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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题或情况，并提供
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学五年级科学质量分析报告篇一

《玩转科学之有趣实验》这本书里有个小实验，名字叫“牛
奶抽象画”。我觉得很有趣，也想试试看。

实验需要准备一支棉签、一瓶新鲜牛奶、几支滴管、一瓶洗
洁精、红黄蓝绿色的颜料各一瓶。

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实验啦!先把新鲜牛奶倒进盘子里。然后
用滴管向牛奶中依次滴入颜料红、黄、蓝、绿色。再取一支
棉签，在棉头处涂抹一点儿洗洁精。最后，用棉签触碰牛奶
的色彩中心区域。很快就会发现，牛奶表面的色彩不断向四
周翻滚，扩散，形成一幅流动的图案。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我怎么也想不通?就在百思不得其解的
时候，爸爸走过来告诉我：牛奶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它的
主要成分是水，其中含有脂肪、蛋白质、糖类以及无机盐等
众多成分。彩色颜料是水溶性物质。洗洁精是表面活性剂，
分子表现为“两面性”，一端能溶于水，另一端不能溶于水。
当洗洁精加入牛奶后，牛奶的表面张力迅速减小，于是外围
表面张力大的部分拉动中心表面张力小的部分向四周扩展。
洗洁精分子“亲脂”端竞相追逐牛奶中的脂肪分子并与之结
合，使脂肪分子弯折、扭曲和骚动，并产生从表面到底部的
循环。色素在这场激荡中随波逐流，不同颜料混合产生新的
色彩，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图画。直到表面张力达到新的平



衡，洗洁精分子都找到了脂肪“伴侣”，牛奶中的舞会才宣
告结束。颜色的行踪实际上是看不见的分子运动的显影和曝
光。

爸爸的解说我似懂非懂，但这个实验使我明白了，科学离我
们并不遥远，只要我们努力学习，善于发现，终有一天，我
也能发现科学王国中的奥秘!

小学五年级科学质量分析报告篇二

。

常识课上，我学到了有关热气球和孔明灯以后，觉得这个实
验实在好玩，于是，就想自己也亲自动手做一次孔明灯上升
的实验。

回到家里以后，我放下书包就去找来了一块手帕大小的塑料
板，又到邻居哥哥那里借来了一盏酒精灯，然后，我就动手
制作孔明灯了。我先将酒精灯固定在塑料板上，然后拿来一
只完好无损的透明的大塑料袋。我把塑料袋罩在酒精灯上，
同时把它与塑料板连在一起。好了，孔明灯做好了。接着，
我就用火柴把酒精灯点燃，还把塑料袋用手帮助撑开，避免
让酒精灯的火焰将塑料袋烧坏。哇，酒精灯上的火焰好明亮，
又好暖和。

不一会儿，我觉得塑料袋有点热了，而且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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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五年级科学质量分析报告篇三

星期日，老爸正在上网。突然，他喊了一声：“儿子，快来
看这个!”我闻声赶来，原来是一个科学实验，“反正在家闲
着，不如动手做个实验吧!”爸爸对我说。“好啊!”我愉快
地听从了爸爸的安排。

首先，我在老爸的帮助下，把所需的材料准备齐了，有两个
玻璃杯、一根较长的棉线、水、胶枪。然后，我们按照电脑
上显示的步骤，开始进行试验了。其次，我利用胶枪，把胶
打在了杯子的内壁，并把棉线的一端粘了上去。然后我们按
照相同的方式，把棉线的另一端粘在了另一个杯子的内壁上。
于是，这个实验的第一步就完成了。然后，我把水倒在了其
中一个玻璃杯中，满怀信心地把杯子倾斜了一点，准备把水
倒在另一个水杯里。可是，事情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水并没有顺着棉线这条“高速公路”来到另一个水杯里，而是
“噼里啪啦”地洒了一地。我感到十分奇怪，也有些泄气。
但我很快重拾信心，又与电脑上核对了一遍。哦，原来是我
没有用有棉线的那一侧。

