛾 

 

      蜘蛛           蝴蝶              水牛 

 

          壁虎                 猫               蚊子 

 

     蜻蜓             鸡   苍蝇 

 
长得和父母相像的动物

幼儿 

长得和父母不同的动物

幼儿 
猫 苍蝇 

1 8 

2 9 

3 10 

4 11 

5 12 

6  

7  

 
 
 

日期:      

 根据例子，把以下的动物分类。 

活页练习  3 

分数:     /  12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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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蝴蝶的成长过程 
 

               

b. 青蛙的成长过程 
 

                                    

 

 

 

日期:      活页练习  4 

分数:     /  8 

 根据动物的成长过程，填上正确的英文字母。 

 

A 

B 

C 

A 

B 

 
C 

D 

D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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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动物成长的时候，它的____________会改变和它的  

____________会变大。 

     A.    外貌，颜色       B.   外貌，体型    C.  体型，外貌 

   2.  以下那只动物的幼儿和父母长得相像？ 

     A.    大象             B.  青蛙           C. 蝴蝶 

   3.  青蛙的幼儿被称为 ______________。 

     A.     蛆虫    B.  孑孓        C. 蝌蚪 

   4.  Y 在以下蝴蝶的成长过程中代表 ______________. 

                     

 

     A.  蝌蚪           B. 孑孓        C.  蛹 

 

        

 

  

 

 
分数:     /  4 

日期:      

 圈出正确的答案。 

活页练习  5 

卵 毛虫 Y  蝴蝶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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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走走停停 

概要： 通过本课题，学生可以说出动物的移动方式 

内容标准: 生物科学 

 

2.4 了解动物的移动 
 

学习标准: 2.4.1 解释动物移动的方式如：行走，爬行，飞，游，蠕动，滑行，

跑和跳。 
 

2.4.2 通过模拟活动展示动物移动的方式如鱼在游，鸟在飞，牛在走，

龟在爬，蛇蠕动，蜗牛爬，蚂蚁爬，马在跑和蛙在跳 
 

2.4.3 对动物的移动作出推理 
 

2.4.4 以绘图、资讯和通讯工艺、书写或口述把观察结果加以说明 

 

时间: 60 分钟 

教材: 1. “青蛙跳”曲子的微软简报图形软件。 

2. “云端上”曲子的微软简报图形软件。 

3. 评估活页联系 1，2。 

4. 辅导练习 3。 

5. 增广练习 4，5。 

 

教学活动: 
  

1.  教师要求学生 A到教室前面。 
 

2. 学生在教室前，面向学生们站一会儿，才回到座位。 

3.  教师学生们说出学生 A的移动方式。 

           例：   

                       教师：学生 A如何移动到教室前？ 

                       学生：走路 
 

4.  教师要求学生举例以走路方式移动的动物例子。 

5.   教师讲解走路是动物移动的方式之一。 

 

6.  教师发问学生，除了以走路方式，学生还可以以什么移动方式走

到教室前？ 

          例：: 

                教师：: 除了走，你们还可以怎样移动到前面来？ 

                学生：老师，我们还可以用跑。 

 

7.   教师以微软简报图形软件播放“青蛙跳”这首曲子。 
 
8.   学生跟着歌词一起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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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学生从歌曲中说出青蛙的两个活动。 

            例：  

                    教师：阿里，那只青蛙在做什么？ 

                    阿里：老师，青蛙在跳和游泳。 
 

10.  教师说明青蛙在陆地的移动方式是跳；而在水里的移动方式是游

泳。 
 

11.   根据学习成果 2.4.2，教师利用幻灯片呈献各种动物的移动方
式。 

 

12.   教师讲解笔记中动物移动的重要性。  
 

13.  教师要求学生预测如果动物不移动的后果。  

                例：  

               教师：如果动物不移动会有什么后果？              

学生：（学生的答案） 
                                        

               教师：如果动物不移动，它们可以得到食物吗？ 

              学生：（学生的答案） 
 

14.  教师说出几种动物名称并要求学生模仿其移动方式。 
 

15.  师生进行猜动物的游戏，一位学生表演动物的移动方式，其他学
生猜出有关动物。 

 

