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五年级科学光源教学设计 湘五年级
科学课件(汇总8篇)

导游词的语调要亲切、热情，给游客留下美好的印象和记忆。
导游词要注意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度。导游词是我们旅
行中的得力助手，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有关景区的
信息和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导游词吧。

五年级科学光源教学设计篇一

五年级的学生对影子的产生和传播特点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
他们知道影子的产生必须要有光和物体，影子随着光的改变
而改变等等，但是他们这些认识还比较模糊，因此必须要通
过教师的指导，去观察、去发现光和影子之间的规律。

科学概念

1、学生要知道产生影子的条件：光源、遮挡物和屏(纸、墙
壁、黑板等)，且遮挡物要在光源和屏之间。

2、明白判断光源的标准：正在发光而且是自己发出的光。

3、物体影子的长短和光源照射的角度有关，影子的方向和光
源的方向相反;物体影子的大小与遮挡物和光源之间的距离有
关;物体影子的形状和光源所照射的物体侧面的形状有关。

4、从不同侧面照射得到的物体的影子叫做投影，投影在我们
生活中很有用处。过程与方法

1、做光和影的实验，并将观察结果准确地进行记录。

2、根据实验结果分析推理出光源、遮挡物、影之间的关系。
情感、态度、价值观



1、认识到事物之间的变化是有联系的，也是有规律的。

2、在实验观察中养成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态度教学准备

一个关于影的视频，有投影仪的教室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课题。

学生迅速回答(并且有学生会提到影子)，教师揭示课题，我
们这个单元就是要探索光的秘密。

二、关于影子产生的条件

播放准备的视频给学生们看。一边看一边思考：

1、这是什么表演?

2、表演时需要准备什么?

(一个手影表演的视频，在此处运用能极大程度的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同时也直观的展现出影子的产生需要光源、遮挡
物和屏，为影子的产生需要什么条件的教学铺平了道路。)

你们会做吗?哪些同学想试试!请一位同学来试试并回答刚才
提出的两个问题?结合学生回答板书：影子产生需要的条件：
光源、遮挡物、屏。有了光就能产生影子，今天我们就来研
究光和影。

三、组织活动开展探究

(一)、认识光源

教室里哪些物体可以发出光?学生会说电灯、手电筒，引导必
须是打开的。(目的在于揭示光源的概念中“正在发光”这个
要点。)还可以让学生观察投影机里的光源。



给出光源的概念：像电灯这样正在自己发光的物体叫做光源。

生活中还有哪些物体是光源?月亮是光源吗?为什么不是?(学
生在列举了萤火虫、点燃的蜡烛、太阳后还可能说到月亮。
学生已经认识到月亮是反射太阳光，不是自己发光，从而明
确：“必须是自己发光才是光源”这个要点。)

(二)探究活影子的长短和什么有关?

1、出示五张照片，这是老师分别在早上8：00上午10：00中
午12：00下午2：00下午4：00拍到的照片，说说照片中光源、
遮挡物、屏分别是什么物体。(照片中光源是太阳，遮挡物是
接力棒，屏是地面。出示这些照片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很容易
发现影子的长短、方向的变化，并有利学生推测影子的长短
和方向与什么有关)

2、你发现了影子的什么变化?结合学生回答板书：长、短。
哪一幅照片中的影子最长，这时光源在哪里?哪一幅照片中的
影子最短，这时光源在哪里?你推测影子的长短和什么有
关?(五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很强的观察分析能力，只要教师
出示合适的材料并引导学生有目的的观察材料，学生能够提
出影子长短与什么有关，并且得出合理的推测。)

总结：影子会随光源的位置的改变而改变

影子的大小与遮挡物与光源之间的距离有关系

影子的形状和光源照射物体侧面的形状有关系

从这个总结当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另一个知识点：光是沿直线
传播的。

(三)投影的应用



1、学习投影的意义

我们把从不同侧面照射得到的物体的影子叫做投影，投影在
生活中很有用处。

2、学习投影的应用出示一些标志。

其实很早以前人们就开始利用投影，出示手影图片。

3、小结

从手影到皮影到电影再到数码投影，人类对投影的认识不断
发展，科技的进步把人类对投影的运用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我们希望同学们在前人的基础上了拓展投影，创造美的生活。

