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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第 1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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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能够自行发光的物体，它们属于光源，如太阳、亮着

的电灯、燃烧的蜡烛等。如果没有光源，我们还能看见物体吗？

在一间能完全遮蔽光线的教室里，如果把电灯等光源关掉，我们还能看见

物体吗？比较关灯前后的现象，与同学交流。

关灯了活动1

为什么能看到物体1

准备吹蜡

烛了，先看

看电灯的开

关在哪里。

为什么要先找

开关呢？

眼睛适应后是

不是就能看见物

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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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制作一个自带光源的暗盒，进一步研究没有光源是否还能看见

物体。

通过暗盒上的孔能观察到盒内的物体吗？再打开暗盒里小灯泡的开关，观

察盒内的物体，比较两次观察的现象。

观察暗盒中的物体活动2

资料
月球是光源吗

月球不是光源，不能自行发光。我们

看到的月光，是月球反射的太阳光；我们观

察到的月相，是月球被太阳光照亮部分的形

状。由于地球、月球、太阳三者之间的位置

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不同日期看到的月相

形状不同。

农历初一这一天，月球位于太阳和地球

之间，地球上的人只能看到月球背对太阳的一面。因此在这一天，我们用

肉眼一般是观察不到月球的。

农历初一后，月球离开地球和太阳之间的位置，向东绕地球公转。月

球被太阳照射到的部分，就逐渐被我们看到了。

如果暗盒里的物

体是白色的，我们

能看见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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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能看见光线照射的现象，如太阳发出的光透过树叶、

云层的间隙照射到地面，灯泡发出的光穿过黑暗照亮物体，等等。

光的传播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实验进行观察。在阳光下，将两块带

孔的纸板上下摆放，尝试移动纸板，让纸板下的地面出现光斑。观察两块纸板

上的孔和地面上光斑的位置之间的关系，描述光是怎样传播的。

光的传播特点活动1

光线都是

直的吗？

光的传播2

阳光透过树叶，

像一条条直线洒向

大地，真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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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沿直线传播的吗？我们利用光线打靶装置来进一步验证光传播的特点。

用电筒分别照射装置上不同的入射孔，观察光线能照到几号靶，记录光的

传播路线。

光线打靶活动2

纸靶要

垂直哦！

如果光从一个孔射

入，能否照射到所有的

靶位？和同学交流自己

的想法，并尝试操作。

做“照相机”实践

利用光的直线传播的特点，制作一个简易 “照相机”。

光不会拐弯，可能

会被中间的板挡住。

纸屏 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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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镜子反射

的太阳光吧？

我们知道光是沿直线传播的，能否让行进中的光改变传播方向，使光线照射

到我们想要照亮的地方？

尝试通过移动平面镜的位置，研究能否改变光的传播方向。

让光线“拐弯”活动1

光的反射3

镜子的光跑

到墙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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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光照亮被遮挡的物体？用多块平面镜进行“光线接

力”游戏，探究光的传播方向是怎样改变的。

光线接力活动2

制作“光迷宫”实践

调整平面镜的角度和位置能控制光线的传播方向。利用这个原理制作“光

迷宫”，让光线从入口处进入，从出口处射出。

能不能把光

行进的路线画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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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艇在水下

是利用潜望镜观

察水面的。

我们能不能也

做一个潜望镜？

设计与制作：潜望镜4

潜水艇的潜望镜能从水下观察海面上的情况，它是怎么实现的？

观察潜望镜的结构示意图，尝试用身边的材料设计并制作具有类似功能的

潜望镜。

任务

需要几面镜子

呢？怎么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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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方  案

工具：剪刀、小刀、双面胶

材料：牙膏盒1个、平面镜2块

设计图 

设计：彬彬

根据测试发现的问题，对潜望镜

进行改进。

评价与改进

根据潜望镜的原理进行设计并考虑以下的问题：

● 用什么材料制作镜筒？

● 镜筒和平面镜的大小要怎么匹配？    

● 怎样安装平面镜？

……

设计

根据设计方案，选择合适的材料进行制作。

制作

选择合适的地点，用自制潜望镜

进行观察，测试其能否正常使用。

测试

设  计  方  案

工具：剪刀、小刀、胶水

材料：�牙 膏 盒 2 个 、 平 面 镜 2

块、泡沫块

设计图：

设计：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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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一缕缕金色的阳光洒进了房间；中午，耀眼的白色阳光普照大地；

