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五年级科学教学计划及进度安
排(大全7篇)

计划是一种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有条理的行动方案。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计划很难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
的计划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苏教版五年级科学教学计划及进度安排篇一

1、因为运动时身体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养料，所以运动会使
(心跳)和(呼吸)迅速加快;休息后心跳呼吸又会慢慢恢复。

2、心跳、呼吸的快慢和(运动的剧烈程度)有关。

3、人在安静状态下，一般每分钟呼吸(20次)左右，心跳(80
次)左右。

4、呼吸器官包括(鼻)、(咽)、(喉)、(气管)、(支气
管)、(肺)。*5、呼吸让我们吸进富有(氧气)的空气，呼出体
内产生的(二氧化碳)。

6、可以用(澄清石灰水)来比较吸进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有什
么不同;(呼出的气体)能够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说明呼出的
气体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

7、我们要呼吸是因为：人体必须利用大量的(氧气)把一切营
养物质转化为可供人体直接吸收的东西，同时需要把体内产
生的(二氧化碳)及时排出体外。

8、(肺)是氧气和二氧化碳进行交换的重要器官。肺活量越大，
呼吸功能越强。*9、一次用力吸气后，再尽力呼出的气体总
量，就是你的(肺活量)。



10、测肺活量的方法：深吸一口气吹大一个气球，测气球最
宽处的周长;或将装满水的塑料瓶倒立，吸一口气后用吸管向
水里吹气，排出的水量就是肺活量。

11、肺活量大对健康的好处是：能为身体提供足够多的(氧
气)，能够胜任比较大的体能消耗任务。

12、保护呼吸器官的方法有：(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呼吸富
含氧气的空气)、(扫地前洒水)、(预防呼吸道传染病)、(不
要吸烟)。

13、(心脏)和(血管)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器官。

14、心脏的形状像(桃子);大小和自己的(拳头)差不多;位
于(左胸部)，在胸骨后面，肋骨内侧。

15、(心跳)就是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心脏每(收缩、舒张一
次)，我们就会感觉到一次心跳。

16、每分钟的心跳次数和脉搏次数(相同)。

17、(心脏)是人体的(“泵”)，推动血液在血管里不停地循
环流动。

18、(血液)相当于(“运输兵”)，人体通过血液循环，把肺
吸进的(氧气)、小肠吸收的(养料)带给身体各部分，又把身
体各部分产生的(二氧化碳)和(其他废物)运走，交给肺和排
泄器官排出体外。

19、保护心脏的方法有：(经常运动)、(合理饮食)、(保持良
好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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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过程与方法：

1、会做利用x氧化钙检测二氧化碳的实验。

2、会做利用火柴燃烧的情况检测氧气含量的实验。

3、会选择一定的方法测定自己的肺活量。

4、能通过收集资料制作戒烟小报。

科学知识：

1、认识肺、气管、支气管等人体呼吸器官。

2、知道呼吸让我们吸进富含氧气的空气，呼出含有大量二氧
化碳的废气。

3、知道肺是进行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肺活量越大，呼吸功
能越强大。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认识到保护肺等呼吸器官的重要x。

2、知道吸烟有害呼吸器官的健康，能逐步养成有利于保护呼
吸器官的良好行为习惯。

二、教学重点及难点：

1、重点：认识肺、气管、支气管等人体呼吸器官及其作用。



2、难点：准确测定自己的肺活量。

三、教学准备：x氧化钙、塑料袋、水槽、吸管、玻璃杯、气
球、软尺、课件。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提问：我们每天都在呼吸，你知道我们身体的哪些器官是
呼吸器官吗？（板书：呼吸）

