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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需要水分1

水分是动物生长的基本需求之一，是维持动物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物质。

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是否也需要水分呢？

把两组幼苗分别种植在花盆里，放置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在实验期间，一

组幼苗每天浇适量的水，保持土壤湿润 ；另一组幼苗不浇水。

      植物的生长离不开水分活动1

 是因为这些

植物得到的水

分多一些吗？

离喷口近的植

物长得特别好。

实验过程中，尽

量不要挪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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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生长离不开水，充足的水分能为植物的正常生长提供保障。植物体

内是否含有水分？

分别选取植物的不同器官，通过实验，观察植物体内是否含有水分。

      植物体内含有水分吗活动2

连续观察几天，两组幼苗的生长状况相同吗？观察并测量幼苗的高度，记
录它们的生长状况。

植物体内的水分对植物有哪些作用？水分缺失对植物的生长会有哪些
影响？

没有浇水的幼苗

摸上去软绵绵的。

叶片缺少

水分后还能

展开吗？

哪些植物器官

含有水分呢？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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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对水分的吸收2

大多数植物的根都比较发达，分布较广。它们深入土壤，并向四周延伸，将

植物固定在土壤中。除此之外 ,植物的根还有哪些作用？

把带根的植物插在装有少量水的瓶子里，用橡皮泥密封瓶口。一天后，观

察植物的生长情况及瓶内水平面的变化，你有哪些发现？

联系观察到的现象，说说根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作用。

      根能吸水吗活动1

先在瓶子

外壁做好水

平面标记。

为什么要用橡

皮泥进行密封？

根没有接触到

水，植物就不能

吸收到水了。

水 分 是 由 根

吸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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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溪、池塘边的树木常生长得比较茂盛，靠近水源一侧的树根往往会特

别发达。植物根系的分布情况是否与水在土壤中的分布有关？

      根系的分布与水有关吗活动2

5

根在土壤里的分布实践

做一个四周为三面木板一面玻璃的

观察箱，填满培养土。在观察箱左侧靠

近玻璃面板的位置植入一株植物幼苗，

用黑色卡纸遮挡玻璃面板。每天定时往

观察箱的右侧土壤补充适量水分。一段

时间后，移开黑色卡纸，透过玻璃面板

观察植物根系的分布情况。

尝试通过种子萌发实验来研究根系的分布与
水的关系。

在碟子中间放一团湿棉花。取
几粒大豆或番茄等植物种子，将
其均匀放在湿棉花四周。每天
定时补水，保持棉花团湿润。
几天后，观察种子萌发过程中
根的生长和分布情况。

根萌发后，

会向水分多的

地方生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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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还吸收了什么3

如果没有水，植物就会枯萎。是否只要给植物提供足够的水，植物就可以

正常生长？

准备两株大小相近的同种植物，将它们分别移栽到盛有蒸馏水和土壤浸出

液的瓶子里。一段时间后，它们发生了哪些变化？

      植物只“喝”水就够了吗活动1

只给幼苗浇

水就够了吗？

制取土壤浸出液

植物生长还

需要肥料吧。

土
壤
浸
出
液

蒸
馏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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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水和过滤后的土壤浸出液都是澄清的，它们具有相同的成分吗？

取几滴澄清的土壤浸出液，放在干净的载玻片上。用酒精灯加热，蒸发水

分。观察载玻片上是否留有痕迹。

      土壤浸出液里有什么活动2

土壤为植物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不仅能固着植物，还能为植物生长提供

水分、空气和肥料等，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

联系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思考，根除了吸收水分外 , 还吸收了什么

物质？

根尖

水分

肥料

土壤中有

可溶于水的

物质吗？

戴好护目镜再

加热，并要不断

地移动载玻片。

水分蒸发后剩下

的物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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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分 在 茎 里 的 运 输4

植物的根在土壤里分布越广，吸收水分和无机盐的能力就越强。根吸收的

水分和无机盐在植物体内是怎样运输的？

取两个相同大小的容器，分别加入

等量清水。在一个容器的清水中加入2～3

滴红墨水，搅拌均匀。准备一种开白色

花的植物，选取两枝带花的枝条，分别

插入两个容器中。

      水在植物体内的流动活动1

这些白色花会

发生变化吗？

茎的断口为

什么会有水滴

出来？



9

植物的茎能支持植物体，还能

输送根吸收的水分和无机盐。茎是

如何将水分和无机盐源源不断地运

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

将几种植物的茎切开，观察它

们的内部构造，分析这些结构与水

分运输之间的关系。

      茎里的管道活动2

一段时间后，观察植物的花、叶和茎的变化情况。尝试分析出现这些现

象的原因。

导管是植物体内

的一种输导组织。

这就是茎的

断口会滴水的

原因吗？

染色后的茎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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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会 蒸 腾 水 分 吗5

