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科学学期教学计划(大全7篇)
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又进入新
的阶段，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写一份计划，为接下来的学
习做准备吧！优秀的计划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
写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计划书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四年级科学学期教学计划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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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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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生情况分析：

1、整体学习状况：学生整体学习兴趣高，比较认真，但缺乏
灵活性、学习习惯较差。不善于设法自主去获取知识并在生
活中灵活运用知识。因而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往往只停留
在了解上，理解不甚深刻，运用能力差。



2、已有知识、经验：学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科学常识比
较缺乏，科学探究能力和意识不强。家长们偏重于语、数、
英教学，使学生没有多少时间和机会接触大自然，更没有得
到大人和老师及时、周到的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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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儿童对周围世界有着强烈的
好奇心和探究欲望，他们乐于动手操作具体形象的物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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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但是，由于学生年龄的局限，观察的深度、准确度还不够，
观察或描述的方法还不会较好运用。在开展探究活动时，课
堂上常有耗时低效的现象。另外，由于学生的学习任务较重，
在本学科上所能投入的精力有限，有些活动只是形式上的走
过场，部分学生只是喜欢凑热闹而没能深入研究。

在评价体系的研究方面，采用单元考核、常规积分、小组互
评的评价方法。本学期打算上其他科学老师的好的评价方法。
采用积分晋级制，开学初就将积分表张贴于实验室墙上，对
于学生带好材料、认真听课、积极发言等良好学习行为折合
成分数记录，对于每次的考核成绩也折合成相应的分数记录，
对于课外进行探究活动，或参加科学小记者活动的也折合成
分数记录。对每个月内进步明显、有晋级、或在学科学习方
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奖励喜报。

四、教材分析

本册内容由“电”、“新的生命”、“食物”和“岩石和矿
物”四个单元组成。

“电”单元是从“什么是电”开始的。学生对静电有比较丰



富的生活体验，让他们适当地了解一点有关电荷的知识，可
以使后续课中电流、电路的学习更有基础。这一单元将通过
与电相关内容的实验、交流、预测、检验、测量和推理、解
释等活动，使学生形成关于电的初步概念，同时获得一些基
本实验操作技能。

“新的生命”单元是从“观察油菜花”引入的。由植物的花、
果实和种子的系列观察活动，过渡到动物的卵、繁殖的观察
和研究，从而使学生获得植物和动物如何繁殖新生命的认识，
并形成关于生命的一系列发展性概念。教科书中的观察实验，
特别是一些探究性的实验，都是在支撑有关生命概念的建立，
并在此过程中使学生获得对生命的理解。

“食物”单元通过对一天中所吃食物的回忆和分类，引起学
生对饮食的关注，发现自己在饮食中的不良习惯，并在以后
的生活中，能科学、合理、均衡地饮食。食物的变化和获取
食物信息方法的研究也是在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事物的`特征
及其变化规律。

“岩石和矿物”单元是学生初次对构成地球固体物质的探究。
通过对岩石、矿物的观察、分类和描述，使学生形成关于地
球物质的一般性概念，并对保护、开发和利用地球资源的重
要意义有进一步的了解。

五、教学措施

本学年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至关重要的时期。教学中教师
要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学生在学习中逐渐养成尊重客观事实、
注重证据、大胆质疑的科学品质和思维方式，提高他们的生
活质量和学习质量。

具体措施：

1、了解学生对所学科学主题的初始想法，特别是一些概念理



解过程中出现的想法。只有充分了解学生在概念的形成过程
中的思维变化，才能做出正确的教学判断，并避免客观事实
与学生的想象混淆。

2、指导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和描述。教科书中涉及了大
量的观察、比较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发现观察对象
在属性、结构、功能、关系等方面的特点，是学生建构科学
概念的重要认识基础。