找到了错误以后，我又准备进行第二次实验。这一次，我小
心翼翼地倾斜着水杯，想让水“听话”地顺着棉线流入水杯。
我紧张极了，生怕一个闪失，就导致实验失败。但是，很快
我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振奋人心的一幕出现了：
水竟然顺着棉线，快速地流入另一个水杯中，途中只滴落了
两三滴水。我开心极了，真想拥抱一下两个玻璃杯。

我又问爸爸：“这个实验的原理是什么?”爸爸笑着告诉



我：“这个实验名叫‘棉线水渠’，”其原理是：当固体分
子对液体分子间的引力大于液体分子间的引力时会发生浸润，
水能浸润棉线并在毛细作用下渗入棉线内部，角度合适时便
会顺着流淌。

我觉得做这个实验挺值得的，虽然因不小心把水洒到地上被
罚拖地一周，但通过这个实验我不仅明白了科学道理，也懂
得了“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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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五年级科学质量分析报告篇四

听说火箭可以自制，而且只需要四支铅笔，一个空塑料瓶，
一个托盘，一瓶白醋，一包小苏打，一包餐巾纸，一卷胶带
和一些软木塞。我想：真的这么简单吗?用这些东西就能制造
火箭?我不太相信，但还是按耐不住，准备好材料开始捣鼓起
来。

造火箭工程正式启动啦!第一步，剪取一段胶带，第二步用胶
带将四只铅笔粘贴在塑料瓶四周，让四支铅笔有橡皮头的一
端保持齐平，然后我缓缓地将适量白醋倒入塑料瓶中，再取



出一张餐巾纸，平放于桌面，将约10克小苏打倒在餐巾纸上，
接着将这些小苏打用餐巾纸包裹好，放入塑料瓶口内，注意
切勿使小苏打外漏。我按照制造方法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操
作着，心想到底能不能成功呢?实验只差最后两步了，我有点
迫不及待了，拿起软木塞，塞紧放入了白醋与小苏打的塑料
瓶，最后翻转塑料瓶，将塑料瓶放在托盘中，我死死盯
着“火箭”，并快速退后一米多远，瞬间，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生了，“火箭”腾空而起，高达数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火箭”真的制成啦!我飞奔过去，捡起“火箭”
残骸，拿在手里看宝贝似的。

为什么用这些材料就能制造出可飞数米之高的火箭呢?让我来
告诉你吧。小苏打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钠，能与白醋中的醋酸
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和醋酸钠。持续产生的
二氧化碳气体受到瓶塞的阻力不能“逃逸”，便在小瓶内不
断聚集和压缩，使瓶内气体压强急剧升高，当瓶内压力大于
瓶塞压力时，便爆发式冲开瓶塞向外喷发，将压缩气体的弹
性势能转化为动能，反作用力使“火箭”一飞冲天!

小小实验蕴含的知识还不少，真是其乐无穷呢!

小学五年级科学质量分析报告篇五

今天，我在家里看姐姐订阅的《科学画报》，虽然有很多内
容我看不懂，但是《科学小实验》这几个大字深深地吸引了
我。看完之后，我想了想决定要做其中一个简单而有趣的小
实验——白纸显蓝字。

我先准备用料。我找到了镊子、棉花团、碗、毛笔、筷子、
一杯水，从柜子里拿出一盒藕粉。还少一样碘酒，碘酒到哪
去了呢？忽然，我想起妈妈的话：“碘酒是一种常用的药，
它能够用来清洗伤口，消毒、杀菌。”啊！在小药箱里躲着
呢。



我小心翼翼地做起实验来。先将少量藕粉放在碗里，倒入适
当的水，用筷子搅拌，加速溶解。用毛笔蘸了一点在白纸上
写下“寒假”二字，吹干后，就什么也看不出了。这时候，
再用镊子夹住棉花团在碘酒里蘸一下，把白纸原来写字的地
方涂抹一番，按理说就应该显示出蓝色的字迹来了，可是白
纸却依然如故，一点变化都没有。

