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年级的实验报告单 四年级科学
实验总结报告(实用5篇)

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
做法、经验以及问题的报告，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优
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四年级的实验报告单篇一

总体目标：

本学期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本册书中所学的知识，培养学
生观察能力和实验能力，给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本学
期力争使70%的学生进入优秀之列，100%的学生及格，期末成
绩位列全街道同课前五名。

三维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目标：

1、引导学生懂得如何科学观测和描述天气变化。

2、学习物质的状态及变化，探究水的三态变化，包括蒸发及
雨的形成，从中初步体验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

3、让学生学会区分生物与非生物，说出生物和非生物的主要
区别，从而找出生命的主要特征。

4、引导学生学习物质的变化，包括一些可逆的和不可逆变化
过程

5、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农业与技术的关系。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1、通过实物进行教学，培养学生的观察、思考、归纳能力。

2、学会一些基本的实验操作。例如：化冰实验，蒸发、沸腾、
凝结等的实验等。

3、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册知识的学习，让学生受到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的
教育；分析天气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人类生活对天气
变化的影响，受到爱护花草树木、爱护小动物、保护环境等
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学生热爱科学、勇于实践和创新的精神，
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陶冶爱美的情操。

二、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本学期我担任四年级的科学课，本年级共有学生30人。

其中男生11人，女生19人，他们大多数年龄在11——12岁之
间，他们身心健康，活泼可爱，接受知识的能力强，。由于
科学接近生活，大多数同学对科学很感兴趣，他们的学习积
极性高。因此，在教学中，结合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抓
住学生新奇、爱动的特点，创设多种观察实验的情景，多给
学生实验的机会，使他们在学习中感受到生活的甜美，在实
验中发展智力和提高观察思维能力。

班内的优秀学生上课能认真听讲，作业能及时完成，能大胆
积极的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这些同学学习方法得当，模仿
能力强，思维敏捷，反应迅速，表演能力强，成绩突出。

中程生同学好动，欠细心，但能认真刻苦学习，成绩良好。



后进生：有部分同学大脑比较灵活，但缺乏吃苦精神，他们
有好玩的思想，上课不认真听讲，学习不刻苦，学习成绩较
差。如：刘倩倩等。

针对以上情况，在本学期的教学中，要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
注意因材施教，搞好优生优培和困难生的辅导和转化工作，
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大面提高教学
成绩和教育教学质量。

三、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共有25课，分为六个单元。

第一单元，“天气”单元是本册书的起始单元。本单元以学
生熟悉的天气现象为研究对象，通过感受和描述天气变化，
设计制作观测天气的仪器，实地观测天气，获得观测天气的
有关数据，并模拟天气预报发布天气信息，收集资料、分析
天气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人类生活对天气变化的影响
等活动，引导学生懂得如何科学观测和描述天气变化，亲历
和模拟天气预报的制作过程，引导学生体验科学技术的发展
对提高人类观测天气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影响。

第二单元，在了解天气变化的基础上，继续学习物质的状态
及变化，探究水的三态变化，包括蒸发及雨的形成，从而使
学生对天气变化的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从中初步体验自然
现象的变化规律。本单元从物质的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状
态引入，引导学生用观察、实验等方法探究不同状态物体的
基本性质。通过探究水的三态变化，帮助学生认识温度的改
变可能促使物质的状态发生变化。

第三单元，以学生生活中常见的生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帮助
学生学会区分生物与非生物，说出生物和非生物的主要区别，
从而找出生命的主要特征。学生通过亲历种植和饲养活动，
发现生物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主要变化，同时学会制定较为完



整的观察计划，会用多种方式做观察记录，并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第四单元，在学生认识了天气变化、物态变化和生物变化之
后，引导学生学习物质的变化，包括一些可逆的和不可逆变
化过程，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奠定基础。
在探究物质的变化过程中，通过亲历活动，使学生认识到物
质变化一类仅仅是形态的变化，不产生新的物质；另一类不
仅仅是形态的变化，还会产生新的物质。物质的不可逆变化
既可以对人们生活带来有利的一面，又会给人们带来负面影
响。