3、引导学生在观察和实验的过程中做好记录。教科书中给出
了各单元相应的记录表，并提示学生用文字、数据、简笔画、
气泡图、网状图和柱形图等进行记录。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客
观地记录观察到的现象，并随时提示他们将自己的记录与小
组同学的记录进行比较、修正，教师每周都要对学生的记录
进行督促和检查。

4、引导学生用准确、恰当的词汇描述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
活动中需要学生进行描述的内容很多，有些甚至是实验过程
的描述，这种描述能够帮助学生提高科学思维能力，教学中
应耐心引导。

5、指导学生对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整理、加工，形成正确的
解释。尤其要重视学生在观察实验过程中，从证据、表格、
图形获得的一些科学信息，并引导他们合理地使用这些信息
做出科学解释。

六、主要教学活动类型：

1、搜集信息现场考察自然状态下的观察实验

2、专题研究情境模拟科学小制作讨论辩论

3、种植饲养科学游戏信息发布会、报告会、交流会



4、参观访问竞赛科学欣赏社区科学活动

5、家庭科技活动角色扮演科学幻想

七、主要导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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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科学学期教学计划篇二

1、我们每天都能感觉到天气带来的变化，天气影响着地球上
的一切生物。

2、天气是指我们居住的地区，在某个时间的大气状况。

3、我们可以通过云量、降水量、气温、风向和风速等天气特
征来描述天气。(温度、风向和风速、降水、云量是天气观察
中的重要数据)

4、记录每天各种天气现象的表格叫做天气日历。

5、在我们的天气日历中，一般要记录日期和时间、云量、降
水情况，气温、风向和风速。如果有云，还要记录云的类型。

6、观察天气应该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7、使用温度计时，要等到温度计里的液柱停止上升或下降后，
才能读数。

8、气温是指室外阴凉通风地方的温度，这个地方的温度才能
反映当地的气温。

9、测量气温时应该选择室外阴凉、通风的地方。每天同一时



间、同一地点来测量

10、风可以通过自然界中的事物来感知，可以用风向和风速
来描述。

11、风向是指风吹来的方向。风向可以用风向标来测量，风
向标箭头所指的方向就是风向。我们一般用8个方位来描述风
向。

12、风的速度是以风每秒行进多少米来计算的。风速仪是测
量风速的仪器。气象学家把风速记为13个等级。在我们的天
气日历中可以用简化的风速等级来划分风速。

13、降水是天气的一个基本特征，测量记录降水量的单位是
毫米。

14降水的形式很多，常见的有雨、雪、冰雹等。

15雨量器是测量降水量多少的装置。雨量器的集水漏斗用来
收集雨水，容器中雨水的高度值就是降水量。我们可以用直
筒透明杯子来做雨量器。

16、云实际上是由无数的小水滴或小冰晶组成的，云可以看
作是天上的雾。

17根据云量的多少，天气课分为晴天、多云和阴天。云在天
空中是会变化的，不同的云预示着不同的天气。

18、不同的天气状况怎样划分呢?一种简单的方法是：把天空
当做一个圆，平均分成4份，把看到的云量填充到这个圆里，
按照云在天空中所占的多少进行区分。

19、气象学家在对云进行描述时，通常根据云高度和形状把
云分成三类：积云、层云和卷云。



20、靠近地球表面的扁平层状云是层云，它通常是灰色的。
层云变厚，就是雨层云，将会出现毛毛雨、大雨或雪。

21、高于云层，看上去像棉花堆一样的云叫做积云。积云发
展成积雨云，形成雷阵雨。

22、纤细的羽状云是卷云，卷云是由微小的冰晶组成。

23、对天气信息进行整理、总结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
天气的某些特征，了解天气变化的一些规律。

