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52022 年第 4 卷第 07 期 课程研究

小学《生物的启示》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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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小学《生物的启示》教学中，研究对象广泛分布在自然生态环境中。在科学学科研究中，很多科学理论和定律均源于实践，

对此，应当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发展情况，准确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将仿生学应用于案例教学中，有利于引导学生融入自然，主

动观察生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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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生物的启示》是青岛版小学科学（五四学制）四年级下册

《创新与发明》单元的起始课，本课以学生观察葱叶结构引入探究，

并通过构建形象模型，查找有关仿生学的知识，引导学生了解仿

生的概念和应用，了解生活中能够见到的仿生物品，让学生了解

科学的意义，引导学生主动走进自然科学，让生活与科学紧密相连。

二、学情分析

在此之前，学生已经经历过了三年时间的科学知识培养，具

有一定的科学常识，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完成科学实验的设

计探究，生活中常见生物的了解，也为这一课时的学习活动提供

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能够帮助学生将科学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在

深入了解生活中生物的内在性质的同时拉近科学与生活的关系，

让学生主动走进科学。

三、教学目标

根据《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2017 版）的要求，确

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如下：

（一）科学知识目标

知道什么是建立模型，能用设计实验测试圆筒结构的承受压

力的能力，知道可以利用这种结构特点进行发明；知道很多发明

可以在自然界找到原型，能举出实例；知道什么是仿生。

（二）科学探究目标

学生能够利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制作与科学相关的结构模型；

能够在了解生物特性的情况下学会简单的仿生科学原理并进行仿

生设计；学会填写简单基础的观察实验报告；能够利用科学工具

查阅实验资料。

（三）科学态度目标

在小组检测圆筒结构承压能力实验中，小组分工明确，积极

完成相应的活动任务；能留心观察自然界中的发明原型。

（四）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人们在生物的启发下进行的发明创造，从而改善了原来的生

活；认识生活中的仿生学，培养学生好奇心和求知欲，技术的发

展影响社会发展。

四、教学重难点

重点：根据生物的特点进行仿生设计。

难点：设计实验验证圆筒结构性能，并能进一步观察生活中

的仿生设计。

五、教学过程

（一）实物导入，引出课题

  师：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段惊险刺激的小影片，想不想

看？（播放视频）。影片里是谁的故事？

生：蜘蛛侠

师：蜘蛛侠能够自由的飞来飞去，他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吗？

生：能发射细丝。

师：这是仿照哪种生物发明的？

生：蜘蛛。

引出本课教学主题——《生物的启示》。    

师：其实在大自然中，几乎所有种类的蜘蛛都会利用自己吐

出的丝来开展各种行动，而著名的超级英雄蜘蛛侠也是根据蜘蛛

吐丝的行为而幻想出来的。其实大家仔细观察，在我们的生活中

存在很多通过对大自然生物的合理想象进行仿生创造的事物。下

面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大自然的《生物的启示》吧！看看还

有哪些新的发现？

设计意图：首先可以带领学生看一段动画，通过他们熟悉的

超级英雄蜘蛛侠来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和学习热情。

（二）自主合作、探究生物性能

活动一：葱叶的启示

1. 吹大葱，发现葱叶的性能 

师：老师带来两种植物，认识吗？仔细观察一下，它们的叶

子各有什么特点？

生：大葱叶圆圆的、中间是空心的，韭菜叶扁扁的。

师：大葱的叶子中间空空的，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圆筒结构，

韭菜的叶子平平的，我们可以说它是平板结构。

师：同学们观察得非常详细， 那长在地里的大葱，你见过吗？

大葱矗立在地里，风都吹不倒它。你能吹倒它吗？想不想来试一试，

拿出准备好的大葱吹一吹。

生：吹不弯。

师：有的同学用了很大力气都没有把葱叶吹弯，这就是大葱

的生物性能，这说明葱叶的承受力怎么样？ 

师：如果我把葱叶压平，再吹吹看？ 你有什么发现？

生：轻轻一吹就弯了。

师：压平后葱叶的承受能力怎么样？

生：变弱了

师：为什么刚才承受能力很强，现在变弱了呢？对比前后两次，

你认为可能与什么有关系？

预设 1：可能与葱叶的结构有关，第一次是圆筒形的，第二

次是压扁的。

预设 2： 可能与大葱叶的形状有关，第一次是圆筒形的，承

受能力强，第二次是压平的，承受能力弱。

预设 3：第一次里面有空气，第二次里面空气被挤压出来了。

师：也就是里面的空气使得葱叶保持圆筒形状，所以承重力才强，

也就是与结构有关。

师：大家认为可能与葱叶的结构、形状有关，这只是我们的

猜测，还需要科学的验证。

设计意图：此环节学生先观察大葱和韭菜叶子的特点，通过



246 Vol. 4 No. 07 2022课程研究

吹葱叶有趣的游戏将学生带入科学探究的世界中，探究发现葱叶

的筒状结构可能承受力更强。并且在活动后引发学生思考，便于

学生对整节课知识的理解。

2. 研究圆筒结构模型，检测性能。

师：请看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实验材料，利用哪一种材料可以

先建立一个圆筒形的结构？

生：把纸卷起来，用皮筋套上。

师：现在在这个圆筒形模型建立好了，这个过程就是在建立

模型。接下来怎么检测这个圆筒形的承受能力呢？    

生：吹一吹。

师：吹也可以，但是不容易测试吹的力气的大小。根据我们

提供的实验材料，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生：把圆筒模型放在两木块上，在皮筋下面挂钩码。

