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科学光与影教学设计(精选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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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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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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从《科学探索者》书上看到了鸡蛋会“游泳”的奇怪
事情。我也学着书本上的介绍做了一个科学实验。

首先，在一个较大的容器里放一个鸡蛋，然后，再把容器里
面的装满醋或盐酸，把整个鸡蛋都浸在里面。家里没有盐酸，
我只好用醋了。然后，我们来观察，会发生什么现象。

我看着看着……。鸡蛋先是沉在下面的，蛋壳上出现了一些
小气泡，然后慢慢地带着小气泡游上来了。我又观察了好长
时间，却没有其它现象发生，怎么回事呢?书上说，鸡蛋会沉
下去的，我也希望鸡蛋再沉下去，可是它就是不沉下去。

于是我打开电脑，看看网上有其他人做这实验视频。我看到
他们是把鸡蛋放在盐酸里的。鸡蛋在盐酸里后，会产生更多
的气泡，“咕噜咕噜”一会浮上来，在液面上翻个跟斗又沉
下去了。一会又浮上来…这样反反复复，直到后来不太有气
泡了。

视频里的实验做得比我好多了。他们用盐酸来做实验，盐酸
是透明的，实验现象看得非常清楚。我用的醋不透明，看不
太清楚。要做好科学实验还真有讲究。另外，我也发现，要
让鸡蛋“游泳”，可能用盐酸比用醋更好，因为用盐酸产生
的气泡更多啊。



过了一段时间，我把鸡蛋从容器里取出来，发现硬壳的鸡蛋
现在只包了一层软软的“皮”了。

原来，鸡蛋壳是有无机盐和有机物两部分组成的，无机盐全
部被醋反应掉了，就剩下薄薄的一层有机物了。我问爸爸，
这些有机物可以吃吗?爸爸说：“傻儿子，这么一点有机物，
你怎么吃啊?”我就说“动物就是吃有机物的嘛，一层皮也是
有机物啊!”说着，就撕下一点皮往嘴里送，爸爸见了，赶忙
阻止。一不留神，把容器给弄翻了，醋撒了一地。哈哈!

科学这东西真是神奇啊!通过这个实验让我懂了一些科学道理。
如果我们去努力探索，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秘密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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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爸爸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

我找到我的爸爸来解答，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试一试，
不就知道了吗？”我拿来了一张白纸、一个放大镜在我家阳
台上做起了实验。

一开始的时候，我和爸爸一起耐心地等待着。10分钟过去了、
20分钟过去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可是白纸还是没有
被点着。我有点坐不住了，可爸爸还在那个地方不急不躁稳
如泰山地等着，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实在是坐不住了，爸爸
看出了我的心思，严肃地对我说：“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耐
心，不能半途而废，懂不懂这个道理？”我听了，羞愧难当。
于是，耐心随爸爸一起等待着，静心观察。果然过了一会，
白纸上出现了一个被烤焦的小黑点。不一会，那黑点迸出了
小小的花花，我兴奋极了！我开心地大叫：“着了！着了！
是真的！是真的！“爸爸示意我，静下心来继续观察。又过
了一会，这一张纸被烧掉了，我和爸爸开心地击掌而笑。

我疑惑不解地向爸爸刨根问底：“为什么纸会被烧掉呢？”



爸爸呵呵一笑，缓缓道来：“照射在放大镜上的太阳光，会
被放大镜全部聚集在一个点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放大镜焦
点。随着焦点上的太阳光越来越多，光线的密度越来越大，
焦点上的温度也越来越高，当达到纸的燃点时，纸自然就会
燃烧起来了。”

哦，原来如此！这一次实验真是有趣，让我懂得了生活中处
处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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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这几天没有上网写博客，因为她工作很忙，很累，每天
回来就说腰酸背沉的，让我和爸爸很心疼她的身体。