学生汇报：鼻子、肺……

2、讲述：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呼吸器官吧！（强调：嘴不是呼
吸器官。）

看视频资料。

分组活动，指名演示。

4、你觉得在观看过程中，哪个呼吸器官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学生汇报。

5、今天我们就来研究肺和呼吸的关系。

（二）、自由研究：

1、比较吸进和空气和呼出的气体。

（1）提问：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不
停地呼吸？



学生讨论、汇报：呼出二氧化碳……

（2）讲述：刚才同学们进行了猜测，但不能说明什么，我们
必须用实验来验x。

学生观察并汇报：溶液颜x没变。

学生观察并汇报：溶液变浑浊了。

（5）为什么实验的结果不一样？说明什么？

学生分组讨论并汇报：呼出的气体含有二氧化碳……

（6）讲述：一个实验成功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再做一个
实验看看结果如何。

学生汇报：在呼出的气体的'瓶子里火柴灭了。

（8）提问：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

学生汇报：二氧化碳不支持燃烧。

（9）提问：我们做以上对比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说明什么
问题？

分组讨论并汇报。

（10）小结：呼吸让我们吸进富含氧气的空气，呼出含有大
量二氧化碳的废气。

（11）提问：在呼吸时起交换气体作用的重要器官是什么？
（肺）

（12）讲解：肺是氧气和二氧化碳进行交换的重要器官。



2、测肺活量。

（1）讲述：一次用力吸气后，再尽力呼出的气体总量就是肺
活量。每个人的肺活量都不一样，我们可以参照p50吹气球的
方法测量自己的肺活量。注意：先要深吸一口气，再把所有
的气都吐出吹气球，然后把气球扎紧了；要测量气球的最宽
处周长。比一比谁吹的气球最大。

分组实验，并记录结果。全班汇报结果。

小组讨论、汇报。（肺活量大的同学呼吸次数少）

（3）提问：肺活量大好还是小好？为什么？

学生讨论并汇报。

（4）提问：怎么样才能增大肺活量呢？

学生汇报。

（5）小结：肺活量大对健康是有益的，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
们的呼吸器官，多参加体育锻炼，增加肺活量增进健康。

3、保护呼吸器官。

（1）提问：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呼吸器官呢？

分组讨论，全班汇报。

（2）小结：我们要为保护呼吸器官做些积极的事情，比如平
常打扫卫生先洒水，经常通风换气，积极锻炼身体等等。

五、拓展练习：

1、提问：你对吸烟有什么样的看法？



2、讲述：课后请每个小组收集资料，设计并制作一份戒烟小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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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堂教学中，激起学生的喜好，让学生进行感知，前进其
着手才干非常要害。但科学教学并不是全部内容都适宜演示，
都能够着手操作，比如对林林总总的矿物质、地球的运动、
日夜的替换等内容的学习。这时，教师能够凭仗现代化的教
学办法，例如多媒体等进行辅佐教学。比如在学习林林总总
的岩石时，就能够用多媒体把不一样的岩石进行展示，然后
运用动漫等办法把各种岩石的构成进程演示出来，还有极昼
和极夜等景象，也能通过多媒体进行直观的展示，让学生更
简略了解。凭仗这些办法，既能够让疑问更直观，便于学生
学习，一同还能够前进学生的学习喜好。

总之，科学教学能够丰盛小学生的知识构造，树立科学思想，
对其生长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教学教学有必要注重日子，用
身边事来叙说科学道理。一同，要通过打开课外活动，运用
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技术来抵偿学生对日子认知的缺少。

苏教版五年级科学教学计划及进度安排篇四

一、教学内容：

物质变化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其是否可以恢复原状来讲，可
以分成可逆变化和不可逆变化两种。本课就是借助学生熟悉
的两种物质——食盐和水泥，认识物质的可逆变化与不可逆
变化，并认识可逆变化与不可逆变化的利弊。

二、教学目标：

1、能用简单的器材做简单的观察实验，探究物质的变化，并



作实验记录；能提出探究活动的大致思路；能应用已有知识
和经验对所观察到的现象做假设性解释。

2、愿意合作与交流；乐于用学到的科学知识改善生活；意识
到科学技术会给人类带来好处，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3、认识物质的变化有的可逆，有的不可逆；认识可逆变化与
不可逆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三、教学准备

