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五年级教学工作计划第一学
期(大全6篇)

计划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步骤和时
间安排。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提高工作效率，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序和有意义。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小学五年级教学工作计划第一学期篇一

小学五年级的教学要引导学生能说会做，不断促进学生各方
面素质的提高。以下是百分网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2016小
学五年级教学总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想了解更多相关信
息请持续关注我们应届毕业生考试网!

回首本学期忙碌而充实教育教学工作，收获着喜悦也伴随着
缺憾与疑惑。在探索高效课堂教学实践中，我竭力做到努力
学习，努力工作，努力教研。较圆满地完成了本学期的教学
任务。

1、以参加教研实践为契机，实现专业再发展。

众所周知，素质教育要求每一名教师都要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为此，我积极向身边的教师学习，向教育专家学习;积极发挥
每一名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教学中，我努力
鼓励学生敢说敢为，引导学生能说会做，不断促进学生各方
面素质的提高。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我认真备课、上课、
辅导和批改作业。每一堂课我都精心设计，力求做到学生愿
学。

2、以参加教学活动为契机，谋求丰富教学经验。



3、以探究性学习方法的研究为契机，提升学生素养。

教学中注意发展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法的培养。强
化好奇心，启发学生敢于想象，勇于质疑，鼓励学生逆向思
维、发散思维、求同思维、求异思维，努力开发学生思维的
深度与广度。

1、改革教法，注重学法。

变满堂问式教学为学生自由发展式教学。教师加强学法指导，
给学生学习充足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充分体验学习的艰辛
与喜悦。教师适时加以点拨，迸发学生好学的火花。

.2、教学中积极创设情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法宝。真
正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需要老师认真指导学生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鼓励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1、依托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教学，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

在教学中，针对班级学生实际，我充分激发他们古诗文诵读
积极性。每天早上，我都坚持和学生一起诵读优美的古诗文，
激发学生背诵古诗文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朗读、
理解能力，我一直要求学生多读多想，并且要鼓励学生大胆
用文字或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自己阅读后想表达的真情实感。

2、依托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加强学生的技能培养。

学生的基本技能的形成以基础知识的全面掌握为前提。在教
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学生为主体，采用自主
合作探究性的学习方法，让每个学生都成为探究性教学的主
体。注意发展学生的能力，强化好奇心，启发学生敢于想象，
勇于质疑，鼓励学生多思多想，努力开发学生思维的深度与



广度。

3、依托课外阅读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

课堂是学习的主阵地为。以课堂为中心，能动地向学生的学
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各个生活领域自然延伸和拓
展，使课堂训练与课外行为训练形成有序、有趣、有力、有
效的'结合，取得语文教学的整体效益。有意让学生将课外学
到的词语迁移到课堂学习中来，进行展示、交流，这是激发
学生课外阅读兴趣的重要方法。也会大大激发学生在平时学
习中养成随时积累的好习惯!让学生阅读大量的课外书;通过
这些收集与阅读，为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奠定了基础。为此我
还特意和五(2)班的同学共读一本书——《爱的教育》;还共
上了一堂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学会宽容》，让学生爱
阅读、会阅读，在阅读中丰富知识。

1、培优辅差工作没有时间做保障，很少得到落实，导致一些
学困生的成绩本学期有所下降。

2、对于基础知识点平时要求不够高，认为学生掌握不错了，
但通过测试发现学生掌握的并不是很扎实，考试时失分较多。

3、课堂教学中对于朗读指导不够到位，忽视朗读训练，学生
朗读能力没能得到提高。

4、平时的小练笔有些少，积累及拓展阅读量还较少，使得学
生的语言应用能力还较差。

1、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观，尊重学生人格，尊重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引导学生全面、主动发展，因为教学的结果不
仅体现在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上，更体现在学生的知识、能力、
素质的协调发展和身心全面发展上。

2、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教学观。要面向全体，尊重个性差异，



切实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必须对每一
个学生的发展负责。

3、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重视提
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

总之，本学期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一些缺憾，在
今后的教学中，我会努力提高自身素养，使自己更好地完成
教学工作。