傍晚，红色的阳光透过了云层。阳光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彩色的阳光活动1

光的颜色5

怎么会

有彩虹？

是阳光照射

形成的吧？

阳光是彩

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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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中，空气中的小水滴也会像三棱镜一样分解阳光。因而，在雨过

天晴的天空中常常会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

尝试在阳光下用喷雾的方法制造小水滴，再现彩虹。

再现彩虹活动2

尝试让太阳光穿过三棱镜，投射到墙壁上；或者在盛有半盆水的盆子

里摆放一块平面镜，将太阳光反射到一张白纸上。观察在墙壁上或白纸上

出现的彩色光带，描述阳光由哪些颜色组成。

要背对还是正

对太阳呢？

原来太阳光

是七彩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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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把我们

的城市打扮得

真美啊！

过去人们是用什

么来照明的呢？

太阳是地球上最巨大的光源，它给地球上的万物提供了光和热。人类自从

学会钻木取火以来，经历了从火光照明到电灯光照明的发展历程。根据光源出

现的时间顺序，分别说说它们的使用效果。

光与照明活动1

家用光源有不同的类型，其用途也不同。调查自己家中光源的种类及其使

用情况，与同学进行交流。

光与生活6

火焰 蜡烛 煤油灯 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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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仅利用光来照明，还利用光

来传递信息。从古代的烽火台、灯塔到

现代的交通灯，都是通过光来传递信息

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如今人

们可以利用光导纤维进行通信，并已将

这项技术广泛应用于电视、广播、交

通、军事、医疗等众多领域。

查阅资料，了解光在信息传递中的

应用，和同学分享。

光与信息活动2

资料

莫 尔 斯 码

遮挡时灯光消失

未遮挡时灯光出现

使用莫尔斯码，或者用其他有规律的灯闪代表不同的字母、数字，设计

一套新代码，尝试与同学进行通信，体验人们如何利用光来传递信息。

灯  光  通  信

莫尔斯码是美国人莫尔斯发明的一种通信代码。它用点（·） 代表短信

号，用划（—）代表长信号，通过长短信号的组合表示字母、数字等符号。

莫氏信号灯是使用各种不同长短闪光组合代表莫尔斯码来进行通信

的灯光通信装置，广泛应用于航海、军事等领域。莫氏信号灯有一个遮挡

罩，当遮挡罩遮住灯时灯光消失；当遮挡罩移开后灯光出现。

我们能看见 

远处的光和烟。

灯光通信游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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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阅学
读

光  污  染

光与人类的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光。

灯光照亮黑暗，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但是，许多城市和村庄的夜空

已被过量的人工灯光所淹没，人类渐渐失去了观赏星空的环境。夜晚强烈的灯

光也破坏了动植物的自然生活规律。例如，强光会干扰夜间活动昆虫的正常繁

殖过程，候鸟也因光污染的影响而迷失方向。光污染是继废气、废水、废渣和

噪声污染之后的一种新的环境污染。

  暗夜保护是生态保护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暗夜保护力求保护暗夜环

境，减少光污染，保护大部分的生物生存所需的生态环境。暗夜保护活

动还能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实现绿色的生

活方式。

     世界上有各种开展暗夜保护的活动，如“地球一小时”

等。世界上有一些专门为保护夜空而设立的公园，被形

象地称为“暗夜公园”或“星空保护区”，如我

国西藏的阿里、那曲地区就设立有这种

星空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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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 好 帮 手

第 2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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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我把起螺丝钉

的工具拿过来！

工具是能够帮助人们完成工作的器具。生活中，人们要顺利完成一些工作

常常要借助工具。工具的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重要的一步。

先试着用手拧一拧木块上的螺丝，再用螺丝刀试一试。体会使用工具对完

成工作的帮助，与同学交流感受。

找帮手活动1

常用的工具7

应该选用

哪个呢？

注意不要弄

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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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它们发挥作用的位置也不一样。 

仔细观察几种常用的工具，了解它们的使用方法。再分别试用这些工具，

思考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

常用工具的使用活动2

完成某些任务需要特定的工具。各种工具起的作用不同，但它们的作用原

理可能相同或相似。这些工具大多运用了杠杆、滑轮、斜面、轮轴等简单机械

的原理。

调整桌椅高度实践

根据同学的身高，选用合适的工具，

把教室的桌椅调整到适当的高度。

    使用时，
要握紧钳柄，
用力压。

钢丝钳的使用

钳口和刀口分别

有什么作用？
刀口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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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罐子盖

