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总目标是介绍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利用相关知识，并善于进行相关知识的整合

和迁移，了解其主教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联，形成综合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本课程与社会实践、小学生生活实践紧密联系，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具备兼任科学课程教学实践能力。引导学生形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

课程名称（中文） 自然科学基础 课程名称（英文） Basic Natural Science

课程代码 06020014 课程性质 选修（限选）

课程类别 专业教育课程 考核形式 考查

总学分（学时/周） 1.5（2 学时/周） 理论学分（学时） 1.5/24 实践或实验学分（学时/周） 0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适应范围 小学教育专业 面向专业 小学教育

开课学期 2 开课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基层教学组织 生物科学学科组 课程负责人 王文基

课程网址

制定人 王文基 审定人 李月灵



课程具体目标如下：

课程目标 1：引导学生掌握能够系统理解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地质科学、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课程目标 2：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释科学现象，能够胜任小学科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课程目标 3：引导学生形成理性思维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了解生命及人类的发育规律。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本课程教学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和涉及的指标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涉及的指标点 贡献度

目标 1

3.学科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扎实的小学教

育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小学教育专

业在基础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形成综

合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胜任至少两门小学学科

教学工作。充分认识知识世界、社会生活与儿童经验的联系，

善于将学科知识与小学生社会实践、生活实践相联系。

3.1 学识广博。理解并初步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基本概念、原理，

具有一定的人文与科学通识知识，知识结构比较完整，兴趣爱好

广泛，有一定特长或才艺。

H

目标 2

3.学科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扎实的小学教

育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小学教育专

业在基础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形成综

合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胜任至少两门小学学科

教学工作。充分认识知识世界、社会生活与儿童经验的联系，

善于将学科知识与小学生社会实践、生活实践相联系。

3.2 基础扎实。学科基础扎实，具有比较深厚的主教学科知识，

了解学科体系逻辑关系；具有小学兼教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

理和技能。

M



目标 2

3.学科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扎实的小学教

育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小学教育专

业在基础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形成综

合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胜任至少两门小学学科

教学工作。充分认识知识世界、社会生活与儿童经验的联系，

善于将学科知识与小学生社会实践、生活实践相联系。

3.3 融会贯通。能够进行知识整合和迁移，了解主教学科与其它

学科之间的关联，形成综合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认

识到知识世界、社会生活与儿童经验的联系，主动将学科知识与

小学生社会实践、生活实践相联系。

M

目标 3

4.教学能力：具有独立开展小学语文、数学、科学、道德与

法治等课程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能力，在教育实践中，根

据课程标准，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能运用学科教学知

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获得教学体验。

具有扎实的教师基本功和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4.1 胜任教学。较好掌握小学语文、数学、科学、道德与法治等

课程标准，掌握基本教学流程。能够胜任至少两门小学学科教学

工作（语文和数学、科学和道德与法制两个模块分别选择至少一

门），了解小学音乐或美术教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能依据小学

生身心发展特征独立完成目标明确、环节清晰、方法有效的课堂

教学设计并加以实施。

L

填写说明：“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指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贡献度选用标志（如“H”表示“强支撑”，“M”表示“中

支撑”，“L”表示“弱支撑”）表示。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及资源对应关系

1.章节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表 2 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章节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支撑的课程目标

第一章 对于自然的探索 3 3 0 目标 1

第二章 自然界的物质性 4 4 0 目标 1、目标 2

第三章 自然界的运动性 4 4 0 目标 1、目标 2



第四章 自然界中的生命活动 4 4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五章 自然界的资源、能源及其利用 3 3 0 目标 1、目标 2

第六章 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 3 3 0 目标 1、目标 2

第七章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反思 3 3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2.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第一章 对于自然的探索（3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主要知识点：古希腊的科学、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三件大事、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巨大作

用、创新是科技进步的核心

第二节 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主要知识点：科研选题、实验计划、观察、实验方法、逻辑思维及其基本方法、假说及其检验

