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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与四季第一单元

清晨，随着旭日东升，黑夜逐渐退去，白天就来临了！

傍晚，太阳西下，黑夜重新降临。

白天，黑夜，白天……日复一日，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有规律的

昼夜交替现象，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年

复一年，岁岁如此，四季又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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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究昼夜交替现象的奥秘

1. 在昼夜交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有规律的变化？

科学实践

白天与黑夜

随着太阳东升西落，我们迎来一个个白天和夜晚，看到周而复始的昼夜

交替现象。那么，昼夜交替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早上的气温较低，影

子较长。

    中午的气温较高，影

子较短。

    夜空中，月亮的位置

会不断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有规律的变化与昼夜交替现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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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昼夜交替现象是怎样产生的？请根据日常的观察和生活经验提出合理的猜想。

3. 设计并进行模拟实验，检验我们的猜想是否正确。

4. 通过实验，我们有什么发现？查阅资料，了解地球的运动情况，分析昼夜

交替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地球是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除了围绕太阳运转，地球还在不停

地自转。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大约是24小时。

因为地球是一个不发光、不透明的球体，所以地球在自转过程中，

朝向太阳的一侧会被阳光照亮，这里就是白天；背对太阳的一侧没有

光照，这里就是黑夜。

  随着地球不断自转，地球上的人们就会看到白天和黑夜交替出现、

周而复始的现象。这种现象叫作昼夜交替。

    太阳每天东升西落，应该

是太阳在绕着地球转。

    太阳是恒星，地球是行星，

应该是地球围绕太阳转。

    地球自转就会有昼夜交替吧？

    怎样用地球仪和电灯模

拟地球和太阳，检验我们的

猜想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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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谁先看到日出

为什么乌鲁木齐和北京的日出时间不一样？

探究日出时间的秘密

1. 在地球仪上找出乌鲁木齐和北京的位置，并做上标记。两个城市的相对

位置是怎样的？哪个城市在东边？哪个城市在西边？

科学实践

    我在北京！这里

已经出太阳了！

    真的？乌鲁木齐天还

没亮呢！

    找到了！做个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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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做模拟实验，探究两地日出时间不同的原因。

2. 为什么北京比乌鲁木齐日出时间早？怎样探究两地日出时间不同的原因？

4. 根据模拟实验结果，解释北京和乌鲁木齐日出时间不同的原因。

  地轴是一个假想轴，是人们为了描述地球的自转运动而提出的，因而又叫

地球自转轴。地轴通过地心，连接地球的南极和北极。

    好像应该与地

球的自转方向有关。

应该往哪边转呢？

    我们可以用手电筒和

地球仪做模拟实验。

    我们可以在上节课的发

现基础上进行研究。     地球仪上哪里先被照

亮，哪里就先迎来日出。

  地球的自转是围绕地轴、按照自西向东的方向进行的。因此，比

起西边的地区，东边的地区会更早迎来日出。

    怎样模拟地球

的自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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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四季的形成原因

1. 一年四季的气温变化有什么规律？可能是由什么引起的？四季的气温变化

与太阳的照射有什么关系？

科学实践

四季的形成

春花秋实、夏雨冬雪……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明显的四季变化，这是什

么原因造成的呢？

    怎样知道一年四季太阳

的照射角度不同？

    这是我们制作太阳能热水

器时做过的一个实验。实验结

果表明：物体的温度与太阳的

照射角度有关。夏季影子短 冬季影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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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公转和地轴倾斜，使得太阳对地球的照射角度发生有规律的

变化，气温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便形成了四季。

2. 四季的太阳照射角度与地球围绕太阳的运动有关系吗？怎样探究太阳四季

照射角度的变化规律？

3. 根据实验结果，说一说四季是怎样形成的。

（1）查阅资料，了解地球是怎样围绕太阳运动的。

（2）模拟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运动。观察并比较物体在A、B、C、D 4个

位置上的影子长度有什么不同，“太阳”的照射角度有什么变化，由

此推测地球在这4个位置上时，我国北方的气温情况和季节。

D

A

B

C

    图中 A、B、C、D 4个位

置分别对应的是哪个季节？

  地球围绕太阳的运

动叫作公转。地球的公转

轨道是一个椭圆形，方向

自西向东。公转一周所用

的时间大约为一年。公转

过程中，地轴倾斜，指向

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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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的祖先根据昼夜的长短、正午的影长等变化，在一年

