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年级科学教案和教学反思(实
用6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写教案
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
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五年级科学教案和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的开始，我用学生平时喜欢的手影视频引入，激发学生
学习科学的兴趣，吸引学生注意力，使学生产生对影子研究
的兴趣。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只是个引导者和组织者，在学生探究
的过程中，起了搭桥引线的作用。从学生的手影游戏中，引
导学生发现影子产生的条件。引导学生根据生活经验猜测，
设计实验、分组实验、交流实验中的发现，老师只是起了引
导学生交流、发现的作用，把大部分时间交给了孩子，确实
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以科学探究为核心的理念。

学生对影子的生活经验还是比较多的，但没有形成一个规律。
第一个内容中关于光源的内容在教参中指导得比较明
确，“自己发光、正在发光的物体才是光源”。但这个概念
在教材上却没有体现，于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我自己加上了。
这学期，从第一单元开始大部分实验采用对比实验的方法，
这一单元也很多实验用到对比，教材中虽然没有要求这些实
验是对比实验，但在实验设计交流中，我还是引导学生明白
每个实验中要改变的条件、不改变的条件，纳入对比实验中
进行设计，使实验更加科学和有条理性。

总之，上一节公开课真的不容易，在上课前已经将教学设计



改动了很多遍；然而上课以后发现问题还是很多，比如可以
让学生在屏上画出影子，这样的活动都不敢让学生做，因为
感觉时间不够。第三个实验只大略地说了一下，以至于学生
在达标测试时，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得有点困难。我更觉得要
上好一堂课更不易，需要综合教师多方面的能力，对知识重
点的把握、对课时流程的安排、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处理
突发事件等等。因此，我作为一个不老不小的老师，在以后
的教学路上，要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充实自己！

五年级科学教案和教学反思篇二

《光的反射》这节课是研究光在传播途中碰到障碍物会怎么
样。对于本课，我把学生的学习目标定为四个：

1、光的反射的定义

2、反射光是怎样传播的

3、光的反射的应用

4、光的反射的危害

课前先是照亮三个目标的活动，以游戏的形式进行，学生都
乐于参于其中，第一个活动用手电筒照亮书本，第二个活动
是把书本立起来，让学生思考如何照亮书本，第三个活动增
加了难度，让学生用手电筒照亮书本后面的玩具。我并没有
多说什么，让学生自己去实验，去想办法解决难题，并且让
学生自主选择实验材料。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学生一直在
动手电筒和书本的位置，导致有些学生不能够想到用镜子这
一实验器材。在我强调手电筒和书的位置不能动时，他们想
到了照亮目标的实验方法，并且实验完成的快速并且准确。
我意识到，学生在实验前，老师一定要让学生明确实验步骤，
更要让他们清晰实验的注意事项。老师也要走到下面去观察
他们的实验情况，个别小组有问题时要给予纠正，对于共性



的问题要及时解决。

三个活动结束了，对于光的反射以及光的反射过程中的传播
路线掌握巩固了之后，我们要通过生活中的例子出示，让学
生更加掌握光的反射原理。通过额镜和汽车后视镜，通过看
教室墙壁的比较，通过日光灯灯罩的观察，让学生了解光的
反射原理对于生产生活的运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生思
考、回答的问题很多。学生能够说的，让学生去说。学生回
答不出来的，老师再去讲解。对于学生的回答老师也要做出
准确、及时的评价。

科学在身边无处不在，只要你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课后请
同学们多多观察，看看生活中还有那些现象用到了光的反射
这一原理。

五年级科学教案和教学反思篇三

本人今年任教五年级两个班的科学，从平时的教学中发现教
材中的一些实验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有的因为材料难寻无
法开展；有的因为效果不佳大费周章后反而事倍功半，收效
甚微；有的因为浅显易懂易做，反使学生兴趣不浓、热情不
高。针对以上种种情况我灵活处理，有了一些想法，在实际
教学中使用也颇感得意。

一、关注教材本旨，做到“换汤不换药”。

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七色光》一课中要求学生运用脸盆、
镜子、电筒、白纸来“制造彩虹”。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因
电筒不亮，或者水不够深，或者角度不对等原因制造不了彩
虹。不仅如此，好动的孩子们总是会把水泼洒到桌子上，造
成混乱，破坏课堂正常的教学秩序。而我在上这一课时采取
的制造七色光的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有效。在教学中，我引
导学生用塑料尺子和白纸制造七色光，要求学生将尺子在阳
光下旋转，观察：哪个部位产生的七色光？思考：这个部位



有什么特点？这样孩子们很快发现它们的形状和三棱镜的相
似，这就是光的折射现象；原来阳关被折射分解成七色光的。
不仅如此孩子们从中也发现科学现象就在身边，只是没有发
现罢了，启发孩子们要善于观察。

