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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印刷  保护环境  爱护健康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手中的这本教科书采用绿色印刷标准印制，在它的封底印有“绿色印刷产品”标志。从2013年秋季
学期起，北京地区出版并使用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科书全部采用绿色印刷。
    按照国家环境标准（HJ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 平版印刷》，绿色印刷选
用环保型纸张、油墨、胶水等原辅材料，生产过程注重节能减排，印刷产品符合人体健康要求。
    让我们携起手来，支持绿色印刷，选择绿色印刷产品，共同关爱环境，一起健康成长!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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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消化第一单元

我 们 一 日 三 餐

要吃多种食物。食物

有哪些营养成分？

这些食物从我们的

口腔进入身体后，会

经过哪些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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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一天中吃了哪些食物

1. 昨天我们早餐、午餐和晚餐分别吃过哪些食物？把它们记录下来。

科学实践

2. 根据记录进行讨论，我们吃了几种食物？吃得比较多的是什么

食 物？

多种多样的食物

日常生活中的食物非常丰富，我们经常吃哪些食物？

早餐 午餐 晚餐

3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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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些食物是从哪里来的？

4. 按食物的来源给它们分分类。

米饭 稻

酱牛肉 牛

炒白菜 白菜

4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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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食物到餐桌上的过程

米饭是怎样来到餐桌上的？

大米还可以加工成什么食物？其他食物又是怎样来的？

1 育秧

4 收割稻谷

2 插秧

5 晒稻谷

3 稻谷

      成熟

6  加工成

     大米

7  做成

      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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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物的营养

人需要糖类、脂肪、蛋白质、维生素、水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每种食物都含有这些物质吗？我们能不能长期只吃几种食物？

研究食物有哪些营养成分

1. 把食物放在纸上按压，有什么现象？

科学实践

6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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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点燃酒精灯要用火柴，绝对禁止

用酒精灯引燃另一只酒精灯。

    2.  禁止向燃着的酒精灯里添加

酒 精。

    3. 用完酒精灯，必须用灯帽盖灭，

不可用嘴去吹。

    4. 不要碰倒酒精

灯。万一有洒出

的酒精在桌上燃烧，

应立刻用湿抹布扑盖。

4. 说一说，我们研究的食物有哪些主要营养成分？

使用酒精灯注意事项

    含有脂肪的食物在

纸上按压后会留下明显的油

迹；含有淀粉的食物遇到碘

酒后通常会变蓝；含有蛋白

质的食物放在火上烧时，会

产生像烧头发那样的气味。

3. 把食物放在火上烧，有什么现象？

2. 在食物上滴上碘酒，有什么现象？

7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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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按营养成分对食物进行分类

根据平时的观察和前面的研究，将我们经常吃的食物按

营养成分进行分类。

  脂肪和淀粉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蛋白质是组成身

体的主要物质 ,维生素、钙、铁、碘等也是我们身体不可缺少

的营养成分。维生素是人体生长发育和调节生理功能必需的物

质；钙是人体必需的常量元素之一。铁是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

能所必需的微量元素；碘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之一。

  蔬菜、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牛奶、大豆、虾米、

海带等食物中含有丰富的钙；猪肝、瘦肉、菠菜等食物中含

有丰富的铁；海带、紫菜等许多海产品中含碘量较高。

营养物质的作用

    含脂肪较多的食

物可以分为一类。

    含蛋白质比较多

的食物可以分为一类。

8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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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物的消化

我们吃的食物到身体内的什么地方去了？

食物在人体内的“旅行”

1. 吃一口馒头，慢慢咀嚼，体会并交流馒头在嘴里发生的变化。

科学实践

2. 食物从口腔进入体内后，还会经过哪些消化器官？把它们画下来。

 
    不吃不干

净的食物。

9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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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

食道

胃肝脏

大肠

小肠

3. 对照人体消化器官示意图，说一说食物在人体内的“旅行”过程。

4. 口腔是消化器官，如何保持口腔卫生？

早晚刷牙 饭后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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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消化器官的功能

查找资料，了解食物在经过不同消化器官的时候会发生

什么变化。

 拓展与应用

    大块食物在口腔

中经过咀嚼被磨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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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饮食与健康

这两份午餐的营养搭配合理吗 ?