当中定出的24个时间点。这些时间点与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位置有关。

按照二十四节气在农历一年当中出现的顺序，我们可以整理得到下表。

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写了一首《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

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还发现农事活动与节气之间的密切关

系，留下了许多广为流传的农事谚语。比如，“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白露早，

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这些谚语对于我国的农事活动具有非常重要

的指导意义。

节 气 名 称

立春 雨水 惊蛰 春分 清明 谷雨

立夏 小满 芒种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处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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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在这个单元中，我们根据生活经验，对昼夜的形成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猜想；通过模拟

实验和查阅、分析资料，发现昼夜交替的现象是由地球自转产生的；通过讨论和模拟实验，

认识到地球的自转是围绕地轴、沿着自西向东的方向进行的，知道日出时间不同的现象便

是由此产生的；通过查阅资料、模拟实验和分析，认识到四季的变化是由地轴倾斜的地球

围绕太阳公转产生的。

发出光和热

围绕太阳公转

（地轴倾斜）

围绕地轴自转

（自西向东）

四季循环 昼夜交替

太阳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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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的转换第二单元

能量无处不在，声、光、电、磁、热以及各种各样的运动都是

能量的表现形式。我们的教室里有许多电器，它们在使用过程中能

产生哪种形式的能量？不同形式的能量之间可以转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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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灯的能量转换

电灯是现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的照明器具。每当夜幕降临时，家家户户、

大街小巷的灯就亮起来了。这些灯是怎样亮起来的？

科学实践

分析电灯产生的能量

1. 观察几种电灯，它们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白炽灯 LED灯荧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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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灯发光时，附近的温度有变化吗？亲身感受并测量一下，有什么发现？

说明什么？

①

电灯可以使电能转换成热能和光能。能量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

种形式的现象，叫作能量的转换。

查阅资料，了解照明器具的发展过程，说一说每种照明器具在使用过程

中发生了怎样的能量转换，体会爱迪生发明电灯的重要意义。

  100多年前，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在此之前，人们只能用火把、油灯、蜡

烛、煤气灯等照明。

    爱迪生发明电灯，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经过无数次探索、改进才取得成功

的。继爱迪生之后，人们又对电灯作了更多改进。如今的电灯不仅种类繁多，

对光能的利用效率也更高了。

了解电灯的发明过程

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油灯 蜡烛 煤气灯

②

③

    为了保证活动安全，我们

用手电筒代替电灯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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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灭蚊灯

植物工厂育苗灯

红外线理疗灯

城市景观灯塔

 拓展与应用

了解其他用途的电灯

电灯最初是作为一种照明器具出现的。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们

又研制出许多其他用途的电灯。

这些电灯工作时，会发生怎样的能量转换？生活中还有哪些其他用途

的电灯？它们工作时又会发生怎样的能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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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探究电磁铁的性质

1. 观察一个简易电铃，看看它是由哪几部分构成的，通电时有什么现象

发 生。

电铃的能量转换

“铃声响了，该上课了！”许多学校的铃声是由电铃发出来的。电铃是

怎样发出声音的呢？

科学实践

电铃是根据电磁铁的性质制成的。

电磁铁

小锤

铃碗

弹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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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磁铁是电铃的主要元件，由线圈和铁芯组成。电磁铁有什么性质？它是

怎样使电铃响起来的？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先来制作一个电磁铁。

② 将漆包线沿着同一方向缠绕在铁钉上。 ③ 连接电池和开关。

 
    注意控制通电时间，

以免电磁铁过热烫手！

    一个电磁铁做好了！检验它是否能吸

引铁制品。

① 用砂纸磨掉漆包线两端的漆。活动材料

铁钉

砂纸

导线

漆包线

开关

电池盒 

电池

　　电磁铁工作时，有

哪些能量转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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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磁铁与普通磁铁有什么不同？让我们设计实验，动手探究吧！

　　两个电磁铁之间会

发生怎样的作用？

　　电磁铁有南极和北

极吗？ 电磁铁两端的

极性与什么有关？

    电磁铁的磁力大小与

什么有关？

  电磁铁在通电情况下才有磁性。电磁铁两端的极性与电池的方向、

线圈的缠绕方式等有关，磁力大小与电池的节数、线圈的匝数等有关，

两个电磁铁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同名磁极相斥、异名磁极相吸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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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电磁铁的应用

