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教版小学五年级科学实验报告
单(优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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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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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根据本学期工作计划，结合班级学生及语文学习的具体情况，
以素质教育为核心，以提高学生实际语文能力为重点，力求
挖掘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潜在能力，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

二、复习时间：

六课时

三、复习形式：

分类复习

四、复习内容

1、能够正确默写生字以及词语。

2、熟读课文，背诵指定的课文。

3、能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和生活环境，理解词语的意思。

4、能凭借语言文字理解课文内容，想象课文所描绘的情境，



知道课文的。

5、学会查字典，培养学生查字典的良好习惯。

6、用学过的词语说话，学习整理错乱的句子。

7、学会有顺序地比较细致地观察图画和事物，写出文从字顺
的短文。

8、能修改有明显错乱的句子。

9、学会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10、学会用修改符号修改一段话中的错误。

五、具体安排：

（一）基础知识复习：

1、时间：4课时

2、形式：专题复习

3、内容：本册书的生字词的音形义，形声字，同义词，反义
词，修改病句，排列错乱的句子等。

4、措施：

（1）课堂练习。

（2）进行单项专题复习，重点是掌握生字词和修改病句，短
文阅读。

（3）及时批改学生的作业，纠正作业中的错误。



（二）阅读复习：

1、时间：1课时

2、形式：以学生练习为主，老师有针对性地重点评讲。

3、内容：要求背诵的课文，重点课文的重点段落，及配套的
阅读训练。

4、措施：

（1）教会学生复习方法，先全面复习每一课，再重点攻有关
重点课文的重点段落。

（2）采用多种方法，比如学生出题，抢答，抽查，学生互批
等方法。提高学习兴趣，

（3）加强补差，让优等生帮助后进生。

（4）课堂上教会学生抓住每篇课文的知识要点，重点突破，
加强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并相机进行口语交际实践。

（三）作文复习；

1、时间：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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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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身边常见的机械有钳子刀筷子等，像这些能够帮助人
们降低工作难度或省力的工作装置，都可以称作机械。机械
可以分为简单机械和复杂机械(机器)

2)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利用石斧石镰石锯弓箭等作
为生产和狩猎的工具，利用独木舟作为水上交通工具。这些
工具的使用含有简单机械的原理。

3)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用途，科学的运用工具可以帮助我们
方便快捷的解决很多问题。

4)杠杆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它能帮助我们工作，在杠杆上用
力的点叫做力点，承受重物的点叫做重点，其支撑作用的点
叫做支点。当支点到力点的距离大于支点到重点的距离是省
力。当支点到力点的距离小于支点到重点的距离是费力。当
支点到力点的距离等于支点到重点的距离是既不省力也不费
力。

5)杆秤可以看作是一个杠杆，但这种杠杆却既不省力也不费
力。

6)“如果能在宇宙中找到一个支点，我可以把整个地球撬起
来。”这句话是阿基米德说的。

8)人们常用一种叫做杠杆的装置，将当在道路的大石头搬开，
这种装置包括一个支点和一个力点能绕支点转动的棍子。



9)杠杆分为省力杠杆费力杠杆既不省力也不费力的杠杆三种。

10)天平是根据杠杆的原理工作的。

11)斜坡就是一种斜面，它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同一斜面，坡
度越小，所需要的拉力就越小，坡度越大所需要的拉力就越
大。

12)像人行天桥的斜坡一样，可以省力的简单机械叫做斜面。
搬运工人王到处运重物时常常斜搭木板，沿着木板把重物推
上去，这样斜搭的木板叫斜面。

13)斜面有省力的作用，斜面越平缓越省力。

14)在日常生活中引桥斧头的刀口盘山公路螺丝等都利用了斜
面的原理。

15)螺丝上的螺纹是斜面的变形，这样的简单机械称为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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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继续指导、引导学生学习运用假设，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
关系，注重观察实验中的测量，特别是控制变量、采集数据，
并对实验结果作出自己的解释，学习建立解释模型，以验证
自己的假设。

5、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积极参与资源和环境的
保护，关心现代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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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1、地球表面是(高低起伏)、(崎岖不平)的。常见的地形主要
有：(高原)、(山地)、(盆地)、(平原)、(湖泊)等。

