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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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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要完成由中年级，通过学习，要能达到课程标准规定
的中年段的教学目标，为高年级的语文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个基础除了扎实的语言文字的基础外，还包括良好的学习
习惯和学习兴趣。特别是学生在低年级、中年级养成的学习
习惯，不管好与坏，到了高年级是不大容易改变的。所以说，
四年级是很关键的一个学年。

我班学生思维相当活跃，个性张扬，学习兴趣比较浓，主动
性较强，但不善于倾听别人的观点和意见，对最基础的知识
点不放在眼里，协作精神差，缺乏最基本的纪律观念。

看来，教学的着眼点不应仅仅停留在语文教学上，更不能仅
仅看孩子们的成绩，而应该从他们的做人和做事抓起，以促
进他们的全面发展。本册教材的基本结构本册教材仍以专题
形式组织内容：导语、课例。

本册教材的教学目标本册通过精美的选文，在语言学习过程
的熏陶和感染中，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积极的人生态度和
正确价值观。在识字写字、课文阅读教学、口语交际、作文、
综合性学习等学习和活动中，达到中年级的上阶段教学目标。

本册学习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1、认字297个，会写222，养成主动识字的习惯。

2、会使用字典、词典，有独立识字的能力。能用钢笔熟练书
写正楷字，用毛笔临摹字帖。

3、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表达情意的作用。

5、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能复述叙事性课文的大意。

6、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并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

7、在交谈中能认真倾听，养成向人请教、与人商讨的习惯。
听人说话能握主要内容，并能简要转述。能清楚明白地讲述
见闻，并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8、留心周围事物，勤于书面表达。能把内容写得比较清楚、
比较具体。会写简短的书信便条。能修改习作中有明显错误
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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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和实验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基本途径,也是自然教学的特点。
学校和教师要十分重视学生观察和实验能力的培养,尽量创造
条件,让学生亲自参加观察和实验活动,进而培养学生严谨的
科学态度和科学的自然观。

一、学情分析

本年级学生都具有一定的实验能力，教师主要是引导学生，
让学生合作完成实验。

二、实验教学的目的



通过观察和实验教学，指导学生获得一些浅显的自然科学基
础知识，同时培养他们的科学志趣积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
使他们受到科学自然观、科学态度，爱家乡、爱祖国、爱大
自然等思想品德教育，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

三、实验教学要求

1、指导学生认识一些常用的实验器材。

2、学会实验操作的要领和操作规范，培养学生初步的实验操
作能力。

3、保证演示实验和分组实验的开出率达100%。

4、教师要充分认识式实验教学的重要意义，认真做好每个实
验的准备工作。要求每个实验，课前教师都要认真操作一遍，
保证实验效果和实验的顺利进行。对于那些一般性的，无特
别要求和危险的探究性实验，教师要放手让学生自己设计实
验，自己操作，教师要充分估计到实验的各种情形和不同结
果，要做到随机应变，灵活驾驭课堂。

5、对于那些有特别的规范要求和具有危险的分组实验（如酒
精灯的使用等）教师一定要要求学生规范操作，有的甚至要
先演示。有危险的实验，教师预先要采取可靠的防范措施。

6、每个实验，教师要引导学生有针对性的搜集、准备一些相
关材料（或代用仪器）。

7、要引导学生做好实验记录及相关资料的整理。

8、要引导学生注意对现象的观察与分析，通过分析、对比、
推理、归纳、抽象等得出正确的结论。

9、要注意引导和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养成良好的实验、



探究习惯。

10、注意引导学生总结、积累实验设计及方法，为学生终生
学习打下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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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

新的课程标准强调要以培养小学生的实践能力素养为宗旨，
以实践为核心，努力摆脱以理论知识为中心的旧模式，让学
生在自然实践操作中得到真知、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态度
与价值观以及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的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在
教学中要力求体现新课标的特点，始终围绕“以探究为核
心”的理念进行教学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通过实验，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培养学动手操作能力、逻辑推理
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验，
使学生能在亲自动手操作的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体验成
功的喜悦;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及创新精神，使学
生从小学科学、爱科学，为将来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打下
良好的基础。本学期在实验教学方面有如下打算:

具体要求:

三年级:“植物的生长变化”单元将引领学生在种植植物的过
程中，引发对植物生长变化的思考，研究根、茎、叶在植物
生长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初步认识植物整个生命过程所发生
的规律性变化，理解植物的生命周期现象。“动物的生命周
期”单元将让学生亲历养蚕的过程，了解蚕从卵中孵化，经
过生长变化成蛾，然后产出卵，最后死亡这一生长变化的生
命全过程，从而建立动物生命周期的模型，并运用这个模型
去认识各种动物以及人的生命周期现象。“温度与水的变