16.  教师引导学生说出动物的各种移动方式。 
 

17.  教师以微软简报图形软件播放“云端上”这首曲子，并要求学生

齐合唱。（附件） 
 

18.  学生回答活页练习 1-5。 

评估： 1. 学生完成活动练习 1-2 。 
 

辅助活动： 1.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3。 
 

增广活动： 1.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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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rik lagu 'Lompat katak lompat' 

 

 

 

 

Lompat lompat lompat katak lompat, 

Lompat melompat dalam kolam, 

Berenang-renang bersukaria, 

Sambil menyanyi 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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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rik lagu 'Tinggi di awan' 

 

 

 

 

Lihatlah lihatlah di langit biru, 

   Burung berterbangan berkawan-kawan, 

Riangnya riangnya rasa hatiku, 

Ingin ku bersama tinggi di awan. 

Lamp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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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 

 

 

 

 

 

 

 

 

动物的移动方式 

 

1. 动物移动的原因 :  

 寻找食物 

 逃避敌人 

 寻找居住的地方 

 寻找伴侣来繁殖 

 

2. 动物有很多移动方式， 例如: 

 

 

 

 

 

 

 

 

 

 

 

 

 

 

 

 

日期:      笔记 

游泳 

 儒艮， 鱼，  

蝌蚪， 鸭， 海龟 

飞 

 蝙蝠，鸟，蝴蝶 

爬 

鳄鱼，乌龟，  

蚂蚁， 马陆 

走 

牛，大象，老虎 

跑 

马，老虎， 鹿 

蠕动 

蜗牛 

滑行 

蛇  

跳 

青蛙， 袋鼠， 

兔子        

主题核心：科学和工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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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 

( 飞 /走) 

   

 

乌龟 

 ( 爬 /跳 ) 

 

 
青蛙 

( 跳 / 跑 ) 

  

 

鱼 

( 游泳/ 爬 ) 

  
长颈鹿 

( 走/滑行  ) 

  

 
蟒蛇 

       (蠕动/滑行 ) 

 

  
蝙蝠 

       ( 飞/走) 

 

  

 

 

 

 

大象 

( 爬 / 走) 

 

 
 

日期:      

动物如何移动，把对的答案圈起来。 

分数:     / 8 

活页练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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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期:      

 连一连。 

分数:     / 5 

活页练习  2 

 

 

跑 

 

 

飞 

 

 

跳 

 

蠕动 

 

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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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哪种动物会跳? 

 

 

 

2.    以下哪种动物会游泳? 

 

 

 

3.    以下哪种动物会跑? 

 

 

 

4.    以下哪种动物会爬? 

 

 

 

5.    以下哪种动物会飞? 

 

 
 
 

 

日期:      

把对的答案圈起来。 

活页练习  3 

分数: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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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     下图有八种动物。  

              

 

 

 

 

 

 

       a) 写出两种会游泳的动物.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写出两种会飞的动物.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写出两种会跳的动物.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写出两种会爬的动物.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数:     / 8  

日期:      

 填一填。 

活页练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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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鸭子在池塘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蛇的移动方式是_______________。 

     3.   鸟在空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骆驼可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快. 

     5.   蜗牛的移动方式是_______________ 

 

 

 

 

 

  

 

 

 

 

 

 

 

  分数:     / 5  

日期:      

 填一填。 

活页练习  5 

蠕动 
跑 

飞 滑行 

游泳 

主题核心：科学和工艺世界 
二年级 



 水的力量大 

41 

   

主题核心：科学和工艺世界 
二年级

课题:  水的力量大 
 

概要: 通过此课题，学生将认识植物的基本需求：水 
 

内容标准: 生物科学 
3.1    了解植物的基本需求 
3.2    明白植物拥有基本需求来生存 
      

学习标准: 3.1.1 鉴定水，空气和阳光是植物的基本需求 
3.1.2 进行研究来推论水，空气和阳光对植物的重要性 
3.1.3 以绘图、资讯和通讯工艺、书写或口述把观察结果加以说明 
3.2.1 给予植物基本需求以确保植物能茁壮成长. 
 

