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五年级三风整顿总结(汇总9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怎样写总结才
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
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学五年级三风整顿总结篇一

1、掌握横平竖直的构字规律与写法特征，培养学生良好的书
写习惯。

2、培养学生细致敏锐的`观察力，养成良好的心理品质。

小黑板、卡片。

1、出示小黑板：青直挂

2、齐读，这四个字的字形各有什么特点？

根据学生的回答归纳：横平竖直

3、今天我们来学习结构法则（一）”：横平竖直。

1、出示卡片：青

（1）仔细观察，这个字怎样写才好看？

（2）学生边议论边试写。

（3）指名学生发言，谈谈自己试写的感受。（即：怎样写
好“青”字）



（4）指一名学生上台边说边写。

（5）师生评议。

（6）学生自由练习同一类的字三个。

2、出示小黑板：（贴有写字的图片）

想一想：这些字个有什么特点？如何写好它们？

3、生字书写。

（1）学生读一读。

（2）分析生字的特点。

（3）学生试写，要求注意横平竖直。

4、师小结。

p2

小学五年级三风整顿总结篇二

1.培养审美情趣

2.掌握观察的方法和想象画技巧

掌握观察的方法

掌握想象画技巧

范画、录像

一、导入：



同学们，你能告诉老师你梦想自己长大后会成为怎样的人？
从事怎样的工作？

你能说一说吗？

许多伟大的成就，

源于儿时的梦想，

美丽的梦，

给人力量。

二、出示课题：

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录象，大家想看看吗？

出示录象

那位同学有和这个同学一样的梦想？谁能说一说，

想象自己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模样？

三、出示范画

四、画出你的梦想吧，照亮你努力的方向。

你想不想也来画一画？

1.畅谈自己美好的理想：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人？从事怎样的
工作？

2.用你喜欢的绘画工具和掌握的画法来创作。



小学五年级三风整顿总结篇三

教材分析：

在学生对生活中的冷热现象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本课将帮
助学生形成温度的概念，教会学生规范地测定水温，并带领
学生探究热水变凉的规律。

本课主要教学活动有三个部分：

第一，形成温度概念。教材首先安排了一个经典实验――将
手指分别插入冷、热水中，5秒钟后，再同时放入温水杯内，
体会两个手指的感觉。接着请学生就这个现象做出自己的解
释，学生将在卡通人的提示下很快悟到，光凭手的感觉不能
准确决断物体的冷热程度，要想比较物体的冷热要用一个科
学仪器，并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引导学生懂得物体的冷热程
度叫温度，温度计可以准确地测定物体的温度。

第二，学习测定水温，学习使用温度计。测定水温的关键是
温度计的液泡不能接触杯壁和杯底，读数的时候不要将温度
计拿到杯外。

测三杯水的温度，是测量水温的一次演练。

第三，探究热水的降温规律。热水变凉是生活是司空见惯的
现象，然而学生可能从未想到过其中的科学道理。这一部分
的教学目标在于进一步加强测量水温的技能训练，培养学生
的记录能力，特别是连续观察并记录的能力，通过指导学生
绘制曲线图、分析数据，引导学生发现降温规律，从而激发
学生去探究生活中的科学问题。实验结束后，还要求学生通
过讨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这是培养学生科学分析和推理能力
的重要环节。

教学目标：



过程与方法：

能够收集数据并发现热水变凉的温度变化规律。

知识与技能：

1、知道物体的冷热程度叫做温度。会用温度计测量水的温度。

2、知道在热水变凉的过程中，温度下降是有规律的。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对科学研究有兴趣，体验和感受到生活中时时处处有科学。

