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科学活动总结与反思 小学科学活动
策划篇(汇总10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科学活动总结与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水受热时体积膨胀，受冷时体积缩小，我们把水
的体积的这种变化叫做热胀冷缩;许多液体受热以后体积会变
大，受冷以后体积会缩小。

过程与方法：改进实验以达到更好的实验效果;制作一个简易
的观察水的体积变化的装置;用科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情感，态度，价值观：意识到学习科学知识，要运用到日常
的生产和生活。

教学重点：探究水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教学难点：能设计改进实验装置，使之能提供明显可见的实
验现象。

材料准备

分组实验材料：带橡胶塞的试管，细塑料管、红墨水(水)、
一杯冷水、一杯热水、水彩笔、醋、饮料、酱油、等易分辨
的液体、记录表。



教师演示材料：烧杯、一壶水、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我们来讨论一个生活中经常会有的事。大家用水壶烧过水吗?
有什么现象?

学生回答(水溢出来了)。

水为什么会溢出来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液体的热胀冷缩。然后板书课题：液体
的热胀冷缩

二、改进设计“水受热受冷后体积的变化”的实验

液体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液体是什么?(水)

那我们先来研究水吧。

学生回答不能。(如果回答能，就问，你上来观察一下，明显
的看见水体积增大了吗?)

看来这样的实验不能明显的看出哪个试管水的体积增加得大
一些。

这种方法不行啊。

小学科学活动总结与反思篇二

一、教学目标：

1、在杠杆尺的探究活动中，发展记录、分析、处理实验数据



的能力。

2、明确支点离重点越近，杠杆越省力;反之费力。认识日常
生活中几种省力和费力的杠杆。

3、激发对生活中杠杆应用现象的探究兴趣。

二、教学重点：通过对杠杆尺的探究，发展记录、分析、处
理实验数据的能力。

三、教学难点：明确省力和费力杠杆的科学原理，理解其在
生活中的合理应用。

四、材料准备：

教师：演示ppt、长铁棒、体操棒、木块、老虎钳、火钳、杠
杆尺、钩码等。

学生：杠杆尺、钩码、记录表(按四人组配备)。

五、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课：回顾杠杆三要素。

1、趣味游戏——撬“重物”，让学生实际体会杠杆的作用。

2、利用演示ppt，复习杠杆构成的三要素：支点、重点、力点。

3、提出本课研究主题，板书课题。

(二)、主题探究：利用杠杆尺，了解其省力和费力的科学原
理。

1.通过实物并结合演示ppt，认识杠杆尺的构造及其原理。



2.布置研究任务1：探究使杠杆尺平衡的钩码挂法，并做好记
录。

3.学生以四人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始约10分钟的独立探究活
动。

4.第一次汇报：展示力点钩码数大于重点钩码数和力点钩码
数小于重点钩

码数的两张记录表，比较其钩码数量的多少，明确后者比较
省力。

5.布置研究任务2：将省力的记录表挑选出来，用笔画出重点
到支点、力

点到支点的线段。

6.第二次汇报：展示三张省力的记录表，比较所画的线段，
思考其共同特

点。

7.结论一：重点到支点的距离比力点到支点的距离近，杠杆
就省力。

8.第三次汇报：展示二张费力的记录表，用笔画出重点到支
点、力点到支

点的线段，比较所画的线段，思考其共同特点。

9.结论二：重点到支点的距离比力点到支点的距离远，杠杆
就费力。

(三)、实践深化：理解杠杆在生活中的合理应用。



1.趣味游戏——“以弱胜强”，通过对支点位置的控制，强
化学生对上述

结论的理解。

2.实践体验——用老虎钳钳断铁丝，利用ppt图片分析其省力
原理。

3.演示分析——“小小秤砣压千斤”，利用ppt图片分析其省
力原理。

4.实践体验——用火钳钳起铁块，利用ppt图片分析其费力原
理。

5.小结：杠杆工具的省力或费力，与其用途有密切关系。

(四)、延伸课外：调查生活中的杠杆类工具。

小学科学活动总结与反思篇三

生：黑色塑料袋。

师：不打开袋子，你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生：不知道。

师：想一想，可以用什么方法知道这个袋里装的是什么?