时间: 60 分钟 

教材: 1. 塑料杯 

2. 棉花 

3. 绿豆 

4. 活页练习 1 = 评估. 

5. 活页练习 2 = 辅导. 

6. 活页练习 3 = 增广. 

7. 活页练习 4. 

 

教学活动: 
  

活动: 
1. 教师准备： 

 两节有树叶的树枝（草质茎植物） 
 一节放入盛有水的烧杯 
 一节放入没有盛水的烧杯 
 放置三天 

 
2. 学生观察后回答问题 

例： 
a. 你们看到什么？ 
b. 为什么那叶子会枯萎？ 
c. 为什么另一颗的叶子不会枯萎？ 

 

活动 2: 
1. 教师提问关于植物在雨季和旱季的情况 

 
2. 学生被分为两组 

 第 1 组 : 旱季的植物 
 第 2 组 : 雨季的植物 

 

3. 学生根据季节角色扮演 
例： 
师: 现在，旱季来临了。 
生: 旱季组的学生扮演植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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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指示每组换不同的题目（旱季或雨季），以便学生能够扮
演不同的角色 

活动 3: 
1. 教师准备 

 将几颗绿豆浸隔夜 
 将绿豆播种在塑料杯里的湿棉花直至发芽 

 
2. 教师将学生分为几组以进行实验 

 
3. 各组将被派于两个塑料杯和两团相同体积的棉花 

 
4. 学生将塑料杯标上 A 和 B. 

 
5. 学生将一团棉花浸湿 

 
6. 学生将已浸湿的棉花放入塑料杯 A ；将没浸湿的棉花放入塑料

杯 B 

 
7. 学生将幼苗放入塑料杯内 

 
8. 学生将两个塑料杯放置窗旁 3天 

 
9. 实验进行期间，学生需作出观察 

 
10. 学生回答活页练习 4. 

 
11. 三天后，教师与学生讨论实验结果 

例: 
a. 在 A 塑料杯与 B 塑料杯里的幼苗有什么分别？ 
b. 为什么 B塑料杯里的幼苗会枯萎? 
c. 为什么 A塑料杯里的幼苗健康生长? 
d. 幼苗是否因为阳光不充足而枯萎? 
e. 为什么? 
f. 你认为植物健康地生长需不需要水? 

 
12. 学生根据观察做出结论：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 

 
13. 学生在塑料杯上绘出脸部表情以代表幼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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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学生讨论：如何确保植物健康生长 
 

评估：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1 

辅助活动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2 

增广活动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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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基本需求 

1. 植物的基本需求: 
a. 水 
b. 阳光 
c. 空气 

 

 

 

 

                

 

 

日期：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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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把你所观察到的，画在以下的图表。 

分数:     / 10 

活页练习  1 

干棉花 湿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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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连一连。    

分数:     / 8 

活页练习  2 

天天浇水 

 

不浇水 

主题核心：科学和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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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日期：      

 画出植物几天后的情况。 

活页练习  3 

分数:     / 10  

 

 

 

           

 

   

 

            

主题核心：科学和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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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页练习  4 

以面部表情回答以下的问题。 

星期: 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 

树苗是否枯萎? 

树苗 A 树苗 B 

  

 
星期: 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 

树苗是否枯萎？ 

树苗 A 树苗 B 

  

 
星期: 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 

树苗是否枯萎? 

           树苗 A 树苗 B 

  

 

日期：      

主题核心：科学和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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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课题:  健康的生活 
 

概要: 通过此课题，学生将认识空气是植物的基本需求 
 

学习目标: 生物科学 
 
3.1    了解植物的基本需求 

 

学习成果： 3.1.1 鉴定水、空气和阳光是植物的基本需求 

3.1.2 进行研究以推论水、空气和阳光对植物的重要性 

3.1.3 以绘图、资讯和通讯工艺、书写或口述把观察结果加以说明 
 

时间: 60 分钟 
 

教具: 1.  植物幼苗 

2. 透明塑料袋 

3. 活页练习 1 和 2     = 评估. 

