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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动物第一单元

在辽阔的大自然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不同的动物不

仅身体有差异，运动方式也各有特点，如鸟在蓝天中飞翔，鱼在

水中游泳……有些动物数量庞大，有些动物则很稀少。我们是怎

样区分不同动物的？我国有哪些稀有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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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有哪些共同特征

1. 观察几种鸟，找找它们的身

体有哪些相同的部分。

科学实践

水牛和牛背鹭是两种常见的动物，它们经常出现在水田、沼泽地

等处。这两种动物有什么不同之处？

1 鸟和哺乳动物

喜鹊

鹟莺

绿头鸭鸵鸟

丹顶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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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鸟的身体表面覆盖了什么，它们有什么特征？

3. 观察不同鸟的喙和足。鸟喙和足的特征与它们的生活环境、取食方式

等有什么关系？

4.  说一说，鸟有哪些共同特征？

  鸟有翼和羽毛，多数善于飞行；它们的身体呈纺锤形，可以

降低飞行时的阻力；有角质的喙，足上有鳞片。

鸽子鹰

正羽

绒羽

鸟的羽毛

白尾海雕的喙和足

绿头鸭的喙和足啄木鸟的喙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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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察绵羊、梅花鹿的身体，并与猫、兔的身体比较，有哪些共同之处？

2. 绵羊、梅花鹿、猫和兔分别是怎样喂养后代的？

3. 说一说，绵羊、梅花鹿、猫和兔有哪些共同特征？

 

奇特的动物

有翼、能飞行是鸟的重要特征，那么能

“飞”的动物都是鸟吗？用鳃呼吸、在水中生

活是鱼的重要特征，那么生活在水中的动物

都是鱼吗？

拓展与应用

找出与猫、兔相似的动物的特征

蝙蝠

  绵羊、梅花鹿、猫和兔的身体表面都有毛，

它们都用乳汁喂养后代，属于哺乳动物。

鼯鼠

鲸

    猫的毛与鸟的

羽毛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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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物的分类

除了鸟和哺乳动物以外，我们周围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如

蜜蜂、蝉和壁虎等。不同动物的身体各有什么特征？怎样将它们分类？

怎样将动物分类

1. 观察下面的动物，找找它们的身体分别有哪些特征。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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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身体结构相似的动物分为一类，把分类结果记录下来。

  根据身体内是否有由脊椎骨所组成的脊柱，科学

家将动物分成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两大类。

鱼的骨骼 猫的骨骼

    鲤鱼和鲨鱼

都有鳃、鳍。

    蝗虫和蝴蝶的

身体都有三个部分。

3. 在上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将动物分为两类。应该怎样分？说说我们

分类的依据。
    哪些动物身体内有骨骼？

哪些动物身体内没有骨骼？

  蝗虫、蝴蝶的身体有头、胸、

腹三部分，头部有一对触角和一

对复眼，胸部有三对足。这样的

动物叫作昆虫。

头部胸部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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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认识更多类别的动物

两栖动物的皮肤裸露，一般没有鳞或甲。它们的幼体用鳃呼吸，

适于水中生活；成体主要用肺呼吸，适于陆上生活。

4. 用概念图将分类结果呈现出来。

大鲵 

青蛙

蛇和它的卵
龟

爬行动物是真正的陆生脊椎动物。

它们身体表面一般有鳞或甲，用肺呼吸。

    野生动物身上常有致病

微生物，不能食用！

蜥蜴

 
  动物分类的主要

依据是身体的外部形

态、内部结构、胚胎发

育特点等。根据这些，

可以将动物逐步分类并

命 名。

无脊椎动物

其他动物 其他动物哺乳动物鱼 鸟昆虫

脊椎动物

否 是

是否有脊柱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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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的珍稀动物

大熊猫是我国独有的珍稀动物，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除了大熊

猫，我国还有哪些珍稀动物？

认识我国的珍稀动物

1. 查阅我国珍稀动物的资料，了解一些珍稀动物的分布和生活习性等

特征。

科学实践

扬子鳄

分布：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相

连的湖泊。

白头叶猴

分布：广西南部植被繁茂的地区。

中华鲟

分布：主要分布于长江。

中华秋沙鸭

分布：在小兴安岭、长白山一带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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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自己收集的资料，向同学详细介绍一种珍稀动 物。

