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科版小学科学四年级实验报告单
四年级科学操作实验报告(通用5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下面
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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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地点实验室

实验目的认识阳光的强弱和温度的关系

实验器材温度计1支，镜子3面，胶布

实验步骤1、用胶布将温度计固定在墙上。

2、用镜子反光对着温度计（一镜反射或多镜反射）

实验现象一次照射的温度比多次照射光的温度低。

实验结论一次照射的温度比多次照射光的温度低。

备注

实验人实验时间

仪器管理员签字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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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硫酸铜大晶体的制作[实验用品]：

用品：滤纸，细线。药品：硫酸铜。[实验步骤]：

【１】选用纯净胆矾在洁净的烧杯里制作饱和溶液：在50ml
的烧杯里盛30ml水，水温：45°c，将硫酸铜加入水中，以玻璃
棒不断搅拌，当所加入的硫酸铜完全溶解时，再重复相同的
动作，至无法再溶解为止。

【２】过滤：为防止晶体在长成过程中因杂质而受到影响，
用滤纸将上述饱和溶液趁热过滤，滤液流入一洗净并用热水
加温过的50ml烧杯里。

【３】等待晶种：将过滤好的饱和溶液（注意硫酸铜溶液中
不能有硫酸铜固体）在50ml小烧杯里静置、室温下自然冷却，
经一夜，烧杯底出现小晶体。从结晶出来的晶体中选择一块
晶形比较好的硫酸铜晶体，作为晶种。

【4】晶体生长：用200ml的烧杯按照【1】、【2】的步骤制
作更多的饱和溶液（为了节约、注意步骤【3】剩余的溶液要
一并使用）。拣取一颗晶形比较完整的晶体，用细线系住，
悬挂在盛饱和硫酸铜溶液的烧杯里（注意：晶核不能碰到烧
杯壁或者烧杯底），并加盖，静置在阴凉、灰尘少的地方，
等待晶核长大。待晶体不再长大时，取出，测量尺寸。

小缺口逐渐长齐了。现在换了5000ml的烧杯继续在培养。



蓝矾晶体制作实验过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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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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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记录：

（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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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是一种常见的能量。电在电路中流动和工作。

2、电有不同的种类：根据地暖的形成可以把电分为摩擦形成
的电、雷电、日常使用的电三大类；根据点的危险程度可以
把电分为没有触电危险的电和有触电危险的电两大类。

3、日常使用的电有交流电和干电池电两种。

4、发电厂出的、送到各家各户的电是220v的交流电，5500v
以上的高压电也是一种交流电，这两种电都有触电危险。干
电池里1.5v的电是没有触电危险的。

5、由电池、电线、灯泡等组成的电流动的环路叫电路。

6、电从电池的一端（正极）流出来，通过灯泡（从灯泡的一
个连接点进入，经过灯丝，再从灯泡的另一个连接点流出），
回到这个电池的另一端（负极），形成一条完整的环路，灯
泡就会发光。电路出了故障，电流就会中断，灯泡就不会亮
了。



7、当电池的两端被电线直接连接在一起时，就会发生短路。
短路时，电池、电线会发热变烫。

8、电路出故障了，我们可以用电路检测器来检测出哪里出了
问题。我们也可以用替换法来排除故障，使灯泡亮起来。

9、像铜丝那样可以通过电流的物质，叫导体。铜、铝、铁等
各种金属、铅芯、人体、大地等都是导体。利用导体可以把
电送到人们需要的地方。

10、像电线外包着的塑料那样不能通过电流的物质，叫绝缘
体。干木头、塑料、玻璃、纸等都是绝缘体。利用绝缘体可
以阻止电流到人们不希望有电的地方。

11、开关是控制电流通断的装置。

12、电路连接方法有两种：串联和并联。串联的灯泡只能一
齐亮灭，并联的灯泡可以分别控制亮灭。我们家里的照明电
路通常是用并联的方法连接的。

13、电池和灯泡都可以串联和并联。一节干电池的电压
是1.5v，两节电池串联起来的电压就是3v，所以把电池串联起
来小灯泡会更亮些。两节电池并联起来，电压还是1.5v，所以
小灯泡不会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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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我发现实验报告单不仅可以帮助学
生记录实验现象、实验数据、探究结果等，而且在提高学生
逻辑思维能力、增强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提高学生探究能力、
巩固新知识，及时弥补不足之处等方面大有用处。下面就以
上几个方面谈谈个人的看法。