学生依据活动准备中的要求，根据自己对教材的理解准备材
料：杯子、筷子、食盐、火柴、水泥、盘子、小勺、锤子等。
为了课堂上探究活动的顺利进行，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也
要相应准备铁架台（带铁圈、石棉网）、酒精灯、水泥块等
物品以及各种物质变化的图片或视频资料。

四、活动过程：

主要包括两个活动。

活动一：我们来观察食盐和水泥的变化。

可以分成三个环节。

一是观察食盐和水泥的变化。

首先教科书提供了一幅探究示意图，意图是提示探究食盐变
化方法。一位学生在搅拌水中的食盐，说：“食盐在水中溶
解了。”目的是提示学生结合已有的溶解知识认识食盐的变
化。食盐在水中看不到了，说明它的颗粒大小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形态发生了变化。一位学生说：“溶解的食盐还会再
看到吗？”目的是提示学生从能否恢复食盐原状来思考，提
出自己的猜想与假设，并设计相应的实验进行证明。一位学



生在用酒精灯给食盐水加热，坩埚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已经析
出的食盐颗粒，说：“你看……”目的是提示学生通过给食
盐水加热的方法使溶解的食盐恢复原状。教科书所设计的探
究方法只是一种指向，目的是提示学生可以自由设计探究方
法，探究食盐的变化，而不要受教科书的限制。

其次教科书又通过一幅探究示意图，提示探究水泥变化方法。
一位学生说：“水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目的是提示学生，
在认识食盐变化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探究问题，展开新的探究
活动。一位学生在用杯子向盘子里倒水（盘子里有水泥），
说：“我们试一试。”

目的.是提示学生自由设计探究方法，探究水泥的变化。教科
书提示的探究方法是：通过加水的方法使水泥发生变化。借
助探究食盐的方法思考：水泥还能恢复原状吗？并设计相应
的实验进行证明。

二是认识其他物质的变化。教科书提供了两组物质变化的示
意图，目的是提示学生认识生活中更多的类似食盐和水泥这
样的变化。

第一组图片包括玻璃和水的变化。玻璃的变化由三副图片：
碎玻璃、玻璃熔化炉、玻璃制品组成。图片与图片之间分别
用箭头相连接，目的是提示学生认识到玻璃也可以像食盐那
样，改变形态后还可以恢复原状。水的变化中，通过箭头提
示学生水可以改变形态为水蒸气或冰，水蒸气或冰又可以恢
复到水的形态。

第二组图片包括六种物质的变化，分别是花生到花生油的变
化、种子发芽的变化、西瓜到西瓜汁的变化、泥土到砖块的
变化、树到椅子的变化。这些图片的设置目的是提示学生进
一步探究生活中更多类似水泥变化的事例。

教科书设计的这些物质的变化只是一种指向，目的是提示学



生可以从生活中多种物质的变化入手，探究类似食盐和水泥
的变化特征。

三是归纳。教科书呈现了一幅学生交流的情景图片，目的是
提示学生从能否恢复物质原状的角度来分析，寻找物质变化
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通过归纳进一步认识物质的可逆变化与
不可逆变化。“食盐、玻璃等物质都可以恢复原来的样
子。”“这是一种可逆的变化。”提示学生通过食盐、水、
玻璃等物质的变化认识可逆变化。“像水泥这样的变化
呢？”“我知道……”

提示学生通过水泥、木头、种子等物质的变化认识不可逆变
化。

活动二：可逆变化和不可逆变化的利弊。

教科书提供了三幅图片，分别森林大火、污染的水域、废品
收购站，意图是通过对图片内容的分析，认识可逆变化与不
可逆变化利弊。森林大火是一种不可逆的变化，提示学生认
识到一些不可逆变化带给人类的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污染
的水域是一种可逆的变化，提示学生认识到虽然是一种可逆
的变化，但如果想使污染的水恢复到原状却需要大量的物力
和财力；废品收购站的图片提示学生认识到很多物质是可以
发生可逆变化的，我们可以合理的使用它们，让它们发挥更
大的作用。图片内容只是一种指向，提示学生结合自己的生
活实际进行交流，充分认识可逆变化和不可逆变化带给人们
的利弊。

