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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Research on Efficient Unit Integration in Online 
Teaching——Taking the Unit Sink and Float in the Second Vol-
ume of the Fifth Grade of the Textbook Editio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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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ow to carry out online teaching efficiently by science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is	a	difficult	problem	facing	science	teaching	at	present.	On	the	basis	of	a	brief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teaching	and	offline	teach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Sink and Float unit as an example and summarizes some suggestions for unit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author’s own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onlin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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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如何在线上教学中进行高效的单元整合——以教科版五
年级下册《沉浮》单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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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小学科学教师如何高效开展线上教学是当前科学教学面临的一大难题。论文在简要对比线上
教学与线下教学特点的基础上，以《沉浮》单元为例，笔者结合自身线上课程的实际经验，总结出一些单元整合的思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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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线上教学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兴起

的一种新兴教学模式。当下，由于疫情的特殊原因，所有学

生都在家进行线上学习。教师也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线

上教学。作为一名小学科学教师，笔者先将线上教学的优缺

点以及笔者的授课科目特点进行了对比。

（1）线上教学——高效资源整合，能迅速提高教材、

课程质量；但学生自觉性弱、无法互动、趣味性弱、授课时

间不能过长等。

（2）科学教学特点——动手实验为主、逻辑性较强、

需要师生互动等。

如何能尽量避免线上教学的弊端，同时又尽量在课程中

体现出科学教学的特点呢？笔者进行了多番尝试，并形成以

下几点思考，以小学科学教科版五下《沉浮》单元为例，来

阐述笔者是如何进行单元整合，并实施线上教学的。

2 依照课程标准对教材进行精简和整合，以完

成课标要求为底线

笔者详细分析了本单元在课标以及教材中的位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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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单元隶属于新课标中四大板块中的“物质科学”领域范畴，

涉及“运动”这一学科核心主题，具体涉及“力作用于物体，

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状态”这一主要概念，见图 1。

                           

图 1 “运动”的核心概念

运动是宏观的、外在的现象，力的作用则是内在的本质。

在小学阶段，涉及力学方面的分别有三年级的《磁铁》、五

年级上册《运动和力》单元以及五下本单元《沉浮》。三年

级学生初步感知磁力，五年级学生通过《运动和力》单元认识、

并学习了常见的力，本单元是在认识常见力——磁力、重力、

反冲力、摩擦力等力的基础上，带领学生进一步研究浮力 [1]。

通过观察沉浮现象，探究影响物体沉浮的因素，发现关于沉

浮的一些规律，形成初步的关于沉浮现象的解释，最后将学

生的关注点从沉浮的物体引向液体，发现改变液体的成分也

能改变物体的沉浮状态，发展学生多角度认识问题的思维能

力。通过与力有关的这几个单元的学习，希望学生能在小学

阶段初步建立力与运动之间的联系，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帮

助学生认识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在初中阶段，会让

学生通过学习深入理解并逐步确立两者关系，从定性研究走

向定量研究，见图 2。

图 2 物体的运动状态

3 在内容精简的基础上保持探究的完整性，围

绕核心概念整体设计单元活动

结合以上学情分析和现实教学特点，综合设计本单元的

内容，围绕“力作用于物体，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状态”

这一核心概念，笔者认为在单元整合教学中，本单元重点要

体现出通过探究不同物体的沉浮，形成关于对物体是上浮还

是下沉现象的解释，而且能明白物体与水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在课时安排上，笔者的设计思路大致如下：