小学五年级教学工作计划第一学期篇二

充分挖掘课程资源，和孩子们一起探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
科学探究性教学，有效地组织学生开展真正有深度的科学探
究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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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保持和发展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形成大胆细心、
注重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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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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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方面，划分为六个教学单元。

（一）水的三态变化。包括第1、2、3、4课。在低年级学生
认识了水的物理性质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认识水的蒸发、沸
腾，水蒸气的凝结、凝华，冰的融化、升华，以及露和霜的
成因。进而指导学生认识水在液态、气态、固态之间是可以
相互变化的。

（二）空气。包括第5、6、7课。在低中年级学生认识了空气
的物理性质、空气的热胀冷缩、大气压力的基础上，指导学
生认识热空气的性质、风的成因及风的观测。

（三）植物。包括第8、9、10、11课。在低中年级学生认识
了根、茎、叶外部形态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认识根、茎、叶
的生理作用。

（四）力。包括第12、13、14、15课。继“平衡”、“轮
子”、“压缩空气”之后，指导学生认识弹性、摩擦力、反
冲、学习使用测力计测力。

（五）热。包括第16、17、18、19课。指导学生认识热传递
的三种方式——传导、对流、辐射，以及保温和散热的方法。

（六）水。包括第20、21、22课。在学生认识了水的三态变
化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认识云、雾、雨、雪的成因，以及水
在海洋、天空、陆地之间的循环运动。

2、能力方面

（1）、实验能力。实验操作方法、对比实验、模拟实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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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讲述我国的珍稀生物、我国古代在天文科学方面
的成就，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2）、通过自然知识的教学使学生体会到自然变化是有规律
的、人可以了解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

（3）、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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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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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自然学科的特点和高年级学生的特点，自然课仍然要
加强直观，重视课本上的图画和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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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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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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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五年级教学工作计划第一学期篇三

随着评教评学的结束，“导学案式教学”更进一步深入学生
的学习中。在践行“导学案式教学”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
到这种教学的优越性：首先，解放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从教师的指手划脚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不在是学习的副
属品，而是学习的主人。他们可以在有限的课堂中尽情的说
出自己的观点和对问题的异议。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更加懂得
语言的妙用，树立正确对待他人的观点。其二，解放了老师。
教师不用在苦口婆心的说教，真正将自己的角色摆正。让学
生在交流中学到比教师讲更宝贵的知识和能力。



思考与困惑：

1.教材与学案关系

实际使用中，个别学生容易出现依赖学案而忽视教材的现象。
特别是概念部分，即使老师强调了，也不能做到依据学案结
合教材理解知识。也有抄书填写学案内容的现象。

2.学生纵然认真地完成了学案，但学习的深度不够，学习浮
于表面。错误认为完成了学案，就完成了学习任务。

3.学生根据教材和学案，提不出问题或者不会提问题。

总之，我认为只有精心的设计好导学案，合理运用好导学案，
才能真正放手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才能实现
“我自主我快乐”、“我参与我快乐”、“我收获我快乐”，
实现学生在轻松，自主的'氛围中快乐的学习。

小学五年级教学工作计划第一学期篇四

一、指导思想：

以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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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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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保持和发展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形成大胆细心，
注重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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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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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引导学生经历更为完整的探究过程。

7、在理解探究以及培养探究技能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具体包
括：强调实验前后的推测、解释要有充分的依据。进一步掌
握控制变量实验的技能，并学习实际控制变量实验。运用模
拟实验探究自然事物发生的原因、变化及规律。

8、面临几次较长期的观察研究活动：能用线条、符号、图画、
文字等方式记录观察现象，用柱状图、折线图处理数据，并
认识到重复实验的意义。

三、教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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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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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讲述我国的珍稀生物，我国古代在天文科学方面的
成就，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2）通过自然知识的教学使学生体会到自然变化是有规律的，
人可以了解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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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相关措施

1、根据自然学科的特点和高年级学生的特点，自然课仍然要
加强直观，重视课本上的图画和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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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观察实验dd思考dd结论dd应用”



或”“问题dd假设dd观察实验dd结论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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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分步
操作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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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首先加强教师自身的科学教学基本功的训练是最主要的。
平时要充分利用空闲时间，认真学习科学课程标准、科学教
材，认真钻研科学教法学法，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科学教师。