2、地形及地形的特点：

山地：地势较高，蜿蜒起伏，层峦叠嶂。

丘陵：高低起伏，坡度较缓，由连绵不断的低矮山丘组成。

高原：面积广大，地形开阔，周边以明显的陡坡为界。

平原：地貌宽广平坦，起伏很小。

盆地：四周地势较高，中间低平。

3、地球上海洋面积比陆地面积大;我国西部多高山，东部多
平原。

4、许多科学家认为，组成地球外壳的岩石圈原来是一个整体，
后来地球内部运动的力量使它分裂成几块，形成了现在的大
陆单人床，就像漂浮在煮沸的热粥上的柚皮块，形成了现在
的大陆板块。(了解)

第二课：

1、、地球的内部可以分成(地壳)、(地幔)、(地核)三部分。
绝大部分地震发生在(地壳内)。火山活动与(地幔)和(地壳运
动)有关。1、地球(内部)的运动使地表形态发生不断的变化，
这种变化有时表现出来是很猛烈的，像(地震)和(火山);有时
是极其缓慢的变化，像(喜马拉雅山年复一年的隆起)。地球
表面的很多变化都是在(流水)、(风)、(冰川)、(海浪)等自
然力的作用下很缓慢的进行的。

2、火山和地震是由于地球(内部运动)造成的。地球内部运动
会引起(地壳)的运动，从而形成(山脉)、(高原)、(裂谷)



和(海沟)等地形地貌。地球表面的变化有时是迅猛激烈的，
有时是(缓慢不易觉察)的。

4、很多的高山是因为(板块的挤压后隆起)形成的，很多的峡
谷是(板块拉伸)后形成的断裂谷。

第三课：

1、由于受(水)、(大气)、(气温)、或(动植物的作用)，岩石
破碎，这种现象叫风化。

2、岩石变化的原因有(冷和热)的作用、(流水)的作用、(植
物)的作用、(动物)的活动等。

3、将烧热的岩石立即放入冷水中，反复几次，岩石会(碎裂)。

第四课：

1、(风化作用)和(生物的作用)会使岩石最终变成土壤。

2、土壤是(沙)、(小石子)、(黏土)、(腐殖质)、(水)和(空
气)等物质的混合物。

3、腐殖质是(动植物腐烂时)产生的黑色物质。

4、土壤分层实验中，最底层是(沙砾)，中间是(沙和粉沙)，
最上层是(颗粒最小的黏土)，浮在水面上的是一些(植物残
体)。

5、土壤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资源。每立方米的土壤中，生活
着几十亿个生物体。土壤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和生存空间)，
也为人类提供了(衣食住行的材料来源)。而所有生活在土壤
中的生物的残体和排泄物都能使土壤的(腐殖质)更丰富。(动
物和植物的根)能松动土壤，为空气和水营造空间。



6、土壤从上到下可分为(枯枝落叶层、有腐殖质的表土层、
亚图层、岩石碎屑层)

第五、六课：

1、(流水)、(风)、(冰川)、(波浪)和(重力)等都会对地表产生
(侵蚀)和(沉积)作用，并形成不同的地形地貌。

2、(保护森林)、(退耕还林)等可以减少土地的流失。

3、(人类活动)也会改变地表形态，这种改变有时会加剧自然
灾害的影响。

4、雨点降落时的力可以打散并溅起土壤的微粒，雨水在地面
流动时，携走了这些微粒，一部分土壤便被带走了，这就
是(侵蚀)。(雨点降落到地面)便是土壤被侵蚀的开始。

5、影响土壤被侵蚀程度的因素有(土地坡度的大小)、(有无
植物覆盖)、(降雨量的大小)等。

6、(植树种草)可以增加植被覆盖、把坡地改造成(梯田)可以
减缓坡度，这些措施可以有效的保护土壤，减缓被侵蚀的程
度。

第七、八课：

1、在坡度大的地方，河流流速(快)，土地会被(侵蚀);在坡
度小的地方，河流流速(慢)，会发生(沉积)。

2、河的上游河床常见(大石头)，中游河床上堆了很多(鹅卵
石)，下游河床堆满了(细沙)。

2、自然界中每时每刻都有侵蚀和沉积的现象发生。(侵蚀)使
得一些地面突起的地方土壤流失，而(沉积)却填平了一些低
洼的地方，侵蚀和沉积形成了地球上不同的地形地貌。