24、一个月的天气变化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气候特点。

四年级科学学期教学计划篇三

本班现有学生28人。大部分学生能按老师要求完成学习任务，
上课积极发言，作业认真完成。但也有少数同学不仅基础较
差，而且还非常马虎，缺乏一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毅力。张
三等同学，他们是复习阶段重点抓的学生。希望从习惯到最
终成绩都能有一个明显的提高。，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本
班学生能在老师的引导下，主动参与学习，掌握了基本的学
习方法，初步学会独立识字。能运用学过的词语造句说话，
会给部分学过的词语找出近义词和反义词。能听懂别人讲的
一件事，边听边记住主要内容，并能复述。能正确朗读课文，
会默读课文，能说出一个自然段主要讲什么，理解课文，具
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大部分学生对短文能静下心来认真细
读，对文中的词句能有意识地深入的体会和理解，知道抓住
关键词句感情其内涵。

复习要求

1.复习巩固汉语拼音，掌握本册中多音字的正确读音，并能
根据拼音写出已学的汉字。



2.复习掌握本册所学的生字，要求读准字音、认清字形、了
解字义。复习辨析同音字和形近字，进一步培养正确使用汉
字的能力。

3.复习掌握部首的几种特殊情况，能在字典中选择恰当的意
思。

4.复习掌握本册《词语表》中的词语，懂得意思，能口头或
书面运用。

5、复习正确转述别人的话，复习讲述一件完整的事，复习听
写一段话的能力。

6、复习能借助重点词句，背诵指定的课文。复习能抓住重点
词句，理解一段话的方法。复习课文与课题之间的联系。复
习用自然段归并的方法和按事情发展顺序给课文分段的方法。

8、复习有顺序地有重点地观察图画和周围事物的方法，能有
条理地记述一件事；复习留言条、信件的书写格式。

复习重、难点

1、从汉语拼音入手，正确认读、默写学过的词语，掌握一部
分多音字的读音和组词，掌握拼音的标调规则，能正确区别
平翘舌音和前后鼻音。

2、熟练背诵指定的课文段落以及练习中的读读背背和成语。

3、根据每个单元的训练类型进行训练讲解，使学生正确掌握，
灵活运用。

4、加强阅读训练，指导学生读懂课文，完成课后练习。

5、指导学生写好作文。认真审题，正确选材，叙事完整，条
理清楚。



1、采取单元复习和各种归类复习相结合的方法，注重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牢固掌握。

2、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认真地分析，采取结对子、一帮一
等方法，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多提问、多辅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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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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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优帮差，加强合作与督促。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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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加强检查的落实，必要时动用小组长和班干协助，力求重
要地方人人过关。

第一部分：汉语拼音

掌握《字母表》分清平翘舌音、前后鼻音；看拼音写词句；
用普通话朗读课文、回答问题及对话。

第二部分：字词的复习

掌握本册生字260个。继续练习部首两种查字法查字典掌握部
首的几种特殊情况，能在字典中选择恰当的意思。掌握本册
《词语表》中的词语，懂得意思，能口头或书面运用。

第三部分：阅读的复习

继续练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练习借助重点词
句，背诵指定的课文。练习能带着问题默读课文，边读边思



考；能抓住重点词句，理解一段话的内容；能注意到文章题
目与课文的联系；继续练习用自然段归并的方法和按事情发
展的顺序给课文分段。

第四部分：听说训练

集中注意力听别人说话，能听懂别人讲话的主要意思。能转
述别人的话，并完整地讲述一件事，条理比较清楚，语句比
较连贯；能听写一段话。

第五部分：习作的复习

练习有顺序有重点地观察图画和周围的事物，条理比较清楚
地记叙一件事，语句通顺连贯；练习给同辈写信，掌握一般
的信和信封的写法。

1、突出重点。从学生的角度看，我们要特别注意差生，多帮
助他们一点，从而提高及格率。从整个学习内容来看，阅读
和作文是重点。在阅读的复习中，词、句、段的理解是重点。
在作文复习中，怎样把话写通顺是重点。从学生学习的方式
来看，探究性的学习是重点。提出自己需要了解的问题，是
探究学习的关键。