4. 活页练习 3             = 辅导练习 

5. 活页练习 4             = 增广练习 

 

教学活动: 
  

活动 1: 
1. 教师根据学生现有知识，教师与学生讨论生物的基本需求. 

 
2. 教师说明所有的生物都会呼吸。. 

例题: 
a. 什么是生物? 
b. 生物会呼吸吗？ 
c. 生物利用什么来呼吸？ 
d. 植物会呼吸吗? 

 

 活动 2: 
1. 教师把学生分成几组来进行研究。. 

 

2. 每组学生提供植物幼苗和透明塑料袋。 
 

3. 学生把该植物幼苗标上“A”。 

 

4. 教师用透明塑料袋把 A 幼苗包起来并说明里头没有空气。 
 

5. 学生将 A 幼苗放在窗口旁并放置一星期。 
 

6. 教师把另一棵没有包上透明塑料袋的 B幼苗放在窗口旁，作监
控实验。  

 

7. 两棵幼苗连续一星期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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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8. 一星期后，学生根据研究成果做出观察。--. 
例题: 
a. 幼苗 A和幼苗 B有什么分别？ 
b. 为什么幼苗 A会枯萎？ 
c. 为什么幼苗 B茁壮生长？ 
d. 幼苗 A是否缺少阳光而枯萎？ 
e. 为什么你这样说？ 
f. 幼苗 A是否缺少水分而枯萎？ 
g. 为什么你这样说？ 
h. 为什么用透明塑料袋包起来的幼苗会枯萎？ 
i. 你认为植物需要空气来生存吗？ 

 
9. 学生根据观察作出结论：植物需要空气来生存。. 

 

评估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1 

辅助活动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2 

增广活动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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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把观察结果画在图表里。 

分数:      / 10 

活页练习  1 

被透明塑袋包起来的植

物。 

没被透明塑袋包起来的植

物。 

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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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日期      

连一连， 7 天后植物生存情况。 

 

分数:     / 8 

活页练习  2 

          生存 

枯萎 

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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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填一填。 

活页练习  3 

分数:     / 10  

死亡      空气       油       枯萎       塑袋   

1 植物被透明___________包起来会死亡，因为没有

_____________。 

2.  在叶子上涂____________。 植物会___________，因为没

有空气    . 

  3 植物被封密在瓶子里会 __________，因为没有空气    . 

 

透明塑袋 

在叶子涂上

油。 

盖子 

主题核心 : 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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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课题: 照亮我的生活 
 

概要: 通过此课题，学生可以说出植物的基本需求是阳光。 
 

内容标准: 生物科学 
 
3.1    了解植物的基本需求 
 

学习标准: 3.1.1 鉴定水、空气和阳光是植物的基本需求 

3.1.2 进行研究以推论水、空气和阳光对植物的重要性 

3.1.3 以绘图、资讯和通讯工艺、书写或口述把观察结果加以说明 
 

时间: 60 分钟 
 

教材: 1. 幼苗 

2. 瓷砖 

3. 评估活页练习 1 

4. 辅导活页练习 2 

5. 巩固活页练习 3 

6. 巩固活页练习 4 

教学活动: 
  

活动 1:  
1. 教师事前准备： 
 活动进行前的一个星期，教师先用瓷砖把草场的一部分草地遮

盖。 
 
2. 教师带学生到草场去。 

 
3. 教师移开瓷砖以观察瓷砖下的草。 

 
4. 学生观察瓷砖下草的生长的情况后回答教师发问的问题。 

例：  
a. 你们看到什么？ 
b. 为什么瓷砖下的草是黄色而其它草地上的草是青色的？ 
c. 为什么被遮盖的草会变成黄色？ 
d. 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草变成黄色？ 