第三节 科学、技术与社会

主要知识点：科学的内涵、科学认识发展的动因、技术的内涵、高新技术、技术的来源渠道、科学与技术的主要区别、科学与技术的联系、科学发

展观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了解本课程的发展历史、常见的研究方法。

（2）使学生掌握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含义，以及相互关系。

（3）使学生了解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专业实践、社会实践相关联，以及本课程学习对于思维方式的作用。

【重点难点】



重点：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难点：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二章 自然界的物质性（4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宇宙

主要知识点：宇宙的含义和组成、宇宙的起源和历史、宇宙的结构、星空的划分

第二节 地球

主要知识点：地球和地球的起源、地球的圈层结构

第三节 自然界的物质

主要知识点：物质的组成、物质的结构、物质的分类、物质的量、卤素、氧族元素、碱金属、元素周期律、烃类、烃的衍生物、分散系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理解宇宙的组成、起源和发展历史，以及各发展历史的事件和特征。

（2）使学生理解恒星的起源和归宿，地球的起源、结构和特征，为后续圈层运动的学习奠定基础，增强对自然的敬畏。

（3）使学生理解物质的组成方式、元素周期律、各主族和周期的特征以及成因。

(4) 能在日常生活以及实践过程中实习对相关知识的迁移，利用，能够教授小学生简单的科学知识，引导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重点难点】

重点：地球的特征与生命的关系、地球的圈层结构、物质的划分。难点：物质的结构和分类。

第三章 自然界的运动性（4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天体的运行

主要知识点：地球的地理坐标、地球自转的特征、地球自转的影响、地球公转的特点、地球公转的影响、四季的产生、五带的划分、历法、时间



第二节 地球主要圈层的运动

主要知识点：构造变动、板块构造、板块运动、行星环流、季风环流、气团和锋、气旋和反气旋、气候形成的因素、气候分类

第三节 运动和力

主要知识点：参照系、坐标系、位移、速度、加速度、匀加速直线运动、匀速圆周运动、简谐运动、牛顿第一定律、牛顿第二定律、牛顿第三定律

第四节 动量和机械能

主要知识点：冲量、动量、动量定理、动量守恒定律、功、能、动能、动能定理、重力势能、引力势能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理解天体的运动，尤其是地球的公转和自转特征及其影响。

（2）使学生理解板块构造、板块运动和天气、气候现象的成因。

（3）使学生理解参照系的选择、运动的参数以及牛顿三定律，并学会利用这些解释日常生活出的问题和现象。

(4) 使学生理解冲量、动量、动量定理、功、能、动能、动能定理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实现知识的利用和迁移。

【重点难点】

重点：地球的运动特征、牛顿运动定律。难点：地球的运动与地球气候的关系，冲量、动量和机械能的关系。

第四章 生命活动与自然界（4 学时）

第一节 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

主要知识点：生命不能自然发生、生命化学进化说、生物进化的证据、达尔文进化学说、现代达尔文主义、人类的起源：从猿到人、早期猿人、直

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

第二节 生命运动

主要知识点：光合作用的器官-叶、叶绿体、光反应、暗反应、光合作用与自然界的关系、营养方式、食物的营养成分、糖类的营养作用、脂类的营

养作用、蛋白质的营养作用、维生素的营养作用、人体的消化系统、食物的消化、营养成分的吸收、合理的膳食习惯、中小学生的营养和膳食



第三节 生命的延续

主要知识点：无性生殖、有性生殖、精子的形成、卵细胞的形成、动物的受精、植物的双受精、孟德尔的遗传规律、不完全显性、复等位基因、性

别决定、伴性遗传、基因的连锁和交换规律、染色体结构变异、染色体数目变异、基因突变、染色体遗传病、基因遗传病、遗传病的预防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了解生命的起源、进化以及人类的进化。