有些学生知道实验是怎么做的，但叫他填写实验报告的时候
他却写不出正确的假设、过程和结论。例如在教学《小水珠
到哪里去了》一课时：水蒸发的快慢与什么因素有关的实验
报告单时出现了假设和结论表述不完整、假设的因素和实验
步骤中的因素不一致、假设中同时改变几个因素、在实验现
象后面写结论以及实验报告写的不完整等诸多问题，这些问
题的产生是由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不强造成的。在针对实验
报告单上的问题讨论交流时，学生认真思考，积极发言，对
实验过程进行了理性思考，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由此可见，
填写实验报告单可以训练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从而帮助学生
不断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指出:“表达与交流是科学探究的重要活动
之一”。

科学语言是表达和交流科学信息的一种通用语言。学生用口
语表达与交流时，老师发现不了的错误在实验报告单上发现
了。例如：小车运动的快慢与哪些因素有关实验时，李程远
同学说小车运动的快慢与小车自身的“重力”大小有关时，
一部分学生听成了“动力”，引起同学们的不解。还有在填
写实验报告单过程中出现的错别字等等。因此，在科学实验
教学中，让学生填写实验报告单可以及时发现学生出现的错
误，让学生及时纠正错误，能使学生的科学思想表达更规范、
正确和严谨，真正掌握相关的科学术语、科学概念及其表达
形式，逐渐提高其掌握和运用的科学语言的表达能力。

填写实验报告单，学生通过对假设、实验设计等的编写，使
实验操作过程在头脑中得以预演，可以明显提高动手实验的
能力。例如在做电磁铁的磁力大小与什么有关的实验时，学
生把假设、不变的因素、改变的因素都确定并填写好，实验
操作时就做到心中有数，实验得以顺利进行。

学生通过填写完整的实验报告，使实验的目的、过程、结果
在头脑中得以重现，不足之处得以显现。因此，填写实验报



告有助于学生巩固新知识，及时弥补不足之处。例如通过对
水蒸发的快慢与什么因素有关的实验报告单的讨论交流，学
生能能针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加以整改、弥补，把假设和结论
写完整，假设中只改变一个因素，把假设的因素和实验步骤
中的因素保持一致，如实记录实验现象，通过分析实验记录，
写出正确的结论。

科学世界是一个充满问题、充满思考的神奇世界，学生非常
向往，乐意探究。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小学科学课堂缺
乏这种引人入胜的教学情境，没有建立起有利于学生学习的
心理环境和认知环境，所以学生学习科学感到很深奥、难理
解，导致兴趣缺失。作为学校、作为教师应该为学生创造良
好的学习科学的环境，每一个教学实验都要想方设法去做，
不管是演示实验还是分组实验都能够调动起学生的极大兴趣。
当你走进课堂，哪怕手里只拿了一支蜡烛、一盒火柴，学生
就会激动不已、充满期盼；如果说要去实验室上实验课，学
生总是欢呼雀跃。由此可见，学生多么想上实验课，多么想
动手操作，上实验课简直成了一种奢望，而实验教学恰恰是
一种常态，科学教师应该坚持上好每一堂课。除了实验室、
教室外，教师还应该充分利用大自然这个大课堂，利用便利
的自然环境，充足的生物资源，丰富的物质资源，进行实地
考察研究，让学生走进自然、观察自然、描述自然、认知自
然。当把这一切让学生在最后以实验报告单的形式写下来的
时候，他们就不会感到困难，而变得兴趣盎然。

小学科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做好实验是学好科学
的基础。总之，实验报告的书写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实验的目的、方法和技能，还能通过对实验现象和结果的分
析得出自己的体会和结论，使学生的知识与能力都得到升华,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从而提高其科学
素养。教师应重视实验报告单的各项功能在实验教学中的充
分发挥，利用实验报告单提高科学实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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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