3、房屋应该建在坡度(比较平缓)的地方，在坡度较大的地方
应该(植树和种草)，来减少雨水对土地的侵蚀。

4、在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和入海口往往是平原是因为：河流从
上游冲下来很多的泥沙，当到下游和中下游的和入海口时，
水流变慢了，所以发生了沉积，因而形在了平原。

课本插图复习：

第51页《岩石的风化过程图》

第52页《土壤分层沉积图》

第54页《土壤分层结构图及生活在其中的生物》

课本研究设计：第58页《探索土地被侵蚀的因素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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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努力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得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亲近科学，运用科学，把科学转化
为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指导，逐渐养成科学的行为习惯和生活
习惯。

2、了解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让学生亲身经历科学探究的
全过程，从中获得科学知识，增长才干，体会科学探究的乐
趣，理解科学的真谛，逐步学会科学地看问题，想问题。

3、继续指导，引导学生学习运用假设，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
关系，注重观察实验中的测量，特别是控制变量，采集数据，
并对实验结果作出自己的解释，学习建立解释模型，以验证
自己的假设。

5、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积极参与资源和环境的



保护，关心现代科技的发展。

1、知识方面，划分为四个教学单元：

《生物与环境》单元，通过对绿豆种子发芽和生长，蚯蚓的
选择的研究生物的生存和非生物环境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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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对生态
瓶的制作、观察，探究生态群落中生物和生物、生物和非生
物相互依存的关系。通过这些典型事例的分析，认识到保护
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光单元引领学生们观察光的传播特点及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
运用，接着指导学生认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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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太阳能热水器结实合运用相关知识。

地球表面及其变化单元教学内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
识地球表面总的地形地概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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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和力单元内容光焕发分为四部分，让我们了解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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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小，认识力的单位，为研究摩擦力大小做好技能准备。第三
部分认识摩擦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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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能力方面

实验能力：实验操作方法，对比实验，模拟实验、



思维能力：分析综合能力，想象能力，推理能力，制作能力，
创造能力、

3、德育方面

（3）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教学重点：

从上学期开始，学生对实验非常感兴趣，但往往停留在表面，
而不去研究内在。所以本学期的重点是对学生典型科学探究
活动的设计，以探究为核心，通过动手动脑，亲自实践，在
感知、体验的基础上，使学生形成较强的科学探究能力，培
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

教学难点：

各单元都要求学生亲身经历过程，这一过程也将延续相当长
的一个时期，如何引导学生展开主题研究，进行饶有兴趣的
研究，是本学期的难点。

2、重视指导学生认识各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变化规律和
原因、

3、不同的课型用不同的教学思路。如探究各种自然变化规律，
原因的采用“问题――观察实验――思考――结论――应
用”或”“问题――假设――观察实验――结论――应用”
的结构；以培养学生技能为主的课多采用“认识构造，原理，
方法――分步操作――反复练习”的结构。

4、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加强与生活生产社会的联系。

5、注意发展儿童智力，培养能力。

6、注意与其它年级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



五、基本活动：

1、把科学课程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节课。

2、把握小学生科学学习特点，因势利导。

3、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

4、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5、树立开放的教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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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握小学生科学学习特点，因势利导；

3、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

4、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5、树立开放的教学观念；

6、悉心地引导学生的科学学习活动；

7、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8、组织指导科技兴趣小组，引导学生参加各类有关竞赛，以
赛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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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1、影子产生的条件：(光源、挡光物体、屏)。



2、像电灯这样自己发光且正在发光的物体叫做(光源)。月亮、
没燃烧的蜡烛不是光源。

3、许多光源在发光的时候也在发热，太阳在给我们带来光明
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了温暖。