 
5. 经过观察，学生以口头方式回答植物的基本需求是阳光。 
 

活动 2: 
1. 教师把学生分成几组以进行试验。 

 
2. 每组学生将备有一棵树苗。 

 
3. 教师把一棵树苗放在窗口边以作监控实验。 

 
4. 学生把树苗放在科学室的厨里长达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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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5. 学生每天为树苗浇水。 
 

6. 一星期后，学生观察实验结果。 
例： 
a. 放在窗口边和厨里的树苗有什么分别？ 
b. 放在窗口边树苗的树叶是什么颜色？ 
c. 放在厨里幼苗的树叶是什么颜色？ 
d. 为什么放在厨里树苗的树叶会是黄色？ 
e. 厨里树苗树叶变黄的原因是缺水吗？ 
f. 为什么你们认为不是因为缺水造成叶子变黄呢？ 
g. 如果不是，那么会是什么因素造成厨里树苗的树叶变黄？ 
h. 那你们认为植物真的需要阳光吗？ 

 
7. 通过观察，学生说明植物的基本需求是阳光。 

 

评估：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1 

辅助活动：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2 

增广活动：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3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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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在以下图表中画出你的观察。 

分数:      / 10 

活页练习  1 

在橱里 在窗边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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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七天后植物的叶子会怎样？把它涂上颜色。 

活页练习  2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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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     / 10 

黑箱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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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棵植物得到充足的________ ( 阳光，水 ) 。 

这棵植物会 ___________ ( 枯萎，成长 ) 又健康。 

 

                                                           

 
 

 

 

2. 这棵植物得不到充足的__________ ( 空气，阳光 ) 。 

这棵植物会__________（死亡，成长)。 

 

 

  

 

日期：      

 圈出正确的答案。  

活页练习  3 

分数:     / 8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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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日期：      

 把得到空气的植物画 (/)。 

活页练习  3 

分数:     / 6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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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课题:  小变大 
 

概要: 通过本课题，学生将认识植物成长过程。 
 

学习目标: 生命科学 
 
3.3    了解植物的成长 
  

学习成果： 3.3.1 研究并记录植物的高度和叶片数量随着成长而增加 

3.3.2 以绘图、资讯和通讯工艺、书写或口述把观察结果加以说明 

时间: 60 分钟 
 

教具: 1. 小辣椒树 

2. 绿豆 

3. 棉花 

4. 塑料杯 

5. 颜色纸条 

6. 活页练习 1 = 评估. 

7. 活页练习 2 = 辅导 

8. 活页练习 3 = 辅导 

9. 活页练习 4 = 巩固 

 

教学活动: 
  

活动 1 
1. 教师展示一棵小辣椒树后提问： 

问题: 
a. 依你们所见，这植物从小就是这么大吗? 
b. 如不，它原本有多大棵呢? 
c. 这树到底怎么了? 
d. 这叫什么过程呢? 

 

活动 2 
1. 教师提前做好准备。 

 把几颗绿豆浸整夜。 
 把绿豆放在湿棉花上直到绿豆发芽。 

 
2. 教师把学生分成数组以进行研讨。 

 
3. 每组获得一个装有幼苗的烧杯子。 

 
4. 学生把装有幼苗的烧杯放在窗口旁，并每天浇水长达一星期。 

 
5. 在这星期里，学生每天观察幼苗的成长过程，并利用颜色纸条

测量幼苗的高度。 
 

6. 学生以颜色纸条纪录植物的高度 (附录 1) 
 



  小变大 

64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7. 学生讨论有关植物的成长过程。 
问题： 
a. 你的植物有成长吗？ 
b. 你的植物如何成长？ 
 

8. 根据观察结果，学生作出结论：植物会成长 
 

9. 教师以游戏作为结尾 
a.   学生分组进行游戏 
b.   每个组员必须闭上双眼 
c .  教师分派一张不同成长过程的图片给每一个组员 
d. 当教师要求学生睁开眼睛时，组员必须把植物成长过程顺序

排列。 
e. 以最短时间排列植物成长过程的组别获胜 
 

评估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1. 