1.知道只有电流流过灯丝时小灯泡才会发光。

2.初步认识电路的意义，即利用电来点亮一只小灯泡需要一
个完整的电路。

3.认识到一个完整的电路可以使用相同的材料，而用不止一
种方法建立起来。

4.认识短路对电路的影响。

过程与方法：

1.会连接简单电路。

2.能够观察、描述和记录点亮小灯泡的实验现象。

3.能够根据实验现象初步对电流的流向做出大胆的想象与推
测。

情感态度价值观：

1.体验对周围事物进行有目的、细致地观察的乐趣和合作成
功的喜悦。

2.意识到科学观察与实验需要敢于根据现象做出大胆的想象
与推测。

3.增强学生进一步探究电的兴趣和安全用电的意识。

二、教学重点



在观察了解小灯泡结构的基础上，能正确连接电路。

三、教学难点

初步认识电路的意义，理解电路中电流的流动路线，正确连
接小灯泡。

四、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课件;合格小电工奖牌、优秀电工小组奖牌若干;
电池和小灯泡的图片;双面胶。

学生实验准备：

1只小灯泡、1节1.5伏干电池、1根导线、实验记录单。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要点亮小灯泡必须要有(电源和
导线)。今天这节课老师为你们准备了小灯泡、导线以及电池。
我们就利用这三种材料来点亮小灯泡。并且一起探究灯被点
亮的原因。(板书：点亮小灯泡)

(二)观察材料，认识构造。

1.观察小灯泡

(1)引导学生观察小灯泡

师：在点亮小灯泡之前，我们先认识一下他们。首先我们先
来看小灯泡。(教师课件出示小灯泡的结构图。)课前老师让
同学们了解小灯泡的结构。谁来对着图说一说小灯泡的每个
部分的名称。



(2)学生汇报。(他说的对吗或有没有和他了解的情况不同的)
看来同学们回去真的是认真的预习了。(习惯真是太好了，希
望同学们这样的好习惯能继续保持。)

(3)是的，(课件出示名称)小灯泡就是由这几部分构成的。玻
璃泡、灯丝、金属架、以及连接点。这里连接点有几个?(两
个)一个连接点位于小灯泡的尾部叫锡点部分，另一个位于小
灯泡的一侧，和小灯泡的螺纹部分相连。

2.观察电池

(1)引导学生观察电池。

生：电池从外部看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一端是铜帽就是电
池的正极，别一端是锌壳就是电池的负极。

(2)师生共同了解电池的结构(课件演示电池结构)。

(3)师：电池上有正负两极，小灯泡上有两个连接点，你觉得
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请同学们大胆猜测一下。(板书：两
极?两点)

(4)师：到底电池的两极与小灯泡的两点有什么关系，一会儿
通过实验相信你一定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3.引出导线

生：有利于连接到电路中。

师：导线的外面包着不容易导电的塑料，而里面是容易导电
的金属。

(三)合作尝试，点亮灯泡

1.小组合作点亮小灯泡



(1)三种材料我们都认识了，下面就请同学们用手中的实验材
料点亮小灯泡，我们要比一比，看那一组最先点亮小灯泡。
不过在操作以前老师有个要求。

操作过程中小组成员要互相合作，互相配合，操作过程中注
意观察，记住线路是怎样连接的。操作完后把材料放回材料
盒中，认真倾听同学和老师的发言。

(2)学生实践。教师统计成功的小组并表扬他们的合作。对遇
到问题的小组予以关注、指导。

(3)刚才短短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有多少组的小灯泡被点亮
了?我们来看一看。有x组点亮了小灯泡。但还有x组没有点亮
小灯泡。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小灯泡没有被
点亮，他们的为什么点亮了呢，原因出在哪呢?一会老师就帮
你们解开你们心中的疑惑。现在我们首先看一看点亮小灯泡
的组他们的电路是怎样连接的。老师先找四个组的同学来展
示。请你们拿着材料先点亮小灯泡然后再把电路的实物图在
黑板上展示出来。老师准备灯泡和电池的模型。导线就用粉
笔画出来就可以了。