2、体验到亲历科学探究过程的乐趣。

教学重难点：

重点：会用温度计测量水的温度。

难点：知道在热水变凉的过程中，温度下降是有规律的。

教学准备：

演示实验器材：温度计、烧杯、多媒体课件等。

分组实验器材：不同温度的水、烧杯、温度计、铁架台。

教学过程：

一、认识温度

同学们，上课前，我们来做个游戏好吗？每个小组选一名手
指感觉最灵敏的学生站起来。（学生讨论后站起来）



好！你们是你们小组当中感觉最灵敏的，老师来测测你们的
感觉是不是灵敏？

好！检测你们手指灵敏的时候到了。将左手食指放入温水中，
再将右手食指放入温水中，感觉到的冷热一样吗？（不一样）

哪只冷一些，哪只热一些？（右手冷一些，左手热一些）

是这样的吗？可，同一杯水，它们冷热应该一样的啊！怎么
会一只冷一些，一只热一些呢？是不是我们感觉出了问题？
（原先右手放在热水中，突然放到温水中，就会感觉冷一些，
而原先左手放在冷水中，再放入温水中，感觉就会热一些。）

噢，是这个原因致使我们感觉到的冷热程度不一样。（板书：
冷热）其实，物体的冷热程度叫温度。（板书：温度）它的
常用单位：（板书）摄氏度当我们要想准确地知道物体的温
度时，就要借助科学仪器――温度计。

二、正确使用温度计

过渡：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三杯水的温度？（想）那好，我们
先得学会怎么使用温度计，老师介绍，大家要听仔细。