3. 交流讨论，人类的哪些行为会影响动物的生存？

    濒危动物——白 豚

    白   豚是我国特有的淡水鲸。它的吻部狭长，眼睛很小，背鳍是三角形

的，主要以鱼类为食。1979—1981年的科学考察发现，长江中下游的白   豚

约有400头。到1993年，只剩不足150头。如今，白   豚被列入极危动物的

名单。

    研究发现，对白   豚生存造成威

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围

湖造田、修筑大坝切断了白   豚的洄

游路线，导致它们食物匮乏。其次，

白  豚生活在繁忙的水运河道中，常

因意外致死，罪魁祸首有高速运转的

船桨、水下施工和使用非法渔具等。水污染也对白   豚的生存构成威胁。

    为保护白   豚，国家建立了专门的自然保护区与养护场，并严禁在

白   豚生活的水域使用非法渔具。但2006年，经多国科学家考察后，未发现

任何白   豚，初步认定白   豚功能性灭绝。

    砍伐森林导

致野生动物失去

营巢环境。

藏羚羊的羊绒珍贵，因此遭到疯狂盗猎。

人类修建的建筑物挤占动物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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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保护普氏原羚

普氏原羚是我国特有的哺乳动物，在西北许多地方都曾有分布。

但由于人类捕猎、环境改变等因素，普氏原羚的栖息地不断缩小，生

活的草场严重退化，生存状况不容乐观。更糟糕的是，当普氏原羚躲

避袭击时，草场上的围栏常成为它们的致命杀手。1994年考察发现，

普氏原羚的数量已不足300只，而且只在青海湖附近发现有分布。

为保护普氏原羚，青海

湖国家自然保护区成立了野

生动物救助中心，对病残普

氏原羚展开救助，并向周边

农牧民宣讲保护普氏原羚的重

要性。此外，拆除了保护区内

带刺的围栏，降低了围栏的高

度，并修建过路通道，以扩大

普氏原羚觅食与活动的区域，使不同区域的普氏原羚能相互接触，提

高繁殖力。在加强保护之后，到了2009年，普氏原羚的野外数量升

至1 500多只。

4. 为保护珍稀动物，我们能做什么？

 
    野生动物生存受威胁的等级划分

    极危是指在野外状态下动物的灭绝概率很高。濒危是指动物的野生群体数量已

降到濒临灭绝的程度，而且危险因素依然存在。易危是指动物的野生群体数量明显

下降，需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稀有是指动物自定名以来，记录的数量就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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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能够根据动物的主要特征，初步判断它们的类别。例如，

鸟有翼和羽毛，多数善于飞行；它们有角质的喙，足上有鳞片。哺乳动物的体表有毛，

用乳汁喂养后代。昆虫的身体有头、胸、腹三部分，头部一般有一对触角和一对复眼，

胸部有三对足。根据动物是否有由脊椎骨所组成的脊柱，可以将动物分为脊椎动物和无

脊椎动物两大类。

通过查阅资料和研讨，我们发现人类的一些行为会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如砍伐森

林、盗猎、修建建筑物挤占野生动物栖息地等；我们还懂得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建立

自然保护区、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措施，对保护野生动物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珍稀动物 保护措施

珍稀动物

多样的动物

无脊椎动物

爬行动物 其他动物

两栖动物

鱼

哺乳动物

鸟

脊椎动物

昆虫

动物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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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的繁殖第二单元

动物和植物生长发育成熟后，就开始繁殖后代，

它们是怎样繁殖后代的？繁殖方式有什么不同之处？

1313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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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物的繁殖

进入繁殖季节，雄孔雀会展开美丽的尾屏并起舞，开始求偶。不

同的动物繁殖后代的方式一样吗？

动物怎样繁殖后代

1. 青蛙、鸡分别是怎样繁殖后代的？找出它们繁殖过程的共同点。

2. 受精卵里的哪个部分能发育成幼体？

仔细观察鸡蛋这种卵，

说说我们的发现。

科学实践

打开

雌蛙和雄蛙 受精的卵 幼体

公鸡和母鸡 孵化受精卵 幼体

蛋白

蛋黄

胚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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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青蛙、鸡的繁殖方式相比，黄牛的繁殖方式有什么特点？

3. 黄牛是怎样繁殖后代的？哪些动物的繁殖方式与黄牛的繁殖相似？

 拓展与应用

观察鸡蛋的孵化过程

用孵化器孵蛋、用手电筒照蛋，可以观察蛋内胚胎发生的变化。

孵化前照蛋，可见蛋内均匀透明。孵化24小时后，蛋内出现一个小暗

区，这是胚盘的位置（图1）。第4天，胚胎头部增大、血管清晰，整

体形态似蜘蛛（图2）。第5 ~ 6天，出现眼点（图3）。第7天，胚胎心

脏开始跳动。第10 ~ 11天蛋内布满血管，血管逐渐变粗（图4）。第17

天蛋内能见的部分变得很少。第20天小鸡开始啄壳，不久便破壳而 出

（图5）。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青蛙、鸡的受精卵是在母体外孵化的，这种繁殖方式叫作