自由活动：

教科书以“自制胶水”为主题，分步展示了制作“胶水”的
过程，提示学生可以利用脱脂牛奶、醋、小苏打等自制胶水。
通过制作，丰富学生对物质变化的认识。



拓展活动：

教科书提出“生活中还有哪些可逆变化和不可逆变化现
象？”的探究内容，提示学生课下进一步探究物质的变化，
激发学生继续探究的兴趣，把探究延伸到课外。

苏教版五年级科学教学计划及进度安排篇五

一、教学目标：

（一）过程与方法

1.能从“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等角度对昼夜动植物
的变化提出问题，培养小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

3.能用图表记录昼夜交替对动植的影响，如用图表记录牵牛
花的变化；

（二）知识与技能

1.知道有的植物白天开花，如郁金香；

2.知道有的植物晚上才开花，如昙花；

3.知道有的动物适合昼间生活，如蜻蜓.蜜蜂等；

4.知道有的动物适合夜间生活，如猫头鹰.蝙蝠等。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1.喜欢大胆想象；

2.体会到昼夜交替对动植物的奇妙影响，并以一定的方式赞
美。



二、教学重.难点：

1.能设计一些调查活动，回答和解决哪些动物适合昼间活动，
哪些动物适合夜间活动；

2.知道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大约是24小时。

三、教学准备：

有关昼夜对动植物产生影响的图片或影像资料，电脑制作有
关幻灯片等。

四、课时安排：

1课时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谈话：同学们，你喜欢鲜花和小动物吗？现在，老师就带
大家到花园.到动物园里看一看（放录像）。

［让学生一开始就在轻松氛围中学习，这样，可以让他们对
本次活动产生兴趣。］

3.学生讨论交流。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研究昼夜对动植物的影响。

（二）探究昼夜对植物的影响：

1.观察郁金香.合欢树.牵牛花植物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图片
（媒体出示）。



思考：这些植物在一天中有什么变化？是什么在影响着它们
发生变化？

2.学生讨论并交流。

3.你周围有哪些植物也像郁金香一样会随着昼夜时间的变化
而变化？

（多媒体演示昙花.丝瓜等植物夜晚开花的动画。）

5.从这些植物的`变化中可以发现什么规律吗？

6.学生讨论并交流。

7.小结：每种植物和生活习性都是受着节律的支配，这种节
律有时按24小时变化着，和钟的周期一样。这种影响植物的
节律我们也称生物钟。

（多媒体介绍昼夜对植物影响的相关内容）

8.正因为昼夜对植物的影响，瑞典生物学家卡罗拉斯·林奈
根据不同植物开花时间的不同做了一个花钟。（多媒体介绍
有关花钟的详细内容）

9.调查你周围植物的开花时间，看看是否能根据调查的结果
编制一个花钟。

10.我们能不能得用昼夜对植物的影响规律来改造植物，比如，
让昙花在白天能开花。

11.让学生分小组讨论交流。

12.小结。

（三）.探究昼夜对动物的影响：



1.既然昼夜对植物有影响，那么对动物也有影响吗？能不能
举例说明。

2.让学生讨论交流。

3.在我们的周围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让我们想办法了
解一下，它们在夜间都干些什么？把调查到的活动记录下来。

5.让学生各抒已见。

［让学生在交流中主动的探究活动。］

6.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途径了解答案？

7.学生讨论.交流各自的研究方法。

8.师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

9.交流调查访问结果。

（四）.探究蜘蛛.蚂蚁等动物哪些是在白天活动，哪些是在
夜间活动。

1.蜘蛛.蚂蚁等动物哪些是在白天活动，哪些是在夜间活动。

2.我们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

3.学生讨论并交流研究方法。

4.学生探究。

5.交流各自研究发现。

6.总结。



（五）作业：

选择一种夜间开花的植物，把它的变化写下来；又选夜间活
动的动物，查资料了解它为什么喜欢在夜间活动，并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记录下来。