植物生长需要水分。植物主要从根吸收水分，再由茎输送到植物的各个部

位。这些水分都留在植物体内吗？ 

给一株植物浇足水分，然后选一枝带叶的枝条和一枝去除叶的枝条，分别

用透明塑料袋套住，再用细绳把袋口扎紧。放置一段时间，观察两个塑料袋内

壁出现的现象。

      小水珠从哪里来活动1

包装袋里面有

许多小水珠。

这些水珠是

从哪里来的？

塑料袋内的水

珠是由叶散发水

分形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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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植物通过根吸收了大量的水分。其中一部分水分会

被植物利用，而大部分水分会通过叶片以水蒸气的形式蒸腾到大气中。这个过

程对植物的生长有什么意义？

      水分的蒸腾活动2

植物蒸腾水分的快慢与叶片数量有关吗？

尝试根据你的猜想设计实验，研究植物蒸腾水分的速度与什么因素

有关。

水分的吸收、运输和蒸腾示意图

这样还有利于根

吸收无机盐吧？
水分从叶片蒸腾出

去，是否就产生了根

吸收水分的动力？

我  的  设  计 
设计：彬彬　　

问题：叶片数量对水分蒸腾快慢的影响。

材料：�两株同种植物，其中一株植物的叶片数量较少。

方法：�用透明塑料袋分别套住两株植物的枝条，放置在光线充足的

阳台。一段时间后，

观察塑料袋内壁水珠

附着情况。

植物的生长环境

对水分蒸腾是否也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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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需要阳光6

在植物生长过程中，如果缺少了光照，植物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将一些已经发芽的红豆苗分成两组，分别移栽到两个小花盆中。其中一盆

放置在光照充足的阳台，另一盆放置在房间的阴暗处。

放置一段时间，观察在不同环境中两盆幼苗的生长情况，比较它们的茎、

叶的差异。分析光照对植物的生长有哪些影响。

      光照对植物生长的影响活动1

被木板压住

的叶子颜色会

浅一些。

会不会与光

照有关？

放置在房间的阴暗处 放置在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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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生长和发育需要阳光，叶是植物吸收和利用阳光的主要器官。叶在

茎上的排列方式是否与它吸收阳光的功能相适应？

用纸片、泡沫塑料条等材料进行模拟实验，探究叶如何排列才能得到更多

的阳光。

      叶的排列活动2

用手电筒模拟太阳光照射纸叶片，观察纸叶片被光照射的情况。接着调整

纸叶片的排列方式，尝试让更多的纸叶片得到光的照射。

从上往下看，

光是否能照射到

每一片叶上？

光从不同角

度照射的情况

相同吗？

寻找叶的排列规律实践

观察校园里、公路旁的树木和小草的枝叶，它们的排列方式是否有一定的

规律？这种排列方式与植物对阳光的需求是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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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植物的叶大小、形状各不相同，叶的排列方式也各有特点。叶柄长短、

叶片排列角度和着生方向各不相同，形成叶在茎上互不遮挡的镶嵌排列现象，

满足植物对阳光的需求。

仔细观察一株植物的主干

或枝条，不难发现叶在茎上的

排列是有规律的。有的植物在

茎的每个节上着生一片叶，

叶之间为互生排列；有的植物

在茎的每个节上相对地着生

两片叶，叶之间为对生排列；

有的植物在茎的每个节上着

生三片或以上的叶，叶之间

为轮生排列。

叶的排列有规律

科
阅学
读

轮生排列

互生排列

14

簕杜鹃

夹竹桃

华灰莉

对生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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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能够利用阳光7

在阳光的照射下，金鱼藻会不断地

释放出许多小气泡。这些气泡里面是氧

气吗？  

我们可以根据气体占据空间的现象，

把这些气体收集在试管里进行研究。

      金鱼藻会产生氧气吗活动1

大 家 都 说 植 物

能制造氧气。

金鱼藻放出的气

泡是氧气吗？

工具与材料

烧杯（2 000 毫升）  大号漏斗

试管  金鱼藻  小木条　火柴

金鱼藻

漏斗

烧杯

试管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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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收集到的气体约占试管体积一半时，用拇指堵住管口将试管提起。将带

火星的小木条迅速放在试管口，观察现象。

想一想，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植物的生长需要阳光、空气和水分等。植物是如何利用它们，从而满足