辅导练习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2 及 3. 

巩固练习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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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成长过程. 

 

1. 全部植物会成长. 

2. 植物从小到大成长过程如下.  

 

    

 

       

日期：      笔记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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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i pertama.                  Hari  ke-3 
           

 

 

 

 

 

 

                 Hari ke-5                    Hari ke- 7           

 

 

 

日期      

根据植物的成长过程， 画出植物。 

分数:      /8 

活页练习  1 

第一天 第三天 

第五天 第七天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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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顺序排列植物成长过程。 

 

活页练习  2 

分数:     / 8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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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     / 5 

日期      

把较高的植物涂上颜色。 

活页练习  3 

A  B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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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凤仙花会(枯萎，成长)。 

   2 凤仙花会变(矮, 高)。 

 3 凤仙花叶子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少）。 

 4 凤仙花会（ 成长，枯萎）。 

     5 凤仙花从幼苗变成（树苗，种子）。  

 

 

 

 

 

 

分数:     / 10  

日期      

在正确的答案画线。   

活页练习  4 

三星期后。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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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苗的高度 

   

 

 

 

 

 

 

 

 

 

 

 

   

 

 

 

                                                                                                                                                                                          

   研究的天数
  
                                   第一天       第三天        第五天       第七天 

附录  1 

主题核心：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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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科学和工艺世界 
二年级

课题: 手电筒照亮我的生活 
 

概要: 通过此课题，学生可以学到亮和暗。 

内容标准: 物理科学 
 
4.1 分析光和暗的情况 
 

学习标准: 4.1.1 确认光源如太阳，灯，手电筒，火 
 
4.1.2 通过研究来辨别光和暗的 情况 
 
4.1.4 推论光的需要 
 
4.1.5 以绘图，资讯和通讯工艺，书写或口述把观察结果加以说明 

时间:  60 分钟 
 

教材: 1. 光源图 

2. 盒子 

3. 乒乓球 

4. 手电筒和干电池 

5. 评估活页练习 1和 2 

6. 辅导活页联系 3 

7. 巩固活页练习 4 

 

教学活动: 
  

活动 1： 

 

1.  教师以问答方式探讨学生对亮和暗的现有知识。 

               例：  

                          教师：同学们，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 

                          学生：白天。 

 

                          教师：为什么你们说是白天呢？ 

                          学生：因为有太阳。 

                                      （或其他答案） 

                                     

2.  师生继续有关亮和暗的问答环节。  

 

3.  教师扩充学生对亮和暗的概念。 
 

4.  教师引导学生说明有太阳的地方会亮而没有太阳的地方会暗。 

5.  教师要求学生以两人组合对光源进行脑力激荡活动。 
 

6.  每个组合将尽量把光的来源写在教师所准备的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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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科学和工艺世界 
二年级

7.  根据学习成果 4.1.1，教师利用图画展示光源。 
 

8. 学生回答有关光源的活页练习。 
 

活动 2： 
 

 1.   教师拿着一个盒子：: 
 
         i)  把乒乓球放进盒子里并黏在盒子的底部，再用胶纸密

封。 
 
         ii) 盒子的一边开一个和手电筒口同样大小的洞。把手电筒

的口放进盒子里。 
                     （备注：手电筒的等还没点亮） 
 
        iii) 在盒子得上端开一个和 50 仙同样大小的洞。 
 

2.  教师要求每组同学上前观看盒子上端的洞。 
 

3.  教师要求学生说出盒子里的东西（手电筒的灯还没亮）。 
 

4.  教师按下手电筒的开关，并要求学生再看一次。 
 

5.  教师要求学生说出盒子里的东西（手电筒的灯已点亮）。 
 

6.   教师要求学生作出推断，为什么手电筒的灯点亮后可以看到乒乓
球？ 

 

7.  教师引导学生做出总结，人类和动物需要光来看周围的事物。 
 

评估: 1.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1 和 2。 

辅助活动: 1.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3。 

增广活动: 1.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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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科学和工艺世界 
二年级 