1. 了解营养平衡膳食宝塔，说一说饮食怎样搭配才能做到营养平衡。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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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来设计一份营养平衡的一日食谱，说一说设计的理由。

3. 为了保护消化器官，我们应当养成哪些健康饮食习惯？

    吃饭要定时，细嚼慢

咽，不暴饮暴食。

    不吃不干净、过了保

质期的食物。

饭前便后要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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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本单元通过观察我们一日三餐吃了哪些食物，知道了一些食物的来源。我们吃的食

物中含有糖类、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水等营养物质。通过实验能够用简单

的方法鉴别食物中含有淀粉、蛋白质和脂肪。认识了食物在人体中经历了哪些消化器官，

了解了食物是怎样被消化的。

营养

均衡搭配

食物

要新鲜蛋白质

动物类

食物

植物类

食物

食物与消化

多样的食物

脂肪

维生素

矿物质

水

营养物质 饮食健康

糖类

胃

食道 小肠

口腔 大肠

消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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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与分离第二单元

水能溶解食盐和白糖。一杯水里究竟能溶解多少食盐或

白糖呢？用什么办法能加快食盐或白糖在水中的溶解？如果

食盐中混进了其他杂质，我们还能把纯净的食盐找回来吗？

15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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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盐和糖的溶解

50毫升水能溶解多少食盐

1. 试一试，50毫升水能溶解多少食盐？

科学实践

食盐和白糖都能溶解在水中。那么，一杯水中究竟能溶解多少食

盐或白糖呢？

16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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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毫升水能溶解多少白糖

 
    用量筒量取水时，水面的

弯圆面的最低点要与所要量取

的刻度线相平，观看时眼睛与

刻度线相平。

2. 加入一勺食盐，待这勺食盐完全溶解

后，再加入第二勺食盐。如此这样一

勺一勺地加入食盐，会有什么发现？

1. 按照上面的方法做一做，50毫升水能溶解多少勺白糖？

2. 经过以上实验，50毫升水能溶解的食盐和白糖一样多吗？

17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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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加快溶解

1. 哪些因素会影响方糖的溶解？通过实验进行研究。

2. 怎样使一块方糖在水中尽快溶解？

方糖压碎

加热

搅拌

 
    搅拌时，玻璃棒不

要碰到烧杯壁。

18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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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把盐析出来

海水里含有很多盐。人们是怎样用海水制盐的？

怎样把水里的食盐找回来

科学实践

1. 想一想，用什么办法可以把溶解在水里的食盐找回来？

    把食盐水放在太阳下面晒，

水晒干了，盐就会出来了。     那我们把食盐水放

在火上烤吧，把水烤干！

19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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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作浓盐水。

3. 往蒸发皿里倒入少许浓盐水，用酒精灯加热，有什么现象？

4. 根据实验，说一说怎样把食盐析出来。

 

    加热时，要戴护目镜，以

防伤害眼睛。等看到有白色的

晶体析出时，要用玻璃棒慢慢地

搅拌。搅拌时，身体不要凑得太

近，以防止蒸发皿中的固体溅出

来烫伤皮肤。

20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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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生活中的食盐从哪里来

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食盐的来源多种多样，可分

为海盐、池盐、岩盐三大类。

海盐是海滨地区以海水灌注盐田，然后蒸发而成。我国

海盐主要产区集中在河北、天津、山东、辽宁等地。

池盐是由内陆的咸水湖

湖水蒸发而成的。我国池盐

主要产地有青海、新疆、西

藏、宁夏和山西等地。

岩盐是由海水沉积物被

地壳变动埋藏在地下形成的。

我国岩盐多产于四川、湖南、

湖北、江西、安徽等地。

海盐田 海盐

21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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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把它们分离

怎样把它们分离出来

科学实践

如果食盐中含有沙子、铁屑等杂质，我们如何将它们分离开呢？

1. 想一想，怎样把食盐中的铁屑分离出来？

22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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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怎样把食盐中的沙子分离出来？

23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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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怎样过滤