4、从不同侧面照射得到的物体的影子叫做(投影)，物体不同
侧面所得到的影子是不同的。

第二课：

1、阳光下物体的影子(长短)的变化是随着太阳在天空中
的(位置)变化而变化，太阳位置最(高)时影子最(短)，太阳
位置最(低)时影子最(长)。

2、阳光下物体影子的方向随着太阳方向的改变而(改变)，影
子总是和太阳的方向(相反)。

4、人们很早就知道利用阳光下(物体影子的变化规律)来测定
时间。

5、古代的人们曾经利用(日影观测仪)计时，如(日晷)。

第三课：

1、光是以(直线)的形式传播的。光传播的速度很快，每秒
约(30万)千米。太阳离地球的距离为1.5亿千米，从太阳发出
的光达到地球约需要(8)分钟。

第四课：

1、12.光碰到镜面改变了传播方向，被反射回去，这种现象
叫做(光的反射)，也叫(反光)。反射光也是(直线传播)的。
生活中我知道运用光的反射原理的物品有(梳妆镜)、(倒车
镜)、(太阳灶)等等。



2、潜望镜是利用(光的反射)原理制造的侦察工具。

第五课：

1、太阳在发出光的同时也产生(热)，物体在吸收阳光的同时
也吸收(热)。

2、光强温度就(高)，光弱温度就(低)。人们发现，(凹面镜)和
(凸透镜)能把光线会聚起来，形成强光和高温。不能用(放大
镜)和(望远镜)看太阳。

3、18世纪英国科学家：(普里斯特列)曾用凸透镜会聚光线获
得高温支加热一种化学物质，从而发现了(氧气)。

第六课：

1、太阳外部温度达(6千)多摄氏度，内部温度高达(2千万)多
摄氏度，是地球上最大的(光源)和(热源)。地球只得到太阳
放射能量的(二十亿分之一)。

2、物体的颜色与吸热的本领有关系，吸热本领最强的是(黑
色的粗糙)物体。(深色)物体比(浅色)物体吸热快;在阳光下，
物体表面粗糙的比光滑的(升温快);物体按(与阳光垂直)的方
式摆放，升温比较快。

第七、八课：

1、太阳能热水器是一种光热转换器，具有(节能)、(环
保)、(安全)的优点。

2、人们对太阳能利用有：(太阳灶)、(点燃奥运圣火)、(太
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电池板)。

3、影响太阳能热水器效能的因素有：(太阳能热水器的材料
性质)、(接收太阳光的位置)和(角度)。



制作

第32页制作潜望镜。第39—42页制作评价太阳能热水器。

课本实验关注：

1、第25页《投影》。2、第26页《阳光下的影子》

3、第29页《验证光的直线传播》4、第36页《物体的颜色与
吸热》

5、第37页《阳光直射、斜射与吸热》

课本插图关注：

第34页《凹面镜与凸透镜会聚光线图》

第40页《设计制作我们的太阳能热水器图》

画图并分析：

1、汽车反光镜是怎样利用光的反射原理的?画出光的路线图。

答：窗外景物的反射光射到凸镜上，凸镜再把这个光反射到
驾驶员的眼睛里。

2、医生戴的额镜是怎样利用光的反射原理的?画出光的路线
图。

答：灯光照射到医生戴的额镜上，额镜把这个光反射到病人
的耳道中。

3、凹面镜汇聚光的原理图，凸透镜汇聚光的原理图。

4、画出太阳下大树的影子，并说出这样画的理由。



5、请你想办法将阴影里的小球照亮。

资料库(了解内容,不要求掌握)

彩虹的形成与看不见的光

苏教版小学五年级科学实验报告单篇八

1)我们来到山上，会发现山路盘旋在山间，山路这样修建时
利用了斜面的原理。

2)斜坡是一种斜面，利用斜坡上山可以省力，斜坡越大越省
力但是走的路程越远，斜坡越小越费力，走的路程越少。

3)登上同样的高度，楼梯级数多省力，楼梯级数少费力。

4)当轮轴粗细相同时轮越大越省力。

5)像螺丝刀方向盘这一类，有一个轮固定在可以转动轴上的
机械叫做轮轴，它是一种简单的机械。

7)生活中用到轮轴的地方有方向盘水龙头门把锁螺丝刀等。

8)家里的门锁使用了轮轴的原理。

9)我们在用扳手旋转螺丝时扳手和螺丝就组合成了一个轮轴，
扳手是这个轮轴的轮，被旋转的的螺丝就是这个轮轴的轴。

10)将螺丝钉比较省力的拧进木头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
是螺丝钉本身构造运用了斜面的原理，二是螺丝刀运用了轮
轴的原理。

