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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烧水过程中的热传递

家庭中经常要烧开水，水烧开后需要保温。仔细观察烧开水和

保温的过程，我们能观察到哪些现象？能提出几个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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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壶的传热方式

1. 壶身是由金属制成的。设计实验研究金属是怎样传热的。

壶是怎样传热的

烧水时，火在壶底加热，过了一会儿，整个壶身就热了。壶身是怎样传

热的？

（1）用一段铁丝或铜丝做下列实验，观察发生的现象。

1

科学实践

  加热水平或倾斜的金属丝的一端，

有什么现象发生？加热另一端，会出现

同样的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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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蜡均匀涂抹在铁

皮上，加热铁皮的一边或中

心位置，观察发生的现象。

2. 根据实验结果说一说，哪些物体是热的良导体，哪些物体是热的不良导体。

2. 根据这些实验现象，说一说热在金属中是怎样传递的，壶是怎样传热的。

  物体由于温度差别，会发生热的传递。在给金属加热时，热沿着金属

从温度较高的部分传向温度较低的部分。这种热传递的方式叫作热传导。

比较不同材料的导热性能

1. 试一试，不同材料的导热性能一样吗？

 
  容易传导热的物体，是热的良导体；

不容易传导热的物体，是热的不良导体。

铁片

木片

玻璃片

塑料片

瓷片

 
小心！不要烫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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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生活中的热传导

冬天，用手摸金属制品比摸木制品

感觉更凉。这是为什么？

尝试用热传导知识解释下列问题。

做菜的锅、烧水的壶等，大多都是用金属材料制成的，这是为什么？

锅铲和勺子的柄大多是用橡胶、塑料、木材和陶瓷等材料做成的，这样

有什么好处？

物体之间怎样传热

温度不同的两个物体靠在一起，热会怎样传递？我们可以怎样研究这个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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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怎样热起来的

烧水时，壶将热传递给了水，壶中的水会全部变热。水是怎样热起来的？

研究水的传热方式

1. 水能像金属那样传热吗？在装有水的烧杯

中，放一些黑芝麻、木屑或纸屑等。用酒精

灯给水加热，会有什么现象发生？

2. 加热时，水不停地上下交换对流，这是为什

么？做实验进行研究。

（1）将两个分别装有热水和冷水的小塑料

袋，同时放入室温水中，会出现什么现 象？

2

科学实践

  为了便于观察，将热水染成

红色，冷水染成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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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不同温度的水混合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现象 ?

3. 根据实验现象说一说，水是怎样传递热的？

 空气如果受热不均，下面较热部分和上面较冷部分也会产生相对流

动。水和空气通过热传导传递的热很少，热对流是主要的传热方式。

  冷水在上时，抽

出塑料片，会有什么

现象？

 
  当水的温度上下分布不均匀时，下面较热的水

和上面较冷的水之间会发生循环流动，使水的温度

逐渐均匀。这种热传递的方式叫作热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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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热对流现象

尝试用热对流知识解释下列问题。

当烧瓶颈部的水被加热到沸腾时，瓶内的鱼儿依然在水中游动。这是为

什 么？

加热粥时，为什么用勺子搅拌，

粥就热得更快？

冬季，有的家庭用

暖气取暖。想一想，暖

气是怎样使整个房间变

暖的？ 

 
  ①这个实验只能由教

师演示。

  ② 实 验 时 间 不 可 过

长，以免烧裂烧瓶颈部。

  ③ 待 烧 瓶 颈 部 冷 却

后，再将鱼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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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热源传递热的方式

1. 点燃蜡烛，手向火焰侧面靠近，有什么感觉？

炉火周围的热现象

靠近燃烧的炉子时，我们会感到热。炉子发出的热是怎样传递给我们的？

2. 用温度计代替手，测一测，我们有什么发现？

3

科学实践

 
注意安全！

  火焰周围都

能感受到热。   不像是空气

热对流传递的热。

  想一想，蜡烛火焰的热是怎

样传递的？

 
发出热量的物体是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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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太阳距离我们约有14 960万千米。想一想，太

阳发出的热是怎样传递到地球上的？

 
热源可以不依靠任何物

体直接向周围“发射”热，

这种热传递的方式叫作热辐

射。而热传导、热对流是需

要通过固体、液体或气体进

行热传递的。

3. 研究有哪些因素影响蜡烛火焰传递热的效果。

（3）改变一支温度计

与蜡烛的距离，记录

它们的读数。

（2）遮挡其中一支

温度计，记录它们

的读数。

（1）在蜡烛周围相同

距离放置两支温度计，

记录它们的读数。

4. 将蜡烛火焰换成其他热源，如一杯开水，是否

会有同样的现象？

6. 生活中还有哪些热辐射现象？

10 统
编
版



利用太阳能

    人们利用太阳能将盐田中海

水里的水分蒸发，留下粗盐。

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太阳能正在不断地得到开发和利用。

想一想，太阳能还能在哪些方面得到应用？

    将太阳能聚集起来，

可以取得火种。

太阳能发电站 小型太阳能电源

为共享单车智能锁提供电能

 拓展与应用

太阳能可以通过热辐射的方

式向外界传递。虽然太阳离我们非

常远，但是我们仍能感受到太阳发

出的热。我们利用太阳能可以做许

多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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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和散热