爸爸说：“你这样可不行呀！”然后爸爸就给妈妈想了一个
好办法。买一个小桶，倒上很多热水，让水淹没小腿肚子，
每天晚上泡半小时脚，这样可以缓解疲劳，还能保健身体。

妈妈泡了几次，觉得很舒服，就对爸爸说：“舒服倒是很舒
服，要是水桶能保温，不用一直加热水就好了。”

妈妈想了很多保温的办法，比如把桶放在电磁炉上，或者给
桶穿上棉衣，她还异想天开地想用“热得快”放在水里加热，
被爸爸严厉阻止了。

我查了一下资料。原来家庭中保温瓶主要用于热水保温，故
又称热水瓶。保温瓶的构造并不复杂。中间为双层玻璃瓶胆，
两层之间抽成真空状态，并镀银或铝，真空状态可以避免热
对流，玻璃本身是热的不良导体，镀银的玻璃则可以将容器
内部向外辐射的热能反射回去。反过来，如果瓶内储存冷液
体，这种瓶又可以防止外面的热能辐射到瓶内。

保温瓶的瓶塞，通常以软木或塑料制成，这两种材料也都不
易导热。保温瓶外壳有竹编、塑料、铁皮、铝、不锈钢等材



料制成，保温瓶的瓶口有一橡胶垫圈，瓶底有一碗形橡胶垫
座，这些都是为了固定玻璃胆用，以防与外壳碰撞。

保温瓶的保温、保冷功能最差的地方是瓶颈周围，热量多在
该处借助传导方式流通。因此，制造时总是尽可能缩短瓶颈，
容量愈大而瓶口越小的保温瓶，保温效果愈好，正常情况下，
12小时之内可使瓶内的冷饮保持在4.c左右。开水在60.c左右。

保温瓶与人们的工作、生活关系密切。实验室里用它贮存化
学药品，野餐、足球赛时人们用它贮存食物和饮料。

了解了这些资料，我知道了热水瓶的原理，我幻想着，总有
一天，我要做一个像热水瓶一样的水桶，让人们泡脚，可以
用来治疗疾病，也可以有很多用途。这样的保温水桶一定会
给人们带来很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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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科学家，我要发明许多东西，为人民做出贡献。

假如我是科学家，我要发明一种药，这种药是在战争的时候
吃的，人们吃了它就不会打杖，反而会成为好朋友，这样天
下就太平了。

假如我是科学家，我要发明一种万能胶，在做海堤和垛墙的
时候，就一点也不累了。只要轻轻的一粘就做好了，非常坚
固耐用。既使一颗小行星撞到了，但是里面的人会毫发无损。

假如我是科学家，我要发明可以爬到月球的电梯，只要人站
上去系好安全带就可以一秒钟到那，一次10元，既省钱又方
便，还可以减少地球的负担。

假如我是科学家，我还要发明一种药，得了重病的人吃了它
一天就好了。没病的人吃了它可以变成超人，消灭不法分子。



假如我是科学家，我要发明一种水管，如果有水灾，只要按
一下绿色键水就会吸收了，火灾来了还可以按红色键灭火。

我想我说的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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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来到科学家办公室，继续发明可以种出来的房子。

房子还能种？别急听我慢慢道来。以前的房子不仅浪费能源，
还污染坏境，因为造房的材料，如三合板、油漆……有很多
都是不环保的，会释放出各种有毒有害的物质，对人类的健
康产生很大的危害。而种出来的房子去掉了以前房子所有的
弊端，还不用空调，这里面冬暖夏凉，还在一股清香的气味，
走进去你就会心旷神怡。

要想种这种房子，首先必须找到一块够大够肥的土地，再浇
上一种特殊的水和肥料。若干天后，撒下的种子就会发芽，
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的参天大树。这棵树上长了几个像果
子一样的房间。树枝是走廊，连起来就是一个小房子。而且
这些果子都可以按你的喜爱变成各种水果，非常漂亮。