得那么紧，用

手打不开呀！

饼干罐、奶粉罐的盖子常常盖得很紧，一般没有专门开盖的工具。人们经

常借助小棒、螺丝刀或钉子等工具打开罐盖。

先尝试徒手打开罐盖，再用工具试试。体会徒手和使用工具开盖难易的差

别。思考手是如何用力的？

开罐盖活动1

工具与材料

钉子  螺丝刀 

饼干罐

巧用小棒8 可以用什

么工具来帮

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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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放塑料

块撬不起来啊！

盛物的铁罐顶面的边缘通常都会做成凸起状。在使用工具打开罐盖的过程

中，罐子边缘是否也起了作用？

用重物代替罐盖，用小塑料块代替罐子边缘。按照撬起盖子的方法，尝试

把重物撬起来。根据实验结果，与同学交流罐子边缘的作用。

罐子边缘的作用活动2

撬开罐盖的螺丝刀，它的动力点、阻力点和支点分别在哪儿？

　　杠杆是一种简单机
械。杠杆上有3个作用
点：动力点、阻力点和
支点。杠杆在工作时，
动力点和阻力点都围绕
着支点转动。

阻力点

动力点

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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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常用的工具在工作时具有杠杆的特征，可以看作是杠杆类工具。

认识杠杆类工具活动3

仔细观察几种杠杆类工具，尝试分辨出它们的动力点、阻力点和支点的位置。

杠杆不一定都

是直的！

动力点 支点 阻力点动力点 支点 阻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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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杠杆类的工具可以让人们更省力地完成工作，例如用羊角锤起钉子，

用小棒开罐盖等。除此之外，人们还根据需要制造了钢丝钳、尖嘴钳、食品

钳、火钳等杠杆类工具。这些工具都能省力吗？

观察钢丝钳和食品钳，比较支点到阻力点的距离与支点到动力点的距离的

差异。

它们都能省力吗活动1

先 找 找 支

点 和 阻 力 点

的位置吧。

好用的钳子9
这些钳子能

让我们夹东西

时更省力吗？ 



22

有些杠杆类工具不能省力，为什么人们还要制作和使用它们呢？ 

用瓦楞纸片、报纸团等物体模拟各种糕点，再用食品钳和钢丝钳分别夹取

这些物体。体会哪种工具使用起来更方便。

延长的“手臂”活动2

人们设计制作杠杆类工具时会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

讨论

哪种情况

和操作食品

钳相似呢？

尝试通过改变杠杆支点位置，分别模拟钢丝钳和食品钳的工作状态，观察

它们是否都能省力。根据实验结果，说说自己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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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和工厂中，很多管道上都有控制阀门用的手轮，水龙头上也有控制

阀门的手柄。车辆的方向盘靠一个大轮带动轴的转动来控制方向。这些手轮和

手柄是否和方向盘一样，也是通过轮带动轴的转动来完成工作？

观察手柄转动时阀门上的轴是否会一起转动。再试试直接用手转动轴，体

验是否能轻松地打开阀门。

轮和轴的转动活动1

   它们的转

动方式和方向

盘一样吗？

方便的手轮10

 阀门上这

些轮子就像

小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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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轴在生产和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根据轮轴的特点，找一找身边应用轮

轴的例子。

轮轴的应用活动2

这些也是

轮轴吗？

像方向盘、阀门手轮这样由轮和轴组成，并且轮和轴能一起转动的简单机

械，就是轮轴。用结合在一起的大轮和小轮分别代表轮轴的轮和轴，通过实验

来研究轮轴的作用。

直接用测力计提起重物，再通过轮轴提起同一重物，比较两种方式用力的

大小。

工具与材料

测力计  轮轴 

钩码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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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晾衣架能把

衣服升高。

  那些小轮起

了很大作用吗？

晾衣架的转向器上有一种具有凹槽的特殊轮子——滑轮。滑轮也是一种简

单机械。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使用滑轮来吊起重物。

尝试组装一个能吊起重物的滑轮。

提起重物的轮子活动1

有几种

办法呢？

晾衣架上的小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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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发挥滑轮的作用，人们常将多个滑轮组合起来共同完成

工作。例如在起重机、升降机等机械中，都能见到这种应用。

做“起重机”活动2

参照示意图，尝试把2个滑轮组合起来，做一个“起重机”，再用

“起重机”吊起重物。比较使用2个滑轮的组合与使用1个滑轮，吊起重

物的过程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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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陡坡好，还 