二、关注学生能力，做到随机应变。

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简单电路》一课中仅仅要求学生能
安装一个简单电路并在电路上安装一个开关。这对于生活中
今天的孩子们来说太容易了，他们有的是动手的机会，对简
单电路的连接有大半以上的男孩子玩过了。如果照着书本进
行实验，孩子们只会索然无味，更不会动脑经想办法，或者
是坐下来讨论讨论。于是，我旋序渐进，不断增加难度，随
时吸引这学生，调动着他们的积极性。难关一：教室内四盏
灯一个开关控制，你们能让两个灯泡一个开关控制么？难关
二：红绿灯一亮一不亮，你忙能做到们？当学生解决难题时
会很有成就感，在此基础上表扬学生，鼓励进入下一个难关。
即使没有成功也是虽败犹荣。我想对这样有挑战性的学习，
学生才会有浓厚的兴趣。

五年级科学教案和教学反思篇四

科学学习的核心是探究，教师才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更重要
的一点是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以及获
取信息的能力。通过这节课的教学实践，我充分认识到了这
一点。这节课是这一单元的的第七课，是一节制作课，也就
是引导孩子们用前面几节课所获得的知识设计方案，并亲自
动手制作一个太阳能热水器。

原本我是打算先讲太阳能的工作原理，再让学生在这个基础
上设计实验方案，等学生设计好了实验方案之后在把剩余的
时间用来制作太阳能热水器。通过时间发现，孩子更大的兴
趣是动手制作，对于设计一个方案学生没有很大的兴趣。因
此，设计出来的方案没有太大的创造性。而且，在课后调查



中发现有些学生还是不会制作，还是处于原有的认知水平。

于是，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进。把重心放在制作上，在讲
解了太阳能热水器的工作原理之后，就讨论在实验操作时的
注意事项，然后把大部分的时间还给学生亲自动手实践并给
予一定的指导，最后再让学生把自己的成果画下来。通过改
进，给了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去创造，是真正意义上把时间还
给了学生，我觉得这样一节课还是非常有意义。更值得高兴
的是孩子们制造出来的热水器更有创造性。

传授知识重要，不过能让学生在自己喜欢的情景中学习应该
可以取得更好教学效果。

五年级科学教案和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以“积极倡导让学生亲身经历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
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发展他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
使他们学会探究解决问题的策略，为他们终身的学习和生活
打好基础”为宗旨，力求在课堂中充分培养学生实验探究的
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行探求知识的能力等科学素
养。

因此，本课教学分为三部分：首先，从问题入手设置情境，
教学一开始就出示“工人叔叔搬运油桶”的画面，让学生调
动已有的知识经验帮工人叔叔想想办法，很自然的引出斜面
的话题，拉近学生与研究主题的距离，使他们更主动、更直
接地投入到斜面的研究活动之中。接着，让学生进行实践操
作，研究斜面的作用。通过表格统计每组实验的数据并进行
数据分析，学生得出“斜面能省力；斜面不省距离；斜面越
长越省力”的结论，从而培养学生实验探究的精神、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自行探求知识的能力等科学素养。最后再学
习应用，迁移拓展，探讨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应用了斜面。



五年级科学教案和教学反思篇六

《蚯蚓的选择》这一课来自教科版小学科学五年级上册第一
单元第四课。在这节课中，学生将进一步巩固对比实验的设
计方法，通过实验验证自己的生活经验——蚯蚓喜欢生活在
阴暗潮湿的环境中。在课堂上，学生将经历两个实验。第一
个实验是把蚯蚓放入半边明亮半边黑暗的纸盒里，观察蚯蚓
往哪边爬。在这个实验中，盒子里的温度、湿度等条件都是
一样的，只改变了光照这一条件。第二个实验是把蚯蚓放在
干土和湿土中间，观察蚯蚓往哪边爬。在这个实验中，只有
土的干湿条件不同，其他条件均保持一致。

在备课和做课前准备的时候，我遇到了几点困难：

1、分组实验材料如何准备的问题：实验材料需要准备很多，
是由我统一准备还是由学生分组准备呢?在和另外的科学老师
交流之后，达成了共识——分小组让学生带实验材料，在前
一节课结束的时候，我通知学生下节课要带的实验材料时，
也着重强调了安全问题。

2、上课实验探究实验的安排问题：如果想要让每个小组在课
堂上完成这两个实验，35分钟的上课时间就很紧张，探究时
间和实验效果就无法保证了，所以最后我决定让学生自主选
择自己要做的实验，两个实验二选一完成。实验结束后，请
小组来交流实验结果，这能保证每位同学都能了解实验的结
论。

五个班的这节课都上完之后，我发现，学生准备实验材料很
有热情，但是对材料准备的要求都没有听仔细，让大家准备
一个贴上保鲜膜的鞋盒做实验器材，结果很多学生放进了泥
土，实验就没法进行了，除此之外，很多蚯蚓裹着很多泥土，
实验过程中一动不动的，最后实验失败的也不占少数。看来，
在课堂上进行生物类的实验，难度很大，不光要严格控制实
验条件，还应该对实验材料的准备进行多次强调和解释。



科学课堂是一个欢乐的课堂，但这种欢乐需要我们老师和学
生的认真准备来共同营造，相信通过一次次的失败和认真的
分析，我也能上好一堂生动的精彩科学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