（2）使学生理解动植物的营养方式异同点（植物——光合作用，动物——营养），动植物营养方式之间的联系。

（3）使学生理解人体的消化和吸收、必须营养素，建立健康合理的生活理念。

(4) 使学生了解生命延续的方式、遗传定律，理解遗传病的产生和预防。

（5）使学生了解生命的发育规律，敬畏生命与自然。

【重点难点】

重点：生命进化理论和证据，光合作用，遗传规律。难点：光合作业的过程，遗传的基本规律，生命进化理论和证据。

第五章 资源、能源及其利用（3学时）

第一节 地球上的资源

主要知识点：土地资源的基本特征、土地资源现状、水资源的基本特征、水资源现状、生物资源的特征、森林资源、草地资源、野生动物资源、矿

物资源的特点、我国矿物资源现状

第二节 地球上的能源

主要知识点：能源分类、一次能源、二次能源、能源概况、煤的干馏、煤的气化、煤的液化、石油成分、石油炼制、核能、太阳能、水能、风能、

能源的开发、利用和存储

第三节 原材料的开发利用

主要知识点：空气分离、合成氨工业、电解食盐水、非金属、玻璃、水泥、陶瓷、金属、钢铁、铝、铜、金属腐蚀及其防护、有机化合物、合成高



分子化合物、合成高分子材料、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了解目前的资源状况、起因和解决方式。

（2）使学生理解能源的分类、加工和利用。

（3）使学生了解常见化工行业的基本情况。

【重点难点】

重点：各类资源，能源分类与特点，重点工业的基本信息。难点：重点工业的基本信息及其与人类的关系。

第六章 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3学时）

第一节 人类生存的环境

主要知识点： 环境对生物的作用、生物对环境的影响、生物对环境的适应、生态系统的组成、生态系统的功能、生态平衡、陆地生态系统、海洋生

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人类生态系统

第二节 人口与环境

主要知识点： 世界人口增长的情况、我国人口增长情况、世界人口的分布、我国人口的分布、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人口问题的影响、人口问题对

策、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第三节 环境保护和人类发展

主要知识点： 当前自然灾害的特点、地震、旱涝灾害、风暴灾害、减灾防灾对策、人类活动对大气的影响、人类活动对土地的影响、人类活动对水

资源的影响、人类活动对生物的影响、大气污染与防治、水污染与水环境保护、土壤污染与防治、噪声污染与防治可持续发展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理解环境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树立环境保护的观念。

（2）使学生理解人口增长情况和分布、影响因素。



（3）使学生理解当前自然灾害的特点、常见的自然灾害和人类的影响、防灾救灾相关知识，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重点难点】

重点：环境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口的基本信息，环境灾害问题。难点：环境与生物的相互作用。

第七章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反思（3 学时）

第一节 生物技术的发展

主要知识点： 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生物技术在工业方面的应用、生物技术在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应用、生物技

术在医药方面的应用、生物技术的安全性、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

重点：各生物技术的定义、范围和作用

难点：各生物技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第二节 信息技术的发展

主要知识点： 信息的处理、信息处理的演变、电子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移动智能终端、地理信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云计算

重点：信息技术的组成和处理方式

难点：信息技术的组成和处理方式

第三节 通信与网络技术的发展

主要知识点： 通信技术概述、移动通信、卫星通信、通信技术的未来、计算机网络的概念、计算机网络发展简史、计算机网络的组成、Internet 改

变世界

重点：通信技术的组成和处理方式

难点：通信技术的组成和处理方式

第四节 人工智能的发展

主要知识点： 人工智能的诞生和发展、成果与展望



重点: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征和应用

第五节 技术发展的反思

主要知识点： 生物技术的安全性、生物技术的伦理、生物技术的管理和规范、信息技术的安全问题、虚拟世界带来的问题、网德

重点：生物的伦理和安全、信息技术和网络伦理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理解生物、信息、通信和网络、人工智能的定义、组成和特征。

（2）使学生关注相关行业的安全性和伦理道德，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相关安全，做个“有德人”。