是走缓坡好？

人们为人行天桥设计了不同的坡道，在不同的情况下你会怎样选择坡道呢？

设计一个实验，研究把重物通过陡坡和缓坡提升到同样的高度有什么不

同。根据实验结果说说人们在同一座天桥上设计陡坡和缓坡的原因。

陡坡和缓坡活动1

适合的坡度12

  可以比较小

车 上 坡 用 力 或

用时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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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坡和缓坡都是斜面。斜面是一种简单机械，它的应用

非常广泛。例如，楼梯、盘旋的引桥、蜿蜒的盘山公路都

是斜面。把小小的螺丝钉放大来看，螺纹也是一种变形的

斜面。

仔细观察，寻找身边不同用途的斜面。

各种各样的斜面活动2

走轮椅的斜坡，

坡度必须很小。

测量坡度实践

设计制作一个简易坡度计，测量身边不同用途斜面的坡度。与同学比较数

据，交流自己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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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齿轮，

会跑得更快。

传动的齿轮13

 为什么呢？

齿轮是一种有齿的机械零件，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机器的传动部件中。齿数

不同的齿轮组合运转时，它们的转速和转动的方向会一样吗？

将两个齿数不同的齿轮组装在一起。分别转动两个齿轮，观察它们转动的

方向和速度有什么不同。

大齿轮和小齿轮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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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顺时针转动一个齿轮，要带动另外一个齿轮也按顺时针转动且速度更

快，应该怎么组装？先提出自己的设想，再组装器材进行验证。

 我认为至少

要3个齿轮。

机械传动在机器中应用非常广泛，它可以改变运动的方式、方向或速度。

机械传动有多种形式，常见的有齿轮传动、带传动、链传动等。

找找身边有哪些传动装置？观察它们的工作方式，并进行描述。

其他机械传动方式活动2

注意不能靠近正在

运转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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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司令部”

第 3 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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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眼、耳、鼻、舌、皮肤等感觉器官能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同时，

我们的身体能作出相应的反应。例如，当足球快速飞来时你会伸手接住足球，

当手碰到发烫的物体时会迅速移开，这些都是人体对外界刺激作出的反应。

不同的人对刺激作出反应的速度是否不同？我们可以通过抓反应尺的活动

来测试人的反应速度。

反应有多快活动1

要出其不意地

放开尺子哦。

14 测试我们的反应
你的反应真快！

为什么你能接住飞

来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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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环境刺激会使我们作出不同的反应。例如，当灰尘进入眼睛时会马

上眨眼，手被利器扎到时会立刻缩手，这些反应是迅速的，不受大脑控制。人

体还有许多反应则需要大脑参与控制。大脑能够将视觉和听觉等感觉与参与运

动的肌肉联系起来，例如当尺子下落时，视觉神经就会把眼睛看到的信息传递到

大脑特定的区域，大脑再作出判断并指挥手抓住尺子。

和同学合作测试我们对一些刺激会作出什么反应，并判断是属于哪种方式

的反应。

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活动2

吃酸梅时，口腔

会流很多唾液。

与同学交流生活中还有哪些人体对刺激作出反应的例子，这些反应对人有

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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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皱褶

有什么用呢？

人脑的皱褶比猩

猩的脑多很多哦。

脑是人体中最重要的器官。大脑是脑的主要部分，它的体积相当于我们攥

紧的双拳那么大。大脑的大多数功能都是在大脑表层实现的，它的表面凹凸不

平，有很多皱褶。

人的大脑有这么多皱

褶，相对于光滑平坦结构来

说，有什么好处？用一张纸

反复折叠，模拟大脑的多皱

褶结构。用彩笔在折叠的纸

的表面涂满颜色，然后将纸

重新展开，观察涂色与没

有涂色的部分所占面积的大

小。根据观察，推测大脑这

种多皱褶结构的作用。

大脑的皱褶活动1

15 大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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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着极其复杂的大脑。大脑通过庞大的神经网络与身体中的每一个部

分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指挥并协调着人体的每一个动作。因此，大脑被喻为人

体的“司令部”。在大脑控制和协调下，身体各部分密切配合、协同工作，完

成每一项生命活动，如走路、说话、运动、学习，等等。

观察和体验我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一些活动，分析有哪些器官参与了这

项活动，了解大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协同工作的“司令部”活动2

朗读时既要手里拿着书，还要

看、说、想，这些活动都是由

大脑协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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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各功能区示意图