2、讲练结合。在整个复习阶段，要以学生自己的复习为主，
要以练习为主，但是老师必须作适当的提示、归纳。在一堂
课上学生应该有口头的练习，又有笔头的练习。

在课内阅读的基础上要注意标点的使用。

概括主要内容。

了解文章的叙述顺序。

按时间的变化顺序；按事情的发展顺序；按游览的顺序；按



由远到近的顺序等。

11、习作

积累好词佳句，利用好本学期的积累本，写生动的片断（人
物、场景、见闻、感受）。

规范习作格式，正确、整洁书写。

借助本学期试卷和学生手头上的练习题，多做审题训练。

帮助学生总结同一类型习作的写作方法。多读课文，借鉴方
法。

回顾单元习作练习。

不管写什么体裁的文章，都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四年级科学学期教学计划篇四

在复习过程中要避免把复习课变成背诵课堂，使复习失去真
正的意义而变得枯燥乏味，复习应从学生实际出发，要因地
制宜，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1、按照要求背诵和认读一些单词，能完成单词默写，分类的
练习。

2、认读教材中出现的一些词组的用法。

3、掌握教材中出现的句型，和一些简单的与教材内容有关的
语法知识；能够运用教材中出现的句型。

4、能够认读教材中的短文，能独立完成一些较容易阅读题。

1、单词。单词是英语的基础和复习的重点。



1）按词性归类复习单词。

2）按词汇表复习单词。

2、词组。词组是学习英语的关键，它是复习英语的良好途径，
同时又是学习句子的基础，把词组归类，分类掌握。

3、句子。句子是学习英语的重点，也是本册教材的重点和难
点。

1)指导学生在语境中复习句子。

2)根据句子类型指导学生在比较中复习句子，教给学生适当
的语法知识。

3)指导学生在表演中运用句子，这样的复习课也不缺趣味性。

4、阅读。阅读虽然对学生来说很困难，可是教材中已经出现
了比较复杂的英语短文。

1、单词复习

a按词汇表复习单词。

b分类归类复习单词。

c按相似单词复习。

2．动作短语的复习

短语与图匹配练习、听力练习

3．句子是英语学习的重点，通过各种方法帮助学生梳理学过
的句子



（1）指导学生在语境中复习句子，让学生分清日常交际用语
的运用场合

（2）根据句子类型指导学生在比较中复习句子

4．注意因材施教，采用分层教育，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获得
不同的提高和收获。对基础差的同学，重点放在基础知识的
复习上，对于一些尖子生，重点放在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知识
的运用上。

5．注意做好学生的心理调试工作，对于自感压力大的同学要
耐心疏导,从思想上为他们减负，使他们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对还没进入复习状态的人要给予一定压力，使他们能较好地
投入到复习中来。

略

四年级科学学期教学计划篇五

总复习的要求

1、 认识200个生字，会写200个生字。

2、 会使用字典、词典，有独立识字能力。

3、 复习掌握、积累本册课文中出现的新词，能大致理解词
语的意思，还能在书面语言表达中运用部分词语。

4、 了解、整理一些词语的近义词、反义词，会按要求写一
定结构的词语，说得出课文中关键词语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
用。

5、 复习、整理一下本学期课内外积累的谚语、歇后语和其
他的一些词汇。



6、 进一步掌握句子的一些基本知识，能按要求写句子或进
行句式的变化，能正确理解文章中一些重点句子含义，领悟
作者遣词造句的准确和形象。

7、 能背诵指定的课文或段落。

8、 能初步把握课文主要内容，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9、 进一步了解常用标点的作用，并能在自己的书面语言表
达中正确运用。