生长的需求？

观察下图，描述叶片利用阳光提供的能量，将水分和二氧化碳制造成营养

物质，并释放氧气的过程。

      绿叶里的“加工厂”活动2

阳光

气孔

气孔

二氧化碳

水分

营养
物质

氧气

这是植物能

够生长的关键

过程吧？

氧气能帮助

燃烧。

小心被火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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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

二氧化碳

    植物的叶片是制造营养物质的“加工
厂”，太阳是这座加工厂的能量来源。叶
片利用阳光的能量，把茎输送来的水分和
叶片从空气中吸收的二氧化碳转化成营养
物质，并且释放出氧气。

几乎所有生物的呼吸都需要吸收氧气，排出二氧化碳，而地球上的氧气主

要来自于绿色植物。植物生存需要充足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的制造过

程，对人类的生存有哪些影响？

如果没有植物，自然界会是怎样的情景？如果人类过度砍伐森林，将

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

讨论

绿色植物不断地放

出氧气，空气中的氧

气会不会越来越多？

测量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实践

有条件的学校可组织学生利用数字化设备进行实地测量，了解在阳光下和

在遮光环境下，植物周围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含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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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线较暗的环境中，金鱼藻只释放很少的气泡，甚至不会释放气泡 ；当

有阳光照射到金鱼藻上，经过一段时间，可见到金鱼藻的叶片释放出较多的气

泡。金鱼藻释放气泡的多少是否与光照的强弱有关？

阳光照射到金鱼藻上，金鱼藻的叶片持续释放出许多小气泡。

为什么这一棵金鱼

藻冒的气泡特别多？

没有阳光照射

时，金鱼藻放出

的气泡很少。

猜想

现象

方法学习

会不会与阳光

直接照到有关？

对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猜想，是科学探究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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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自然现象是否出现，可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尝试将某种现象与其出

现的有关因素进行关联。

将同时或先后出现的现象联系起来，思考两者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

根据观察到的现象做出猜想。

根据猜想，尝试用实验或其他

方法搜集证据，判断猜想是否合理。

往烧杯里加入适量清水，取几

株长势较好的金鱼藻固定在烧杯底

部。

将烧杯放置在室内没有阳光直

接照射的地方，一段时间后，观察

现象 ；将烧杯放置在阳光充足的地

方，或使用白炽灯照射，一段时间

后，观察现象。

与金鱼藻的叶片持续释放出小气泡有关的因素 ：

1. 照射到金鱼藻的阳光强弱

2. 金鱼藻的叶片多少

3. 鱼缸里水的温度高低

……

关联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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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出现了什么现象？观察到的证据是否支持自己的猜想？

猜　想 实验现象
是否支持
猜想

金鱼藻接受的光照越
强，释放出的小气泡就
越多

在较强光照下，金
鱼藻冒出的气泡较
多；在较弱光照下，
冒出的气泡较少

支持

我  的  记  录 
记录：妍妍、琪琪　　

空气对植物的生长是否有影响？先根据现象进行猜想，再通过实验验证自

己的猜想。
使用保鲜膜可

以隔绝空气。

技能训练

你们得出了

什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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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沉与浮

第2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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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浮板

泡沫塑料做的浮板

可以浮在水面上。

      哪种材料的漂浮能力强活动1

我们知道，有些物体在水中会浮，有些物体在水中会沉。物体在水中的沉

浮状态与组成它的材料有关。泡沫塑料和木材都是常见的材料，都能漂浮在水

面上，它们的漂浮能力相同吗？

分别取一块大小和形状相同的泡沫塑料块和木块，轻轻地放入水中。观察

并记录泡沫塑料块和木块在水中的漂浮状态，判断它们的漂浮能力。

除了泡沫塑料和木材，生活中还有许多能在水面漂浮的材料。选取几种材

料进行实验，了解哪种材料的漂浮能力强。

它们浮出水面

的高度不一样！

木板也能浮

在水面上，为

什么不用来做

浮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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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材料的漂浮能力不同，它们在水中的承重能力有差异吗？ 

选取一些大小和形状相同而漂浮能力不同的材料组成的物体。在这些物体

同一高度的位置做好标记，然后放入水中。在物体的表面逐渐放上重物，直至

标记与水面重合。记录它们在水中承载重物的情况，比较它们的承重能力。

      谁能载得多活动2

材料具有的漂浮能力是相对稳定的。同一种材料组成不同大小的物体，它

们的承重能力会一样吗？

讨论

泡沫塑料块会

不会比木块承载

的重物更多？

有些人游泳时会带一块浮板，以保证自身安

全。浮板有大小不同的尺寸。如果要为自己和父

母分别选择一块合适的浮板，你会如何选择呢？

选浮板实践

1. 游泳时要选择有安全设
施和救援人员的水域。

2. 未成年人要在家长或老
师的陪同下才能游泳。

3. 游泳时要穿戴好合适的
救生设备。

4. 发现有人遇到危险一定
要及时向成人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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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浮筒的妙用