我们的大脑

我们身体各器官的活动能保持统一和协调，主要依靠神经系统的作用。

大脑是神经系统中最高级的部分，是指挥人体各器官一切活动的最高“司令

部”。我们的大脑表面有非常发达的大脑皮层，这里是语言、记忆、情感表

达、思维等高级神经活动的中枢。我们表现出高兴、悲伤或者烦躁等情绪，都

是大脑参与调控的结果；我们具有比其他动物更高的智力以及更强的学习能

力，也有赖于人类有着比其他高等动物发达得多的大脑皮层。所以，大脑也是

思维和意识活动的“指挥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手不小心被针扎了一下，会马上缩回来，这是由脊

髓控制的、先天的、迅速的、无意识的反应。当我们在医院打针时，同样是被

针扎了，但手却没有马上缩回来。因为这时“缩手”的反应同时也受到大脑的

控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意志可以控制我们的行为。

科
阅学
读

运动

语言

味觉

触觉

嗅觉 听觉

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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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困，不想

起床了。

大脑的重量大约只占体重的2%，但它消耗的能量却是身体全部能量的

20%，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通过睡眠给大脑进行休整的机会。长期的睡眠匮乏

会使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感觉不适，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小学生每天的睡眠

时间应不少于10小时。

调查班级同学一周内每天的睡眠时间，了解大家的睡眠时间是否达到标

准，分析造成睡眠时间不足的原因。

调查我们的睡眠时间活动1

16 爱护我们的大脑

六年级（2）班同学睡眠状况调查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1）将近一半同学睡眠不足；

（2）有约38.6%的同学认为睡眠不足是作业负担过重造成的；

（3）有约2 .3%的同学因为玩游戏或看漫画书造成睡觉过晚，因

而出现睡眠不足。

睡眠时间统计表
睡眠时间/小时 ＞11 11 10 9 8 ＜8

人数/人 2 6 15 9 5

调查：波波

你昨天很

晚才睡吧？



38

人体的许多行动都是由大脑进行协调的，人的思维、记忆以及智力、情绪

等也是由大脑控制的。当大脑疲劳、受到伤害或患病时，会引起感觉、语言、

运动、行为和思维等方面的障碍。

了解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人们有哪些保护大脑健康的措施。与同学交流

你的做法。

精心呵护我们的“司令部”活动2

大脑接收到的各种信息大多数来自人体的感觉器官。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

保护这些感知环境刺激的器官？

讨论

制订一周作息计划实践

良好的作息习惯能够使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各部分更健康地运作。和爸爸

妈妈一起制订一份一周的作息计划，做到张弛有度、劳逸结合、户内外活动

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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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单 元

遗传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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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播的是哪

种瓜的种子呀？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将丝瓜籽种在地里，会长出什么苗？

将豌豆种在地里，会结出什么果？每一种植物的后代，它们的主要特征都与亲

代一样吗？

观察校园或农田里种植的各种植物，了解用这些植物种子繁育出来的植物

是否与亲代相同。

种瓜得瓜活动1

每种植物的后代，

它们与上一代一样都

属于一个物种吧？

生物的遗传现象17

等它长出来就

能知道了吧？

丝瓜 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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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繁殖的后代大都具有与亲代相似的特征，这就是生物的遗传现象。在

自然界里，动物也是生物大家族的主要成员。动物是否与植物一样，也具有类

似的现象？ 

观察一窝出生了一段时间的小兔或小鸡，了解并描述这些小兔或小鸡具有

哪些与亲代相似的特征。

小动物出生了活动2

我想养一只长

耳兔宝宝。

那就要找长耳

兔妈妈生的小兔

吧？

观察身边的各种动物，比较这些动物的幼子与它们的父母是否具有相似的

特征。

领角鸮（xiāo） 非洲象

家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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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探究：外貌特征能遗传吗18

琪琪的小酒

窝真漂亮！

提出问题

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外貌特征。例如，有的人脸颊上长着一对酒窝，轻轻

一笑就会显露出来，而有的人则没有酒窝；有的人舌头两侧能向上卷曲，而有

的人则不能。这些身体特征能遗传吗？

我也有酒窝。

我回家观察一下

爸爸和妈妈。

是她妈妈遗传

给她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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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酒窝、卷舌类似，人体具有许多不同的外貌特征，如头发的颜色、皮肤