(四)全课小结拓展延伸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五年级科学光源教学设计篇二

本课是本单元的起始课，从观察影子开始认识光传播的特点，
并且与第三课光是怎样传播的内容相呼应。

这一单元将通过教学指导学生认识光的传播特点和阳光强弱
与温度的关系。认识光的传播特点需要从观察影子开始，因
此本课起着统领1――4课的学习内容作用。

本课内容分为三部分:分是影子产生的条件;第二部分是什么
是光源;第三部分是影子的特点。本课的探究活动有三个：

第一个是探究影子的长短、位置和什么有关。第二个活动室
探究影子的大小和什么有关。第三个是样子的形状和什么有
关。(2)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能够说出影子产生的条件是光源、遮挡物、屏2.能够判断
哪些物体是光源

3.知道影子的方向和长短随着光源的位置的改变而改变、影
子的大小和光源与遮挡物的距离有关、影子的形状和光源照
射物体的侧面的形状有关。

过程与方法

1.通过做影子知道影子产生的条件。

2.通过对哪些物体是光源的判断知道光源的定义。

3.通过做光和影的实验，得到实验现象，对实验结果进行分
析推理，发现光源、遮挡物和影子之间的关系。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1.养成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实验态度2.提高分析推理能力
(3)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影子的方向和长短随着光源的位置的改变而改变、
影子的大小和光源与遮挡物的距离有关、影子的形状和光源
照射物体的侧面的形状有关。

教学难点：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推理。

二、学情分析

五年级的学生对于影子的产生和特点已经积累不少经验。他
们知道影子产生必须要有光和物体。影子会随着光的改变而
改变。但对于影子产生的条件还需要屏，还是不太说得出。
影子的其它特点的认识也比较模糊，需要教师通过一系列活
动引导学生发现光源和影子的关系。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
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对实验现象进行分析推理从而发



现知识。

三、教学方法

为了达成以上目标，我的教学方法是：提出问题-----质疑猜
想-----实验研讨------结论应用。这个教学策略和方法体现
了变教给学生知识为教会学生学习，让学生大胆想，充分做，
在获取感性认识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独立获得知识和进行科学
探究的能力。课堂上，我指导学生采用问、想、做、说、用
的方法。即：问――问不懂的地方;想――想实验的步骤和方
法;做――做探究实验;说――说通过实验总结出的特点或规
律;用――用所获的知识释疑，这样学生始终在老师的指导下
动脑、动手、动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体现了在学习
过程中老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的原则。

四、教学过程一视频导入3分钟二影子产生的条件3分钟

1.学生到前面利用手电筒、木块、黑板做出不同的影子2.影
子产生的条件：光源、遮挡物、屏。三什么是光源。

3分钟1.介绍光源的定义。2.判定一个物体是不是光源。四影
子的特点

25分钟

由开课时学生做的影子引出不一样的影子，即实验1【活动一】
8分钟

光源位置与影子的关系

【活动二】8分钟

遮挡物与光源的距离与影子大小的关系【活动三】7分钟

光源照射物体的侧面的形状与影子形状的关系介绍投影



2分钟五回顾总结

4分钟习题小结

五年级科学光源教学设计篇三

教材分析

本课从现象入手，指导学生进行模拟观察和实际观察，并能
够进行有计划的、较长期的观察活动和记录，从而发现自然
界的一些规律。本节课教师要充分提醒学生认识观察月相变
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适时地帮助学生调整，从而提高
科学观察的效率。本课主要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课堂教
学。主要通过画月亮、排月亮、观察月相盒里月相的变化，
对月相由初步的认识。第二部分：课外观察。通过连续观察
一个月（或两个月）里的月相的变化，探究月相变化的规律。
通过交流日记，让学生体验观察过程，这个过程比他们得到
月相变化的知识更为重要。

教学目标

1、能够画出多个月相图，并能够按顺序排列，了解月相的变
化规律；

2、连续长期的观察月相，养成实事求是观察记录的习惯，掌
握科学的探究方法。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制作月相盒的材料，记录纸、月相日记表等。

学生准备：课前观察月相变化情况，要求记录下每天观察的
时间、地点、天气情况、月亮的变化等，记录纸。



教学过程

一、猜一猜

1、猜谜语：“小时两只角，长大没有角，到了二十多，又生
两只角。”（打一天体）

2、学生思考后汇报：月亮。

3、师：今天我们就来研究—月亮。（板书）

二、研究月亮的各种各样形状

1、动手画月亮。

师：大家说说月亮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画出月亮的样
子。

（条件允许的学校，老师可以给每组准备10张24开的白纸，
发给学生画月相的纸尽量做到大小相同，最好能在纸上先画
出一个虚线的圆。这样可以方便比较、排序和发现规律。）

