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五单元 5.3 稳定与不稳定

执教：上海市普陀区真如文英中心小学 周唇唇

一、教学任务分析

《稳定与不稳定》是上海远东出版社《自然》（牛津上海版)教材第九册第五单元《平衡、压强、浮力》

的第三课时，属于《上海市小学自然课程标准》一级主题“物质世界”中的二级主题“运动和力”模块中

的内容。本节课在学生原有的认识基础上探究影响物体的稳定性的因素，将为进一步学习本单元知识奠定

基础。

通过第一阶段的学习，学生已经知道了宽大的底座、以及较矮的底座都能使物体保持平衡。学习本节

内容学生需要知道物体如何保持平衡、力的平衡，并掌握设计对比实验方案等基本技能。

所执教班级的学生通过前面的学习，知道如何保持平衡，并通过生活经验，能够初步了解人站在高跷

上会不稳定，产生摇摆现象，但绝大部分学生对于影响物体的稳定性因素比较模糊，未做过深入的思考与

探究。因此，本节课要创设情境，激发学生主动探究影响物体稳定性因素的愿望和积极性。

本节课首先通过“玩竹筒高跷”体验活动，引出“稳定与不稳定”课题，学生依次选择不同规格的高

跷，产生不同的感受，从而对影响物体的稳定性因素提出猜测；然后，学生利用教师提供的 2 个装满水的

矿泉水瓶、乐高积木等实验器材，在小组合作中完成对比实验方案的讨论与交流；紧接着，根据实验方案

完成对比实验操作，得出物体的稳定性与物体支持面的大小和物体的高度有关的实验结论；之后，通过分

析生活实例，了解提高稳定性在生活中的应用，体会科学技术与生活密切相关；最后，通过 “水瓶倒立游

戏”，了解物体有重心，当重心越低物体越稳定。

本节课主要由“踩高跷游戏”、“探究影响物体稳定性的因素”、“水瓶倒立游戏”三个活动构成，通过

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讨论与实验，让学生感受科学探究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好奇与兴趣，体

验做科学的乐趣。在学习过程中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探究，体验合作学习的乐趣，体会交流与合作的重

要性，努力让探究过程变得更有意义。在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养成善于观察、勇于提问、乐于实践的学

习习惯，通过对比分析最终归纳出实验结论，秉承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注重学生科学素养的提升。

二、教学目标

1、通过“踩高跷游戏”体验，初步感知影响物体稳定性的一些因素，产生探究兴趣。

2、通过“验证影响物体稳定性因素”实验，了解物体的稳定性与物体支持面的大小和物体的高度有关；

支持面越大，物体高度越低，稳定性就越高，了解提高物体稳定性在生活中的应用。

3、通过“水瓶倒立游戏”，了解重心越低，物体越稳定。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初步感知影响物体稳定性的一些因素，对自己的科学猜想进行验证。

难点：产生物体的稳定性与物体支持面的大小和物体的高度有关的猜想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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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资源

1、实验器材：2 个装满水的矿泉水瓶、1 个盛有部分水的矿泉水瓶、竹筒高跷、乐高积木、实验记录

单、评价单等。

2、自制 PPT 幻灯片、希沃教学助手。

五、教学设计思路

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体验踩高跷游戏，二是探究影响物体稳定性的因素，三是

水瓶倒立游戏。

本节课设计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通过玩踩高跷游戏体验活动，引出课题“稳定与不稳定”，学生依次体

验两组高跷，交流感受，通过将高跷进行对比，从而对影响物体的稳定性因素提出猜测；然后，学生利用

教师提供的实验器材，针对自己提出的猜测，在小组合作中完成对比实验方案的设计与交流；紧接着，根

据实验方案完成对比实验操作，得出物体的稳定性与物体支持面的大小和物体的高度有关的实验结论；之

后，通过分析生活实例，了解提高稳定性在生活中的应用，体会科学技术与生活密切相关；最后，教师通

过提问“小圆桌能稳稳的站立是利用了哪一原理呢？”这一问题引发学生思考，指导学生进行“水瓶倒立

游戏”，通过观察、分析实验现象，了解物体有重心、重心有高低，并且物体的重心越低越稳定。

本设计要突出的重点是：初步感知影响物体稳定性的一些因素，对自己的科学猜想进行验证。方法是：

通过学生体验高跷时不同的感受引发思考，观察、比较不同组的高跷，提出猜想；选择适合的实验器材进

行反复实验操作，归纳总结出科学概念。在探究物体的稳定性与支持面的实验中，提供给学生 2 个相同的

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学生在实验操作时只需将一个是正立和倒立，改变支持面的大小，实验操作简便。在

探究物体稳定性与物体高度的实验中，提供给学生一些乐高积木，让学生拼搭出不同高度的结构，这样，

学生就能方便的进行对比观察与实验操作。最后学生通过实验操作，直观地得出物体的稳定性与物体支持

面的大小和物体的高度有关，支持面越大，物体稳定性越高，高度越低，稳定性越高的实验结论。随后，

通过“水瓶倒立游戏”让学生感受到物体有重心，重心的高低会影响物体的稳定性。从而引导学生知识迁

移，物体高度的变化其实就是物体重心的高低在发声变化，归纳出物体的稳定性与重心的高低有关，重心

越低越稳定。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在自己的主动探索和思维的碰撞中完成学习，

并逐步养成科学思维的方式，发展科学思维的能力。

本设计要突破的难点是：产生物体的稳定性与物体支持面的大小和物体的高度有关的猜想和验证。方

法是：巧设教学环节，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在学生交流玩高跷的感受的过程中，引导