卵生。黄牛、绵羊等动物的受精卵是在母体内发育的，发育成

幼体后从母体中生出，这种繁殖方式叫作胎生。

公牛和母牛 产仔  哺乳

  青蛙、鸡和黄

牛繁殖后代时，都

需 要“ 父 亲 ” 和

“母亲”共同参与

形成受精卵，由受

精卵发育成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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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学实践

用种子繁殖

许多植物是靠种子繁殖后代的。种子的内部有什么？为什么能长

出新的植物体？

种子的结构

1. 观察不同植物的种子，它们有哪些不同之处？

种皮

胚芽
胚根
子叶

胚

菜豆种子 蚕豆种子

种皮

胚芽
胚根
子叶

胚

    植物的种子为什

么能长成新的植物？

2. 比较不同的种子，它们有哪些相似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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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对比实验，研究种子萌发需要的条件。

3. 观察并记录每组种子的发芽情况，说说

我们得出的结论。

    有的种子没有种

到土壤里就萌发了。
    种子萌发

需要阳光吗？

需要浇水！

1. 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与观察，推测种子萌发需要的条件。

探究种子萌发需要的条件

    将发芽的种子种

下去，继续观察。

干燥 潮湿 潮湿 水浸没

第一组 第二组

温暖处 冷藏 阳光下 遮光

第三组 第四组

怎样保证实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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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能“飞”的果实

望天树高达 40 ~ 60 米，生长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

林，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植物。它的果实奇特，外面有

翅。当果实成熟后脱落时，这些翅会使果实旋转起来，

减缓果实落下的速度，保护果实内的种子。

我们能利用身边的材料制作一个能“飞”的果实吗？

2. 许多果实和种子有特殊的结构，如蒲公英

果实上的“伞”、苍耳果实上的“钩”、呈

海绵状的莲蓬。这些结构有什么功能？

研究果实和种子的产生与传播

1. 每当植物开花时，花丛中总有昆虫采花蜜。这对植物有什么帮助？ 

望天树的果实

望天树果实模型

 
  玉米、水稻等

植物是靠风力传播

花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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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用种子怎样繁殖

    马铃薯可以直

接种到土里。

    落地生根叶上

的芽也能“种”到

土壤里吗？

根茎叶也能繁殖吗

1. 除了种子能够繁殖以外，植物的哪些部分也能繁殖？怎样用这些

部分繁殖？

科学实践

竹林里每年都会长出许多新的竹子，这些新竹子是怎样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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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甘薯、月季和落地生根的根、茎、叶繁殖，观察发生的变化。

3. 根据这些实验，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

  有些植物的根、茎

和叶脱离母体后，能生

根发芽，长成与母体一

样的新植株。这种繁殖

的方式叫作营养繁殖。

剪一段月季的茎插到潮湿土壤里将甘薯粗大的根浸泡在水里或埋在土壤里

将落地生根的叶放在潮湿土壤里

拓展与应用

植物的组织培养

将柳枝插到潮湿的土壤里，它会长成一棵柳树。那么，用植物的

一块叶或一段茎，在适当的条件下也能培育出完整的植株吗？经过近

百年的探索，科学家发明了用植物的局部组织培养新植株的技术。使

用这项技术不仅能快速、大批量地繁育植物，而且不受季节的限制。

如今，这项技术也用于拯救珍稀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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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通过探究，我们发现昆虫、鱼、鸟和两栖动物都用卵繁殖，属于卵生动物；几乎所

有哺乳动物的受精卵在母体内发育成幼体后生出，属于胎生动物。

通过科学实践活动，我们知道植物由种子萌发开始，经过幼苗生长、开花、传粉等阶

段，最终会结出果实和种子；植物依靠大量的果实及其独特的结构传播种子，扩大自己的

生存范围。我们还知道种子的结构与萌发需要的条件，以及怎样用根、茎和叶进行繁殖。

种子的传播 用叶繁殖种子的萌发 用茎繁殖种子中的胚 用根繁殖

种子繁殖 营养繁殖

动植物的繁殖

植物的繁殖

卵生 胎生

动物的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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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与冷却第三单元