通过仔细观察和思考分析，我认为可能由于藕粉存放太久而
变质了，影响了实验效果。于是，我又从柜子里把另外一瓶
新买的藕粉拿出来，重新做了一次实验，结果“寒假”二字
显示出蓝色的了！

“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正
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啊。

小学五年级科学质量分析报告篇六

20xx年4月1日、6日、7日，我有幸参加了由区教委举办的小
学科学实验课培训学习，为正确处理小学自然向科学科目的
顺利转换，教师角色的顺利转型，教委特组织了这次专题培
训。我非常感激这次培训班，也非常珍惜这次宝贵的学习机
会。我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参加了每节课的学习，悉心聆听
了各位领导、专家的讲座和专题报告，提高了自身的思想境
界，拓宽了知识层面和认知深度。这次培训班课程安排得全
面系统，课堂讲授与实验操作，环环相扣、循序渐进。

一、培训班的经历

首先，在马神庙小学举行了本次培训的开班典礼，市教委领
导、区教委领导等在典礼上做了重要讲话，分析了当前形势，
提出了新的要求。接下来，进行了两场专题知识的讲座培训
《实验室的常规管理》和《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修订的进展与
问题》；动手分组实验：植物动物类分组实验两天，化学类
分组实验与物理类分组实验各一天。



二、培训班的收获

培训班的经历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当前的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
理所面临的问题和方向，认识了新课程对实验教学提出了新
要求，了解了新的装备标准、新技术以及在教学中的应用。
通过学习让我认识到，学生对科学兴趣是学习科学最直接和
持久的内部动力，对学生今后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增
加学生参与实验和探究活动的机会，使学生在实验和探究的
过程中体验科学研究的方法，体验学生的学习乐趣，从而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小学科学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首先在于教学思想的优化，
应该树立以下新的教学观念。第一是教学活动要以学生为中
心。尽管教学活动需要师生共同参与，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
中，学生应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教师所做的一切都应该紧密
围绕学生，以学生获得科学知识的需要为目标．学生是课堂
的主人，课堂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平台，这是教学理念中非常
重要的一环，没有这种认识，就不能真正树立起有意义的创
新教育。

第二是创设教学情境，提高教学艺术。少年儿童的年龄还小，
心智还不成熟，情境教学是一种符合他们心理、生理成长特
点的教学方法，情境教学如果运用适当，就能取得良好的效
果，否则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因此，要结合学生的实际
情况，设计的“情境”要适合学生的知识基础、认识水平、
生活实际和年龄特点，使学生能弄得懂、想得到、学得会，
又能激起兴趣和求知欲，受到启迪。

第三是学习过程比获得结论更重要。教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
使学生获得某种知识的结论，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经历获得知
识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以此让学生们的心智得到充分发展，
让他们逐渐学会怎样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继而进一步激
发他们探索的欲望，获得创造的能力。



小学五年级科学质量分析报告篇七

今天我和爸爸做了一个科学小实验。实验名字叫《拉不开的
杂志》。是用两本杂志或者书，把它们书页每隔两三页就掺
到一起，尽量重叠，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书页掺到一起，
然后把它们水平方向分开，会很费劲。

我和爸爸就按要求做了这个试验，找了两本杂志把它们的掺
到一起，果然很难把它们拉开。试验告诉我们这是大气压力
会使纸与纸之间紧贴在一起，书页间也有摩擦力。虽然两张
纸的摩擦力不大，但很多纸张的摩擦力就会变的很大。

小学五年级科学质量分析报告篇八

今天，社团活动课上，老师让我们做泡泡水，桌上放着甘油、
洗洁精、液体胶水，还有一只空烧杯和一块抹布，老师
说：“请大家按自己的兴趣将水、甘油、洗洁精、液体胶水
倒入空烧杯中，看谁吹出的泡泡最持久。

大家立刻开始行动了，各组的组员各有活干。过了30分钟左
右，大家的泡泡水都制好了。于是我们开始比赛，一个个吹
得面红耳赤，最后都不相上下，坚持了3分钟多。

这次实验真有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