      浮筒的秘密活动1

浮筒是一种能漂浮在水面的密闭筒，一般由塑料或者金属制成。水质监测

浮标、海界浮标等都是浮筒在生产和生活中实际应用的例子。

观察浮筒的外形和内部构造，了解它的特点，分析它能漂浮在水面的原因。

这个水质监测浮标

是用金属做的，为什

么能浮在水面呢？

浮筒的内部是

空心的吗？

水质监测浮标 海界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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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浮筒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例如，

人们会利用浮筒的原理来打捞沉船。

我们用瓶子模拟浮筒来进行实验。将一个装满水的瓶子放入水底，尝试给

瓶子注入空气，使水排出，观察并记录瓶子在水中的沉浮状态。

      打捞“沉船”活动2

如果在水底有一艘“沉船”，你能利用瓶子的浮力把“沉船”打捞起来吗？

和同学进行交流，并动手实践。

    打捞沉船时，人们将数个装满水的浮筒沉入水底，绑在沉船两侧，
再利用高压气体排出浮筒中的水。在浮力作用下，沉船就会慢慢浮出水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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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艇是一种既能在水面下航行，也能在水面行驶的舰艇。潜艇种类繁多、

形状各异，但大型潜艇的外形多为圆柱形。

潜艇在军事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海军的主要舰种之一。此外，潜艇

也常用于海洋科学研究、资源勘探开采等。

潜  艇

科
阅学
读

潜艇是怎样实现在水中自如地上浮和下潜呢？原来潜艇有多个水舱，潜艇

浮在水面时，阀门关闭，水舱内充满空气。当需要下潜时，打开阀门，使水

舱充水，增大艇身质量，此时潜艇的重力大于水对潜艇的浮力，潜艇就逐渐下

沉。当需要上浮时，可以利用压缩空气将水排出，减小艇身质量，此时水对潜

艇的浮力大于潜艇的重力，潜艇就逐渐浮起来。

浮出水面
潜入水中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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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鸡蛋浮起来了

      鸡蛋是怎样浮起来的活动1

鸡蛋在清水中是沉的，它在盐水中能浮起来吗？

在一个烧杯中加入适量的水，往水中加入一平勺食盐。轻轻搅拌，使食盐

完全溶解在水中。将鸡蛋放入盐水中，观察它的沉浮现象，做好记录。

我们来腌

咸蛋吧。

这些蛋怎么

浮起来了？

继续往水中逐勺加入食盐。待食盐完全溶解后，再将鸡蛋放入盐水中，观

察鸡蛋的沉浮状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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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在不同液体中的沉浮活动2

如果把白砂糖溶解在水中，糖水能让鸡蛋浮起来吗？

在水中加入一定量的白砂糖，轻轻搅拌，使白砂糖完全溶解在水中。再

将鸡蛋放入糖水中，观察并记录它的沉浮现象。

鸡蛋的沉浮是否与在水中溶解了其他物质有关？

讨论

我想把小番茄放

入糖水中试一试！

资料
死海不沉的秘密

人在水中如果不游动的话，一般不会浮起来。但世界上有一个地方，

人可以自由地漂浮在水面——这就是死海。死海其实不是海，而是一个

内陆盐湖。它含有非常高浓度的盐分，为一般海水的 8.6 倍。这种含高

浓度盐分的水对人产生的浮力远远大于清水，所以人们可以随意漂浮在

湖面而不会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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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变化

第3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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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泡泡的秘密11

小苏打和白醋是厨房里常见的物品，人们在加工食品时常常会用到它们。

将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后，会发生什么变化？观察并描述现象。

      小苏打和白醋的变化活动

杯子里冒

泡泡了。

你往杯子里

放了什么？

不要用手直接

接触化学药品。

小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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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苏打与白醋混合后产生了很多气泡。我们可以制作简单的实验装置，研

究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后产生的是什么气体。

将适量的白醋倒入塑料瓶中，再将小苏打加入瓶内，迅速盖上插有导气管

的瓶盖。你能观察到什么现象？

将带火星的小木条靠近导气管口，观察木条的变化。再将气体通入澄清的

石灰水中，观察石灰水的变化。根据现象，判断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后产生了什

么气体。

与爸爸妈妈一起，使用食用小苏打、柠檬、饮用水、白砂糖等材料，尝

试自制“柠檬汽水”。

      自制汽水实践

这些气体

是氧气还是

二氧化碳？

柠檬汁和白

醋一样，也是

酸酸的。

制作过程中

要注意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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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烛的燃烧12