1.  根据电磁铁的性质，说一说电铃工作时会产生哪种能量，不同形式的能量

之间是怎样转换的。

2.  生活中还有哪些装置用到了电磁铁？这些装置工作时会产生哪种能量？不

同形式的能量之间是怎样转换的？

电话

电磁起重机

磁悬浮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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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制作简易电铃

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材料制作

一个简易电铃。

②把铁钉固定在纸板的一端，

把木块固定在纸板的另一端。

导线要朝着同一个方向缠绕！

①把导线紧密地绕在铁钉上。

    铁钉要比木块低

3 mm左右。

⑤用线圈的另一端轻轻触碰窄

铁片的上表面，铁片就会上下振动

并嗡嗡地响起来，一个简易电铃就

做好了！

图钉

③把窄铁片的一端固定在木块上。 ④把窄铁片和线圈的一端与电

池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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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探究电动机的能量转换情况

1. 电动机是四驱车的重要组成部分。拆开一个电动机，观察它的结构。电动

机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

小电动机转起来

许多同学玩过四驱车。四驱车是靠什么驱动的？

科学实践

线圈

磁铁

线圈和磁铁各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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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照下图所示方法，制作一个简易电动机。

3.  接通电源，轻轻触碰一下线圈，会发生什

么现象？线圈的转动可能与什么有关？怎

样让线圈转得更快？通过实验进行探究。

4. 分析电动机工作时的能量转换情况。

电池

导线

线圈（一端引线的

漆皮要全部刮掉，

另一端引线的漆皮

只刮掉半周）

开关

用胶带固定曲别针
磁铁

曲别针

有磁铁

磁铁和线圈之间的距离远 磁铁和线圈之间的距离近

没有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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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调查电动机在生活中的应用

哪些电器中装有电动机？这些电器工作时，会发生怎样的能量

转换？课后作个小调查，并与同学进行交流。

 
    家用电器使用不当极易引

起火灾、触电等重大伤害。在

调查过程中要注意安全。家用

电器不使用时，要断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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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能量转换和能量传递

能量转换不仅存在于电器的工作过程中，生物的生长和运动、各种机械

的工作都与能量转换有关。我们身边有哪些能量转换现象？

调查生活中的能量转换现象

1. 生活中有哪些能量转换现象？不同形式的能量之间是怎样转换的？

科学实践

篝火燃烧

萤火虫发光

击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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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量转换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进行吗？分析下列过程中的能量转换情况，有

什么发现？

感受能量转换和能量传递现象

1. 进行下列活动，有什么发现？说明什么？

拍手

来回扭动铁丝

将摩擦后的直尺靠近纸屑

 
    注意安全！

打电话 太阳能电灯发光

3.生活中还有哪些能量相互转换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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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身边的材料制作弹力小车，并观察小车的运动过程，说一说在小车运动

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能量转换。

卡纸

线轴

牙签

橡皮筋

① ②

  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

物质都有能量。不同形式的

能量可以相互转换，还能从

一个物体传给另一个物体。

小棍

④③

3. 绳上系有两个重物。把其中一个重物提到

一定高度，然后轻轻释放，会有什么现象

发生？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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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制作能量转换玩具

利用身边的材料，我们可以制作一些能量转换玩具。

有趣的红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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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秋千”

趣味“机关王”

我们设计、制作了几种能量转换玩具？玩的过程中，产生

了几种能量形式？发生了怎样的能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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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在这个单元中，我们通过体验和交流，认识到能量有电能、光能、热能等多种形式，

不同形式的能量可以相互转换，还可以从一个物体传给另一个物体；通过调查，知道电器

中的能量转换方式很多，认识到能量转换现象的普遍性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体会

到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电能

光能

热能
动能

磁能

声能

其他

照明 其他

交流

驱动消毒

加热

形式多样

相互转换

能量

用途广泛

综合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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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第三单元

篮球是一项很好的体育运动。打球时，我们需要密切注意球和

其他人的运动，随时准备作出适当的反应。平时，我们又是怎样感

知周围的各种变化并作出反应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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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认识人体对环境刺激的各种反应