生：可以用手摸。

生：用鼻子闻也应该可以。

生：我觉得还可以用舌头尝。



师：真聪明，如果老师现在就让你来确定这个袋子是什么的
话，你会怎么做?

生：先用手摸。

师：你为什么先选用用手摸这种方法?

生：我觉得比较简单。

师：可不可以先用鼻子闻或用舌头尝?

(学生自主的发生辩论)

师：对，不明的东西不能随便闻、随便尝，我们要注意安全。

师：我们每个组也有一个装有不明物的黑袋子，请小组长从
实验桌中取出来，组织小组同学闭上眼睛，用你们刚才想的
方法试试。

(小组成员在小组长的组织下进行闭眼摸物活动)

师：刚才同学们活动进行得非常认真，值得表扬。谁来说说
你用手摸准了哪些物体?

第2组：我们刚才用手一下子就摸出了荔枝，因为我们感觉到
荔枝比较小，而且表面很粗糙，。

生：还可以用鼻子闻。

(小组闭眼闻物活动)

师：闻到了什么?

第5组：我们这个组的小华特别喜欢吃苹果，一下子就闻出了
苹果的味道。



(其余各组各抒己见)

师：你的鼻子真灵敏。在用鼻子闻不清楚的物体时，鼻子离
物应该远一点，用手扇一扇，然后慢慢的吸气。

师：还有一些通过手和鼻子不能准确感知的，怎么办呢?

生：还有一种方法可选用，那就是用嘴尝味道。

师：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尝的。不
过，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是干净、安全的东西，你们可以放心
尝。

(小组闭眼捏鼻尝物活动)

师：尝出了什么味道?是用牙齿、嘴唇尝的吗?

第12组：跟第2组和第5组一样，我们也是先确准了两种，我
们刚才用舌头尝出了梨子的味道。

师：哦，你们真棒，把袋子里的物体全认出来了。

小学科学活动总结与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能运用多种方法观察运动后身体变化的现象，并进行条理
化的记录。

2、能根据自己的发现整理出可进行研究的问题。

3、知道我们的身体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发生的变化。

4、关注运动、关注人体健康。



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学生校园运动的图片或录像，并为每组学生准
备简易的听诊器。

2、学生准备：课前收集有关参加运动后身体变化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做各种各样的运动，如做操、跑步、打
球、做游戏…

我们的身体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有哪些不同的感觉呢?

二、新授

1、引导学生交流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的体验。

(1)教师出示校园中常见的活动图片或录像，让学生说说自己
在校园里经常参加哪些活动。

(3)教师出示教材主题图，指导学生交流运动后的多种感受。

(4)教师提出问题：“这些不同的感受说明了什么?”充分让
学生发表不同的看法。

(5)根据学生的发言，教师作出正确的归纳：运动前后的感觉
不同，说明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2、讨论能用哪些方法观察运动后身体发生的变化。

(1)学生分组讨论



(2)小组交流讨论得出观察方法。

(3)教师根据学生交流的方法做小结。

(4)教师强调指出：只运用我们的感官来观察可能不准确，不
全面，往往需要借助一些工具或仪器来观察才能更全面、更
准确地获得身体的变化情况。

3、组织学生体验。

(1)组织学生在室内或室外进行一些活动量较大的活动，并强
调有关安全。

(2)学生运用上一项活动中交流的方法，相互观察运动后身体
发生的变化作好记录。

项 目 运动前 运动后

呼吸频率 平缓、匀速 急促、加快

心跳(次/分) 75次左右 80次以上

脉搏(次/分) 75次左右 80次以上

(3)学生交流

(4)教师小结

4、交流记录中的发现，整理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学生交流

(2)教师整理归类。



小学科学活动总结与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科学概念：气温是指室外阴凉、通风地方的温度，每天应
选择同一时间来测量气温。

2、过程与方法：选择每天测量气温的环境，完成“天气日
历”中温度的测量和记录。

3、情感、态度、价值观：保持对气温变化的研究兴趣，理解
长期测量和记录数据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