（3）使学生正确的看待科学与技术，形成理性思维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重点难点】

重点：各种新技术及其对人类的贡献。难点：新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如何对待技术。

3.教学资源

表 3 本课程的教学资源

资源类型 资 源

教 材 1.张民生，郭长江编著. 自然科学基础（第三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主要参考书

1.娄兆文, 甘永超, 赵锦慧等编著. 自然科学概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2.文祯中编著. 自然科学概论（第二版）[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袁运开编著. 现代自然科学概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薛鸿民, 丁太魁编著. 自然科学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5.张平柯, 陈目晓编著. 自然科学基础[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主要网络资源



五、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及实施对应关系

1.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课堂讲授。讲授是传统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自然科学基础的课堂讲授追求精当，提倡与提问、辨析等其他方法结合，强调师生间的互动、沟

通，旨在通过讲授明确概念、引发思考和指出问题，避免长篇大论和“满堂灌”。

（2）提问与答疑。提问是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的教学方法，也是提高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的有效办法。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的

重点、难点、盲点和学生的兴趣点、易错点等提出形式多样、深浅各异的问题，引导学生对相关问题进行充分、深入的思考，并在学生思考遇到困难时

进行点拨，或在学生取得思考成果是进行鼓励。当学生就某些知识提出疑问，往往是他们对该知识产生兴趣并进行思考的表现，此时教师可以自己作答，

也可以引导个别或全体学生自主作答。

（3）案例分析。紧扣产出导向理念，通过案例和现象分析，使学生们将所学内容与专业实际和日常实践形成紧密联系，借助本学科视角激发学生们

对于日常和专业实践的反思，以及一些创新和研究的思考。同时，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们体验到学习自然科学的乐趣。

（4）课外养成。本课程课内教学时数有限，课堂上一般进行示范性的讲解、分析，学生要牢固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方法，还需要进行一定数量的课外

拓展和练习。

（5）网络教学平台与课堂相结合。本课程利用“超星学习通”同时开始了网上教学平台，不仅有学习资料供同学们自学，还通过其进行考勤、作业

的布置与批改、课堂活动以及课外答疑等。

2.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的对应关系

表 4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对应表

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与手段



目标 1：引导学生掌握能够系统理解物理学、化学、

生命科学、地质科学、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课前：1.搜集资料，了解知识背景；2.初读教材，梳理知识脉络；3.完成课前测验，

记录难点和疑惑。

课内：1.检查预习情况，答疑；2.师生共同回顾知识背景和知识脉络；3.讲授新知；

4.课堂测验，检测上一章节的学习情况。

课后：1.参与线上提问、讨论、答疑；2.作业。

目标 2：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释科学现象，能

够胜任小学科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课内：1.师生共同回顾知识背景和知识脉络；2.讲授新知；3.课堂测验，检测上一

章节的学习情况。

课后：1.参与线上提问、讨论、答疑；2.作业。

目标 3：引导学生形成理性思维和实事求是的科学

精神，了解生命及人类的发育规律。

课内：1.师生共同回顾知识背景和知识脉络；2.讲授新知；3.课堂测验，检测上一

章节的学习情况。

课后：1.参与线上提问、讨论、答疑；2.作业。

表 5 本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目标 1：引导学生掌握能够系统理解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地质

科学、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主要达成途径：课前预习、课内讲授与讨论、课后作业、章节测验等环节；

主要判据为测验成绩和作业成绩。

目标 2：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释科学现象，能够胜任小学科学课

程的教学工作。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案例分析与练习、课后反思及练习等环节；主要判据为

期末考核成绩。

目标 3：引导学生形成理性思维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了解生命及

人类的发育规律。

主要达成途径：课堂教学、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主要判据为课堂表现成

绩。

六、课程目标与考核依据及评价标准对应关系

1. 课程总体考核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过程性考核的权重为 50%，其中作业占 20%，课堂表现占 15%，测验占 15%。终