1. 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说说在不同的环境刺激下，人体会作出哪些反应。

人的感知与反应

雷雨天，电闪雷鸣时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哪些器官能帮助我们感知天气

的变化？

科学实践

    好香呀！

我都饿了！

观看相声时 闻到餐厅飘出的香味时

不小心碰到冰冷的物体时 看到树上的杨梅时

好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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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亲身体验外界的刺激。说一说有哪些器官帮助我们感知这些刺激，这些刺

激引起了我们怎样的反应？这些反应有什么作用？

（1）打开遮光窗帘，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亲身体验一下。

（2）分别听刺耳的噪声和美妙的音乐。

（3）将双手的食指分别放进热水和冷水中，过一会儿再同时放进温水中。

（4）有听觉障碍的人通过手语“听”到声音，有视觉障碍的人通过触摸

进行“阅读”。体验他们的感受和反应。

3.  感觉器官通过感知环境帮助我们获得外界信息，作出有利于身体的反应。

说一说我们应该怎样保护感觉器官。

凹凸不平的盲文图书 我的“盲文图书”

 
    水温不要太

高，以免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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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视觉暂留现象

我们都爱看电影。电影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观察电影胶片，可以发现：在银幕上活动自如的人物竟然

是由一系列静态的图像组成的。为什么经过电影放映机的播放，

这些静态图像就能“动”起来？

科学研究发现，人眼看到的景物形象能在大脑内保留大约

0.1秒；光的作用结束后，视觉形象并不立即消失，而会形成

一种残留的视觉“后像”。这种现象被称为“视觉暂留”。

用两种不同颜色的光，在非常短

的时间内先后照射同一个点，可以看

到什么现象？动手试一试，并解释看

到的现象。

由此可知，如果人眼先后看到两幅图像的时间间隔不足0.1秒，这两

幅图像就会发生重叠。电影放映机正是利用这一现象使得胶片上的静态图

像“动起来”的：电影放映机的播放速度是每秒24格，每格画面在人脑

内存留的时间小于0.1秒，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放映时就会产生动

作连续的感觉。

许多有趣的活动也是根据视觉暂留原理设计的。比如，我们可以用一

根吸管和一张卡纸做一个“小鸟入笼”玩具。

卡纸正面 卡纸背面

吸管

（上端剪开）

两手快速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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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脑的功能

踢球时，我们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是怎样协调一致完成各种动作的？

脑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认识脑的功能

1. 认识人脑的主要组成部分。

科学实践

    我们的大脑大概

有两个拳头并拢起来

那么大。

    大脑的表面像核

桃仁一样，有许多凹

陷的沟和隆起的回。

    大脑的硬度跟豆

腐差不多。

大脑

小脑

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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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活动，体会脑的功能。说一说脑在这些活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1）体会大脑的功能。

走“平衡木”

“反应尺”游戏 “快速记数”游戏

9 
16

4 
80 

 22
 70

 13
 25

51
12

  6
3

“金鸡独立”

（2）体会小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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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脑的功能。

4. 说一说怎样保护我们的脑。

大脑、小脑和脑干是人脑的主要组成部分，控制着人的思维、运动、

知觉等。它们分工不同但又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地帮助我们完成各种

活动。

  大脑主要负责我们的思维和记忆，某些部分还负责对来自感官的各种刺激作出反

应，从而产生视觉、听觉、言语和活动。如果大脑受到损伤，人的思维能力、语言能

力、记忆能力等就会受到影响。

    小脑主要维持身体平衡，协调运动。如果小脑受到损伤，就可能造成身体局部瘫

痪、行动不便等问题。

    脑干连接着许多神经通路，在维持心跳、呼吸等生命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脑还有哪些功能？

还有哪些措施可以保护脑的健康？

控制思维 协调运动

保证睡眠充足 保持心情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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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们的生长发育

10 保护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正处于比较快速生长的时期，身高、体重都在增长。身体的

生长有怎样的规律？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身体？

科学实践

1. 搜集自己从出生以来到现在的身高数据，绘制折线统计图。说一说我们从

出生到现在身高变化的规律。

出生 84 122

20

60

40

80

100

120

140

160
身高 /cm

年龄 / 岁1061 953 117

某男生的身高变化统计图

出生 84 122

20

60

40

80

100

120

140

160
身高 /cm

年龄 / 岁1061 953 117

某女生的身高变化统计图

2. 我们的体重是否正常？记录自己的身高（m）、体重（kg），按照下面的体

重指数计算公式，算出自己的体重指数，跟对应年级的男生 /女生体重指

数标准比一比，对自己的体重等级作出判断。

体重指数=体重÷（身高×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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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体重指数等级标准