过滤时要注意“一贴，二低，三靠”。 一贴是指滤

纸紧贴漏斗内壁；二低是指滤纸边缘低于漏斗边缘，漏

斗中的液面低于滤纸边缘；三靠是指倾倒液体的烧杯口

紧靠玻璃棒，玻璃棒的末端紧靠有三层滤纸的一边，漏

斗末端紧靠承接滤液的烧杯内壁。

滤纸的折法

24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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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本单元通过食盐和白糖的溶解实验，知道了一定量的水中能溶解一定量的食盐或白

糖；知道了同样多的水溶解的不同物质的量是不一样的；还知道加快溶解的一些方法。

知道怎样把溶解在水中的食盐重新析出来；了解了如何利用食盐的溶解和析出，把食盐

和沙粒分离开。

搅拌

溶质

（固体）

变碎
溶解

溶液

过滤

结晶析出

分离

加热
加    快

加    热

加
 快

加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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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用电第三单元

在日常生活中，电给

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灯

泡是怎样亮起来的？电是

怎样传递的？用电需要注

意哪些事项？

26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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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观察手电筒

科学实践

手电筒的秘密

手电筒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照明工具。手电筒是怎样发光的？

1. 拆开一个手电筒，观察它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

27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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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小灯泡和电池，了解它们的结构。

点亮小灯泡

1. 想办法用下面的材料点亮小灯泡。把小灯泡亮起来和没有亮起来的

连接方法都画下来。

    我们研究有关电的问题，只能用电池来

做实验。用家里插座上的电做实验非常危

险，千万不要去尝试！

    不能用电线把电池的两端直接连起来。

灯泡剖视图 电池剖视图

3. 说一说，手电筒的小灯泡为什么能亮起来？

正极灯丝

连接点

负极

28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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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2. 比较能使小灯泡亮起来的连接方法，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3. 分析小灯泡不亮的连接方法，想一想，问题出在哪里？

点亮两个小灯泡

试着点亮两个小灯泡。我们有什么发现？

 
    能使小灯泡

亮起来的连接，形

成了电流的闭合回

路，人们称这种闭

合回路为电路。

29统
编
版



9 开 关

用开关控制电路

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用开关对电灯或其他电器的电路进行控制。

开关为什么能控制电路呢 ?

1. 观察一种开关，看看它由哪些部件组成。

科学实践

30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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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开关连接在电路中，观察开关是怎样控制电路的。

哪些材料容易导电

1. 把不同的材料分别连接在电路中，观察哪些能使小灯泡亮起来，哪

些不能使小灯泡亮起来。

2. 说一说，哪些材料容易导电？哪些材料不容易导电？

  人们通常把容易导电的材料叫导体，把不容易

导电的材料叫绝缘体。

31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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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制作一个简易开关

想办法用身边的材料制作一个开关，并把它连接到

电路中，控制小灯泡的亮和灭。

断开 接通

32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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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的手电筒不亮了，可能是哪些部分出了问题？

10

科学实践

电路出了什么故障

分析电路出了什么故障

1. 观察一个有故障的电路，推测故障原因。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

可能是小电珠坏了。
可能是……

33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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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作一个简易电路检测器。

3. 用简易电路检测器查找出电路故障。

    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人们经常用一些仪

器，快速、准确地检测设备故障。我们也可以

制作一个简易电路检测器来检测电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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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与应用

检查手电筒的电路故障

如果手电筒不能正常工作了，应该怎样检查它的电路故障？

向有经验的人请教，了解他们是怎样解决家庭用电方面

的故障的，做好简短记录。

注意用电安全！千万不要自己动手检查家庭电路中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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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电与我们

用电调查

电与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哪些地方用到了电？

调查家中哪些地方用到了电，说一说电的用途。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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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电

1.  电的应用非常广泛，如果不注意安全用电，可能会造成危害。在日

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注意用电安全？下面这些做法有什么问题？

2.  认识常见的安全用电标识。

3.  想一想：如果遇到有人触电，我们应该怎么办？

用湿手按开关 在电线上晾衣服

在电加热设备上烘干衣服接线板上插了许多插头

爬变压器塔在电线附近放风筝

37统
编
版



 拓展与应用

雷电及其危害

雷电是一种大气中的剧烈放电现象，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具有较大威胁。如何预防雷电