苏教版五年级科学教学计划及进度安排篇六

一、教学内容：

河北人民出版社五年级下册第十五课。

二、教材和学情分析

本课继续引领学生探究自然力量对地表变化的影响，激发学
生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欣赏自然的奇美。在我国的大江南
北，相继发现了多处奇妙无比的溶洞景观。凡亲自去溶洞游
览过的人，无不被溶洞中主要由钟乳石演绎的巧夺天工的奇
美景色所征服。教材以众所周知的桂林山水为切入点，用简
练易懂的语言描述了岩溶地貌形成的基本条件，配合插图提
出了“你知道溶洞里的钟乳石是怎么形成的吗？”这一学生
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五年级学生对外界事物的好奇心特别强，他们经过之前的学
习，已掌握一定的语言表达和动手实验的能力。而且生活常
识也让他们对一些现象有所了解，因此有利于他们学习用科
学的方法去探究事物的本质。

三、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能通过观看钟乳石的有关图片、视频资料提出关于钟乳石
成因的各种假设。



2、能设计模拟实验验证自己的假设。

过程与方法：

1、能根据模拟实验的结果推测钟乳石形成的原因与过程。

2、能主动与其他同学交流自己的观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能用优美的语言赞美钟乳石构成的千奇百怪、扑朔迷离的
景象。

2、能对自制钟乳石实验坚持做长期的观察和记录。

四、材料准备：

石灰石、稀盐酸、滴管、盘子、尽可能丰富的钟乳石图片、
视频资料。烧杯、玻璃瓶、碟子、曲别针、线绳、苏打晶体、
蒸馏水。

课时安排：

1课时

五、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教师播放视频资料

画外音：

十余万立方米。最开阔处高三十八米，宽五十米，长八十米。
洞中水每昼夜最大流量二万余吨，水深最深处七米，河道曲



折，清澈见底，故名“九曲银河”。银河两岸石笋林立，千
姿百态、光怪陆离；洞顶穹庐钟乳高悬，神趣盎然，晶莹斑
斓，六十多处景点各具特色，琳琅满目。新开发的“源头天
池”、“玉女宫”等500米暗河景观别有天地，神幻莫测。洞
内空气畅通，常年恒温摄氏10度，四季如春。泛舟其中，如
临仙境，被中外游人誉为“北国一宝”，“天下奇
观”，“亚洲一流”，“世界罕见”。洞外盘绕山腰的古式
回廊，别具风韵的人工湖和水榭亭台，使水洞的内外景观相
得益彰。站在洞口远望，对面山崖上大型摩崖石刻—观音造
像，如从天际而来。太子河上漂流体验冒险的乐趣，池边垂
钓领略渔人野趣。本溪水洞一年四季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人，让您领略燕东圣境的神韵，体会北国风光的风骨。

二、主体参与，动手实践

1、语言描述

资料片我们看完了，谈谈你对钟乳石的印象？

2、猜测钟乳石的形成

你知道溶洞里的钟乳石是怎样形成的吗？

教师适当提示：

钟乳石主要形成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靠什么力量形成的？在
短时间里能形成吗？

3、指导实验

（1）选择一块石灰岩

（2）用滴管将稀盐酸滴在石灰岩上。

（3）认真观察实验现象。



（4）滴稀盐酸时要注意安全。

（5）观察岩石滴酸后的变化时，不要用手去摸。

4、汇报实验结果

谁能把刚才实验中看到的现象汇报给大家。

交流时要认真听取其他同学的意见。汇报实验中看到的现象
交流时认真听取其他同学的意见。并和自己小组的实验结果
进行比较。

'实施过程：

1、首先布置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搜集查阅有关钟乳石的
材料，动员学生将家中可能保存着的钟乳石收集一些。

2、在对钟乳石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感知，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经
验基础上，适时就钟乳石是怎样形成的问题让学生进行大胆
的猜测，让学生注意小鼠标的几点提示。