燃烧是一种常见的物质变化过程，它与人类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远

古时代，人类已经掌握了钻木取火的方法。

点燃一支蜡烛，仔细观察蜡烛在燃烧过程中出现的现象。

      蜡烛燃烧变成了什么活动1

冰融化后变

成了水，蜡烛

燃烧后变成了

什么呢？

蜡烛变短了，

是不是变成了新

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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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烛的燃烧往往伴随着发光、发热等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新的物

质产生？

将少量澄清石灰水加入一只烧杯中，用石灰水将烧杯壁湿润后，倒出多余

的石灰水。然后将烧杯罩在燃烧的蜡烛上方，一段时间后，观察烧杯内出现的

现象。根据现象，能否判断蜡烛的燃烧产生了什么物质？

取两个大小不同的烧杯，分别罩住正在燃烧的两支蜡烛。哪支蜡烛能

燃烧得更久？

用烧杯罩住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蜡烛能一直燃烧吗？观察蜡烛燃烧

的情况，尝试解释观察到的现象。

      蜡烛能一直燃烧吗活动2

会不会产

生了气体？

    空气是一种常见而
重要的混合物质。它包
含约 78% 的氮气、21%
的氧气、0.03% 的二氧
化碳等气体。其中氧气
是物质燃烧的条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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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生锈了13

铁生锈是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物质变化现象。我们经常能见到锈迹斑斑

的铁制品，如室外空调机上的铁架子、长期搁置不用的铁钉等。

观察没有生锈的铁钉和生锈的铁钉，描述它们的不同之处。

      铁生锈的现象活动1

为什么铁生锈了

就不结实了呢？

空调架生锈了，

好像快要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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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制品如果长期暴露在潮湿空气中，其表面就会出现红褐色的铁锈。铁锈

和铁的外观有明显差异，它们还是同一种物质吗？要判断它们是不是同一种物

质，可以通过哪些实验进行比较？

      铁锈还是铁吗活动2

用导电的方法能

不能判断它们是同

一种物质呢？

用小锤子敲一

敲，比较它们有

什么不同？

观察身边的铁生锈现象，分析铁生锈可能与什么因素有关。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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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探究：铁生锈的条件14

为什么铁锅与水面接

触的地方会生锈呢？

当家中的铁锅有积水时，在铁锅与水面接触的地方常常会出现红褐色

的铁锈。这是什么原因呢？

观察铁生锈的现象，了解铁制品周

围的环境条件，推测铁生锈需要什么

条件。

假设一 ：铁生锈与水有关。

假设二 ：铁生锈与空气有关。

假设三 ：铁生锈与水、空气都有关。

……

提出问题

作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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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实验，通过控制实验条件，探究铁生锈的原因。

根据设计方案进行实验。每天观察铁钉的变化现象，连续观察一周，并把

实验现象记录下来。

制订计划

搜集证据

假设： 铁生锈与水和空气有关。

工具与材料：�铁钉、试管、凉开水、油、试管塞。

实验设计：

实验条件：　水（×）    　    水（√）      　　　　水（√） 

          空气（√）    　  空气（×）    　　　　空气（√） 

我  的  设  计 
设计：妍妍　　

铁钉

干燥
空气

1 号

凉开水

铁钉

3 号2 号

油

铁钉

凉开水

2 号试管

里的油有什

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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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同条件下铁钉生锈的情况。根据观察到的现象，推断铁生锈需要哪

些条件。

铁生锈缩短了铁制品的使用寿命，给生产和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怎样才

能防止铁制品生锈呢？

调查生活中常用的防锈方法。结合探究活动的成果，分析这些防锈方法的

原理，并把你的发现写成调查报告，与同学进行交流。

得出结论

拓展应用

1 2 3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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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制作：用牛奶做钥匙扣15

利用白醋与牛奶混合后生成的沉淀物制作一个钥匙扣。

这是我用牛奶

做的钥匙扣。

用牛奶也能做

钥匙扣？

任务 

+

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 将白醋加入煮沸的牛奶中，搅拌后会产生一种

沉淀物。这些沉淀物是混合后生成的新物质，这种物质容易塑造成型，变干后

很像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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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牛奶与白醋按一定比例混合后，能产生类似塑料的可塑性材料。根据这