第五单元，农业与技术是本册书的结束单元，也是体现科学、
技术、社会、环境相结合的综合单元。在学习了天气、物质
的状态、生物的生长和有趣的变化等单元以后，引导学生进
一步了解农业与技术的关系。本单元从学生熟悉的农业与生
活入手，围绕技术的发展对农业的影响这一主题，帮助学生
通过生活调查、资料分析，认识农业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第六单元展示会：是全册书的总结，围绕本学期所学的内容，
设计了一个较完整的设计、布置、展示活动。目的是通过整
理本学期对“变化的世界”的学习内容和收获，引导学生掌
握分析、总结、归纳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从小养成良好
的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学习习惯。鼓励学生学会自己确定
标准，对所学知识进行梳理、归纳，建立自己的概念系统。
并通过展示与同学交流，达到分享学习成果的目的，从而充
分体会成功学习的乐趣。展示会活动，也是对学生本学期学
习效果的一次较综合性的评价。教师应分别从活动组织能力、
科学探究能力、概念系统掌握三个方面，对各小组给予综合
评价。

四、教学研究内容

（一）、重点：



1、培养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和爱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2、学习物质的状态及变化，探究水的三态变化，包括蒸发及
雨的形成，从中初步体验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

3、如何科学观测和描述天气变化

4、学习物质的变化，包括一些可逆的和不可逆变化过程。

5、区分生物与非生物，说出生物和非生物的主要区别，从而
找出生命的主要特征。

6、掌握水的蒸发、沸腾、凝结和水的三态变化。

（二）、难点：

1、学生观察能力和实验能力。

2、些基本的实验操作。例如：说明自然界中雨是怎样形成的，
物体的生长与变化，蒸发、沸腾、凝结等的实验。

（三）、教研教改专题：

课题：如何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

五、教学措施：

1、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加学生对
大自然的情感。

2、加强观察、实验、思考，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一个比较系
统、全面的认识。

3、大胆放手，让学生在学习中起主体用。



4、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加强直观教学，增强学生对事物
的感性认识。

四年级的实验报告单篇二

1、按人们的生活习惯，可以把食物分成粮食、蔬菜、水果、
调味品等；根据食物的来源分，可以分为来源于动物的食物
（荤食）和来源于植物的食物（素食）。

2、食物的营养主要有：蛋白质、糖类、脂肪、维生素和矿物
质等。

3、蛋白质是我们长身体的材料，是人体肌肉、皮肤、内脏、
头发、指甲和血液的主要成分。含丰富蛋白质的食物有：鸡、
鸭、鱼、蚕豆等。蛋白质燃烧后有一股焦臭味。

4、淀粉是富含糖类的食物。肥肉、芝麻等食物富含脂肪。

5、糖类和脂肪能提供给我们能量。

6、维生素和矿物质有调节身体机能的作用。蔬菜和水果里富
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7、食物在白纸上檫或压后留下油迹，说明这种食物中含有脂
肪。食物上滴上碘酒后变成蓝色，说明含有糖类（淀粉）。
我们也可以通过看食物包装上的信息了解它的成分。

8、不同食物所含的营养成分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说哪一种食
物最有营养，也找不出一种包含了全部营养的食物。为了使
我们每天吃的食物能保持营养均衡，我们必须吃粮食类、蔬
果类的食物，还必须吃肉蛋类的食物。

9、营养搭配原则：荤素搭配、粗细粮搭配、多种搭配，每日
都吃适量的新鲜水果和蔬菜等。



10、食物的腐败变质是微生物引起的。使面包发霉的霉菌就
是一种微生物。

11、微生物的生长繁殖需要一定的空气、水分和温度等条件。

12、破坏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条件可以减慢食物变质的速度。
我们可以用冷冻（或冷藏）、晒干（或风干、烘干）、腌制、
密封包装、真空包装、高温消毒等方法减慢食物变质的速度，
更好地储存食物。

作用。胚芽发育生长后变成植物的茎和叶，胚根发育生长后
变成植物的根，子叶为种子发芽提供营养。

13、食物包装上一般都有生长日期、保质期、保存条件、配
料表、商标、生产厂家、地址等信息。

14、食品的特点、包装保存的方法、食品的不同配料等都会
影响到保质期的长短。

四年级的实验报告单篇三

1、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感悟老科学家为了科学事业而献出宝贵生
命的伟大精神。

3、认识本课生字。

理解“透、盘、吐、蜷、抬”几个描写毒蛇动作的词，并能
准确运用。

通过对文章细节描写的理解，体会老科学家无私奉献的伟大
精神。



自制多媒体教学课件和电子白板辅助教学。

一、导入课题。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个词语“血染”解释，引出课题。

（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文意。

2、检查生字。

燥热噪音花岗石蜷捐躯殷红

读准这些词语，老师相信同学们再读课文时一定会更加流利。

3、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三、精读感悟。

1、看视频，问：想到哪个词？现在就请同学们到课文中找一
找，课文是怎样描写这种南北洲毒蛇？（指名读）

2、请画出描写毒蛇动作的词语（透、盘、吐、蜷、抬）

3、从这些动词中，你能体会到什么？

4、蛇这样凶猛，谁能通过你的`朗读来展示？

6、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不”字后的标点符号？表明感情怎
么样？（坚定、强烈）