选择每天测量气温的环境，完成“天气日历”中温度的测量
和记录。

教学难点：

正确测量，能坚持记录。

教学准备：

课前布置分小组记录一天中清晨、上午、中午、下午和傍晚
的气温。

每组一张温度填充图。

每个小组或每人一支温度计。

教学过程：

一、教师导语，引入研究课题



1、温度对天气的影响很大，气温是天气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天气日历中重要的记录数据。

2、揭示学习课题。

二、室外温度的测量与比较

1、教师提示使用温度计测量温度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2、学生说说怎样用温度计测量温度、怎样读数;复习温度计
的刻度;让学生找出沸点、冰点、人体正常体温等温度。

4、测量室内温度，记录、交流。

5、分组到室外不同地方测量温度，走廊上、阳光下、树底下、
阴凉处，把测量的温度及时记录。

三、气温的测量

2、教师小结，室外阴凉通风地方的温度最能反映当地的气温，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合适的地方来测量气温。

3、测量不同时间的气温，汇报不同时间所测到的气温。

小学科学活动总结与反思篇六

科学概念：

液体都会流动，流动的快慢受到黏度的影响。

过程与方法：

进行预测并用对比实验进行验证;理解公平实验，为保证公平，
需要保持除变量之外的其他条件相同。



情感、态度、价值观：

认识到公开的、民主的讨论有助于辨识实验的准确性;小组内
分工合作对开展实验是十分重要的。

【教学重点】简单设计对比实验，描述并简单解释液体流动
的快慢受到黏度影响。

【教学难点】设计对比实验，理解公平实验对实验结果的影
响。

【教学准备】

给每组的材料：1小杯水、1小杯油、1小杯洗洁精、1块玻璃、
3个滴管(或吸管或塑料勺)、一张实验记录表。

给每个学生的材料：一张维恩图。

【教学过程】

一、设计流动比赛

1、回顾上节课学习的主要科学概念：水和食用油有哪些相同
和不同。(并展示上节课的维恩图)

水会流动，油会流动，它们流动的快慢一样吗?

3、有什么办法证明?

师引导：如果要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进行一场公平的
液体流动的比赛。

4、设计“流动比赛”的方案，小组内成员交流：怎样做才能
保证流动比赛是公平的?哪个方法，为什么?讨论后确定一个
比赛方法。



5、全班交流比赛方法，围绕“保证比赛的公平、可行”进行
讨论，鼓励生生质疑，完善比赛规则。

二、实验、思考

1、请小组成员根据自己选择确定的方案进行流动比赛，并记
录。(师要提示学生重复做几次实验)

2、全班交流，汇报，包括：一共进行了几次实验，实验的结
果如何，每次实验的结果都相同吗，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实
验结果不一致等。

3、思考：液体的流动快慢跟什么有关?

三、液体、固体比较

1、师让学生关注以板书的水和食用油的维恩图记录，明确水
和油具有的共同特点，并思考洗洁精是否同样具有这些特点。

2、小结：三种液体的相同点，固体具有吗?固体和它们相比，
有哪些不同?师生讨论交流，完成固体和液体比较的维恩图记
录。

3、讨论交流，对于“水是怎样一种液体”，我们又有了哪些
新的认识?

小学科学活动总结与反思篇七

教学目标：

1、在制定研究方案的基础上，搜集数据并进行整理分析。

2、利用自己擅长的形式解释本组研究内容的过程和结果。



3、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意识，让学生共同参与探究活动。

教学重点：在制定研究方案的基础上，搜集数据并进行整理
分析。

教学难点：利用自己擅长的形式解释本组研究内容的过程和
结果。

教学准备：实验记录表、手表、跳绳、神经系统课件、血液
循环系统课件。

教学课时：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在上一节课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什么是健康，那
怎样才能做到健康生活呢?就让我们一起《登上健康快车》。

二、探究活动。

1、计划于组织。

(1)学生完成“脉搏频率与各种运动的关系”实验，并填写好
实验记录表。

(2)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制定“情绪与脉搏快慢的关系实验
设计”研究方案。

(3)学生自读“小资料”，了解人体神经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教师加以讲解引导。