3．在学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相关经验后，让学生大胆做出自
己关于钟乳石形成原因的猜测。要求学生将自己的猜测和猜
测的理由都记录下来，这一环节强调是要进行有根据的猜测。
对学生的要求不要太高，学生只要有自己的猜测，有自己的
猜测依据即可。

4．最后组织学生交流时，启发学生倾听其他同学的不同意见，
通过比较发现哪个同学的猜测更有道理。

5、自制钟乳石

（1）、自然界中钟乳石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很
难看到钟乳石的形成过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模拟实验来观
察钟乳石是怎样形成的。



（2）、提示实验过程。

（3）、教师展示提前一周的实验装置，让学生观察实验现象。

按教师的提示，组装好实验装置，准备进行长时间的观察。

自己设计记录表，将实验结果用条形图画下来。

结合自己的实验装置，观察教师的实验现象，得出结论。

（4）、解释观察到的现象：钟乳石是怎样形成的？

实施过程：

1、由于本活动需要时间较长，不可能在当堂完成，为此，在
上一活动进行到适当时候，出示教师的实验装置，既可以调
动学生亲自完成这一实验的兴趣，又可以据此完成对钟乳石
形成原因的推断。

2、对于实验的具体操作，在调动起学生参与实验积极性的基
础上，演示实验的操作过程。让学生自己对照教材实验问题
可能不大。

3、由于本单元学生已经做了多次模拟实验，这时有必要指导
学生对模拟实验的原理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能自觉的将实
验过程和现象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

4．组织学生讨论解决实验中的问题。同时，鼓励学生坚持做
长期的观察和记录。

5．当学生对教材提供的模拟实验的理解更理性，自己掌握的
资料更丰富之后，再提出自己的推断便不再困难了，安排学
生阅读“科学在线”，并将其与自己的推断相对照，相信学
生会初步了解钟乳石的形成问题。



6、阅读科学在线，验证自己的推断。

三、拓展活动，激情导行。

1、继续观察自己的实验现象，并随时做好记录。

2、在家长的帮助下，利用节假日，到本溪或其他有溶洞的地
区旅游，感受钟乳石、石笋、石柱等自然景观。

3、写一首小诗或短文，表达自己的感受。

评价建议：

本课结束时，就学生对模拟实验的理解程度进行评价。可以
让学生从本单元做过的模拟实验中选择一个最熟悉的进行分
析。主人时，让学生填写下表：

对模拟实验的分析

我们要发现的是什么

我们要模拟的条件和环境是什么

我们用什么来模拟

我们怎样控制实验

我们怎样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评价意见

[整体设计意图]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指导学生通过关于钟乳石形成的原因的猜
测和模拟实验等探究活动，初步认识流水的侵蚀作用对地表
改变的影响。



在认识的过程中让学生学会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惊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活动1“猜测钟乳石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开发的思维活动，在
这个活动中始终贯穿“猜测要有根据”的思路。

活动2“自制钟乳石”是延续上一活动的动手活动，希望通过
模拟实验的方式进一步完善关于钟乳石形成原因的猜测活动。

拓展活动“撰写赞美钟乳石的小诗”是一次欣赏美的体验活
动，有助于培养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增强学生
的观察和表达能力。

苏教版五年级科学教学计划及进度安排篇七

《交流》本节是苏教版科学五年级下册的最后一章，通常最
后一章都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学习。通过本节的学习希望能使
学生了解到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的活动，
而是需要经常与他人进行交流的，并了解一些交流的方法如：
描述、讨论、辩论、图表、海报等交流方式。

在讲解的知识往往不如学生自己总结的知识学得好所以在向
学生介绍这几种交流方法时都准备了学生可以利用这几种方
式进行交流的问题如：描述的方法准备的问题是给学生出示
几张甲壳虫的图片请一位同学用语言描述其中一种让其他同
学猜猜他描述的是哪一个，在活动后在请学生总结出描述是
语言一定要精确等，使学生在体验中了解这些方法在交流中
所起的作用。其实交流的方法在其他科目中也时常会使用，
所以最后使学生联系自己平常的生活和学习说说这些交流方
法的应用，学生们都联系的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