树干上有一个门，走进去你会看见一个楼梯，顺着楼梯上去，
就到了客厅。

这种可以种的房子发明完成，我还准备发明一种自动帮人们
做家务的`吸尘机。

这种吸尘机有太阳能板，所以不用充电，既环保，又省钱。

这是我长大以后的梦想，我以后我一定要实现这些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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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教育局的领导下，我xx乡四年级科学文化水平抽测试卷
于2011年1月16日的阅卷工作已全部结束，现将试卷分析如下：

一、基本状况

二、试卷评估

从卷面上看，此套试卷以鼓励的导语来激发学生，使学生有
一个简单、愉快的考试平台。

此试卷由六大题组成，有填空题、决定题、选取题、连线、
画图、实验题。试卷清晰、明了、准确无误，仅仅围绕本学
期教材里所学知识来出题，所抽测的试题中，资料丰富，科
学知识覆盖面广，所涉及到的科学知识资料面面俱到，能联
系学生的实际状况，从学生身边的科学知识开始，由易到难，
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无偏题、怪题，既测评学生对基
础知识的掌握状况，又测评学生掌握科学知识的技能、技巧，
不但能激发学生考试的兴趣，还能激发学生热爱科学、学好
科学的信心，从而鼓励学生考好试。

三、试题评估

试卷共有六大题：第一大题，比一比，谁的知识最扎实，有4
个小题，10个空，每空1分，此题测试学生对科学基础知识的
掌握状况，包括气象知识、声音的产生、牙齿的分类等，能
拿到满分的占20%，一半分以上的占多数，失分率低。

第二大题，比一比，谁最会决定，有10小题，满分为30分，
本题测评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状况，同时也测评了学生对
科学知识的分析潜力、分辨潜力。如降水量小于10毫米的属
大雨，声音能在真空中传播等知识的决定。此题能拿满分的
占25%，一半分以上的占多数，失分率也算低的。



第三大题，比一比，谁能做得最好，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
括号里，是一道选取题，共30分，9个小题。此题测评学生对
科学知识掌握程度和对科学知识的分辨潜力。如风向的决定，
经常锻炼身体能增加什么，酒精灯温度最高是什么等知识。
能拿满分的占30%，一半分以上的人占多数，失分率也低。

第四大题，拉拉手，做个好朋友。此题是连线题，共10分，
测试学生对人体器官知识的掌握状况。80%的学生都得满分，
说明学生对人体器官知识掌握得很牢固。

第五大题，画图题，画出或设计自己喜欢的4种不同天气符号，
12分，即测试学生对天气知识的掌握状况，同时也测试学生
对科学知识的观察潜力。此题如果学生平时对自然多观察或
看电视时多留心天气预报就不难了。多数学生都会做，只有
少数学生没有全对。

第六大题，我是小科学家，此题是本试卷的难题，同时又测
试学生的实验潜力、动手潜力，即测试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掌
握状况。此题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做对，但能写出两种方法
的也不多。总之，从整体上分析，我们的老师在科学教学的
过程中，不但注重科学基础知识的教学，而且重视用科学知
识去解决身边疑难问题的教学，用科学发展观去看问题。

四、今后的推荐和打算

以后的试卷能够再增加一些有关实验方面的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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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实验：

1、观测天气；

2、雨的形成；



3、热胀冷缩；

4、简易观测仪；

5、简易雨量筒；

6、物体的主要性质；

7、水的状态变化；

8、制作蝴蝶标本；

9、探究溶解；

10、过滤实验；

11、燃烧的秘密；

12、变色游戏；

13、金属生锈的实验。遇到的难点：

采取的措施：

1、严格要求学生上课准备学具；

2、尽量激发学生的兴趣；

3、认真实验，仔细观察，做好记录；

4、分组实验时要学生分工合作，团结协作；

5、在实验中注意对能力较弱的学生的指导。得失和感言：

学生通过实验，掌握了天气变化的某些规律、雨的形成、水



的三态变化、生物的生长过程。

通过教学，让学生意识到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愿
意运用新的和技能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变化的现象和问题，
能举例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天气预报及农业生产的影响。

通过实验教学，培养了学生学习科学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

部分学生操作动手能力弱，无法达到实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