2、事实与证据。

(1)学生搜集证据，对“情绪与脉搏快慢的关系”的实验加以
研究。

(2)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对研究情况进行交流。

(3)学生自读“资料卡”，了解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组成及作
用。

三、总结。

第二课时

一、计划与组织阶段。

教材在此环节提供了“健康从‘心’开始研究小组”、“捍卫
‘人体司令部’研究小组”、“探究‘心理奥秘’研究小
组”、“‘青春期知识知多少’研究小组”四个小组的研究
情况。着重提供了“健康从‘心’开始研究小组”的样张，
特别注重数据的积累。教学中，教师不要限制学生研究内容，
即使同样在“心”小组的研究，学生研究内容也可能不尽相
同，有的想研究心脏的作用，有的想研究心脏的保健，有的
想研究心脏的快慢与哪些因素有关等等。教师应鼓励学生，
既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制定研究方案，又可以在研究中分头进
行，以便搜集证据时相互补充完善。同样，“青春期知识知
多少”的研究也会因学生兴趣的不同而出现具体的研究内容
与研究方案制定的不同。

二、事实与证据阶段。

教材在此环节重点介绍“青春期知识知多少”研究小组的样
张，侧重学生搜集到的各种数据，并采用统计表、折线图、
资料图卡等多种表达形式进行分析和表达。同时，考虑到学



生在本小组内容的探究中也会发现其他小组研究的内容，因
而教材也设计了小组之间相互补充数据、相互合作解疑的内
容，旨在培养学生互助合作的团队精神。教学中，教师要引
导学生选择相应的研究方式、方法寻找证据，并及时交流方
案。

【教学后记】

事实与证据的探究阶段，不拘于时间和场所的限制，教师可
采取课上与课下，分散追踪与适时集中短暂交流等多种形式
进行教学。提醒学生及时修改方案，注重对数据资料的分析
与整理，找到相应的表达形式，以便进行全班范围的交流与
汇报。

小学科学活动总结与反思篇八

【教学目标】：

过程与方法

1、提出有关养蚕的问题。

2、观察蚕卵和蚁蚕。

3、能够用语言和图画描述蚕卵和蚁蚕。

4、能够对蚁蚕的长度做定量测量，并记录下来。

科学知识

1、知道养蚕的基本方法和注意事项。

2、知道蚕卵能孵出幼虫，刚出壳的小蚕叫蚁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初步领略生命的神奇与伟大。

2、关注生命、亲近生命、珍爱生命。

【教学重难点】：

知道养蚕的基本方法和注意事项。

【教法学法】：观察法、谈话法、小组学习法、

【教学准备】：蚕卵，蚁蚕，放大镜，羽毛，图片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师出示一块丝绸，谈话：这是什么材料?丝绸是用什么织
成的?(蚕丝)蚕丝是从哪里来的?(蚕吐的)

2、询问：你们养过蚕吗?

3、谈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交流如何养蚕。

二、学习新课

1、师生谈话

(1)、提问：关于养蚕你最想了解些什么?

(2)、讨论：蚕和我们人类一样，也共同拥有宝贵的生命。那
么在蚕宝宝出生前，要做好哪些准备?我们该如何做才能成为



称职的“蚕妈妈”?(引导学生从食、宿、呼吸、保健、安全
等方面为蚕宝宝做考虑)

(3)、提问：还有哪些问题需要研究?

2、认识蚕卵。

(1)、仔细观察蚕卵(提示用尺子测量直径，用放大镜观察蚕
卵的形态)(提醒蚕卵也是有生命的，要轻拿轻放)

(2)、启发学生运用多种感官对蚕卵进行观察，并用语言或图
画的形式描述蚕卵。

(3)、谈话：把我们刚才观察蚕宝宝的过程记录下来，就成为
蚕宝宝的第一篇日记。

3、认识蚁蚕

(1)、提问：刚刚孵化出来的蚕是什么样的?

(2)、你认为这时候的蚕像什么?你知道这时候的蚕叫什么名
字?