  

 

 

 

 

 

 

 

 

 

 

 

 

 

 

 

 

 

  

光和暗 

1. 光线使周围变亮。 
 

2. 没有光线，周围会变暗。 

 

3. 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得到光线。 
 

4. 光线的例子: 

 

               
           阳光              灯        

                    
                    手电筒           火 

 
5. 蜡烛、油灯和火把需要火才能提供光源。 

 

 
 

日期:      笔记 

主题核心：科学和工艺世界 
二年级 



 
手电筒照亮我的生活 

 
 

74 
 

主题核心：科学和工艺世界 
二年级 

 

 

 

                  灯   太阳     

 月亮                   手电筒 

 

                镜子                蜡烛 

 

 

 

 

 

 

日期:      

圈出能够提供光源的物体。 

分数:    / 4 

活页练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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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科学和工艺世界 
二年级 

            

 
 

 

'魔术盒' 

 

     1.  当没有____________的时候，魔术盒里的物体就看不见。 

      2.  魔术盒里是 _______________的。 

      3.  ________________ 被用来提供光源。 

      4. 当有光线的时候，魔术盒里是______________的。 

      5. 魔术盒里的物体是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以正确的词语填充。  

分数:     / 5 

活页练习  2 

亮 乒乓球  手电筒 

光线 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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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组课题：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课题: 奇怪……好像都一样啊! 
 

概要: 通过本课题，学生将认识影子如何产生并制作影子游戏。 

内容标准: 物理科学 

 

4.1 分析光和暗的情况 

4.2 应用影子形成的知识 

学习标准： 4.1.2 通过研究区别光和暗的情况 

 

4.1.5 以绘图、资讯和通讯工艺、书写或口述把观察结果加以说明 

  

4.2.1 制作影子游戏，如皮影戏等 

 

时间:  90 分钟 
 

教具: 1. 投影机 – “神奇的影子” 

2. 厚卡片 

3. 糨糊 

4. 剪刀 

5. 椰肋 

6. 雨伞 

7. 活页练习 1 及 2 = 评估. 

8. 活页练习 3 = 辅导. 

9. 活页练习 4 = 增广 

 

教学活动: 
  

活动 1 
 

1.  教师要求学生闭上双眼并仔细聆听教师讲述故事“狗与影子”。.
 

2.  听过故事后，教师要求学生把眼睛睁开，教师根据故事提问，并

要求学生回答。 

               例如:  

                          教师  : 同学们，为什么骨头会掉下水

里? 

                          学生 : 小狗张开嘴巴。 

                          教师  : 为什么它张开嘴巴? 

                          学生 : 因为它要吃另一根骨头。 

                                      (或其它有关答案)         

3.  教师继续与学生讨论至学生知道什么叫“影子”。 

 

4.  根据故事内容，教师说明影子如何产生以开拓学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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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师引导学生做出结论：当光被物体阻挡时，便会产生影子。 
 

 
活动 2 
 

1.  教师投射有关光被物体阻挡时，产生影子的影像。 
     (备有光碟) 
 

2.  教师指名一位学生将手电筒照射在一道白墙上。 
 

3.  另一名学生则把手放在 手电筒前以便墙上 能产生影子。 
 

4.  教师提问有关影子的位置：影子是在手前面或手后面形成。 
 

5.  教师引导学生作出结论：影子在阻挡光的物体后形成。 
 

6.  该名学生被令把手移向或远离手电筒（在阻挡光线的情况下）以
观察影子的变化。 

 

 7.  教师要求学生说出当手移向或远离手电筒时，影子的变化。 
 
 