学生画月亮。

2、组织交流。（教师可相机介绍不同的月相所出现的不同时
间。）

生：我画的月亮是一个圆月，这是月半的月亮，很亮很亮的。

生：我画的也是圆圆的月亮，不过，我的月亮上有许多环形
山。

生：我画的月亮是姜黄色的，很细很细，弯弯的，像一只小
船，荡漾在银河里。（这是月初或月底时看到的月亮）



生：我画的月亮只有半个，还有一半我们看不见了。（这是
初八左右或二十二左右的时候看到的月亮）

3、研究月相。

（学生分组把10个不同的月亮排起来，并在课堂上交流、讨
论，有不同的意见）

提醒学生：尽可能按时间排。

师生交流，得出正确的`月相排列方法。

（可能会出现右蛾眉月在前还是左蛾眉月在前的争论，这个
留在后面通过实际观察，给月亮做日记来解决）

4、制作月相盒。

教师介绍制作方法：在一个圆形的盒子上开8个圆形的观察孔，
盒盖的内部悬挂一只乒乓球，在盒上斜插入一支电筒，就可
以从每个观察孔观察到模拟的月相的变化，就像天空中的月
亮的形状一样。

设计意图：通过画月亮、排月亮两个操作活动，增强学生的
参与性，学生成为科学课堂研究的主体。在此基础上，让学
生制作月相盒，使学生由感性的认识向理性的分析过渡，教
给学生用模拟实验来发现科学道理，便于学生掌握科学思维
的方法。

三、作业：连续观察月相

生：实际看月亮。

师：看月亮需要很长时间的，能不能坚持到底？怎样记录？

教师提示：1、不同的日子月亮出现的时间不同，要适当了解



当晚的月亮大约什么时候出现，做到定时观察。2、要注意天
气状况，阴雨天看不到月相。

学生分组讨论、交流，教师教育学生要有耐心和恒心，用一
个月的时间完成观察，并填写下表。

农历时间

月相图

学生活动

教师引导

初一到初十

交流观察到的情况。

月相为什么回发生变化的？

十一到二十

预测后再观察，并进行比较。

右蛾眉月和左蛾眉月的区别。

二十一到月底

写观察小论文。

五年级科学光源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科学技能：培养学生设计实验，操作实验的能力。



2．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科学试验，注重科
学事实、敢于提出不同见解、乐于合作与交流的意识，激发
研究生活中科学现象的兴趣。

3．科学知识：认识斜面，知道从斜面拉上去的力都小于直接
把物体垂直提上去用的力和斜面坡度越小越省力，越大越不
省力。了解生活中斜面原理的多种多样的运用。

教学重点

能在自主式的探究活动中认识斜面的一些科学知识。

教学难点

研究斜面原理在生活中的运用。

器材准备

学生材料：搭斜面的材料（表面同样平整光滑，长度分别
为20厘米、40厘米、60厘米、80厘米、100厘米的木板和高10
厘米的木块等），重物（重1000克的重物和小滚筒、大木块、
小木块等，要有钩子），测力计（平板和圆筒）、平头和尖
头铁钉、螺丝钉等各四枚、螺丝刀、铁锤、毛巾、实验记录
表等每组一份。

老师材料：相关图片或者视频材料和学生材料一份、实验汇
报表；重40公斤左右的木箱一个，大而结实的木凳一条，厚
实的大木板一块。

教学建议

1.活动中注意安全。

2.充分的预见，随时为出现的新问题点拨、领航。



3.要注意学生的层次性，随时为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必要的支
持。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3.此时你的脑海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个小问号？

二、自主实验，随时指导

1.交流学生的疑问之处，有选择地进行板书。

（真的能省力吗？为什么会省力？怎样的斜面更省力？……）
注：第一个问题必须有，因为课始的游戏只是感知而已，并
无具体科学证据，因此在说后几个问题时也应引导学生用
上“假如省力”这样的话。

2.为了方便同学们研究，老师今天带来了一些材料，请同学
们看看这些材料，讨论一下你们组将怎样利用这些材料去研
究自己想研究的问题。

3.小组讨论，形成书面实验方案。

4.小组上台运用实物投影仪进行汇报，集体交流评议，使各
小组的实验方案更具可行性（方案中至少具备实验目的、实
验器材、实验方法、实验结论这样四个内容）。

实验记录表

5.交流后，教师可追问：还需注意些什么？（拉力器的正确
使用）我们的发现:。

6.小组实验，师巡回指导。



7.小组汇报实验结果，组织交流，启发引导，得出结论（其
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运用斜面一定省力，而且坡度越小越
省力，越大越不省力）