生活中，我们经常用温度计测量温度。温度

计的液柱受热或遇冷时为什么会上升或下降？其

他物体受热或遇冷时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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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受热遇冷会怎样

生活中有时会见到这种现象，在壶里加满水后放到灶台上烧，水

还没有烧开，壶里的水就往外溢。这是怎么回事儿？

探究水受热遇冷的变化

科学实践

1. 准备实验用品，组装一个用于研究水受热遇冷发生变化的实验装

置。观察这个装置，它与生活中常用的哪种仪器相似？

往水里加点儿颜料！

实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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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实验装置轻轻放入热水中，观察实验装置中出现的现象。

4. 在上述实验中，玻璃管中的水位分别发生了什么变化？怎样解释这

些变化呢？

  一般情况下，水受热时体积膨胀，遇冷时体积缩小，这种变

化叫作热胀冷缩。

 
    玻璃制品易碎，实

验中要轻拿轻放！

3. 把实验装置从热水中取出，再放入冷水中。实验

装置中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热水

冷水

放在热水中的实验装置

放在冷水中的实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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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16世纪末，伽利略利用空气热胀冷缩的性质制造了一支空气温

度计。它是一根下端开口、上端呈封闭玻璃泡状的玻璃管。玻璃泡里

有空气，当温度上升或者降低时，泡中的空气就膨

胀或者收缩，而玻璃管中的水便随着下降或者上升。

空气温度计的测温效果并不理想，后人不断地

尝试改进它。有人用酒精代替水排出玻璃泡内的空

气，再用蜡迅速封住管口，并在玻璃管上标出刻度，

制成了酒精温度计。但酒精的沸点只有78 ℃，因此

不适于较高温度的测量。

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水银温度计。水银的沸点

为357 ℃，因此可以测量较高的温度。但其凝固点为-39 ℃，故不能

测比之更低的温 度。

5. 其他液体（如酒精、橙汁、酱油和食用油）受热或遇冷，也会出现

热胀冷缩的现象吗？

温度计的发明

热水 冷水

伽利略温度计的
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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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固体受热遇冷有变化吗

1. 固体也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吗？说说我们的观点和理由。

科学实践

固体也热胀冷缩吗

铁路上钢轨的连接处都有缝隙，施工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它们连接

紧密呢？

    听说固体也有热胀冷

缩的性质……

    固体的形状是确定的，

不会热胀冷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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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铜球加热或冷却，它会发生变化吗？怎样观测铜球的变化呢？

（1）在一般情况下，铜球能够通过金属环。

（2）将铜球放到酒精灯上加热。加热后的铜球能通过金属环吗？

为什 么？

（3）将热铜球放到冷水中冷却，冷却后的铜球能通过金属环吗？

先预测，再进行实验。

（4）说说我们在实验中的发现与得出的结论。

 
    不能用手触摸加热后

的铜球，以免被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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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与应用

身边的热胀冷缩现象

找一找，我们身边的哪些现象

与固体的热胀冷缩有关？

立交桥上为什么会有缝隙？

    夏季，高压电线松弛又下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煮熟的鸡蛋用冷水冲是什么道理？

3. 将铝棒、铁棒分别接入下面的实验装置中，然后用酒精灯加热。观

察出现的现象，尝试作出解释。
    现在我们能解释铁路上钢轨

之间为什么要预留缝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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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空气的热胀冷缩

加热装在袋子里的食物时，袋子为什么会鼓起来？

研究空气受热遇冷的变化

1. 将套着气球的小瓶先后放

入热水和冷水中，观察

并解释出现的现象。

科学实践

3. 根据实验现象，说说我们得

出的结论。

2. 设计更多的实验，研究空气

受热或遇冷出现的现象。

热水 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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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到蜡烛上

的热气往上升！

风是怎样形成的

2. 将手放到蜡烛火焰侧面和上方不

灼手的位置，有什么感觉？

1. 点燃纸条和纸蛇下面的蜡烛和酒

精灯，分别观察到什么现象？

 
  相传，孔明灯是诸葛亮发明

的，用来传递作战信息。孔明灯能

在空气中上升，就是利用了热空气

上升的原理。

 
    不能随处燃放孔

明灯，以防发生火灾。

3. 根据实验现象与观察发现，尝

试解释孔明灯和热气球为什么

能在空气中上升。

热气球

孔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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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与应用