8、结合所教班级、所教学生的具体情况，尽可能在课堂上创
设一个民主、和谐、开放的教学氛围。以学生为课堂教学的
主体，设计符合学生年龄特征的教学法进行课堂教学，采取
一切手段调动学生学习科学的积极性和兴趣。

9、充分利用好学校的科学实验室，尽可能的去科学实验室上
课，做到“精讲多练”，多通过实验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得到收获。

10、注重学生课外的拓展研究，不应只停留在课堂教学内，
要将学生带出教室，到大自然中去，到社会中去，将科学课
的学习从课堂延伸扩展到活动课程，扩展到家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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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五年级教学工作计划第一学期篇五

我们喂的狗，它为什么喜欢吃屎呢?这里面是有个来历的。

原来在很久以前，人间是没有狗的。强盗、野货(野兽)在晚
上来偷东西，人们睡着了，无法晓得。强盗、野货越来越厉
害，不是扛猪就是偷羊，拖鸡拖鸭，闹得家家户户不安宁，
后来，人们没有办法，只好烧香烧纸，求拜天地，保佑平安。

玉皇大帝知道了，就派狗到人间来。临行时，玉帝对他们说：
“你们到人间去，替人们守家，一天有两碗饭吃。”

狗听不清楚，误认为一餐有两碗饭吃，就高高兴兴来到了人
间。

狗哪想到白天黑夜替人们守家护院，主人每天只给他们吃两
碗饭，肚子饿得很难受，就回到天宫去，哭哭啼啼地对玉帝
奏道：“陛下，你派我们到人间，说是一餐有两碗饭，但是
人们一天才给我们吃两碗饭，饿死了，请你另派别人去
吧。”

玉帝说：“那不行，我当时说的，是一天两碗饭，人们没有
错，是你们听错了，你们还是下去，认真守护，不得违反。
如果觉得真的不够吃，那就吃一点屎吧。”

狗不敢违抗，又回到了人间，每天吃了两碗，肚子饿时，就
找点屎吃，养成了习惯。这样一直到现在，狗还是改不了吃
屎的习性。



小学五年级教学工作计划第一学期篇六

在数学城电子计算器展销中心，售货员熟练地操作着各种型
号的电子计算器，计算着各种问题。观看的人不时发出一阵
阵赞扬声，算得多快多准呀。人群中不少小学生拉着自己的
爸爸妈妈，吵着要买电子计算器。有了它，做起数学题该多
好呀!

“不!”忽然，一个身材奇特的小矮人跳上了柜台，摇着手，
对小学生说：“小朋友不宜用这样的东西，要从小培养自己
的计算能力，学会简便算法。有了好算法，有时候算起来比
计算器还快呢。”

大家一齐把目光集中在小矮人身上，仔细一看，原来是外号叫
“半截儿”的小“5”。

“什么?你能比我的计算器算得还快?”售货员奇怪地问。
小“5”说：“你不信，我们试试。”说着，小“5”对大家
说：“你们随便报一个数，求这个数乘以5的积，售货员请用
电子计算器也一道算，看谁快?”

“好!”大家一齐喊道。观看的人群中有人先报了个算
式“246×5”。

“1230”小“5”脱口而出。

“314×5、289×5……”

“1570、1445……”小“5”一口气报了出来。

售货员还未来得及操作完，得数就被小“5”说出来了。

“好啊!”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小“5”笑着说：“这叫
做‘添零折半法’，因为5是10的一半，一个数乘以5，只要



把这个数扩大10倍，再折半就行了。比
如，246×5=2460÷2=1230。”

“我们再来比一比。”售货员不服气地说。

“好，我们来计算任一个末位数是5的两位数的平方。”
小“5”说。

“等于3025。”小“5”真快，一下子又报出了得数。

这时候，连售货员也佩服小“5”神速的口算能力了。
小“5”说道：“任一个末位数是5的两位数的平方，只要把
它的十位数字乘上比它大1的数，再在积的后面添上25，就是
结果了。例如75[sup]2[/sup]=5625，56就是7和8相乘的结果。

“哈哈，这样算快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