的颜色、耳垂的大小等等。

通过镜子观察自己的外貌，了解自己与亲人是否具有相似的外貌特征，并

对这些特征能否遗传作出假设。

我和爸爸是双

眼皮，但妈妈和

弟弟是单眼皮。

眼皮的特征是能

遗传的吧？

作出假设

黑发 棕发

卷舌 平舌双眼皮 单眼皮

有耳垂 无耳垂 平发际 V型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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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计划

根据自己的假设，制订调查计划，设计调查方案。了解自己、父母、祖父

母、外祖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外貌特征。

搜集证据

根据自己设计的调查方案，

在家族中做调查，研究外貌特征

是否在亲人之间有规律地出现。

t 得出结论

哪些外貌特征在亲人之间有规律地出现？能否判断哪些外貌特征能遗传？

将你的调查结果和结论与同学进行交流。

人体还有一些特征并不像酒窝、耳垂等外貌特征这么明显，如优势手、优

势眼等。这些特征是否也能遗传？请设计研究方案，进一步进行研究。

进一步研究

交叉双手时，

你哪只手的大拇

指在上面？

 调查表
整理：琪琪

外貌特征 我 爸爸 妈妈 爷爷 奶奶 外公 外婆 弟弟
酒窝 有 √ √

√无
√ √

√ √ √
上眼睑 单

√ √
√

双 √ √
√ √ √

舌 卷舌

√平舌 √ √ √ √
√ √ √

耳垂 有 √ √
√无

√
√ √ √ √

发际 平发际 √ √ √
√ √ √ √

V型发际
√发色 黑 √ √ √ √ √ √ √ √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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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变异现象19

黄兔妈妈和花兔爸爸

生了这么多兔宝宝！

我们知道，生物都具有遗传现象。每一种动物或植物在繁殖后代时都保

持了亲代的主要特征。但与此同时，后代与亲代相比，其身体特征也并非完全

一致。

如果母兔与公兔的毛色不同，它们会生出什么毛色的后代？下图所示的

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黄色母兔与黑白花斑公兔交配后生出了一窝毛色各异的小

兔。观察这些小兔，它们有哪些毛色？

这种现象在生活中是否常见？说明了什么？

黄兔妈妈的兔宝宝活动1

这窝小兔的毛色与兔妈妈

的毛色都不同。

这只小黑兔也是

它们的宝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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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母生九子，连母十个样。”生物中除了具有遗传现象，还具

有变异现象——生物体的亲代与后代之间，以及后代的个体之间，或多或少会

存在着一些差异。

寻找生活中见到的生物变异现象，并描述这些现象。

不同植物的叶子形态大多不一样，而同一株植物的叶子的形态特征大体上是

相同的。但是，这株植物上的每片叶子是否完全一样？

搜集各种落叶，观察这些叶子的形状、大小、颜色等特征。在同一株植

物的叶子中，你能找到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吗？观察植物的枝条，在同一枝条

上，你能找到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吗？想一想，这说明了什么？

能找到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吗活动2

这 些 锦 鲤

的 体 色 都 不

一样哟！

锦鲤

家猫

彩鹮（huán）

菊花

枫叶 野牡丹叶



47

生物进化的证据20

始祖鸟怎么

长着牙齿？

它是爬行动

物进化的吧？

家鸽

耀龙复原图 始祖鸟复原图

地球上的生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向高等的方 

向发展、演变的，这就是生物的进化现象。

很多科学家都认为，鸟类是由一些古代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察古代爬

行动物、始祖鸟的化石或图片，并与现代鸟类进行比较。根据它们的特征，推

断哪种动物可能是鸟类的祖先。

寻找鸟类的祖先活动1



48

生物进化经历了数亿年甚至数十亿年的漫长历程，其主要原因是环境的变

化。但在进化过程中，每一种生物在它们的身体结构中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

进化的痕迹。这些痕迹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生物进化的过程呢？

猴生活在树上，蝙蝠在空中飞行，而鲸生活在水中。这三种哺乳动物的外

部特征并不相同，那么它们的内部结构是否也完全不同？能否在它们的体内找

到进化的痕迹？

它们来自共同的祖先吗活动2

在挖掘不同的地层时，人们常常会发现一些古代动物的遗体或遗迹。
这些动物的遗体和遗迹经过漫长的年代，形成了化石。

化石就像记录地球生命的一本百科全书，它显示出地球上的物种在漫
长的历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因此，化石是人们认识生物进化过程的一种重
要的证据。