气温与风向

据观测，在海滨地区，白天陆地上的气温比海面上的高；而到夜

晚，海面上的气温比陆地上的高。据此，我们能推测海滨地区白天与

夜晚的风向吗？

4. 做风的形成模拟实验，观察实验中香产

生的烟是怎样流动的。

5. 根据实验现象，我们能解释风是怎样形成的吗？

    点燃实验箱

外的香，但不点

燃箱内的蜡烛。

  点燃实验箱内的蜡烛后，蜡烛附近的空气被加热会上升，这

时实验箱外的冷空气就流进来，补充热空气上升留下的空间。于

是，空气在水平方向流动起来，就形成了风。

同时点燃香和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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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一般来说，物体都具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特例：水结冰时体积膨胀）

上升 形成风

冷空气热空气

加热与冷却

固体热胀冷缩 气体热胀冷缩

在本单元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我们先后用液体、固体和气体做实验，在充分证据的

支持下，用归纳的方法，得出了物体大都会热胀冷缩的结论，并尝试用这个结论去解释

生活中的相关现象，如温度计为什么能测量物体的温度，夏天的电线为什么比冬天的松

弛，把食物装在袋子里加热时袋子为什么会鼓起来，等等。我们还观察到热空气上升的

现象，并用模拟实验的方式，知道空气的流动是风形成的原因。

空气流动

液体热胀冷缩

统
编
版



第四单元

水是生命之源。如果地球上没有水，我们周

围多彩的世界将不会存在。关于水，我们有哪些

想研究的问题？

第四单元 地球上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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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球上的水分布在哪里

科学实践

水的分布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浩瀚的海洋，也有奔腾不息的江河。除

了海洋和河流，地球上还有哪里存在水？

1. 在地球仪或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地球上大部分的水分布

在海洋中。怎样知道海洋和陆地分别占据了地球表面多大的面积？

    在地球仪的“陆地”上

贴满橡皮泥，再将橡皮泥轻

轻揭下，拼贴到事先剪好的

纸瓣上。纸瓣的总面积等于

地球仪表面的面积。根据橡

皮泥在纸瓣上所占的面积，

说说我们得出的结论。

34 统
编
版



2. 地球陆地表面有哪些水体？说说我们知道的情况。

    将地球仪的球体向

上抛，当它落下被接住

时，观察右手拇指落在

“海洋”还是“陆地”。

至少抛接100次，统计

右手拇指落在“海洋”

与“陆地”的次数。由

此，我们能估算地表的

海陆面积比 吗？

温泉冰川

湖泊 河流

 
  在地球上，除

了海洋、湖泊、河

流和冰川中存在水，

大气中以及地表以

下也有水，如温泉

就是地下水上涌形

成的。

雨雪中的水来自哪里？

 
  据科学测算，地球表面的大部分是海洋，其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的71 %，

陆地面积约占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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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水资源

拓展与应用

地球上的水是构成生物圈最基本、最重要的环境条件之一。但地

球上可供人类利用的淡水量并不充足。如果用1 000毫升代表地球上

的总水量，那么地球上的淡水总量只有大约25毫升。其中，人类能

够利用的淡水只是江河湖泊及地下水中的一部分，水量不足3毫升。

代表地球上的总水量  

代表地球上淡水的总量

代表人类能够利用的淡水量

当前，人类的不合理行为又

使得一些水资源受到污染和破坏，

部分地区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

缺问题。

对于水资源的

利用，我们有哪些

建议？

垃圾污染水体

废水排放污染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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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结冰了

进入冬季，北方地区的河流、小溪以及池塘里的水就会结冰。水

是在什么条件下结冰的？

探究水结冰时的温度

1. 哪些方法可以使水结冰？选择一种方法让水结冰，并准备实验材料

和实验用具。

科学实践

    用水温计测

水温。

冰块能让水结冰吗？
盐有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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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水温时，要将水温计的玻