11)国旗是利用滑轮升上去的，它是一个简单的机械。

12)定滑轮不省力，但是可以改变用力的方向，动滑轮能省一



半的力但是不能改变用力的方向。

13)把定滑轮和动滑轮组合起来使用的装置叫做滑轮组。

14)滑轮组既省力，又能改变用力的方向。

15)拉窗帘用的是定滑轮，它能改变用力的反方向;吊车上用
的是滑轮组，它能省力又能改变用力的方向。

17)固定在支架上，不随重物上下移动的滑轮叫做定滑轮。随
重物上下移动的滑轮叫做

18)砾鲤鱼不具备哺育后代的能力，青蛙不是通过胎生繁殖的，
海葵的繁殖方式是将身体一分为二，人们经常看到“蜻蜓点
水”，这些蜻蜓是在产卵。

19)动物无性繁殖的方式主要有从母体直接分离折断自身一分
为二。

21)人类是通过男女结合而长生后代的。

22)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给予的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生命。

23)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呆了个月，妈妈才把我们生下来，孕
妇临盆前胎儿胎盘及

24)羊水的总重量约为.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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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教版小学五年级科学实验报告单篇九

晚上洗完澡后，我准备把水放掉，便把塞子拔了出来。过了
一会儿，水放掉了一半，我突然发现，放水孔那儿，水流形
成了一个小窝窝！我急忙跑上前去看个究竟，原来，水在放
进下水道时会发生螺旋，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小窝窝。正当我
准备抬头时，我发现，这个小窝窝一直都是向左转的！也就
是逆时针方向！

我以为是个巧合，便一把抓起塞子把放水孔塞住，过了一会
儿，我再把他拔出，发现它仍是逆时针旋转。我一直呆呆地
看着水放完，忽然想到了冲厕所，便把水箱的按扭一按，
水“哗”地涌了出来。我忽然惊奇地发现：这水也是按逆时
针方向旋转的！我傻眼了，又去洗脸，放水时看到的自然也
是水是按逆时针的方向旋转的。我在心中确定了一句话：这
是规律，不是巧合。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水不能直通通地下去呢？为什么水
不能向顺时针方向旋转呢？为什么……我的心中装满了“为
什么”。于是，我揣着一颗疑团重重的心打开了电脑。原来，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谢皮罗就发
现了这个现象，并得出结论：物体处于低纬度时，随地球转
动具有的自西向东的线速度比较大。当物体由低纬度向高纬
度运动时，仍然会保持低纬度的线速度。这个惯性就使物体
向东偏。在北半球，浴缸里北边的水线速度比南边的大，就
会形成旋涡，向东的惯性就会使水形成左螺旋，也就是逆时
针。南半球恰好相反。后来，这种水流按逆时针或顺时针方
向旋转的现象被称为“谢皮罗现象”。



哦，原来如此，我顿时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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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教版小学五年级科学实验报告单篇十

以《科学课程标准》为指导，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

1、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

2、了解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让学生亲身经历科学探究的
全过程;

3、学习建立解释模型，以验证自己的假设。

4、敢于质疑的科学态度和爱科学、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5、亲近自然、珍爱生命，关心现代科技的发展。

1、整体学习状况：学生整体学习比较认真，对科学实验比较
感兴趣，不喜欢死记硬背的知识，理解不甚深刻，运用能力



差。

2、已有知识、经验：独立探究能力和主动探究意识不强。家
长和学校偏重于语、数、英教学，使学生没能很好地在观察、
实验、调查等实践活动中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培养思想情
感。

3、儿童心理分析：儿童对周围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
欲望，而我们的科学课程内容贴近小学生的的生活，强调用
符合小学生年龄特点的方式学习科学，学生必将对科学学科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科学五年级下册教材分四个单元，分别是“运动和
力”、“时间”、“生物与环境”、“地球的运动”。

第一单元涉及运动和力的关系。力表现为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往往跟运动联系在一起。物体的运动状况的变化都是力作用
的结果，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所涉及的力的概念
有：重力、弹力、反作用力、摩擦力，在本单元中，学生要
经历一系列的探究活动，预测、控制变量进行对比实验、运
用数据进行解释、组装实验装置、设计制作小车等，通过这
些探究活动，加深对探究的理解，发展对探究的兴趣，也是
教材的意图之一。