活动 3 

1.    教师分派每个学生各一张厚卡片和一枝椰肋。 

2.    教师要求学生根据各自的想象力画出人或动物的头。 

3.    教师要求学生剪出有关“头”的形状。 

4.    教师要求学生在有“头”上的眼睛、鼻孔及嘴巴穿洞。 

5.    教师要求学生把椰肋贴在“头”的后面。 

6.    教师要求学生把作品带到科室外以进行“皮影戏”活动。 

 
活动 4 
 
1.  教师要求学生到课室外，并寻找一个可以获得阳光的位置。 
 

2.  教师以雨伞做示范并说明当光被雨伞阻挡时会产生影子。 
 

3.  教师让学生根据创作能力利用雨伞产生各种形状的影子。 
 

4.  教师指示学生利用他们的作品，以太阳为光源进行皮影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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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师作出结论，在家里，除了太阳，学生也能用手电筒或电灯作
为皮影戏的光源，并以墙壁或白布为荧幕以观察影子的形成。 

 

评估 1.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1. 
 

辅助活动 1.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2. 
 

增广活动 1. 学生完成活页练习 3. 

 

 

 

 

 

 

 

 

 

 

 

 

 

 



奇怪。。。好像都一样啊!   
 

80 
 

  

 

 

 

 

 

 

 

 

 

 

 

 

 

 

 

 

 

 

影子 

 

1.当光亮被不透明的东西阻挡， 就会形成影子. 
 

2.物体的影子会以型状和体型而改变. 
 

 
 

                                
影子 

 
 
 
 
 

 
 
* 试一试观察这三张图片的光源. 

日期: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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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光源是 ______________. 

 

 

 

 

 

日期:      

把图片涂上颜色， 然后画出它的影子和光源。 

分数:    / 2 

活页练习  1 

模组课题：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画出这动物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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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将动物的名称和它的影子连一连。 

 

活页练习  2 

袋鼠 

公鸡 母鸡 

马 

鹿 

分数: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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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 5 

模组课题：科学与工艺世界 
二年级 

日期:      活页练习  3 

圈出正确的答案。 

手电筒 物体 
影子 

  1 影子会形成当_____________   （光亮，反影 ）被物体
  阻挡。     

 

 2 影子的位置和光源是____________ （不相同，相同)  
 

 3 影子是________ (黑色，白色)的. 
 

 4 影子的型状和物体___________（相同， 不相同）。 
 
 5 影子的位置在物体的______________ (后面，前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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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我的创造物 
 

概要: 通过此课题, 学生将根据有图片的说明书制作构造物。 

学习标准: 工艺和永恒的生活 

5.1    根据有图片的说明书加以分析组装元件 
        
 

内容标准: 5.1.1 根据有图片的说明书选择元件 

5.1.2 根据有图片的说明书安装构造物 

5.1.3 口述构造物的成品 

时间: 60 分钟 

教材: 1 套拥有图片说明书的构造物 

 

教学活动: 
  

活动 1 
 

1. 教师展示一个创造物模型。 
( 例如：屋子模型和汽车模型 ) 
 
 
 

 
 
 

2. 师生对于有关模型进行口头问答。 
教师提问: 
a) 创造物是怎样完成的? 
b) 你可不可以不用说明书而将创造物组装? 
 

3. 教师针对需要自己组装的工具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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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2 
 

1. 教师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 

2. 每组将被分配一套有创造物元件和图片说明书的创造物。 

3. 教师对有关的图片说明书加以说明。 

4. 每组必须根据图片说明书选择元件。 

5. 学生根据有图片的说明书组装创造物。 

6. 每组的代表口述构造物的成品。 
 

 

 

 

 

 

 

评估  

辅助活动  

增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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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科技 

1. 在市场上可以找到各种组装的物品。通常这些组装物品都配有说明
书。 

 
 

 
 

 

           

日期: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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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下是各种组装物品的说明书。其中有图案或图片和书写指示。我

们必须依据说明书来完成组装。 

 
 

                                  
 

                              

日期: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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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从说明书中选出所要组装的模型。其中有建筑物、交通工具、动

物和我们喜爱的模型。 

 
 

 

4. 确定所选择的元件种类和数量正确和足够让我们进行组装活动。 

           
 

                              

日期: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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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说明书上的步骤，装配以下的元件。 
 

1 2

7

3

4 5 6

 
6. 学生展示所装配好的模型。 

          
 

 

                              

日期      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