10、 复习古诗词、名言警句等内容。

11、 能按要求把文章内容写得比较清楚，能修改有明显错误
的词句。

日期

复习内容

具体要求

练习安排

辅导对象

6.11——6.14

拼音、字词

会正确写大写字母，牢固掌握本学期学过的生字，能给多音
字确定正确的读音，更好地给带点字选择正确的解释。

能正确默写本学期要求掌握的词语，



《总复习》1张

杨欢、徐琛皓、许学泽、孙贤皓、洪琦程、李奕萱、张晨昊、
王碧伶、贺晓宝、侯海波

6.15——6.16

词语

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能分辨形近字和意义相近的词语，能
正确使用量词。能正确写出词语的近义词。

《总复习》1张、复印试卷2张

6.17——6.18

句子

能正确缩句，能把肯定句改成反问句，把反问句改成肯定句；
能把第一人称的句子改成第三人称的句子；能把句中表示时
间和地点的词语提前。能正确使用关联词。能把句子补写完
整，能给常用词语的造句。能正确使用书名号和省略号。

《总复习》1张、复印试卷1张

6.21—— 6.23

阅读

能背诵、默写课文中的`重点片断，通过课外阅读，提高学生
的阅读理解能力。

《期末总复习》1张、复印试卷1张



6.24——6.25

作文、综合练习

能根据要求写作文；综合练习。

模拟试卷

四年级科学学期教学计划篇六

1、我们周围的声音在 强弱、高低、长短 等方面有着不同的
特点。

2、音叉是一种 发声仪器 ，用来 调试乐器 和 测试音高 。

3、敲击大小不同的两支音叉，小音叉发出的声音高，大音叉
发出的声音低。

4、一个物体在力的作用下，不断重复地做往返运动，这种运
动称为 振动 。

5、声音是由 物体振动 产生的。(物体受到外力作用不一定
发出声音，只有让它振动才行。如果停止振动声音就会马上
停止。)

6、用击打过的音叉轻轻接触水面，水面会 产生波纹 ，这说
明音叉振动了。

7、声音的强弱可以用 音量 来描述。声音的高低可以用 音
高 来描述。(音高是描述物体振动快慢的一个量。)

8、音量是由物体振动的 幅度 决定的。振动幅度越大，声音
越强 ;振动幅度越小，声音越弱。



10、敲击水量不同的玻璃杯， 水越少声音越高，水越多声音
越低 。

11、拨弹橡皮筋时， 皮筋越紧，声音越高;皮筋越松，声音
越低 。

12、拨动琴弦时， 琴弦越细，声音越高;琴弦越粗，声音越
低 。

13、击打长短不同钉子时，钉子越短发出的声音越高。

14、在拨动钢尺时，改变尺子伸出桌面的长度，尺子振动时
发出的音高 也会改变 ，因为尺子振动的快慢改变了。

15、尺子伸出桌面越短， 发出的声音越 高 ;尺子伸出桌面
越长， 发出的声音越 低 。

16、声音以 波 的形式传播，当声波遇到物体时，会使 物体
产生振动 ，声音就是这样通过各种物质，从 一个地方传播
到另外一个地方 的。

17、声音在不同物体中传播的情况是 不一样的 。

18、空气是传播声音的重要物质，在真空的环境中 不能传播
声音。

19、在月球上，由于 没有空气 ，即没有可以传播振动的物
质，两个人即使相隔不远，也听不到到声音、不能互相通话 ，
必须要使用无线电设备。

20、我们的耳朵可分为 外耳、中耳、内耳 。外耳的 耳廓
把收集到的声音通过 耳道 传到鼓膜，引起 鼓膜的振动 ，
这种振动信号传递到大脑，通过大脑的加工，我们就能听到
各种各样的声音了。



21、鼓膜很薄很有弹性，即使是很轻的声音，它都会 产生振
动 。

22、一个振动的物体会使它周围的空气发生振动，振动的空
气到达我们的耳朵，引起 鼓膜 的振动。耳中的 听小骨 再
将振动传到充满液体的内耳，引起液体的振动，液体的振动
刺激 听觉神经 ——产生了信号，大脑接受了听觉神经传过
来的信号，我们便感受到了声音。