体重等级
体重指数/（kg·m-2）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正常 13.9 ~ 19.4 14.2 ~ 20.1 14.4 ~ 21.4 14.7 ~ 21.8

低体重 ≤13.8 ≤14.1 ≤14.3 ≤14.6

超重 19.5 ~ 22.1 20.2 ~ 22.6 21.5 ~ 24.1 21.9 ~ 24.5

肥胖 ≥22.2 ≥22.7 ≥24.2 ≥24.6

女生体重指数等级标准

体重等级
体重指数/（kg·m-2）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正常 13.6 ~ 18.6 13.7 ~ 19.4 13.8 ~ 20.5 14.2 ~ 20.8

低体重 ≤13.5 ≤13.6 ≤13.7 ≤14.1

超重 18.7 ~ 21.1 19.5 ~ 22.0 20.6 ~ 22.9 20.9 ~ 23.6

肥胖 ≥21.2 ≥22.1 ≥23.0 ≥23.7

婴儿期

幼儿期

青春期

少年期

成年期

  一生中，人的身体变化是非常

大的。人的一生一般要经过：婴儿期

（0 ~ 1岁）、幼儿期（1 ~ 6岁）、少年

期（6 ~ 12岁）、青春期（11、12 ~ 19、

20岁）、成年期（20 ~ 60、65岁）、老

年期（60岁以上）。

    研究表明，在人的一生中，身体

生长迅速、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产生显

著变化的阶段有两个，一个是在婴儿

期，另一个是在青春期。青春期是个

体由儿童向成年人过渡的时期，一般

为10 ~ 20岁左右。在青春期，不仅身

高、体重、肩宽和骨盆宽等有明显的

变化，而且神经、心血管、呼吸等系

统的生理功能也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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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1. 记录、交流一周的生活情况（包括睡眠、吃饭、运动、学习等），说一说

哪些习惯对健康有益，哪些习惯对健康有害，我们应该怎样做。

热爱运动

亲近自然

熬夜

    长时间使用计算机

对眼睛有害！

长时间使用计算机V V

3. 模拟体检活动，了解体检的意义。

2. 制订一个作息时间表，说一说哪些活动是为保持身体健康所做的努力。

  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良好的卫生习惯，包括口腔卫生、用眼卫生和写字、

读书、站、坐等正确姿势，以防龋齿、近视眼和脊柱弯曲；要合理膳食，保障摄入充

足的营养，不暴饮暴食，将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要加强锻炼，让骨骼和肌肉发育得

更健壮；要适当休息，保持充足的睡眠，心情愉悦，以维护大脑的健康发育。

 
    向家人介绍体

检的意义，养成定

期体检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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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近视眼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的眼由瞳孔、晶状体、视网膜等组成。晶状体能把通过瞳孔进入眼

内的光折射到眼球后面的视网膜上，形成周围景物的像。

在肌肉的控制下，晶状体的凸度会随着外界物体的远近而改变。健康眼

睛的晶状体调节能力强，远处和近处的物体都能看清。

如果用眼习惯不好，比如阅读距离过近、阅读时间过长、常在光线太弱

的地方看书、乘车时看书等等，长期作用的结果就会使晶状体周围的肌肉总

是处于紧张状态，最终因为过度疲劳而失去调节能力，晶状体的凸度就不能

恢复到正常状态了。这时，远处物体发出的平行光就不能汇聚在视网膜上，

我们看远处的物体时就会感觉模糊不清，近视眼就形成了。

视网膜

瞳孔

晶状体

V

V

V

 
    要坚持做眼

保健操，养成用

眼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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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在这个单元中，我们通过交流和体验活动，认识到人对环境刺激的各种反应和脑的主

要功能，知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制订了科学的作息时间表，

为将来的健康生活打下了较好的知识基础。

周围世界

眼

刺激

刺激

控制

控制

耳

鼻

舌

皮肤

感觉器官

语言 其他

决定

表情

动作

反应

大脑

小脑

脑干

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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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机械第四单元

学校开展科学实践活动时，常会用到许多工具。这些工具有什

么用途？它们的设计有什么科学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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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杠杆