结性考核的权重为 50%，在期末采用教案的形式进行考核。课程总成绩采用百分制计算。

2. 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细则

表 6 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法及与课程教学目标关联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与考核关联的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依据与方法
占课程总成

绩的比重

过程性

考核

作业
目标 1：引导学生掌握能够系统理解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

地质科学、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主要通过线上教学平台进行作业发放与修

改，通过作业得分进行考核。
20%

课堂表现
目标 3：引导学生形成理性思维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了解生

命及人类的发育规律。

主要依据考勤、各种课堂活动进行考核，

该考核利用学习通线上平台进行记录。
15%

测验
目标 1：引导学生掌握能够系统理解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

地质科学、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主要通过线上教学平台进行测验发放与修

改，通过测验得分进行考核。考察学生对

基础科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15%

终结性

考核
教案

目标 2：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释科学现象，能够胜任小学科

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主要通过制作一份小学科学相关的教案进

行考核。考察学生能否胜任小学科学课程

教学的情况。

50%

七、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1.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本课程目标达成总体评价依据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分为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直接评价以定量为主，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在课程考核

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采用课程考核成绩数据进行计算，评价分析课程分目标的达成值，再依据课程分目标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权重，

计算得出各分目标的达成度，取平均值为本课程目标达成度。间接评价以定性为主，主要通过任课教师评价（通常为确定值）、学生评价（通常取平均值）、

同行或督导评价综合分析、论证、审核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各指标点的达成情况。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如表 7 所示。达成度评价在课程考核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根据评价结果，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

所在系研讨、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表 7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评价主体与方式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利用

任课教师评价

通过分析学生预习情况，观察学生课内学习主动性，分析学生作业以及

测验情况来实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通过分析学生期末考核情况来实

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供学院与任课教师从产出角度了解课程的教学效果，

并作为课程教学持续改进的观测依据；存档供同行或

专家审核使用。

学生评价
依托学校教务系统的学生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评价；通过问卷、座谈交流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

供学院与教师从学生体验与收获角度了解课程教学成

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

同行及督导评价
由同行专家、督导依据过程性材料与终结性考核材料对课程教学的效果

做出评价。

供学院掌握课程教学成效，也作为教师教学改进的依

据。

2.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表 8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课程教

学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目标 1

能够系统理解物理学、化

学、生命科学、地质科学、

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理论。

能够较系统理解物理学、化

学、生命科学、地质科学、

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

论。

能够理解物理学、化学、

生命科学、地质科学、天

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

论。

部分理解物理学、化学、生

命科学、地质科学、天文学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不能理解物理学、化学、

生命科学、地质科学、天

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

论。

目标 2

能够熟练合理地利用所学

知识解释科学现象，胜任

小学科学课程的教学工

作。

基本能够利用所学知识解释

科学现象，基本胜任小学科

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能够利用所学知识解释大

部分科学现象，基本可承

担小学科学课程的教学工

作。

能够利用所学知识解释部

分科学现象，基本可以承担

小学科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不能利用所学知识解释科

学现象，不能承担小学科

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目标 3

具备很好的科学素养，具

备理性、合理、科学的思

维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

神，具有对生命和科学的

敬畏与人文关怀。

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具备

良好的理性思维和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具有对生命和

科学的良好敬畏与人文关

怀。

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基

本具备理性思维和实事求

是的科学精神，具有对生

命和科学的敬畏与人文关

怀。

具备部分科学素养，有时不

具备理性思维和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基本具备对生

命和科学的敬畏与人文关

怀。

不具备科学素养，基本不

具备理性思维和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不敬畏生命

和科学，缺乏人文关怀。

八、课程教学改进方案

任课教师要综合课程目标达成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课程教学团队研讨、专业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

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评价结果利用供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反馈学生改进课程学习计划、学习方式方法等；供学院用于培

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的监控与改进，用于课程体系的优化，用于课程考核制度的改革。

九、有关说明



本课程大纲自 2023 级开始执行，生效之日原先版本均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