这块化石里能见到一

条长长的尾椎骨。

始祖鸟化石

长尾猴 狐蝠 虎鲸



49

比较猴、蝙蝠和鲸的前肢骨示意图，观察它们的结构有什么相似之处。

在制作模型的

过程中，你有什

么发现？

猴 蝙蝠 鲸

用橡皮泥做骨骼模型实践

根据骨骼的排列方式和形态特点，用橡皮泥制作动物前肢骨模型。先用橡

皮泥做出猴的前肢骨模型，再改变猴的前肢骨模型中骨块的位置和形态，尝试

拼出蝙蝠、鲸或其他哺乳动物的前肢

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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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21 这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

马德拉群岛在大西洋上，常年刮着强风。科学家发现岛上有550多种昆

虫，其中有200多种昆虫的翅膀几乎完全退化，不能飞行；而其他昆虫的翅膀却

特别发达，与其他地方大多是普通翅昆虫的情况不一样。

这种进化现象是由于海岛的强风环境引起的吗？用回形针和小纸片模拟马

德拉群岛上的昆虫，探究是否由于强风使得岛上昆虫的翅膀出现这种分化

现象？

强风与翅膀活动1

工具与材料

电吹风 

回形针  纸片

模拟普通翅昆虫

这个小岛的昆虫

真奇怪，要么翅膀

非常发达，要么就

没有翅膀。

模拟无翅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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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课本堆叠起来，模拟小岛；将一些小纸片折叠，用回形针夹起来，模

拟普通翅昆虫和无翅昆虫。将这些“昆虫”随机放在“小岛”上，用电吹风模

拟不同强度的风平吹“小岛”。当风力加强时，观察哪些“昆虫”能留在“小

岛”上，哪些“昆虫”被吹走。

在这个模拟实验中，你有什么发现？联系实验现象，尝试解释马德拉群岛

上几乎没有普通翅昆虫的原因。

英国的曼彻斯特地区的森林中生活着一种桦尺蛾，它们夜间活动，白天栖

息在长满苔藓的树干上。在自然条件下，桦尺蛾有的体色较浅，翅膀和身体上

散布着一些斑点；有的体色较深，几乎没有斑点。

大自然的“选择”活动2

花斑型桦尺蛾 黑色型桦尺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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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料进行分析，判断随着环境的改变，哪一类桦尺蛾更容易生存下来。

达尔文经过大量的观察和调查研究，出版了《物种起源》这部巨著，提出了

“自然选择”学说。他解释说生物的繁殖能力很强，能够产生大量的后代。但是

环境条件是有限的，适应环境的生物能够生存和发展，不适应环境的生物会被淘

汰。在生存竞争中，这种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过程就是自然选择。

海龟是一种自然孵化的动物。雌性海龟在沙滩上挖坑大量产卵后，经过约

50天的自然孵化过程，小海龟便会破壳而出。孵出的稚龟会一起爬出沙坑，朝

着大海的方向奋力向外跑，尽快冲到海水里，以躲避海鸟的捕食。

请尝试用自然选择学说的观点，分析海龟孵化后重归大海事例。

海龟与自然选择活动3

在1850年之前，英国曼彻斯特地区

白桦树上的桦尺蛾大多是浅色的。在

1850年左右，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变

成了工业化国家。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

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树干上的苔藓

消失了，树干的颜色变成了黑色。

哪一种体色的

桦尺蛾不容易被

鸟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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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与生物进化22

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象只有亚洲象和非洲象两种，分别栖息在温暖的亚洲

和炎热的非洲。它们是地球上最大的陆生动物，外形十分相似，但在形态上却

存在着不少的差异。

比较亚洲象和非洲象耳朵的差异，讨论环境对进化的影响。

大象的耳朵活动1

你 瞧， 这 头

象的耳朵比另

一头大很多！
大 耳 朵 的 是

非洲象，小耳朵

的是亚洲象。

非洲象的耳朵

怎么比亚洲象的

大那么多？

非洲象 亚洲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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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生物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当中，生物的进化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当生物生活的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的身体结构、生长特点或生活习性是否也

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分析资料，了解各种动物的身体结构、生活习性与它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之