对我们造成伤害？  
    雷雨天的下列做法是错

误的，千万不要这么做！

在雨中打电话

在树下躲雨

用尖头金属杆雨伞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搜

集、整理有关预防雷电危害的资料，

把自己整理的资料与同学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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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本章学习了简单电路，通过实验，知道了简单电路的连接方式。在简单电路中需要

开关，知道了开关的作用。通过分析比较，知道电路发生故障的原因。认识了有些物体

能导电，能导电的物体是导体；有些物体不容易导电，不容易导电的物体是绝缘体。知

道了安全用电的一些常识。

解决方法简单电路 电路故障

用途

安全用电

物体导电性

原因

检测方法

电

电源 开关 导线 用电器

导体

绝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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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呼吸第四单元

深秋公园里，人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到很舒服。人

的呼吸器官是怎样工作的呢？我们应该怎样保护它们呢？

我们来进一步了解自己身体的秘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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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学实践

呼吸与空气

人每时每刻都在呼吸。我们为什么要呼吸？我们的呼吸与空气有

什么关系？

体验呼吸

1. 憋气一小会儿，我们有什么感觉？

2. 测一测，一分钟呼吸多少次？

当感到不舒服时，就不能再憋气了。

一呼一吸算呼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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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吸入的气体和呼出的气体

1.  分别往两个杯中倒入大半杯澄清的石灰水，向一个杯子中呼气，向

另一个杯子中注入空气。

2.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了什么现象？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

3. 通过研究发现，呼吸前后，气体中的氧气、二氧化碳含量如下面实

验所示。根据这些数据，我们知道了一些什么？

呼吸前氧气含量

呼吸后

呼吸后

呼吸前二氧化碳含量

 
    往石灰水中吹气时，不要把石

灰水吹溅起来，以免伤到自身。

往石灰水里呼气。
往石灰水里注入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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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运动前后呼吸的变化

1. 原地下蹲运动30秒后，测量一分钟呼吸的次数。

2. 运动前后呼吸次数有什么不同？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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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呼吸器官

认识呼吸器官

我们呼吸时，气体经过了哪些器官？

1. 观察深呼吸时我们身体的变化。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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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呼吸时，空气经过了人体内哪些器官？把它们画下来。

3. 说一说，我们吸进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在身体流经的途径是怎样的？

4. 鼻腔是呼吸的第一道门户，我们要用清洗的

办法保持鼻腔的清洁。

鼻

咽
喉

气管

支气管

右肺
左肺

呼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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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拉橡皮膜，有什么发现？放松橡皮膜又有什么发现？这

个实验说明了什么？

肺是气体交换的场所，肺有大量的小泡泡叫肺泡，成年人

肺泡约3亿个。肺泡上有血管，进入人体的氧气能从肺泡中进

入血管，跑到全身各个地方去，与食物中的养料结合。

拓展与应用

肺是怎样工作的

制作一个简单的呼吸器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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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科学实践

保护呼吸器官

我们跑步时，有的人没跑几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跑了一段时间

呼吸还比较平稳，这是为什么？

测量肺活量

1.  肺活量代表了一个人潜在呼吸功能和健康状况。我们来制作一个简

易肺活量仪，测一下肺活量。

自制量筒 吹嘴 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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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测量的肺活量与呼吸次数的数据，我们发现了什么？

    呼吸次数少的

好像肺活量更大。
    肺活量的大小与呼

吸的次数有关。

    我们可以通过

锻炼提高肺活量。

  肺活量是指一个人吸足一口气后尽力呼出的气

体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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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保护呼吸器官

多运动

洒水降尘

空气质量不好时戴口罩

经常开窗通气

不抽烟

不随地吐痰

呼吸器官是人体的重要器官。说一说如何保护我们的呼

吸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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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本单元通过实验，认识了人呼吸时吸入的气体中氧气含量高，呼出的气体中二氧化