化”单元以水为例，引导学生探究温度和物质状态变化之间
的关系，研究水在融化、蒸发、凝结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初
步建立起“物质是不断变化”的认识及“物质循环“的概念。
“磁铁”单元从交流知道的饿磁铁知识开始，引领学生研究
磁铁的性质，了解人们对磁铁的应用，感受科技进步对人类
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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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认识方法，它对于激发儿
童的科学志趣，培养儿童的科学能力，提高儿童的科学素质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新课程理念的引领下，在总结以
往经验的基础上，特制定以下实验教学计划：

一、目的要求：

1、通过学习各种实验操作，培养学生认真、细致的科学态度，
启发学生探究自然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培养学生勇于探索、
独立思考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

2、通过学习各种实验操作，培养学生认真、细致的实践能力，
使学生勤于动手勇于探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

3、通过观察和实验，使学生理解我们身边处处有科学，我们
的生活离不开科学的道理，提高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
主动性。

4、通过用温度计进行测量，知道使用工具比感官更有效；能
运用温度计对物体进行定量观察，采集数据；知道如何正确
使用温度计测量常见物体的温度，并作简单记录。

5、通过浮和沉的实验，使学生能对浮和沉的转换提出自己的
猜想和假设；能用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想和假设；知道改变浮
沉的方法及其在生活中的应用。



二、实验教学方法措施

1、教师端正教育教学思想，认真备课，精心设计实验教学过
程，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实验质量。

2、教学中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根据教材内容及学生特点，
新课标要求，要由浅入深，有利于学生学科学、用科学，发
展学生的创造能力。

3、实验中，要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教学实验仪器，还应尽量
创造条件，自制器材，努力按计划、按要求完成实验教学，
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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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上册科学实验教学计划

实验教学是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综
合能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际操作能
力的培养，更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加强对实验教学工作
的管理，更好地为教学提供服务，特作本学期实验教学计划
如下：

一、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有“生物与环境”、“光”、“地球表面及其变
化”、“运动和力”四个单元组成。

《生物与环境》单元从内容上分三个部分：通过“绿豆种子
发芽和生长”、“蚯蚓的选择”、研究生物的存在和非生物
环境的关系。第二部分引导学生观察分析生态群落中生物之
间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并通过生态瓶的制作、观察，探究生



物群落中生物和生物、生物和非生物相互依存的关系。第三
部分内容，是把以上认识拓展到自然界，通过典型事例的分
析，认识到保护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光》单元首先引导学生们观察光的传播（直线传播和反射）
特点及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运用；接着指导学生认识许多光
源在发光的时候也在发热，太阳是地球最大的光源和热源。
阳光下物体得到的热与受到的光照强弱有关系，也与物体本
身的性质有关系。最后通过制作太阳能热水器综合运用相关
知识。

《地球表面及其变化》单元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
识地球表面总的地形概貌，以及河流、海洋、山脉、高原等
地形及特点；二是地形地貌变化及发生原因。让学生知道是
地球内部的运动，是太阳、流水、风、冰川、波浪等自然力
共同作用形成和重塑了地球的外表。

《运动和力》单元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了解重力、
弹力、反冲力，让学生用这些力作动力使小车运动起来，并
研究动力的`大小与小车运动的关系。第二部分学习测量力的
大小，认识力的单位，为研究摩擦力大小做好技能准备。第
三部分认识摩擦力，研究影响摩擦力大小的一些因素，研究
摩擦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第四部分动手实践，设计和制作
一个小车。

二、学生分析：

五年级学生喜欢学习科学，而且喜欢做实验。从实验情况看，
学生能在教师的指导下实验探究，能与他人合作学会了写实
验记录。也有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放不开手脚，甚至不敢实验。

三、实验目的：

1、培养学生学习科学的乐趣。



2、使学生获得简单的科学知识。

3、培养学生包括观察、发现和记录的能力。

四、实验措施：

1、课前教师要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备实验过程。

2、课上培养学生观察、发现和记录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动手活动能力。

4、养成搜集资料的习惯。

五、实验安排：

*科技小实验：自动人工灌溉

*科技小实验：玻璃杯中的雨

*科技小实验：桦树的水分

*科技小实验：白杨树叶的脉络

*科技小实验：草丛中的猎手

*科技小实验：沙土中的陷阱

*科技小实验：橡树叶上的虫瘿

*科技小实验：一只昆虫的足迹

*科技小实验：六月的闪光信号

*科技小实验：根吸收水分



*科技小实验：叶能蒸发水分

*科技小实验：向光

*科技小实验：森林中的信号

*科技小实验：一个自然法则

*科技小实验：闪光的痕迹

*科技小实验：动物的警报系统

*科技小实验：不往下长的根

*科技小实验：检验种子是否有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