璃泡浸到水中，但不能触碰试管

的底和壁。读数时，视线要与水

温计的液面在同一水平面上。

2. 做实验，研究水在什么温度时结冰。

（1）在试管里加大约 3 毫升水，

测量水 温。

3. 交流实验现象，说一说水在结冰过程中温度和状态变化的特点。

（2）将碎冰倒入烧杯，再撒较多的食盐，

制造一个低温环境。测量食盐与冰混合后的

温度。

（3）将试管插到碎冰里，每隔1分钟观测

并记录试管内的水温和水的状态变化。

    水开始结冰后再

观测几分钟。

  水结冰时的

温度叫冰点，水

的冰点是0 ℃。

38 统
编
版



4. 比较一瓶水结冰前后的体积

变化，我们有什么发现？

 拓展与应用

我们身边的许多物质是固态的，如土壤、木材、岩石和塑料等。

在对固体进行加工时，常常需要了解它们的体积。对形状规则的固

体，如长方体，通过测量它的长、宽和高，就能计算出体积。如果遇

到形状不规则的固体，如卵石，怎样知道它们的体积呢？

怎样测固体的体积

    溢出的水的体积
就等于卵石的体积。

    在玻璃杯里加满水后，
将它移入空烧杯。

    将卵石轻轻
放入玻璃杯。

一瓶常温水  这瓶水结冰了

 
  液态的水凝固成冰以后，水微粒（水分子）的排布方式发生改变，间隙

变大，致使水结冰后体积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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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探究水沸腾时的温度

1. 组装实验装置，用水温计测量水在加热过程中的温度变化。

科学实践

水的沸腾

生活中经常需要烧开水。水是在什么温度时烧开的呢？

 
    要正确使用酒精灯。

万一酒精泼洒燃烧，要及

时用湿毛巾盖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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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燃酒精灯开始加热，每隔2分钟观察并记录水温计上的数据、烧杯

内出现的现象以及水量的变化。

3. 水沸腾后继续观测2分钟。

4. 根据记录的实验数据，画一画水从加热到沸腾的温度变化图。

5. 交流实验现象，说一说水在加热过程中温度和状态变化的特点。

  一般情况下，当水的温度升到100 ℃时，水就会沸腾。水沸

腾时的温度叫沸点，水的沸点是100 ℃。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温度传

感器及相关软件，采集、分析水在

加热过程中的温度数据。

    减少的水去

哪儿了？

    这些“白汽”

是气体还是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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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水在自然状态下有液态、气态和固态三种存在状态。水的这三种

状态能够相互转化。

江河湖海以及土壤里的水会蒸发，变成气态的水蒸气散失到空气

中。湿衣服变干也是湿衣服上的水蒸发到空气中了。加热会促使水蒸

发。一般情况下，将水加热到100 ℃时，水会沸腾。

水的三态变化

空气中的小水滴结成冰晶

湿衣服上的水会蒸发

雨水滋润着万物生长。雨滴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是水蒸气在高空

中遇冷凝结而成的。进入寒冷的冬季，当气温降到0 ℃及以下时，空

气中的水蒸气和小水滴会结成冰晶。冰和雪是固态的水。进入春季，

气温升高，冰雪又逐渐融化成液态的水，一部分也会直接变成气态的

水蒸气。

利用水的三态变化，人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例如，利用水结成的

冰保存食物、药品；利用水沸腾产生的水蒸气推动蒸汽机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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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本单元的科学实践活动丰富多彩。通过多层面的观察与探索，我们发现地球表面的海

陆比是：海洋占地球表面大约71 %的面积，陆地只占地球表面大约29 %的面积。在自然状

态下，水有液态、气态和固态三种存在状态，水的这三种状态能够相互转化。

在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地球上的总水量虽然很多，但人类能够利用的淡水总量

并不多。因此，我们应当节约用水。

沸
点
10
0 ℃

冰
点
0 ℃

冰川

结冰

河流

沸腾

湖泊
地下水

其他

地球上的水

海洋

大气水

陆地上的水体

水的状态

水体

水

（液态）

冰

（固态）
水蒸气

（气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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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第五单元

在喜庆的日子里，常常能看到社区居民敲锣打鼓的场景，他

们用锣鼓声来表达喜悦的心情。每当听到锣鼓声，我们是否想过，

声音是怎样产生与传播的？声音为什么会有强弱、高低之分？ 

第五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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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们的身边充满声音，如音乐声、汽车刹车声、物体碰撞声、谈

笑声……声音当中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感受声音

在校园与大自然里，我们会听到哪些声音？

科学实践

声音的产生

同学跑步 风吹植物的枝叶

小河的流水 鸟儿鸣叫

    还能举出更多

周围的声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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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想办法让不同的物体发声，观察它们发声时产生的现象。

3. 根据实验现象，说说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2. 怎样让正在发声的物体停止发声？

    不同物体发声时有

什么共同的现象？

    用音叉、音锤和水做发声实验。 说话时将手轻轻放到喉咙两旁。

    在鼓上放一些黄豆，敲鼓。     在锣里放一些水，敲锣。

  物体在力的

作用下，会不断

地做往复运动，

这种运动方式叫

作振动。

探究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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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是怎样发声的