碳的含量高。了解了人主要有鼻腔、气管、肺等呼吸器官；认识肺的作用，能制作简易

测量肺活量大小的装置。知道如何保护我们的呼吸器官。

我们的呼吸

吸进气体

呼出气体

鼻腔

气管

支气管

肺

保护
呼吸器官

不抽烟

多运动

开窗通风

洒水降尘

呼吸器官

氧气含量高

氧气含量低

二氧化碳含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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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建筑师第五单元

我们的周围有很多建筑物，房屋、桥梁、车站、码头、机场等。

人们的生活都离不开它们。长大后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吗？现在，

就让我们像建筑师那样，设计和制作一座建筑模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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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建筑中的材料

区分天然材料和人工材料

建筑物是用砖瓦、水泥、木头等材料建造的。这些材料有些是天

然的，有些是人工的。哪些材料是天然的？哪些材料是人工的？

1. 这些建筑分别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

科学实践

木屋 石桥 

草屋 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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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些建筑材料中哪些属于天然材料？哪些属于人工材料？请给它们

分分类。

铁塔

水泥 木材

茅草 石块

钢材 砖

玻璃房

3.  找一找教室里的物品，说说哪些是天然材料做的，哪些是人工材料

做的。
  人们利用天然材料制造出方便、耐用、易塑性

的人工材料，以制造各种物品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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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建筑材料的发展

建筑材料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的 ,它和人类文

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3. 到了现代社会，钢

材和钢筋混凝土等人工

材料的出现，使建造高

层建筑成为可能。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会发明更多材料，建

造出能更多适应人们需求的建筑。

2. 砖、瓦、琉璃等人

工材料的出现大大提高

了建筑的建造水平。

1. 在古代，人们主要

利用草、土、木材、石头

等天然材料来建造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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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建筑中的结构

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有多高？为什么那么高的建筑能够矗立空中而

不倒塌？

哪种结构更稳定

1. 用木棒和皮筋搭建出一个三角形和一个正方形，试一试，哪种形状

不容易变形？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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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想办法将不稳定的正方形变得稳定。

3.  在纸筒上端和下端分别绑上重物，推一推，哪个纸筒更不容易被

推 倒？

4. 说一说，通过实验你发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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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结构承受力较大

1. 建筑物中有各种形状的立柱，哪种形状的立柱承受力大？

2. 平面和拱形哪种承受力大？

三棱柱

平面 拱形

四棱柱 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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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我国古代建筑中的榫卯结构

榫卯是中国古代建筑、家具及其他器械的主要结构方式。

榫卯是在两个构件上采用凹凸部位相结合的一种连接方式。

凸出部分叫榫（或叫榫头）； 凹进部分叫卯（或叫榫眼、榫槽）。

榫卯结构的特点是在物件上不使用钉子，利用榫卯加固物件，

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智慧。

房屋中的榫卯结构

桥梁中的榫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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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设计制作建筑模型

学习了这么多关于建筑的知识，关于设计建筑的任务，我们有了

哪些新的想法？

设计一个建筑

我们想设计哪一种建筑？根据材料设计一个建筑。将设计图画下来。

科学实践

    我们想建一个

又高又稳的塔。

    我们想建一个

承重力大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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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建筑模型

1. 按照设计图制作一种建筑模型。

2. 向全班展示制作的建筑模型，说一说它的优势与不足。

3. 根据大家提出的建议改进建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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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发明了锯子。

 拓展与应用

巧匠鲁班

鲁班，春秋末年鲁国人。生活在大约公元前500年。

鲁班还发明了墨斗、刨子等许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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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本单元通过观察，认识了材料有天然材料和人工材料。认识了建筑中有各种结构。

通过对比实验发现在不同结构中三角形结构最稳定；知道了用同一种材料建成不同柱体

中，圆柱体的承重力最大；在拱形和平面中，拱形的承重力大。降低重心可以使物体稳

定。利用学到的材料和建筑结构的简单知识，设计一种建筑；根据设计制作出建筑的

模 型。

材料

人工

材料

天然

材料

结构
的稳定性

左右

对称

三角形

结构

上小

下大

设计

制作
建筑
模型

建筑

加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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