（1）在这一环节中，可让各小组派代表上台汇报他们实验的
经过及结果，接受其他同学的质疑。

（2）对交流过程中出现的错误除了共同讨论之外，还可以用
师生共同实验的方法来验证真伪。

8.说说在这个实验过程中你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三、联系应用，扩大认知

1.斜面果然能够省力，在日常生活中你们看到过利用斜面的
地方吗？

2.老师也有一些照片请同学们看看，想想其中的奥妙。出示
生活中人们应用斜面的照片，让学生说说其中的斜面原理。

四、小结延伸，巩固联系

1.学了今天的课，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2.完成作业本作业。

五年级科学光源教学设计篇五

课堂的开始，何老师以手影小活动导入本节课的主题，吸引
了学生们浓厚的兴趣，调动了学生们的积极性。

在对本课进行有趣的导入讲解后，迎来了学生们期盼的实验
环节。学生们都端坐在座位上，认真检查好自己的实验器材。



在何老师讲解完实验步骤以及注意事项后，学生们开始认真
观看何老师的示范实验。将木块放在桌面上，用手电筒从不
同位置照射，分别画出木块的影子。

接着，学生们开始自己动手进行实验，认真投入到实验中去。

何老师指导学生们在实验中应该注意的地方。

依次进行了剩下的两个小实验

课堂的最后，何老师总结了本课的知识点。学生们高效的完
成了实验报告。大家在依依不舍中圆满结束了这节有趣的实
验课。

五年级科学光源教学设计篇六

教学目标：

1、会利用模型来研究心脏的功能。

2、能准确测定自己的脉搏。

科学知识：

1、知道心脏的形态和功能。

2、认识血液循环器及其作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体会到利用模型研究问题的乐趣，并认识到这是一种重要
的研究方法。

2、意识到坚持体育锻炼有利于心脏健康。



教学重点：了解心脏跳动的意义。

教学时间：二课时

教学准备：视频资料、心脏模型、小橡皮球、水槽。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1、提问：把手放在胸口感觉到什么？（心脏在跳动）

2、讲述：今天我们学习“心脏的跳动”。

二、自主学习：

1、认识心脏。

学生试着回答。

（2）讲述：大家回答的都不是很准确，让我们通过心脏模型
来认识心脏。（出示模型）心脏共分为4个室，分别是左心房、
左心室、右心房和右心室，上面还布满了各种血管，它是人
体血液循环系统的主要器官。

学生汇报。

（4）讲述：通过观看录像，同学们对心跳有了一定的认识，
这还不够。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实验来进一步理解什么是
心跳。演示并讲解：一只手握住皮球，有节奏地反复挤压与
松开皮球，连续做20次，来模拟心脏的跳动。请仔细体会手
上有什么感觉。



指名演示实验，谈体会。

（5）要求：由于皮球数量有限，我们换个方法也可以做模拟
实验。每个同学反复地把拳头握紧与松开，连续做20次，模
拟心脏的跳动，体会手上的感觉。

分组实验、交流。

全班汇报。

学生汇报。

（6）小结：心脏也是由肌肉构成的，心跳就是心脏的收缩与
舒张。心脏收缩舒张一次，我们就会感觉到一次心跳。

2、认识心脏不停地跳动的原因。

（1）讲述：我们的心脏始终处于跳动状态的，这也是生命存
在的必要条件。可是心脏为什么要不分日夜地跳动呢？下面，
我们通过几组实验来看一看。

（2）演示实验1，反复挤压塑料瓶，你们仔细观察发生了什
么现象？

（水被挤压到另一个瓶子里了）

（3）提问：谁知道心脏把血液运输到哪里去了？（全身）

（4）提问：为什么血液能被运输到全身呢？通过什么来运输
的？

（全身分布了很多血管）

（5）讲述：我们来看人体的血管是怎样分布的。



（把手放在胸口，有力地跳动）

每人测量1分钟内的心跳次数，并记录。

每人测量1分钟内的脉搏次数，并记录。

（6）提问：把1分钟内的心跳次数与1分钟内的脉搏次数进行
比较，你能发现什么？

（心跳次数和脉搏次数差不多……）

3、血液循环的意义。

（1）提问：现在，你能推测出心脏不停地跳动是干什么吗？

小组讨论、汇报。

（2）讲述：心脏和血管都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器官，心脏推动
血液在血管里不停地循环流动。血液经过流动，把氧气和养
料带给身体各部分，又把二氧化碳和废物通过排泄器官输出。

小组讨论、汇报。（运动时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养料……）

（4）提问：由此可见，心脏是身体上重要的器官之一，我们
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心脏呢？