个原理，设计钥匙扣的制作方案。

按照设计方案，用牛奶和白醋制作钥匙扣。

我  的  设  计

作品名称：小熊钥匙扣
工� � 具： 小熊模具、钥匙圈、纱布、量杯、烧杯、玻璃棒、酒精灯、

铁架台、石棉网。
材� � 料：  250 毫升牛奶、10 毫升白醋。
实验要点： 1. 获得牛奶和白醋混合后产生的沉淀物。
� � � � � 2.�挤干沉淀物中的水分。
� � � � � 3. 选择合适的模具对沉淀物定型。
� � � � � 4. 在成形的材料上打孔，穿上钥匙圈。

钥匙扣变硬后还

可以涂上颜色。

用酒精灯将牛奶加热。

设计 

制作

　  将白醋加入热牛奶
中，用玻璃棒充分搅拌。

　  用纱布将牛奶
和白醋混合后产生
的沉淀物过滤出来。

　  将沉淀物压入模具中定型。　  将沉淀物中的水分挤出。

实验用的

材料和产品

不能食用！

★评价与改进

展示自己制作的钥匙扣，与同学交流制作过程，提出改进作品的意见或

建议。

评价与改进

设计：琪琪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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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物质变化16

在自然界，物质的变化无处不在。有些物体在变化时，构成物体的物质没

有发生改变，如芹菜被切成小块，冰融化变成水 ；有些物体在变化时，构成物

体的物质发生了改变，如铁锅生锈，蚊香燃烧。

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物质变化现象？它们分别属于哪一类变化？

      给物质的变化分类活动

芹菜切短了，

铁锅生锈了，这

些物质发生了变

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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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在发生变化时，常伴随着一些现象，如变色、放热、发光、放出气体、

生成沉淀等。

米汤里含有丰富的淀粉，淀粉遇到碘

液后会变色。尝试利用这种物质变化的特

点，用米汤写一封密信。

      用米汤写密信

根据构成物体的物质是否发生改变，尝试对一些物体的变化进行分类。

有哪些方法可以

让字迹再现呢？米汤写的字干

了后看不见了。

实践

灰烬

胡萝卜模型

捏橡皮泥

纸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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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水

第4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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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去哪里了17

      衣服怎么干了活动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将清洗后的湿衣服拿到室外晾晒。经过一段时

间，这些湿衣服会变干。这是什么原因？

利用纸巾、保鲜膜和烧杯等材料完成模拟实验，研究湿衣物变干的原因。

太阳下的衣服

很快就干了。

衣服上

的水去哪

里了？

湿衣服中的水去

哪里啦？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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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河流和湖泊储存了大量的水。这些地表上的水是否会蒸发到空

气中？

模拟不同类型的水体进行实验，探究自然界的水体蒸发情况。

选择不同的容器，然后盛一定量的水，将其放置在室外。一段时间后，

观察、测量容器中水的变化情况，并分析原因。

可以用什

么容器来模

拟大海呢？

      地表上的水也会蒸发吗活动2

      给苗圃保湿实践

培养皿中的水变少了，

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45

学校的苗圃种植了一批菜苗。如何防止土壤里的水分蒸发得太快？尝试

利用身边常见的材料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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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有水吗18

      草地上的露珠活动1

露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你见过露珠吗？你在哪些物体的表面发现过露

珠？出现露珠时，天气是怎样的？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同学进行交流。

这些露珠是从植物

体内冒出来的吗？
随着气温上升，

物体表面的露珠会

消失吗？

露珠是从哪

里来的？

昨天晚上没有下

雨，怎么小草上有

这么多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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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珠从哪里来活动2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 ：从冰箱里取出未开启的饮料

罐，放置一段时间后，罐外壁会挂满许多像露珠一样的小水珠。这些小水珠是

怎样形成的？

取两罐冷藏后的饮料，一罐放在没有箱盖的箱内，另一罐放在干燥箱内。

一段时间后，观察并记录两个罐子外壁出现的现象。

根据实验现象，分析饮料罐上的小水珠是从哪里来的，与露珠的形成原因

相同吗？

饮料罐上的小水珠

是不是由空气中的水

蒸气凝结而成的？

工具与材料

密封箱  干燥剂  饮料罐

生活中还有哪些类似的现象？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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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冷的季节，我们常常会看见在接近地表的物体表面附着有小冰晶，这