学校的墙壁要经常粉刷。哪种工具能帮我们轻松地撬开涂料桶盖？

探究杠杆的秘密

1. 怎样做，才能轻松地撬开桶盖？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并演示。

科学实践

  科学上，把类似撬棒这

样能围绕一个固定支点转动

的硬杆叫作杠杆。

撬棒可以……

 
    操作时，要

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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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杠杆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尺进行研究。

（1）在杠杆尺的支点两侧各找一

点悬挂钩码——位置、数量

自定，想办法使杠杆尺平衡。

全班一共发现几种做法？仔

细比较这些做法，可以发现

什么规律？

（2）待杠杆尺平衡以后，改变一侧钩码到支点的距离，会发生什么现

象？怎样使杠杆尺重新平衡？

    仔细观察杠杆尺，它跟

撬棒有什么相似之处？支点

重物离支点近 重物离支点远

4.  根据上面的实验结果讨论：为什么人们常用撬棒撬开涂料桶的盖子？怎样

使用撬棒更省力？ 

（3）通过实验，我们发现杠杆有什么特点？

3. 用身边的材料继续实验，探究怎样使用杠杆能省力。

阻力动力

支点
动力臂 阻力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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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生活中的杠杆

生活中，哪些工具用到了杠杆的工作原理？这些工具的结构有什么特点？

各种各样的剪刀

指甲刀

起子
镊子

钳子

切纸机

订书机和起钉器

食品夹

杆秤 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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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识滑轮

滑轮

升国旗时，升旗手向下拉动绳子，国旗就升起来了。旗杆上面有什么秘

密呢？ 

科学实践

1. 仔细观察旗杆顶部，有什么发现？

    旗杆顶部这个周边有槽

的轮子叫作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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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旗杆，生活中还有一些装置会用到滑轮。仔细观察，起重机上的两个

滑轮有什么不同？

探究滑轮的作用

1. 准备实验材料，组装定滑轮和动滑轮。

钩码 弹簧测力计线绳滑轮 铁架台

  滑轮可以分成两种：像旗杆和起重机顶部的滑轮那样，固定在一

个地方、不能移动的滑轮，叫作定滑轮；像起重机吊钩上的滑轮那样，

会随着物体一起移动的滑轮，叫作动滑轮。

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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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究定滑轮和动滑轮各有什么作用。

3.  通过实验，探究滑轮组有什么

作用。

4.  根据实验结果，总结定滑轮与

动滑轮的不同之处，解释旗杆

和起重机中分别使用定滑轮和

滑轮组的原因。

把定滑轮和动滑轮组合起来

使用的装置叫作滑轮组。

直
接
提
起

使
用
定
滑
轮

使
用
动
滑
轮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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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制作升旗装置模型

根据定滑轮和动滑轮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滑轮和其他材料制作一个升旗

装置模型。制作前要先画出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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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轮轴的作用

轮轴

当课桌上的螺钉松动时，我们常用螺丝刀把螺钉拧紧。为什么螺丝刀能

帮助我们快速而又省力地固定螺钉呢？

科学实践

1. 认识轮轴。

（1）观察、比较几种螺丝刀，它们有什么共同

之处？

（2）观察水龙头和方向盘，它们的结构跟螺丝刀有什么相似之处？

  像螺丝刀、水龙头、方向盘这样，由一个大轮和一个同心细轴组

成的简单机械，叫作轮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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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实验，探究轮轴

作用的特点。

2. 探究轮轴的作用。

（1）通过“拧瓶子”游戏体会轮轴的作用。

实验材料

直接提起 以轮带轴

？

以轴带轮

？

    使用轮轴时，弹簧测力计的读数

有什么变化？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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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记录轮轴在生活中的应用，并分析每种轮轴的特点和用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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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斜面

许多教学楼门口的台阶旁都修有供残疾人使用的坡道，人们也喜欢在坡

道上拖运重物，这是为什么？

探究斜面的作用

1.  用测力计竖直提起一个重物，测力计的读数是多少？改沿斜面匀速拉动

重物，测力计的读数又是多少？实验现象说明什么？

科学实践

  像坡道那样，与水平面成一定角度的倾斜平面，叫作斜面。斜面

也是一种简单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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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变斜面的坡度，测力计的读数有什么变化？把我们的预测和实验结果