间的关系。

进化与环境活动2

环境变化过程 生物进化过程

    6亿年前，
地球表面大多是
海洋和冰川。 三叶虫

总鳍鱼

恐龙

始祖鸟

    3亿年前，
地壳剧烈运动，
许多海洋变成沼泽。

    1亿年前，
地形和气候稳定，
植物生长繁茂。

    7 000万年前，
地壳剧烈运动，气
候变冷，环境发生
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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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曾经居住着一群奇特的生物——恐龙，它们

在地球上生存了1亿5 000万年之久。距今约7 000万年前，恐

龙仍然是地球上的“霸主”。然而，在6 500万年前，它们却

突然灭绝了。

科学家们发现，恐龙的灭绝过程很可能发生在短短的数个

月之内。恐龙为什么会一下子就消失得“干干净净”？这是一

个科学之谜，多年来人们一直想找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网上学习：探索恐龙灭绝的原因23

为什么它们

会灭绝呢？

太神奇了，

这种恐龙这么

巨大！

恐龙骨骼化石 恐龙蛋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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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恐龙灭绝之谜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仅凭一个人的力量

开展研究会比较困难。我们可以像科学家一样，利用互联网进行

合作，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资料，对恐龙灭绝的原因进行探究。

在研究之前，先选定研究的主题，确定一个研究的方向。

主题 1  各类恐龙的体型与生活环境的关系

主题 2  恐龙生存期间地球环境的大变动

主题 3  恐龙家族的历史

主题 4  各种各样的恐龙化石

……

“恐龙灭绝之谜”研究主题

搜集资料，将资料筛选、分类。

将筛选、分类后的有价值的资料上传到

网络上相应主题的资料提交区。与此同时，

在资料交流区下载同学们分享的资料。

确定主题

搜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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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报告

分享交流

与研究小组成员及其他同学通过网络继续交流。

在交流的过程中，对同学的报告要认真研究和思考，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在交流和讨论中完善自己对恐龙灭绝原因的认识，形成自己的初步结论。

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意见，在小组内讨论交流，形成统一的专题研究报告。

为了使报告更容易让同学们看懂，可采用表格、文字、图片、动画等多种

形式编排。

将研究报告上传到网络交流平台，与同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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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颈鹿的脖子

可真长呀！

当我们试图找出导致某种现象或某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但又不能直接观察

到其原因时，往往需要运用“推断”这种科学方法。

在科学学习中，我们常用推断的方法，认识一些未知的现象。

方 法 学 习

在哺乳动物中，长颈鹿是一种

特殊的动物，它们的颈和四肢都非

常长。

但是人们从化石中发现，长颈

鹿祖先的颈和四肢并没有现代的长

颈鹿这么长。

现象

长颈鹿祖先的脖

子也这么长吗？

推断

长颈鹿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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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百万年前，地球上生活着长颈鹿的祖先。它们和其他普通的鹿一样，

也以地面上的小草、灌木和矮树的叶子为食。后来，地球气候和生态环境发生

了变化，小草、灌木和矮树数量逐渐减少，食物匮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面

临这种恶劣的情况，长颈鹿的祖先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而避免了与其他食草动

物的竞争？

猜想

长颈鹿的哪些特征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得到了保留？其原因是什么？

根据猜想，提出自己的观点。

观点1：长颈鹿总是伸长脖子去吃高处的树叶，脖子越伸就变得越长。

观点2：颈长、腿长的长颈鹿更容易得到食物，从而适应环境变化生存下来。

……

观点

长颈鹿祖先的

脖子是不是越伸

就变得越长了？

是脖子长、腿长

的长颈鹿祖先更容

易得到食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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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证据1：长颈鹿通常只食用高处的树叶。

证据2：长颈鹿群体中，有不同身高的长颈鹿。

证据3：长期锻炼形成的身体特征（如发达的肌肉、 

粗糙的皮肤等）属于后天形成的，不能遗传。

……

证据

我们所搜集的证据是否能支持自己的观点？能否解释长颈鹿颈长、四肢长

的特征形成的原因？

解释

如果推断出来的结论能够合理解释某种现象或某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并与

证据相符，那么这个结论就是合理的。

评价

技 能 训 练

鲸是一种生活在海洋中的特殊哺乳动物。鲸的祖先原本生活在陆地上，

具有与其他哺乳动物相似的特征——有四肢、体表被毛等。由于生活环境的改

变，鲸开始生活在海洋里，身体外形逐渐变成了与鱼类相似的流线型，并失去

了体毛，四肢也演变成了鳍。

请根据鲸的进化现象，推断其进化的原因及过程。

鲸的体型非常适

应水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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