就是霜。与露一样，霜也是常见的自然现象。

      霜的形成活动3

霜的形成与气温和空气中的水分有关吗？做一个模拟实验，仔细观察烧杯

外壁上的现象，推测霜的形成过程。

冰箱使用一段时间后，常会出现一层厚厚的霜。霜不仅减少了冰箱贮

存食物的空间，而且还浪费电能。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少冰箱的结霜现象？

和爸爸妈妈一起，用这些方法试一试。

      减少冰箱里的霜实践

工具与材料

烧杯  勺子  玻璃棒  冰块  食盐

    添加适量食盐
可以使混有冰块的
水的温度迅速下降
到零摄氏度以下。

一般在什么天

气情况下会出现

结霜现象？

烧杯外壁会出

现什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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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学习：调查各地的空气湿度19

湿度是指空气中含有水分的多少，它反映了空气干湿的程度。空气湿度常

用相对湿度来表示。

天气预报常会发布空气湿度的信息，它反映了降雨、有雾等可能性。在同

一天里，不同地区的空气湿度一样吗？

如需搜集空气湿度的数据，可以使用操作方

便、简单直观的温湿度计进行测量。此外，还可

通过报纸、互联网和电视等媒体发布的天气预报

了解当地的空气湿度情况。

活动任务

搜集信息

家用温湿度计

衣服晾了几天

还没干。 是空气中的水分

太多造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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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与分析数据，统计某地区一个月的空气相对湿度情况，并将统计信息

上传到网络学习平台。下载其他同学上传的各地区空气相对湿度数据，比较各

地区的空气湿度情况。

空气湿度会影响人体的舒适程度。查阅资料，了解人体最适宜的空气湿

度范围。你认为人们可以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改变空气湿度，营造舒适的生

活环境？

分享交流

拓展应用

佳木斯市 11 月湿度统计表

记录 ：琪琪

日期
最低气温

/℃
最高气温

/℃
日平均湿度

/%
天气
情况

衣服晾
干速度

11 月 1 日    0

11 月 2 日    2

11 月 3 日    0

11 月 4 日    1

11 月 5 日    0

11 月 6 日  -5

11 月 7 日  -3

11 月 8 日  -4

11 月 9 日  -3

11 月 10 日  -4

11 月 11 日  -3

新乡市 11 月湿度统计表

记录 ：妍妍

日期
最低气温

/℃
最高气温

/℃
日平均湿度

/%
天气
情况

衣服晾
干速度

11 月 1 日

11 月 2 日

11 月 3 日

11 月 4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6 日

11 月 7 日

11 月 8 日

11 月 9 日

11 月 10 日

11 月 11 日

广州市 11 月空气湿度统计表

记录 ：彬彬

日期
最低气温

/℃
最高气温

/℃
日平均湿度

/%
天气
情况

衣服晾
干时间

11 月 1 日 16 20 77 中雨 长

11 月 2 日 15 25 33 晴 较短

11 月 3 日 16 27 63 多云 一般

11 月 4 日 17 29 69 阴 一般

11 月 5 日 20 31 70 阴 一般

11 月 6 日 22 29 79 中雨 长

11 月 7 日 21 30 81 中雨 长

11 月 8 日 23 30 83 雾 长

11 月 9 日 21 28 78 中雨 长

11 月 10 日 19 23 73 小雨 长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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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降下来了20

看，快下雨了。

你是怎么

知道的？

      云里的水变成了雨活动

空气中的水蒸气在上升过程中遇冷变成小水珠或小冰晶。这些小水珠或小

冰晶聚集在一起，飘浮在天空，就形成了云。

云里的小水珠是怎样变成雨的？

如果云里的小水珠

太多，就会下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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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模拟实验，了解雨是怎样形成的。

在烧杯里装约 2/3 的热水，把盛有冰块的铁盘盖在烧杯上。

一段时间后，观察并记录铁盘底部出现的现象。描述实验现象，推测雨的

形成过程。

为什么要

放冰块呢？
描 述

关键词：蒸发� 冷凝� 温度

云　和　雾

云和雾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它们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而形成的。

地球表面的水蒸气向高空不断上升，遇冷变成小水珠或小冰晶。小水珠

和小冰晶在天空中聚

集，就形成了云 ；当

水蒸气在低空冷凝成

许多小水滴时，就形

成了雾。

资料

除了下雨，下雪和降冰雹也是常见的降水形式。下雪时的天气通常是怎样

的？冰雹一般出现在什么季节？

讨论

雨、雪、冰雹

对我们的生活有

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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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水都流

到哪里去了？

落到地面的雨水21

      雨水去哪里了活动1

降雨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降落到地面的雨水会流向哪里？

在下雨时，观察雨水落到地面的情况，描述雨水的去向。

好大的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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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流动是否受