学生展示出自己小组的电路的连接情况。

有没有哪个组和他们的连接方式还不一样的。那也请你们展
示一下你们的电路的连接方式好吗?也把你们的连接方法用实
物图的方式在黑板上展示出来。

同学们总结的很好：要想让小灯泡发光，电池的两极必须与
小灯泡的两点相连，而且连接过程中不能断开。(板书：两极
连两点中间不断开)

(5)现在没有点亮小灯泡的组，你们知道为什么没有点亮小灯
泡了吗?谁来说一说你们组在连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现在再让你们点亮小灯泡，你们能点亮了吗?(能)

学生讨论后发言。(他的想法可行吗?从电路的定义上引导电
荷会在中间发生类似堵车的现象，电荷就会堵在这里哪也动
不了，那么这还能说得上是电流通路了吗?所以这种想法一定
是不对的。那么另外两种方法看上去都符合电流通路的想法。
那么到底他们的想法是不是都正确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科学
家研究的成果。)课件出示。

(7)师生小结：电从电池的正极流出，通过导线从小灯泡的一
个连接点进入，再经过灯丝从另一个连接点流出，顺着导线
又流回到电池的负极，流动过程中是不断开的，这样就形成
一条回路。这条路通了，灯泡就亮了。(其实这里还暗藏了一
个条件：就是电池、导线、小灯泡都要是完好无损的。)

只有电流在电路中要形成回路，灯才可以亮。(板书：形成回
路)要想形成回路，在连接过程中一定要正确的连接电池和小
灯泡和导线：电池的两极必须与小灯泡的两个连接点相连，
并且连接的过程中不能出现断开的现象，才能使小灯泡发光。

2.多种方法点亮小灯泡。

(1)有的同学可能已经想到了，只要满足这些条件的电路的连
接方式应该不只一种。是的，现在就请同学们边讨论边实验
看还有哪些方法还可以点亮小灯泡。把你们点亮小灯泡电路
的连接方法用实物图的方式记录下来。并且尝试用不同颜色
的笔画出电流的路径。

(2)学生小组尝试用不同方法点亮小灯泡，记录连接方法并试
着画出电流的路径。

(3)看来每个小组都想出了不只一种连接方法点亮小灯泡。动
脑了。表扬。(谁来评价一下他们电路的连接情况)老师这里
也有几种连接方法，请同学们判断一下这些连接方法能使小



灯泡发光吗?为什么?(课件出示)

(4)学生做出判断，教师予以简评。

通过分析得出：像这样用导线直接把电池的两端连起来的现
象叫短路，短路时，小灯泡和导线会在一瞬间发热变烫，不
仅小灯泡不能发光，电池也很快会被损坏。电路中电流不通，
电没有形成回路，断开了就叫做断路。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人们不注意用电常识，经常会发生由于电
而引起的火灾等事故，所以我们在连接电路时一定要注意不
要出现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5)这节课我们用1.5v的电池做为电源点亮小灯泡。那我们能
不能用学校或家里的电来做这样的实验呢?发电厂发出的、通
过导线送到各家各户的电是220v交流电，这是足以引发触电
事故、致人死亡的电，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用家里、学校里的
插座中的电做实验!

(四)总结延伸：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新的问题?

2.在这节课中，同学们表现得都非常不错，希望大家课后对
家中使用的电器做个调查：家中有哪些常用电器?有哪些电器
是用电池作电源的?家中每月的最高用电量是多少?最低用点
量是多少?我们能提出家庭节约用电的建议么?(课件出示)

(展示美丽的夜景的图片)电灯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又有了一
轮太阳，人们的活动不再受到黑夜的制约。所以我们要感谢
发明电灯的人，你们知道是谁吗?那就是爱迪生。(课件介绍
爱迪生)谁来说一下你了解的爱迪生。(看来你平时很爱读书
啊，好习惯。)就像他说的，正是由于爱迪生的好奇心和他的
不间断的努力使他成为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一生中



有1000项发明专利。被人们称为“发明大王”。他的传奇的
一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希望同学们在课后都能
读读爱迪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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