7、那么你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你来试一试。（生读）



9、默读4—5自然段

要求：用“——”勾画出博士所做的实验记录的内容。

再用“ ”画出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记录的，并在旁边写出自
己的感受。

（1）师：谁来说一说你所画的第一处记录。

生：“体温很快升到了39、5℃……胃剧痛……”

师：你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发过高烧？什么感觉？

（2）博士是在什么情况下继续坚持记录的呢？

课件出示“汗水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但他还是

顽强地记录着

师：能说说读完这段话的感受吗？

师：此时我们仿佛看到了那老人痛苦的表情，博士一手捂着
肚子，一手艰难地记录，汗水不住地往下淌，打湿了实验报
告。我们被这一幕感动了。谁能带着自己的理解再读这一部
分。（生读）

（3）师：施密特博士忍受着这样的剧痛继续记录着，那么他
所做的第二处记录是什么？

师：你从哪里感受到老人记录的艰难？你能再读一读这句话
吗？

师：读完这段话你有什么感受？

师：施密特博士，七窍流血，浑身乏力，还不忘写下这最后



的感觉。

10、我们回头再看这份珍贵的实验报告。你发现什么？从这
些省略号中你能读出什么？

11、在被蛇咬伤五个小时后，博士手中的笔掉落到地上，他
停止了呼吸。在人生的最后五个小时里，他忍受了我们常人
难以想象的痛苦，克服了我们无法估量的困难。

四、情感升华。

师：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或轻如鸿毛。卡尔·施密特博士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重于泰
山的真正含义。其实像他这样的科学家还有很多，课后请同
学们查阅资料，下节课汇报。

四年级的实验报告单篇四

教材简介

《血染的实验报告》是教科版教材四年级下册的一篇精读课
文，课文主要写了芝加哥自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的动物学
家卡尔·施密特博士以生命作为代价，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实
验，完成了一份血染的实验报告，为人类的科学事业留下了
宝贵的资料，赞颂了施密特博士为了科学事业贡献出宝贵生
命的伟大精神。

设计理念

以读为媒介，搭建起学生与文本之间的情感桥梁。引领学生
在品读语言文字的同时，用心灵去体验、感悟科学家的崇高
品格。

教学目标



1．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感悟老科学家为了科学事业而献出宝贵生
命的伟大精神。

3．认识本课生字。

教学重、难点

1．理解“透、盘、吐、蜷、抬”几个描写毒蛇动作的词，并
能准确运用。

2．通过对细节描写的理解，体会老科学家无私奉献的伟大精
神。

教具准备

自制多媒体教学和电子白板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题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个词语“血染”解释，引出课题。

（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文意。

2.检查生字

燥热噪音花岗石蜷捐躯殷红



读准这些词语，老师相信同学们再读课文时一定会更加流利。

3.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三、精读感悟：

1.看视频，问：想到哪个词？现在就请同学们到课文中找一
找，课文是怎样描写这种南北洲毒蛇？（指名读）

2.请画出描写毒蛇动作的词语（透、盘、吐、蜷、抬）

3.从这些动词中，你能体会到什么？

4.蛇这样凶猛，谁能通过你的朗读来展示？

6.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不”字后的标点符号？表明感情怎
么样？（坚定、强烈）

7.那么你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你来试一试。（生读）

9.默读4—5自然段

要求：用“——”勾画出博士所做的实验记录的内容。

再用“”画出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记录的，并在旁边写出自
己的感受。

（1）师：谁来说一说你所画的第一处记录。

生：“体温很快升到了39.5℃……胃剧痛……”

师：你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发过高烧？什么感觉？

（2）博士是在什么情况下继续坚持记录的呢？



出示“汗水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但他还是

顽强地记录着

师：能说说读完这段话的感受吗？

师：此时我们仿佛看到了那老人痛苦的表情，博士一手捂着
肚子，一手艰难地记录，汗水不住地往下淌，打湿了实验报
告。我们被这一幕感动了。谁能带着自己的理解再读这一部
分。（生读）

（3）师：施密特博士忍受着这样的剧痛继续记录着，那么他
所做的第二处记录是什么？

师：你从哪里感受到老人记录的艰难？你能再读一读这句话
吗？

师：读完这段话你有什么感受？

师：施密特博士，七窍流血，浑身乏力，还不忘写下这最后
的感觉。

10.我们回头再看这份珍贵的实验报告。你发现什么？从这些
省略号中你能读出什么？

11.在被蛇咬伤五个小时后，博士手中的笔掉落到地上，他停
止了呼吸。在人生的最后五个小时里，他忍受了我们常人难
以想象的痛苦，克服了我们无法估量的困难。这真是：

四、情感升华：

师：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或轻如鸿毛。卡尔·施密特博士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重于泰
山的真正含义。其实像他这样的科学家还有很多，课后请同
学们查阅资料，下节课汇报。