(3)、分组观察蚁蚕(或看有关蚁蚕的图片或音像资料)

(4)、用语言描述蚁蚕。

(5)、养过蚕的同学介绍蚁蚕的有趣事情。

三、总结

1、讨论：用哪些方法记录蚕宝宝的成长过程?启发学生可以
通过画像、拍照、录像、文字记录等方法为蚕宝宝做好成长
记录。



2、谈话：鼓励学生坚持为蚕宝宝记日记。

小学科学活动总结与反思篇九

教学目标：

1、初步感知可以从云量、降水量、气温、风向和风速等天气
现象来描述天气。

2、知道常见的一些天气现象和天气符号。

3、能对各种天气现象进行分类。

4、运用感官观察天气，并学会用简单的词句把它记录下来。

教学重难点:

知道常见的一些天气现象和天气符号。

教学准备:

1、用天气符号标注城市天气情况的中国地图一张;

2、每组一套天气符号卡片;

3、天气现象归类表格和关于天气网状图各一份;

教学过程：

一、认识天气现象

2、根据学生的回答在黑板上粘贴相应的天气符号并写上名称。

3、提问：你们还知道哪些天气现象?(根据学生回答出示相应
符号)



4、发给每一组一套天气符号：请大家对这些天气现象进行分
类。

5、汇报交流。

二、描述今天的天气怎样?

1、今天的天气怎样呢?我们一起到外面从云、降水、温度、
风四个方面对今天的天气进行观察，然后用一些词或句子将
观察到的现象记录在科学记录本上。

(出示观察要求：请从云、降水、温度、风四个方面对今天的
天气进行观察，然后用一些词或句子将观察到的天气现象记
录在科学记录本上。)

2、提问：你觉得今天的天气我们应该穿什么衣服?)

三、总结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今天的天气，那么明天又会天气怎样呢?后
天呢?一个月内我们的天气又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在接下来
的一个月时间里请大家每天都能把观察到的天气现象记录下
来，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这里的天气变化是
这样的。

四、课后作业

1、写出你知道的天气现象?

2、一般天气预报包括哪些内容?

小学科学活动总结与反思篇十

为了保护我国的林业资源，美化环境，保持生态平衡;1979



年2月，中国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
月12日定为中国的植树节，为提高大家义务植树的意识，提
高大家爱护花木，珍惜绿色的责任心，我院志愿者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护绿行动和植物种植实践体验活动，做到人人参与，
宣传与实际行动相结合，从而令孩子们在活动中体验成功的
喜悦，增加对植物生长的了解，增强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以达到为班级、学校、社会增添绿色，净化、美化环境的目
的.。

二、活动目的

共同宣传全球温室效应的危害，倡导大家爱护我们唯一的家
园----地球，并在活动中发扬志愿精神。

活动口号：多一片绿色，多一片温馨。

三、活动主题

“添荫护家园”植树节“有奖竞猜·免费抽奖”活动。

四、主办单位：财经系团总支·学生会

五、活动对象：全校师生

六、活动时间：201x年3月12日，中午12：30-2:00

七、活动地点：思恩楼与c栋之间

八、活动过程：

1.由宣传部成员准备100道左右的关于环保或植树的的问题以
及抽奖券

2.前来参与活动的同学需回答问题，答对了可获得一张免费



抽奖券，免费抽奖一次。答错不得奖。

3.一张奖券只可抽一次，抽到的可获奖品小盆栽一份。若抽到
“植树节快乐”则无奖。

九、部门分工

实践部：负责维持现场活动秩序。(需佩戴工作证，提前到现
场整理桌椅等)

宣传部：负责整场活动的安排，策划，海报宣传，题目问答，
抽奖。

学习部：组织关于“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宣传。

十、活动经费预算

1、礼品的购置：购买奖品盆栽20盆，100元左右。

2、宣传：制作横幅一条，用于参与活动的签名合影纪念。

7m*7元/m=49元左右

3、宣传海报一张，两个展板。(写关于植树节知识和活动规
则)

合照留影：全体学生会成员于思恩楼与c栋之间集合照相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