以水中游动的小鱼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中

的沉浮现象，从对现象的观察中发现和提出问题，探寻物体

沉浮的规律，研究影响沉浮的因素，最后形成有关沉浮现象

的解释。故设置了以下四课内容：第一课是观察沉浮现象；

第二课探究影响沉浮的因素；第三课下沉的物体是否会受到

水的浮力；第四课，改变马铃薯的沉浮。虽然只保留了四节

课，但学生对沉浮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观察现象到探索规律，

再到逐渐接近科学原理的完整的探究过程 [1]，见图 3。

图 3 核心概念整体设计单元活动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4i1.6398



88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1期·2021 年 1月

4 注重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着力提高学

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4.1 归纳思维

学生在四年级已经学习了控制变量法，在本单元的第二

课和第四课，学生要运用控制变量法初步探究影响物体在水

中沉浮的因素，最后使用归纳法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种教

学方法培养的是学生的归纳思维能力。

4.2 类比思维

在第三课《下沉的物体会受到水的浮力吗》中要测量水

的浮力，而浮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上的，我们只能感受到却无

法直接测量，这该怎么办呢？本课借鉴了上学期《运动和力》

单元测量重力、摩擦力的方法。我们以重力为例，重力是竖

直向下的，我们无法测量。当用弹簧测力计拉住物体并在空

气中保持静止时，由于二力平衡（如果物体在两个力的作用

下处于平衡状态，那么这两个力是相互平衡的，简称二力平

衡），我们便将拉力看成了重力，但其实我们测得是拉力。

摩擦力也是如此，由于二力平衡的原因，我们将测得的拉力

看成摩擦力。在本课中，浮力无法测量，只能感受到，于是

利用浮力竖直向上的特点，让学生借鉴测量重力的方法，设

计实验，思考如何测量下沉物体受到的浮力。这种方法培养

的是学生的类比思维能力。

5 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增强师生互动，激

发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5.1 利用班级微信群，增加师生互动

线上教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师生互动，学生在家往往由

于无人看管也会忽视对副科的学习。怎样能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让他们也参与进来？笔者时常会将讲课中的问题发到班

级群里与学生进行互动。这样既可以侧面激励学生多在家进

行一些科学小实验，还可以收集学生的前概念。例如，在《沉浮》

单元的第一课，笔者将这个问题发在了班级群里：“你认为

物体在水中的沉浮与什么因素有关？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录

制实验小视频发到群里。”紧接着，笔者在微信里收到了很

多同学的回复，一部分同学是以文字的形式，一部分同学是

以视频的形式，多种多样。这种做法还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

支持，好几位家长发私信给笔者，表示要让孩子多动手做些

小实验，丰富日常的快乐生活。在鼓励孩子们和家长的同时，

笔者将学生通过微信发来的回复和实验视频进行了筛选、整

理，挑选了一部分放在空中课堂中，使教学的过程更真实、

课堂的形式更丰富。

5.2 动手录制实验视频，搜寻可在家进行的实验材料，

增加网络科学课的趣味性

为了避免网课的枯燥，增加科学课的趣味性，笔者录制

了一些可以在家取材的简单实验放到了课件中，方便学生在

家跟着课程一起动手操作。例如，“缝衣针在水中的沉浮”等；

在《热》单元，有的实验如“金属的热胀冷缩”，学生没有

酒精灯等规范的材料跟着实验该怎么办？笔者用生活中常见

的材料进行了替代：蜡烛替换了酒精灯，用硬币和牙签、纸

板替换了铜环和铜球。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家跟着教师一

起做试验了。此外，笔者还通过大量的网络搜索，寻找了一

些趣味性强、学生可以在家自行操作的科技小制作插入了课

件中，如“自制潜水艇”等，使科学网络教学的形式更活泼、

更有趣味性。

6 结语

线上课堂播出后，为了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笔者

开通了腾讯课堂作为课后的答疑和补充。通过跟学生的互动，

了解到多数学生很喜欢这样短时间高效率的授课形式，但是

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有的学生觉得学习的内容有难度，在短

短 15min 内无法理解全部内容；还有的学生觉得讲课形式和

课件可以再充满趣味性一些等等。线上教学还有很多值得再

思考、再研发的内容。笔者觉得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教师

还需要再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能力，学习更多的网络教学方

式方法，从而更好地为学生提供高效、有趣、灵活的线上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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