四年级的实验报告单篇五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老科学家那位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伟
大精神。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通过对文章细节描写的理解，体会老科学家那无私奉献的
伟大精神。

2、理解“透、盘、吐、蜷抬”几个动词，并能准确运用。

南美洲毒蛇的录像画面。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播放有关南美洲毒蛇的录像。同学们，看到这些画面，你
想到了哪些词语？

2、打开书看课文是怎么描写这种蛇的。

3、齐读这句话。（投影出示）“这条蛇非常大，是灰色的，
蜷在笼子中，像盘着的绳子，足有五六圈儿，小小的脑袋抬
得高高，细长的舌头不时吐出来，三角眼透出令人恐惧的凶
光。”

二、自由读文，了解内容

1、让学生借助拼音自由练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交
流认识的生字和多音字。

2、同桌互读课文，纠正读音、语气、停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3、指名接读课文，思考：课文写了件什么事？

三、抓住重点段落，读懂课文

2、重点句子解析。

“施密特先生觉得伤口剧烈地疼痛，四肢麻木，身体不能动
弹，他知道自己中了蛇毒……”毒蛇咬人时，咬坏肌肉，同
时放出毒液。蛇毒多为神经性毒液，毒性强。毒液，先麻醉
神经，使人身体不能活动，继而使身体器官丧失功能，最后
脑部充血而死。卡尔施密特博士作为研究蛇的动物学家，当
然懂得这些常识。当他感觉到伤口剧痛，四肢麻木时，清楚
中蛇毒了。

3、他想：“完了，难道就这么死去吗？不！我应该再做些什
么……”这段关于施密特被蛇咬后的心理描写，真实地刻画
出老科学家牺牲前的心态。他知道中毒了，在打不通电话后，
他知道没人能救他，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但是，多
年科研实践锻造出的坚毅、奉献的品格使他临危不惧。他认
为自己被蛇咬，正是一次特殊的实验——用自己身体做实验
品进行“蛇咬伤生理反应的课题实验”。于是他果断而坚定
地在心中说“不”，要“再做些什么……”这里用省略号，
使人不言而喻，就是记录蛇咬伤后的生理现象与感受，为后
人留下研究资料。这些心理，是老科学家坚持记录直至牺牲
的强大的内驱力，是他高尚人格的反映。

4、“在被蛇咬伤5个小时以后，卡尔施密特博士手中的笔落
在地上，他停止了呼吸。”

“5个小时后”，足见时间之长。可以想象，在漫长的时间里，
老科学家该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也可猜到老科学家的实验
记录该多么艰难。读者联系上文不难知道，他记下了体温的
变化，器官功能的变化，血液的变化，体力的变化等等。这
是在疼痛中的记录，是在知觉逐渐消失中的记录。卡尔施密



特是多么坚强的科研工作者，有多么崇高的令人折服的品格！
句子不直接写“死了”，而写“手中的笔掉在地上”，表明
老科学家科研至死，坚持记录到生命最后一刻，也反映作者
不忍用“死”这个字眼去记叙可敬的科学家。

四、指名朗读水平较高的学生读第4、5自然段。

1、这次实验真像往常一样吗；

2、哪些方面的确像往常一样；

3、为什么博士能在这个实验中表现得像“往常一样”；

五、激情提升，延伸表达。

这份资料将为研究毒蛇作贡献，这是用生命换来的，所以课
文作者发出这样的赞叹——齐读最后一句话。

六、延伸课文，适当拓展

1、把自己最想对博士说的一句话写下来。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深刻体会老科学家那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3、认识9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

教学重、难点：

1、深刻体会老科学家那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2、认识9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

教学过程：

一、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说说“看”到实验室内发生的一切，你烈的感情是什么？

二、小声读课文。小组内讨论

1、这次试验真得像往常一样？

2、那些地方确实像往常一样？

3、为什么博士能在这次试验中表现得“像往常一样”？

三、全班交流互动。

四、同桌互动。

说说施密特博士的哪些行为最使你感动。

五、完成课后选择词语填空。

六、认读生字。

1、容易写错的字：博

2、左右结构的字，书写时都是左小右大，结构安排要合理。

七、作业

找一些为科学事业做出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科学家的故事
来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