 拓展与应用

    拉二胡时，将手轻轻放

到琴弦上，有什么发现？ 

弹古筝时，观察琴弦出现的现象。

    敲钢片琴时，用

手轻轻触碰琴键，有

什么感觉？ 

在音乐会上，我们听到了多种乐器发出的优美声音，这些乐器分

别是怎样发声的呢？

    吹笛子时，我们的

手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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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探究声音是怎样传播的

1. 声音的传播是否需要借助其他的物质呢？传播的方向是怎样的？说

说我们的观点。

科学实践

声音的传播 

欣赏文艺演出时，演员的歌声和乐队的伴奏声是怎样传到我们

耳里的？

    周围的什么物

质在帮助传声？    从哪个方向都

能听到鼓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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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声音的传播与空气有关吗？做一做下面的实验。

把振动的闹钟挂在玻璃钟罩内 抽出玻璃钟罩内的空气

有声音吗？

（1）在队鼓附近悬挂一

个小球，敲击鼓面，预测并

解释出现的现象。

（2）把振动的闹钟悬挂

在玻璃钟罩内，我们能听到

闹钟的铃声吗？将玻璃钟罩

内的空气抽出来，我们还能听到闹钟的铃声吗？

（3）根据以上实验，我们有什么发现？

3. 固体也能传播声音吗？轻轻敲击桌面，

观察同学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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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水里发出的声音，能传到我们的耳里吗？

5. 根据以上实验，说说声音是怎样传播的。

 

做个“土电话”

取两个纸杯，分别用作“话筒”和“听筒”；用棉线或尼龙线连

接“话筒”与“听筒”，做成“土电话”。

打“土电话”时，

声音是怎样从“话筒”

传到“听筒”的？我

们能用其他材料制作

“土电话”吗？

拓展与应用

和同学一起打这个“土电话”，我们

能从“听筒”里听到声音吗？尝试用不同

的方式打“土电话”，传递信息。

  声音能在

气体、固体和

液体中向各个

方向传播。

    将振动的发声器用袋

子密封后放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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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尺发出声音的强

弱与拨的力度有关吗？

从古筝和笛子的乐声中，我们发现不同的乐器发出的声音分别有

什么特点？

探究声音的强弱变化

1. 用不同的力度拨钢尺悬空的一端，钢尺发声时出现了哪些不同的

现 象？

科学实践

15 声音的变化

    要用力按住钢尺的另一端，

以防钢尺与桌面摩擦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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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以上实验，说说物体发出声音的强弱与什么因素有关。

探究声音的高低变化

1. 弹拨松紧不同的同一根橡皮筋，听它发出的声音，有什么发现？

2. 弹拨长度相同但粗细不同的橡皮筋，听它们发出的声音，有什么不同？

2. 用不同的力度弹拨支架上的橡皮筋，观察橡皮筋振动的幅度与发出

声音的强弱有什么关系。

用力弹拨橡皮筋时的现象

轻轻弹拨橡皮筋时的现象

拉紧的橡皮筋松弛的橡皮筋

粗橡皮筋 细橡皮筋

  物体振动时，振动的幅度越大，发出的声音就越强；振

动的幅度越小，发出的声音就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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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弹拨松紧、粗细相同但长度不同的橡皮筋，听它们发出的声音，有

什么发现？

4. 根据以上实验，说说物体发出声音的高低与什么因素有关。

  物体振动时，振动得越快，发出的声音就越高；振动得

越慢，发出的声音就越低。声音的高低也叫作音调。

认识噪声  保护听力

  优美的声音令人心情舒

畅，是乐音；杂乱的声音让

人心情烦躁，是噪声。

1. 声音的来源很多。我们喜欢听哪

些声音？不喜欢听哪些声音？

2. 调查噪声有哪些危害，人们为了

控制噪声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噪声和不正确用耳都会损害听力。说一说，我们应该怎样保护听力？

高速公路隔音板 会议厅隔音墙

在噪声环境下工作
戴防护耳罩

避免长时间戴耳机听音乐 不随便用棉签等物体掏耳朵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用耳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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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通过本单元的科学实践活动，我们发现声音是物体振动而产生的，声音可以在气体、

固体和液体中向各个方向传播，物体振动的变化会使声音的强弱、高低发生改变。我们还

了解由于给人的感受不同，声音分为乐音和噪声，日常生活中应防治噪声，保护听力。

本单元的科学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生动有趣。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经历了根据科学

问题去收集证据、利用证据来推导科学结论的探究过程。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科学、探究

科学的重要过程。

声音

物
体
振
动

振
动
变
化

借助物质向

各个方向

给人的感受

不同
传播

高低

产生

乐音

噪声

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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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乐器第四单元