（1）（出示温度计）这就是温度计，它是用玻璃做的，很易
碎。所以使用时，一定要轻拿轻放。为了方便大家观察，老
师特意做了个大模型。

（2）这最下端红色的叫液泡，这红色的一条叫液柱，上面还
有刻度，每一小格就是1c。

（3）测量时，液泡要完全浸在水中，而且不能碰到杯底和杯
壁，否则测出来的温度就会不准。

（4）读数时，要使视线与液柱的最顶端水平，液柱顶端指向



哪个刻度，就是多少摄氏度。但要注，一定要等液柱不在上
升或下降时，才能读数。

大家清楚了吗？好！看看老师教具上的温度是多少？（学生
读数）改变液柱的高度，学生继续读数。

大家会测量水温了吗？（会），好，我们就来测测这三杯水
的温度。注意，先测冷水再测温水，最后测热水，测量过程
中，要分工合作，及时记录下所观察到的温度。

开始测量。

汇报测量结果（教师板书，一至两组测量的数据）

我们发现冷水的温度较高，温水的温度一般，冷水的温度较
低，你们都是这样的吗？

三、连续测量一杯热水温度的变化。

2、学生猜测。

3、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快――慢，慢――快，均匀）
教师：为什么这样猜？

（一）方案设计

4、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那该怎么办呢？

5、学生答：测。

8、那隔几分钟测一次呢？

（1、2、3、4、5……）

10、除了测量次数和时间间隔，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使用温度计……）

11、另外，老师觉得大家还需要分工合作，保持安静，仔细
观察，有时记录。

（二）实验操作

1、（发材料）小组长上台来领铁架台和一杯热水。

2、你们温度计的液柱还在上升吗？（不升了）

3、好，注意开始记时了，请记录下此时的温度，填入“0”
分钟对应的格里。

【评：此环节的设计是为了教师统一计时，避免有的小组温
度还在上升时读数。】

4、2、4、6、8、10，观察记录。

（三）交流汇报

2、（先快后慢）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3、学生思考回答。

4、为了直观地看出这种变化，我们往往用曲线图来表示。

5、出示小黑板：横轴表示时间，竖轴表示温度。

下面就根据第一小组的数据来画曲线图。

6、师生同步作曲线图。

7、大家看图，0分钟到2分钟，线段坡度怎么样？（较大）说
明温度下降较快，8―10分钟的线段坡度呢？（较小）说明温



度下降较慢，这说明温度下降先快后慢。

8、大家知道为什么温度变化是先快后慢呢？

（热水刚到入杯中时与周围的温度相差较大，热量散发得很
快，当逐渐与周围环境的温差变小时，热的散发速度就减慢
了。）

四、拓展延伸

讨论：如果继续观测下去，温度会怎样变化？

提问：是否一直这样降下去呢？会降到多少呢？

板书设计：

冷热与温度

摄氏度当我们要想准确地知道物体的温度时，就要借助科学
仪器――温度计。

小学五年级三风整顿总结篇四

通过本课学习，让学生知道要爱清洁、讲卫生。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上节课学习了怎样养成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
惯，但讲卫生不仅只是带手绢和水碗还需要勤洗手。

二、教授新课

1、出示图片

提问：你知道手是怎样受污染的吗？



小结：我们的小手用途可真大。它可以拍皮球、择菜、开门、
浇花、打扫卫生等等。可是在它做这些事情的同时，自己也
受到了污染。

2、讲讲为什么要勤洗手。

3、出示图

提问：同学们，你们会洗手吗？

教师教给学生正确的洗手方法。

（1）先用水将手浸湿。

（2）将手面、手腕、手心全部打上肥皂。

（3）反复揉搓之后，用清水冲净。

（4）指名学生上台表演。

表扬我们身边爱清洁，讲卫生的'好同学并给他们带上同学自
己做的大红花，并希望其他同学向他们学习。

三、总结全文

四、课后反思：

小学五年级三风整顿总结篇五

游戏要求：学生相互合作，共同取胜。

师：1、结合前面的内容，充分利用教学器材---跳绳，组织
学生进行二人三足跑接力游戏，距离为14m。

2、老师讲解游戏方法及规则、要求。



3、强调学生在绑跳绳的时候要把多出来的绳子处理好，以免
产生不安全因素。

生：1、学生自己动手绑好跳绳，可自己选择规定范围内比较
合适的位置绑腿。

2、学生对所要进行的练习熟悉，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比
赛，看哪队获胜。

1、让学生自己动手选择不同的方法绑腿，发挥学生的'自主
创造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2、学生之间的配合可以增进学生的团结合作精神。

小学五年级三风整顿总结篇六

学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

手风琴、磁带、录音机。

1、学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

2、感受大海边的生活情趣。

通过演唱歌曲体会“赶海”的情景，感受音乐欢快活泼的情
绪。

1、第三乐句第二小节的休止符要做到声断气不断。

2、乐曲中的附点四分音符的时值要唱够。

3、最后结束句的七拍长音，要训练学生用较长的气息支持来
歌唱。

《赶海的小姑娘》



《赶海的小姑娘》由马金星作词，刘诗召作曲。歌曲通过对
一个小姑娘“赶海”的描写，表现了小姑娘欢快的心情和一
颗纯真的童心。

歌曲的音乐形象鲜明，旋律流畅，结构工整。歌曲为单二部
曲式结构。第一乐段由四个乐句组成，第二乐段由三个乐句
组成，最后以模仿螺号的长音结束。

一、组织教学

二、学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

1、发声练习

2、听录音，感受音乐的'情绪

3、学生学唱歌曲

（1）跟随老师学唱

（2）在演唱过程中老师指导学生纠正错误的地方

（3）采用不同方式演唱（例如：领唱加合唱、分组唱、独唱
等。）

三、小结

这节课我们通过演唱歌曲《赶海的小姑娘》体会了“赶海”
的情景，感受音乐欢快活泼的情绪。有机会的话，希望同学
们能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看美丽的大海。