（学生演示）

师：木块起什么作用？生：支撑。

师：这是来检测什么的？

生：检测圆筒模型承受力的大小。

师：如何将这个圆筒形变成平板形，以及如何检测平板形的

承受能力？ 

预设：把这个纸筒压平，放在木块上，再挂上钩码，看看能

挂几个钩码，哪个钩码多哪个承受力就大。

小组开始实验，教师巡视。

学生汇报实验情况

预设组 1：圆筒形放到 7 个钩码变弯了，平面形放了一个就

变弯了，实验结论是圆筒形比平面形承受能力强。

预设组 2：……

师：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什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

实验结论？

生：圆筒结构比平板结构承受能力强。

师：刚才我们先建立圆筒模型和平板模型，模型建好了，在

模型下面挂钩码检测模型的承重力，这个过程就是在检测模型。

师：我们仔细回想一下生活中常见的圆筒结构，这样的模型

早就被工程师们广泛应用了，现在就请同学们仔细想一想，我们

的身边还有哪些结构是根据圆筒模型来设计应用的呢？

生：电线杆、国旗杆、水管等。

师：同学们观察得很仔细，其实圆筒结构模型在我们的生活

中十分常见，设计师们将圆筒应用在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常

见的烟囱、风车杆……这些都是葱叶启示开发出的产品。

师：你能根据葱叶的结构特点设计一种仿生产品吗？小组讨

论，把你们的想法记录下来或画一画。

生：汇报各组设计的仿生产品。

师：想一想，我们从葱叶启示到开发产品经历了怎样的研究

过程？

生：首先发现葱叶具有筒状结构的生物性能，然后建立模型，

对模型进行检测，到最后开发出产品。

师：科学家们根据葱叶的结构和功能设计出了圆筒结构，并

将它应用到生活实际，构建圆筒模型，创造出了更多的新型产品，

这就是仿生的意义。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动手实验，记录数据，让学生明确圆筒

结构在承重承压方面的优越性，并了解什么是仿生以及仿生的一

般性过程。

活动二：观察生物的特点，进行仿生设计。

教师出示章鱼图片

师：以上是大葱带给我们的启示，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带来

一种海洋生物，看看它又带给我们什么启示？认识吗？

章鱼有什么特点？

我们一起看一段小视频了解一下。

师：章鱼腕足有什么特点？

生：有吸盘，能吸住石头等物体。

师：这说明章鱼腕足吸附力怎么样？

生：很强。

师：你能根据章鱼腕足吸附力强的特点设计一种仿生产品吗？

师：哪个小组来介绍一下你们设计的产品？想一想有什么用

处？（学生汇报）

生：我们设计的是带吸盘的手套和鞋子，爬山时可以吸住石头，

更稳地往上爬。

师：利用章鱼腕足特点在我们生活中也有广泛应用，一起看。

（课件出示例子）

师：老师带来一个吸盘，把它吸在黑板上，找个同学上来拉

一拉，感觉怎么样？

生：用很大力气才能拽下来。

师：这说明吸盘的吸附力怎样？

生：非常强

设计意图：观察章鱼腕足生物性能，让学生亲身经历仿生的

全过程，鼓励学生进行发明创造，尝试仿生设计。体会到生物启

示对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

六、拓展与创新

师：除了大葱和章鱼带给我们的启示，你还知道哪些仿生的

例子？人们受到谁的启示发明的？

师：课前老师搜集了一些仿生的发明，一起了解一下。其实

仿生并不神秘，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善于观察，我们也可以

成为发明家。请同学们课下继续认真观察身边的生物，看可以利

用哪些生物的特性进行发明、创造，方便我们的生活。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收集并观察生活中常见的仿生应用，探

究设计师是怎样将生物科学应用到产品上的；课下继续对仿生进

行探究，让学生知道很多发明能在自然界找到原型，体会人类运

用智慧设计的发明或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

七、教学反思

在人类发展历程中，仿生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当前教育环

境不断升级，学生通过书本教材中的简单介绍和图片已经不能探

究到仿生科技的本质了，因此，新时代的青年教师需要通过一系

列资料收集、实验设计来帮助学生提高对仿生科技的认识，冲破

课本的限制，提高课堂效率。课堂上安排了两个小组合作活动，

一是吹葱叶，设计实验并动手做实验探究圆筒模型的承受能力；

二是根据章鱼腕足吸附力强的特点进行仿生设计。

这节课我主要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之间互

相合作、交流，共同探究实验方案。学生在小组合作过程中，生

生交流、思维碰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有

很多问题都是教师提出来，很少有学生自主提问。本节生物启示

课堂的主题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思维模式的创新培养，教师需要引

导学生主动探究，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在小组讨论探究的

过程中构建自身的知识结构，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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