小组讨论、汇报。（加强锻炼……）

第二课时

三、加强巩固：

2、分组讨论计划的目的、内容、要求、注意事项等。

3、课后完成锻炼计划。



五年级科学光源教学设计篇七

教学目标：

过程与方法

1.能够识别复杂形状由哪些基本形状构成。

2.能够将自然界的生物形状与人使用的物品进行形状比较。

3.能够开展实验探究物体形状与承受力大小的关系。

知识与技能：

1.知道复杂形状是由简单形状构成的，认识一些简单形状。

2.知道改变物体的形状承受力的大小也会改变。

3.了解一些不易变形的物体承受力。

4.知道改变形状以增大承受力的方法应用很广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欣赏自然界生物奇妙的形状和结构，感叹它给人们带来的
启示。

2.体验与人合作共同完成任务的乐趣。

3.意识到科学技术在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

探究物体形状和承受力大小的关系。



教学难点：

使蛋壳的切口尽量平直。

教学准备：

老师准备模型：圆锥体、圆柱体、立方体、球体、蛋壳8个半
圆，纸筒24个，两块板(师提前必须预做实验p18)

生准备(1)三角形纸筒、四边形纸筒、六边形纸筒、圆柱形纸筒
(高度一样，底部周长一样，纸张一样，图画纸好)(2)带几张
纸。

教学过程：

一、认识四种基本图形

1.(出示各种图片或实物)

2.讲述：物体有各种形状，但大多数物体是由圆锥体、圆柱
体、立方体、球体四种基本形状构成的。

二、探究不同形状的纸的承受力。

1.谈话：纸是我们最常见的材料之一，你能想办法给纸张改
变一下形状托起一本书吗？

2.学生分组讨论。

3.老师让学生拿出提前做的各种筒形纸。

4.谈话：我们怎么来比较这几种不同形状的纸，谁的承受力
大呢？

5.学生讲述方法。



提醒：比较的时候在哪些方面应该保持相同的呢？如何比较
结果？

6.谈话：我们用书本检测承受力，因为书本可以一本一本地
放，测试时，要轻拿轻放，尽量减少书本对纸筒的撞击力，
放书本是要对准纸筒中心，以防倾倒，一个纸筒只能做一次
实验，不可重复使用，因为纸筒被重物压皱后，承受力大幅
度下降，会影响测试数据的准确性。

7.学生实验，并做好记录。

纸筒形状

承受力

纸筒形状

预测

实际

三角形

正方形

六边形

圆筒形

8.小结：

三、了解各种形状在生活中的应用。

1.p18图，提问：下面物体是根据什么原理做成的。为什么要
这样设计？



2.讨论：我们周围还有哪些物体也是有牢固的形状？

四、拓展。

1.演示(出示蛋壳)薄薄的鸡蛋壳好像弱不经风，猜猜多少本
子能将它压塌呢？

2.演示，p18圆筒实验，人站在上面。

(两个演示实验都是先预测老师再演示)

3.看了刚才两个实验，你有什么想法？

五年级科学光源教学设计篇八

教学目标：

过程与方法：

1、能够在比较现代自行车与过去自行车的差别中发现自行车
的传动方式。

2、能够通过观察和实验发现一些传动装置的结构和作用。

3、能够对两种传动方式进行比较。

4、会组装链条传动和齿轮传动的方式。

知识与技能：

1、知道什么是传动装置及传动装置的作用。

2、知道链条传动和齿轮传动的结构和功能。

3、了解自行车是怎样传动的。



4、认识玩具和常见机械的传动装置。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乐于进行有关传动的研究活动。

2、能够留心观察所见到的机械传动方式。

教学准备：

自行车、齿轮、链条、皮尺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集中话题

1、你们知道自行车为什么会向前进吗？

2、交流。

3、比较两种自行车的差别。

4、重点观察现代自行车。

5、让学生交流使自行车向前进的动力来源。

6、教师讲解部分结构，齿轮、链条。

二、探索和调查

1、自行车是如何利用齿轮和链条行进的，请学生画出示意图。



2、展示、交流示意图。

3、制作链条传动的模型。

4、展示制作的模型。

5、讲解链条传动的概念。

6、让学生解释，链条传动需要哪些基本构件。

7、让学生说，链条传动的作用。

8、如果没有了条，两个齿轮之间可以构成简单机械吗？

9、出示齿轮传动装置。

10、讲解齿轮传动的构成和名称。

11、比较齿轮传动和链条传动的区别。

12、观察传动装置的正转和反转。(大轮带小轮和小轮带大轮
的区别)

13、齿轮传动和链条传动在生活中分别适用于什么地方。

三、回顾和解释

1、研究自行车蹬一脚踏板，后轮转几周。

2、量量自行车车轮转一圈，在地上行进多长距离。

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