学生对于不同组的不同感受产生质疑，进而在小组合作与交流中制定出科学的实验方案。由于学生在设计

对比实验方案时要严格运用控制变量法，而影响物体稳定性的因素由多方面组成，所以在制定实验方案前，

首先让学生先根据“踩高跷游戏”对可能影响物体稳定性的因素做出合理的猜想，这一教学环节不仅能够

激发出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究兴趣，更能够帮助学生理清在实验过程中存在的各个变量，让学生在设计对比

实验的过程中对于变量的控制更加明确与清晰；然后，在分组设计与交流过程中，各个小组选取不同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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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点，集思广益，共同探讨与设计科学的实验方案；最后，在交流与汇报环节中，教师引导学生开展进一

步的思考，加深对于对比实验方案设计的理解。因此本教学难点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学生后续的实验

探究奠定基础。

六、教学流程

1、教学流程图

2、教学流程图说明

活动Ⅰ：踩高跷游戏

组织学生 2 人合作，一扶一踩，分别体验 2 组高跷，初步感知影响物体稳定性的一些因素，产生探究

兴趣，并提出自己的猜测，从而以物体的稳定性为主题开展探究活动。

活动Ⅱ：验证影响物体稳定性因素的实验

学生根据自己的猜测，利用教师提供的实验器材，在小组合作中完成对比实验方案的设计，并根据小

组交流展示情况，修改与完善实验方案。

根据实验方案与实验器材完成对比实验操作，得出物体的稳定性与物体支持面的大小和物体的高度有

关，支持面越大，物体稳定性越高，高度越低，稳定性越高的实验结论。

讨论与交流物体的稳定性在生活中的应用实例，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现象，通过课内

外结合，让学生关注生活，体会科学技术与生活的关系。

活动Ⅲ：水瓶倒立游戏

通过“水瓶倒立游戏”，知道物体有重心，且重心越低物体越稳定。

3、教学主要环节 本节课分为三个主要的教学环节。

活动Ⅰ

踩高跷游戏

活动Ⅱ

验证影响物体

稳定性因素的

实验

活动ⅡI

水瓶倒立游戏

物体的稳定性

与支持面大小、

物体的高度有

关

物体稳定性的

生活应用

重心越低，物体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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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环节，体验踩高跷游戏环节：组织学生 2 人合作，一扶一踩，分别体验 2 组高跷，初步感知影响

物体稳定性的一些因素，产生探究兴趣，并提出自己的猜测，从而以物体的稳定性为主题开展探究活动。

第二环节，探究影响物体稳定性的因素：学生利用教师提供的实验器材，针对自己提出的猜测，在

小组合作中完成对比实验方案的设计与交流；然后根据实验方案完成对比实验操作，得出物体的稳定性与

物体支持面的大小和物体的高度有关的实验结论。通过分析生活实例，了解提高稳定性在生活中的应用，

体会科学技术与生活密切相关。

第三环节，水瓶倒立游戏：知道物体有重心，且重心越低物体越稳定。

七、教学活动

活动一 体验踩高跷游戏

学 生 活 动 指 导 要 点

1、游戏：体验踩高跷游戏。

2、交流：谈踩高跷的感受，说说为什么会感觉不

稳。

*本活动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揭示课题，不

必在此得出结论。

活动二 探究影响物体稳定性的因素

学生活动 指导要点

1.观察&讨论：3 组学生展示的高跷，有什么相同

和不同。

2.猜想：（1）物体的稳定性可能与支持面的大小

有关，支持面越大，越稳定。

猜想（2）物体的稳定性可能与物体的高低有关，

高度越低越稳定。

3.方案设计：根据实验材料，选择一个猜想，设

计实验。

4.学生实验。

5.交流&小结：物体的稳定性与物体的支持面大小

有关，支持面越大，越稳定；物体的稳定性与物

体的高度有关，高度越低，越稳定。

6、讨论：结合生活实践，交流生活中提高物体的

稳定性的应用有哪些？

*结合学生在踩高跷游戏活动中的感受，进行分析，引

导学生提出影响物体稳定性的猜测。

*教师引导学生理清在实验过程中存在的各个变量，让

学生在设计对比实验的过程中对于变量的控制更加明

确与清晰

*补充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引导学生解释通过什么方法

来提高物体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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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观察：图片资料，解释它们分别是利用什么原

理来提高物体的稳定性的？

*引导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

活动三 水瓶倒立游戏

学生活动 指导要点

1、思考：小圆桌是利用什么原理提高物体的稳定

性的呢？

2、实验&观察：将2个水瓶倒立在桌上（一个有部

分水，一个装满水），对它们施加相同的力，会产

生怎样的现象呢？

3、归纳：物体的稳定性还与物体的重心有关，重

心越低越稳定。

4、思考：为什么我们站在比较高的高跷上会觉得

不稳呢？

5、课堂总结。

*引导学生从小圆桌的结构、材料上进行分析与讨论。

*引导学生将知识点进行迁移，了解到之所以站的更高

会觉得更不稳，是因为高度增加的过程中，人的重心也

变高了。

板 书

5.3 稳定与不稳定

越大

越稳

越低

越稳

物体的

稳定性

支持面

的大小

重心的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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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单

5.3 稳定与不稳定

实验名称：探究物体稳定性与物体_________（支持面的大小/高度）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实验方案：（用文字．．或简图．．进行描述）

结论：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了，当物体________越______，越________;当物体__________越___________,

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动评价表

活动要求
等地标准

达成情况
☆ ☆

小组合作设计实验 2 人一组开展实验
能选择恰当的材料

设计方案。

观察现象分析结论
进行实验观察，并分

析现象

说出影响物体稳定

性的因素

（说明：达成活动要求的，可以在“达成情况”一栏中填入相应的星星数）

我的星星数：_______________（满星为 4 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