地面颗粒间的空隙

影响呢？

工具与材料

　　喷壶  塑料盘  小瓷砖 

带草的小土块  沙石 

      雨水在不同地面上的流动活动2

当雨水降落到不同的地面时是怎样流动的？做模拟实验，分析雨水的流动

情况。 

利用喷壶模拟降雨，比较雨水在不同地面上的流动情况。 准备小瓷砖、带

草的小土块和一些沙石，把它们分别铺平在塑料盘上，模拟不同的地面。垫高

塑料盘的一端，使它稍微倾斜。用喷壶把“雨”喷到不同“地面”上，观察并

记录水是怎样流动的。

在城市建设中，停车场常会铺设不同地面。观察常见的停车场地面，思考

雨水降落到这些地面时，水的流动情况有什么不同。分析哪种停车场地面更适

合城市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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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城市建设往往会铺设硬化

路面，如水泥地面、花岗岩地面等。

每逢降雨，因这些地面的渗水性能

较差，大部分雨水就会滞留在地面。

其中一部分水会积聚在道路、洼地，

影响人们的通行 ；还有一部分水会排

入城市地下管道，依靠管渠、泵站等

设施强行排水。如果排水不及时，容

易造成城市“水涝”的现象，严重影

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

因此，在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提出了改变路面结构的新理念。利用植

草沟、渗水砖、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等方法改变城市路面结构。在自然降水时，

能够迅速将雨水引入地面下的土层中，这样既能及时减少地表的积水，又能补

充地下水资源，这就是生态海绵城的雨洪管理新理念。

在生态海绵城里，城市的地面就像海绵一样，及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

需要时将蓄积的水释放并利用，逐步改善并恢复城市的自然生态平衡。

生态海绵城

科
阅学
读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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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的力量22

是流水把它们冲

到这里的吗？

小溪里有很

多石头啊。

      流水有力量活动1

不管是奔腾的河水，还是涓涓的溪流，都会夹带着泥沙甚至砾石向前移动。

流水对地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做模拟实验，探究流水是如何影响河岸和

河道的。用长条塑料板、泥土、沙子和砾石的

混合物模拟一条上窄下宽的河道。将河道较窄

的一端垫高，从河道最上端注入清水，用水量

不同的流水注入坡度不同的河道。观察现象，

并做记录。

水冲下后，

泥沙的分布是

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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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岸

凹岸

水流速度快

水流速度慢

凸岸凸岸

流水的力量很大，不仅会侵蚀地表，还会搬运泥土和沙石。流水的这些作

用不断改变着地表，形成了千变万化的地形地貌。

观察流水影响地形的示意图，观察弯曲河道两侧的水流速度。思考不同的

水流速度对河岸的地形有什么影响。

三角洲的形成是水在地表流动的过程中，塑造地表形态的一个例子。当河

道中的水流速度变慢，水流挟带的泥沙会逐渐沉积下来，在一些地方形成三角

洲。你还知道哪些流水影响地形地貌的实例？

      流水与地表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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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水循环23

为什么天上

的雨水总是下

不完？

又下雨啦 !

      自然界的水是怎样循环的活动1

空气中的水蒸气在上升过程中，遇冷变成小水珠或小冰晶，它们混合在一

起就形成了云。在一定条件下，以降雨、降雪等形式降落到地表。地球上的水

在陆地、海洋及大气间会不断循环吗？

模拟降雨过程，观察实验现象，分析实验装置中水循环的过程。

冰块模拟的是自然

界的什么环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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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的水会在地球表面和天空中不断地往复运动，形成水循环。水循

环不断更新着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它不仅对生态、气候、地貌等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而且将水、空气、土壤和生物很好地联系起来，在合适的温度条件下，

形成了适宜生物生存的自然环境。

结合模拟实验的现象，分析并描述自然界中水循环的过程。

水循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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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的淡水资源活动2

地球上的水分布广泛。它以气态、液态和固态三种形式分布于海洋、陆地

及大气中，不断地循环往复。但是，地球上的淡水资源非常有限，人类可直接

利用的淡水就更少。

假如地球上的总水量用 40 瓶水表示，则淡水量约相当于多少瓶水？人类

可以直接利用的淡水量又有多少？ 

通过体验活动，估算淡水的总量和可利用的淡水量。

可直接利用

的淡水量会不

会只相当于几

瓶盖呢？

地球上的淡水资源不足，分布也不均匀。为了保护水资源，人们采取了许

多有效的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你有哪些节约用水的好方法？

讨论

    地球上的水资源中，
绝大部分是海水，只有约
2.5% 属于淡水。大部分的
淡水以冰的形式存在，难
以被人类直接利用。据科
学家估算，在地球上可供
人类直接利用的淡水仅占
地球淡水资源的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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