四、课后反思



小学五年级三风整顿总结篇七

科学概念：

气体受热以后体积会胀大，受冷以后体积会缩小。

热胀冷缩现象与物体内部微粒的运动有关。

过程与方法：

1、用多种方法观察空气的热胀冷缩现象。

2、用文字或图画进行描述和交流。

3、尝试用“模型”解释现象。

情感、态度、价值观：

对热现象产生更浓的探究兴趣。

教学重点

用多种方法观察空气的热胀冷缩现象

教学难点

观察空气体积变化的方法设计、用“模型”解释热胀冷缩现
象

教学准备

为每组准备：烧瓶、l型玻璃管；热水、常温水、冰水；锥形
瓶，气球、红墨水。

教学过程



一、观察空气是否热胀冷缩

1、引入

水和许多液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空气是否也会热胀冷缩
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空气在受热或受冷后，体积会怎
样变化？（学生讨论推测）

2、空气受热受冷后体积的变化研究

（1）学生分组讨论，设计实验方案

（2）交流实验方案，确定方法。

（3）分组实验，教师巡视指导。

（4）交流、讨论。

（5）小结：通过实验我们发现：空气受热以后体积会胀大，
受冷以后体积会缩小。

（预设：空气的热胀冷缩现象非常明显，同时也能比较出液
体和气体热胀冷缩的区别）

二、怎么解释热胀冷缩现象

2、模拟空气“微粒”运动的游戏。

3、交流：从游戏中我们明白了什么？

（预设：这个游戏指向了对物体热胀冷缩性质的本质解释，
学生只有实践、体验过了，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所在。）

板书设计



空气的热胀冷缩

受热体积胀大

空气热胀冷缩

受冷体积缩小。

小学五年级三风整顿总结篇八

1.背诵古诗《春夜喜雨》，理解这首诗的意思。

2.阅读《螳螂捕蝉》，了解更多的成语故事。

3.通过辩论训练做到敢于想别人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且做到
言之有理，言之有据。

写好给学校的建议信，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在辩论中围绕自己的论点组织材料。

投影片

2课时

一、读一读，背一背

1.自由读一读这首诗，读不懂的地方画出来。

2.指名读这首诗，教师正音。

3.说说每句诗的意思，不懂的大家讨论。

4.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这首诗。



二、阅读

1.自读这篇短文，想一想，文章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

2.默读课文，思考：

a.那个年轻的侍卫官是怎样劝说吴王不要进攻楚国的？他这
样劝说有什么好处？

b.文章中哪一段文字是写“螳螂捕蝉”的，你从“螳螂捕
蝉”这个成语想到了什么？

3.你还听说过哪些成语故事，说给大家听。

一、引入课题：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开卷有益，大家是否听
说过呢？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二、阐明基本观点

1.说说你的`观点。

2.持同一个观点的同学可以分在同一个组，交流一下个人的
论据。

三、分组辩论

1.各小组进行辩论。

2.全班辩论。

四、教师总结

1.指出双方说得都很有道理，读书时要注意选择，对于坏书
要从反面吸取教训，同样能“开卷有益”。



2.大家评议，选出最佳辩手，发纪念品。

五、谈谈你的体会

1.普通学生发言。

2.最佳辩手发言。

小学五年级三风整顿总结篇九

1、使学生能比较熟练的把低级单位的名数聚成高级单位的名
数的练习。

2、能比较熟练的比较分数的.大小

教学过程：

1、把低级单位的名数聚成高级单位的名数的练习。

2、长度单位，面积单位。重量单位，和时间单位。

二、用分数表示各题的得数

7分米=（）米

31厘米=（）米

309米=（）千米

119千克=（）吨

13分=（）小时

63克=（）千克



51平方厘米=（）平方分米

97平方分米=（）米

2、比较分数的大小

14/25和13/255

12和5/167

11和5/11

7/30和7/249

28和15/284

27和4/31

3、比较下面每组数的大小，并用小于号连接

5/14、3/14和9/1411/13、

11/12和11/146/17、

6/23和6/19

12/35、16/35和9/353

5.3/4和2/54/

15.11/15和11/12

第4、5题是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的应用题

1、学生掌握比较分数大小的算理和方法，再进行比较。



2、几个分数排列是，是要求从大到小，还是从小到大，根据
意思进行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