第二单元要让学生在“创造”(制作)计时工具的实践过程中，
了解人类计时仪器的发展史，感受人类对“时间”的认识过
程，从而认识到时间是不以人的意志、以不变的速度缓缓流
逝的。同时，在整个单元的学习过程中，还将不断地引导学
生去感知、体验一定时间间隔的长短，以帮助他们逐步建立
起时、分、秒等时间单位概念。

“生物与环境(二)”第三单元就是要引领学生经历一些有目
的的调查、考察活动，在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推理，进一
步体验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认识生物与生物之间是相互



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特别是认识到一种动物或植
物可能就是另一种动物或植物生存所依赖的条件，从而在学
生心目中建立起初步的生态系统概念，形成“生物与生物之
间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的认识。本单元将侧重研究生物
体与生物体之间的关系，初步涉及动植物及微生物之间的依
存关系，对动植物间的食物联系进行重点研究。以生态瓶的
建造、观察和改变控制条件为线索来进行探究活动，探究食
物关系平衡破坏后的生态状况，进一步认识野生动植物及其
栖息地。在活动中，需要对学生的探究兴趣进行激发和保护，
鼓励学生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活动记录，体验在实践活动中进
行预测和验证的必要性，经历简单的方案设计并实践的过程，
在改变控制条件的活动中收集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交流。

第四单元：第一、二课，从同一时刻各地时间不同，世界各
地存在时差，北京、纽约昼和夜刚好相反这些现象开始，通
过研究得出这是由于地球是不透明的球体，而且在自转造成
的。第三、四、五课，从地球上有白天和黑夜，而且昼夜交
替，通过分析、推理、计算等，研究得出地球在不停地自转，
并且可以通过实验观察到地球的自转。第六课，从北京到底
是清晨还是黄昏这个问题，引出地球自转方向的问题，指导
学生在模拟太阳东升西落的活动中，运用相对运动的原理，
得出地球自转的方向是自西向东。第七课，在以上研究的基
础上解释前面提出的各地存在时差，黎明有先有后，新年钟
声不会在同一时刻敲响的问题。第八课，继续研究有关地球
自转的问题。在学生已经知道地球上各地昼夜交替是地球自
转形成的这个基础上，介绍极地有半年的时间白天很长，甚
至有极昼的现象。让学生通过模拟实验研究得出：地球自转
时，地轴始终是倾斜的，而且倾斜方向和倾斜度不变，很自
然地为下面四季的成因作了铺垫。第九课和前面几课的思路
刚好相反，是用前课得出的“地球倾斜转动”这个结论去模
拟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运动，观察会出现什么现象。由于内容
较难，不作为重点，而且教师要加强实验指导。最后一
课“昼夜、四季与动植物”是本单元学习的拓展。地球的自
转而产生的昼夜交替和因地球的公转而产生的四季变化，使



得同一地方不同时间得到的光和热都发生变化，不同地方同
一时间得到的光和热也不同。这使地球上产生了多样的环境、
气候和多样的生物，也使得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有节律地生长
和生息。

1、把科学课程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节课;

2、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

3、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4、悉心地引导学生的科学学习活动

5、各班建立科学小博士协会，让学生在相互交流、合作、帮
助、研讨中学习;

7、充分运用各类课程资源和现代教育技术;

8、引导学生参加各类有关竞赛以赛促学。

1、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

2、了解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让学生亲身经历科学探究的
全过程;

3、学习建立解释模型，以验证自己的假设。

4、敢于质疑的科学态度和爱科学、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5、亲近自然、珍爱生命，关心现代科技的发展。

1、整体学习状况：学生整体学习比较认真，对科学实验比较
感兴趣，不喜欢死记硬背的知识，理解不甚深刻，运用能力
差。



2、已有知识、经验：独立探究能力和主动探究意识不强。家
长和学校偏重于语、数、英教学，使学生没能很好地在观察、
实验、调查等实践活动中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培养思想情
感。