在音乐会上，演奏家使用多种乐器，演奏了一首又

一首优美的乐曲，给大家带来了美的享受。让我们自己

设计、制作一种乐器，并与同学们一起演奏吧！

第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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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乐器的发声

1. 尝试让不同的乐器发声。根据乐器的发声方式，将它们分类。

科学实践

16 认识与设计乐器 

音乐教室里有多种乐器，它们分别是什么乐器？我们能用这些乐

器演奏一首乐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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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究影响不同类型乐器发声的因素。

（1）弹拨粗细不同的琴弦与松紧不同的同一根琴弦，发出的声音

有什么不同？

尝试设计一种乐器

1. 选择一种乐器，仔细观察它的各个部分是什么样的、使用了哪些

材 料。如果制作这种乐器，可以选择用什么材料？

    如果做一把吉他，

用什么来做？    能不能用气球

皮制作鼓面呢？

（2）吹奏竖笛时，按住不同数量的笛

孔，发出的声音有什么变化？

（3）敲击风铃上长短不同的管，发出

的声音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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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想让乐器发出4个音调，我们应当怎样制作？

3. 将我们的乐器设计图画下来。根据设计图，确定所需的材料及其数

量、使用什么工具，并规划制作步骤。

    做排箫的话，要

用4支管。
    如果做弦乐器，要

用4根不同的琴弦。

    我想做4个

大小不同的鼓。

我的吸管排箫设计图

材料准备与制作步骤规划

一、准备材料与工具

  1.  吸管或竹管，7个；
2.  胶带1卷、胶泥2袋、彩纸2 ~ 3张；
3.  剪刀1把。

二、制作步骤

  1.  根据排箫设计图，剪长短不同的吸管；
2.  用胶泥堵住吸管的一端，封闭空气；
3.  吹奏各支吸管，调试音高；
4.  将吸管排齐并用胶带固定，制成乐器；
5.  装饰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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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国的民族乐器

拓展与应用

马头琴

埙

镲

古筝

葫芦丝

古筝是一种古老的弦乐器。它的音域宽广、

音色优美，被称为众乐之王、东方钢琴。

葫芦丝是云南少数民族常用的吹奏

乐器，音质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埙（xūn）是我国最古老的吹

奏乐器之一，具有7 000年的历史。

早在红山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已

盛行用埙进行演奏。

马头琴因马头形的琴柄而得名。虽然它只有两根琴

弦，但琴声婉转而圆润，深受蒙古族民众的喜爱。

镲又称钹（b5），是我国传统

的打击乐器。人们经常使用锣、鼓

和镲等乐器组成锣鼓队进行表演，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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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与调试乐器

1. 根据乐器设计与制作方案，开始制作乐器吧！

科学实践

17 制作与演奏

我们能组建一个乐队，使用自制的乐器演奏一首乐曲吗？

2. 测试乐器的发音情况，对发音不准的部分进行调整。

    这支吸管音

不准，怎么办？

    这根橡皮筋

需要调紧吗？

    用胶泥将吸管

的一端封闭。 将吹口端排齐固定。

    剪7支不同长度

的吸管。

 
    使用工具剪切

时，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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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与演奏

在制作乐器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用

改进后的乐器演奏一首乐曲吧。

    调试音调

难度大。

    我的排箫需

要重新固定。

 

自制乐器展示

拓展与应用

用琴弦、金属条和饼干盒制作的吉他

用长短不同的管制作的风铃琴

用橡皮筋和木管制作的四弦琴

用竹管制作的排箫

展示并交流我们利用身边的材料制作的乐器吧！

    我来演奏一

首《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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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在本单元，通过给乐器分类、研究乐器发声的方式等活动，我们懂得了不同类型的

乐器发出不同音调的原理。在此基础上，我们自己设计并制作了一件简单的乐器，还使

用自制的乐器演奏了乐曲。

在本单元，我们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工程设计活动。在活动中，不仅按照要求设计、

制作一种乐器，还在调试、改进乐器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体验到

工程设计与制作是一个不断测试、不断改进的过程。

管乐器 打击乐器

弦乐器

乐器

·空气柱越长，音调

越低

·空气柱越短，音调

越高

·琴弦越长、越松、越

粗，音调越低

·琴弦越短、越紧、越

细，音调越高

·发声体越大或越长，

音调越低

·发声体越小或越短，

音调越高

空气柱振动

琴弦振动

发声体振动

根据乐器发声原理

设计制作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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