24、噪音对人的伤害：声音 过高过强 ，损伤我们的听力，
所以我们要尽量远离这些声音，有时需要捂住耳朵或戴上保
护装置。

25、保护我们听力的方法有： 远离噪声 、控制物体发声 。

(资料：声带越紧，声音越高。成年女子的声带长大约为11毫
米，成年男子的声带长大约为15毫米，所以，成年男子的声
音通常比成年的女子声音低。)

四年级科学学期教学计划篇七

1、溶解的特征：物质在水中化成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均匀
分布在水中，并且不能用沉降或过滤的方法分离出来。

2、过滤实验中用到的器材有：铁架台、漏斗、过滤纸、玻璃
棒、烧杯。

3、做过滤实验时，要注意“一贴、两低、三靠”。(一贴：
滤纸紧贴漏斗内壁。两低：滤纸低于漏斗边缘，滤液低于滤
纸边缘。三靠：倾倒滤液的烧杯紧靠玻璃棒，玻璃棒紧靠三
层滤纸，漏斗末端紧靠承接滤液的烧杯内壁。)

4、高锰酸钾是紫黑色的固体小颗粒，常被用来消毒和防腐，
但不能用手直接取，需要用小匙来取。



5、高锰酸钾进入水中时的状态：极少数溶解，沉入水底。轻
轻摇晃杯子以后：水底的高锰酸钾减少了，杯中的液体变成
紫色。充分搅拌高锰酸钾后：全部溶解、变成了均匀分布、
紫色透明的高锰酸钾溶液。

6观察和区别“物质在水中是否溶解”的方法有：颗粒大小的
变化、在水中是否均匀分布、是否有沉定、能否用过滤的方
法分离。

7、胶水或洗发液进入水中的状态：先浮在水面，再下沉，然
后一缕缕的扩散，轻轻搅拌部分溶解，充分搅拌全部溶解，
最后变成胶水或洗发液溶液。

8、食盐、小苏打、高锰酸钾、胶水、洗发液、醋、酒精都能
溶解在水中，形成了透明、稳定的溶液，沙、面粉、食用油
不能溶解在水中，形成的是混合物。

9不同的物质在水中的溶解能力是不同的，食盐在水中的溶解
能力比小苏打要强。

10、轻轻开启一瓶汽水，用注射器吸出约1/3管汽水，再用橡
皮帽封住管口，向外拉注射器的活塞,看到注射器里的气泡变
大，变多了，向下推注射器活塞，看到注射器里的气泡变小，
变少了。

11、水除了能溶解固体和液体之外，还能少量地溶解氧气、
二氧化碳等气体。水中的动物和植物就是靠溶解在水中的氧
气进行呼吸的。汽水中的气体是通过加压或化学方法溶解的，
所以瓶一打开，气体就冒出来了。

12、切碎、加温、搅拌等方法可以加快物质在水中的溶解。

13、在100毫升水中，食盐溶解的量是有限度的，大约是36克。



14、溶解在水中的食盐能用蒸发的方法把食盐和水分离出来。

15、给杯子中的盐水加热，可以分离食盐和水，需要的材料
有：蒸发皿、石棉网、酒精灯、三脚架、火柴、湿抹布。

16、酒精灯的火焰分为外焰、内焰、焰心三个部分，外焰的
温度最高，内焰其次，焰心的温度最低。

17、点燃酒精灯时一定要用燃着的火柴，决不能用燃着的酒
精灯对火。加热完毕需要熄火时，可用灯帽盖灭，盖灭时需
再重盖一次，以避免以后使用时灯帽打不开，绝对禁止用嘴
吹灭火!盐能够溶解在水中，也能从水中分离出来，人们就是
利用了盐的这个特点，把海水引进盐田，用太阳的热量使海
水中的水分蒸发，最后析出盐的结晶。酒精是容易挥发和燃
烧的液体，万一有洒出的酒精在灯外燃烧，不要惊慌，可用
湿抹布或沙土扑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