3、儿童心理分析：儿童对周围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
欲望，而我们的科学课程内容贴近小学生的.的生活，强调用
符合小学生年龄特点的方式学习科学，学生必将对科学学科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科学五年级下册教材分四个单元，分别是“运动和
力”、“时间”、“生物与环境”、“地球的运动”。

第一单元涉及运动和力的关系。力表现为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往往跟运动联系在一起。物体的运动状况的变化都是力作用
的结果，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所涉及的力的概念
有：重力、弹力、反作用力、摩擦力，在本单元中，学生要
经历一系列的探究活动，预测、控制变量进行对比实验、运
用数据进行解释、组装实验装置、设计制作小车等，通过这
些探究活动，加深对探究的理解，发展对探究的兴趣，也是
教材的意图之一。

第二单元要让学生在“创造”(制作)计时工具的实践过程中，
了解人类计时仪器的发展史，感受人类对“时间”的认识过
程，从而认识到时间是不以人的意志、以不变的速度缓缓流
逝的。同时，在整个单元的学习过程中，还将不断地引导学
生去感知、体验一定时间间隔的长短，以帮助他们逐步建立
起时、分、秒等时间单位概念。

“生物与环境(二)”第三单元就是要引领学生经历一些有目
的的调查、考察活动，在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推理，进一
步体验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认识生物与生物之间是相互
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特别是认识到一种动物或植
物可能就是另一种动物或植物生存所依赖的条件，从而在学



生心目中建立起初步的生态系统概念，形成“生物与生物之
间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的认识。本单元将侧重研究生物
体与生物体之间的关系，初步涉及动植物及微生物之间的依
存关系，对动植物间的食物联系进行重点研究。以生态瓶的
建造、观察和改变控制条件为线索来进行探究活动，探究食
物关系平衡破坏后的生态状况，进一步认识野生动植物及其
栖息地。在活动中，需要对学生的探究兴趣进行激发和保护，
鼓励学生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活动记录，体验在实践活动中进
行预测和验证的必要性，经历简单的方案设计并实践的过程，
在改变控制条件的活动中收集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交流。

第四单元：第一、二课，从同一时刻各地时间不同，世界各
地存在时差，北京、纽约昼和夜刚好相反这些现象开始，通
过研究得出这是由于地球是不透明的球体，而且在自转造成
的。第三、四、五课，从地球上有白天和黑夜，而且昼夜交
替，通过分析、推理、计算等，研究得出地球在不停地自转，
并且可以通过实验观察到地球的自转。第六课，从北京到底
是清晨还是黄昏这个问题，引出地球自转方向的问题，指导
学生在模拟太阳东升西落的活动中，运用相对运动的原理，
得出地球自转的方向是自西向东。第七课，在以上研究的基
础上解释前面提出的各地存在时差，黎明有先有后，新年钟
声不会在同一时刻敲响的问题。第八课，继续研究有关地球
自转的问题。在学生已经知道地球上各地昼夜交替是地球自
转形成的这个基础上，介绍极地有半年的时间白天很长，甚
至有极昼的现象。让学生通过模拟实验研究得出：地球自转
时，地轴始终是倾斜的，而且倾斜方向和倾斜度不变，很自
然地为下面四季的成因作了铺垫。第九课和前面几课的思路
刚好相反，是用前课得出的“地球倾斜转动”这个结论去模
拟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运动，观察会出现什么现象。由于内容
较难，不作为重点，而且教师要加强实验指导。最后一
课“昼夜、四季与动植物”是本单元学习的拓展。地球的自
转而产生的昼夜交替和因地球的公转而产生的四季变化，使
得同一地方不同时间得到的光和热都发生变化，不同地方同
一时间得到的光和热也不同。这使地球上产生了多样的环境、



气候和多样的生物，也使得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有节律地生长
和生息。

1、把科学课程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节课;

2、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

3、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4、悉心地引导学生的科学学习活动;

5、各班建立科学小博士协会，让学生在相互交流、合作、帮
助、研讨中学习;

7、充分运用各类课程资源和现代教育技术;

8、引导学生参加各类有关竞赛以赛促学。

搜集信息 现场考察 自然状态下的观察 实验 专题研究 情境
模拟 科学小制作

探究法 演示法 参观法 实践法 讨论法 谈话法 辩论法 实验
法 列表法 暗示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