记录下来。

3.  根据实验结果，说一说斜面有什么作用，拉力的大小跟斜面的坡度有什么

关系。

探究螺钉的秘密

1.  为什么螺钉容易被拧进木头里？观察螺钉，看一看它的结构与斜面有什

么相似之处。

2.  用螺丝刀把螺钉拧进木头里。这个操作

应用了哪些简单机械的工作原理？

    把一张直角三角形的纸缠

绕在铅笔上。纸的斜边看上去

是不是很像螺钉的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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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调查斜面在生活中的应用

观察身边的工具和设施，哪些地方用到了斜面？它们是怎样使我们

的生活更加方便和省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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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在这个单元中，我们认识了杠杆、滑轮、轮轴、斜面等4种简单机械，通过实验发现

了它们的特点和作用，通过交流体会到它们与人类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密切关系，为将来利

用相关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打下了基础。

    动力臂大

于阻力臂；动

力小于阻力

简单机械

杠杆

动力臂等

于阻力臂；动

力等于阻力

滑轮

轮轴

斜面

以轮带轴

省力；以轴带

轮费力

省力杠杆

费力杠杆

不省力，

但可以改变

力的方向

等臂杠杆

定滑轮 既能省

力又能改变

力的方向

滑轮组

省力，但

不能改变力的

方向

动滑轮

    动力臂小

于阻力臂；动

力大于阻力

坡度越小

越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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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省力装置第五单元

工人叔叔在楼顶上施工时，需要什么样的装置把建筑材料运上

去？运用我们学过的知识，设计一个能提升重物的省力装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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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设计并制作省力装置

设计与制作

面对“设计一个能提升重物的省力装置”这样的工程任务，我们首先会

想到什么？

科学实践

1. 把建筑材料运到高处，通常使用哪些机械？调查并了解这些机械的特点。

起重机

施工升降机脚手架上的斜面

假设这个纸盒是教学楼……

    我们可以用模拟

实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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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一种能提升重物的省力装置。

3. 按照设计图选择材料和工具，制作

模 型。

4. 交流设计图和模型，说一说每种设计的优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部分跟设计图不一致。

可别忘记画设计图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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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詹天佑和“人”字形铁路的故事

按照当时的规划，连接北京和张家口两地的京张铁路要穿越层峦叠嶂、

坡陡弯多的居庸关、八达岭等地，工程非常艰巨，就连当时经验丰富的外国

铁路工程师也不敢轻易尝试。

然而，有决心、有毅力的中国铁路工作者在詹天佑的带领下，设计并建

造出了史无前例的“人”字形铁路，成功地解决了火车在地势险峻的青龙桥

附近安全爬坡的问题。

按照詹天佑的设计，火车快到青龙桥时要用两个车头——一个在前边拉，

另一个在后边推；过了青龙桥之后，再把两个车头的作用互换——原先推的

改成拉，原先拉的改成推。这样，火车就能安全地爬上陡坡了！

詹天佑（1861—1919）是我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100

多年前，他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条自主设计并建造的铁

路——京张铁路。

“人”字形铁路在当时是一项非常大胆的设计，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也

是一个不小的创举。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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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测试与改进

我们制作的装置能省力吗？怎样测量所用力的大小？

测试并改进省力装置

1. 想办法测量每个装置提升重物时的用力情况。

应该把测力计放在哪里呢？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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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一测，不用这些装置时要用

多大的力才能提起重物？

4. 动手改进我们的设计和模型。

5. 反思我们的设计与制作过程，完成一份工程设计报告。

3. 根据测试结果，分析我们的装置是否能省力，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里需要加一个滑轮。

    上层支架太高，

绳索与斜面不平行。

    降低支架高度

后，绳索与斜面平

行，省力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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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在这个单元中，我们通过想办法完成提升重物的任务，初步体验了解决工程任务的一

般过程，由此可以归纳出解决工程任务的主要环节，并用流程图的形式表示如下。

1  明确任务

2  展开调研 调查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了解相关知识

基于调研结果，制订解决方案，画出设计图

4  交流并改进解决方案 交流解决方案（包括设计图），根据评议结果进行改进

5  制作模型 根据设计图制作模型

6  测试与检验 对模型进行测试，检验设计的可行性

7  改进模型及设计图 根据测试结果，对模型及设计图进行改进

8  完成工程设计报告，并进行交流和展示

主要环节 目的

对任务进行认真分析，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和任务要求

3  制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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