在生产、生活中，有时需要保温，有时需要散热。说一说，家里在什么

情况下需要保温？什么情况下需要散热？

怎样保温

这个玻璃杯是双层的。

保温的材料是热的不良导体。

羽绒、棉花是蓬松的。

1. 观察生活中人们用来保温的物

品和材料，说一说，它们有什

么特点？为什么会保温？

4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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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想办法使一瓶热水的温度保持更持久。

  使冰块融化得慢一些有哪

些方法？与保温方法一样吗？

3. 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用到了保温？

  许多房屋的墙

壁有保温层，这样

做有什么好处？

  窗户上安双层玻

璃，有什么好处？

  冬天，人们为什么要

穿棉袄或羽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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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散热

1. 怎样让一杯热水快速地散热？

2. 在生活中，我们还见过哪些散热方法？这些方法为什么能帮助散热？

使用热的良导体。加快空气的流动。

增大散热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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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电子产品的散热

电子产品几乎无处不在。电子产品部件中大量使用集成电路，高温是集

成电路的大敌。高温不但会导致设备运行不稳，寿命缩短，甚至有可能使某

些部件烧毁，引起火灾。因此，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给电子产品散热，

根据需要开发研制出了各种导热材料用于散热。

导热石墨片

    导热黏结胶，有较强的黏结能力，

用于固定散热装置，并协助散热。

    导热胶垫，能够填充缝隙，同时

还起到散热、绝缘、减震等作用。

导热凝胶，能够填充不平整界面。导热凝胶凝固后，作用等同于导热胶垫。

    导热石墨片，具

有片层状结构，可以

很好地适应任何表面，

均匀散热。

    在较大的电子产品

中，还会配有电扇辅助

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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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本单元的学习是围绕用普通的烧水壶烧开水并且为水保温这个生活中看似很平常的事

情展开的。我们认识了热传递的三种方式——热传导、热对流、热辐射之后，能够对“水

是怎么烧开的”等问题进行较为科学的解释。通过比较不同材料的导热性能，我们知道了

有些材料是热的良导体，有些材料是热的不良导体。通过实验，我们还了解了生活中的一

些保温和散热的方法。

保温
阻止热传递

散热
加快热传递

热对流 热辐射热传导

热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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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后代与亲代

自然界中的植物和动物都能繁殖后

代，使它们得以世代相传。生物体的后

代（如孩子）与亲代（如父母）之间在

形态等方面有怎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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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与父母

我们经常听到周围的人说：“这孩子真像他妈妈！”“这孩子真像她爸

爸！”孩子都像自己的父母吗？在哪些方面像自己的父母？

比较一家人的相貌

1. 仔细观察、比较下面照片中孩子与他的父母、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相

貌。孩子的哪些方面像长辈？

5

科学实践

外婆 外公

小明

奶奶爷爷

妈妈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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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较自己和父母的相貌。我们有哪些相貌特征像自己的父母？

3. 列出自己和家人的性状，比较有哪些性状相似，有哪些性状存在差异。

4. 通过观察和比较，我们有什么发现？有什么思考？

 有一些稳定的相貌特征是从父母处获得的，如双眼皮或单眼皮、有酒窝或

没有酒窝等。这些特征在生物学上称为性状。同种生物不同个体间同一性状的

不同表现类型，称为相对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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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动物的后代与亲代

1. 下图中，中间鹭鸟的周围有七只鹭鸟。找一找，哪一只可能与中间

鹭鸟存在后代或亲代的关系？说一说我们的理由。

可以预测身高吗

观察爸爸与爷爷奶奶或妈妈与外公外婆，他们的身高有关系吗？我们

可以预测自己的身高吗？

2. 观察更多动物的后代与亲代，它们在毛皮颜色、躯体大小、外形和

外貌等方面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动物的后代与亲代非常相似，但也

有一些细微的不同。

20 统
编
版



比较植物的后代与亲代

1. 比较同一种类的植物，它们的整体结构和性状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植物的后代与亲代

人们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怎样解释这句话？为什么？

6

科学实践

凤
仙
花

辣
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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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图中，左边两株油菜是右边一株油菜的亲代，即右边一株油菜是左边

两株油菜的后代。比一比油菜的后代与亲代，它们的茎、叶、花在颜色、

大小、形状等方面有哪些相同之处？存在哪些差异？

3. 寻找有后代与亲代关系的植物。

比较它们的叶、花、果实等，在

颜色、大小、形状等方面，各有

什么相同之处？存在哪些差异？

4. 通过对多种植物的性状进行观察、比较，我们有什么发现？

 科学研究发现，植物的后代与亲代都非常相似，但是在性状上又有

一些差异。

樟树

亲代1 亲代2 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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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

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1822 — 1884）曾经做过长

达8年的豌豆遗传实验。他选择了花、果实与种子具有

的一些相对性状，用来研究豌豆后代与亲代的遗传规律。

例如，用红花豌豆和白花豌豆研究花色的遗传规律

时，他将这两种花色的豌豆进行杂交，收集杂交后结的

豌豆种子。第二年种植这些豌豆，当它们开花后，孟德

尔发现全部开红花。第三年他再继续种植收获的豌豆，发现有的开红花，有

的开白花。记录和分析红花和白花的数量，他发现红花与白花的数量比是3︰1。

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其他的性状，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最终，孟德尔运用数

学方法，发现了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被后人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

下图是一些孟德尔研究过的豌豆性状。图中有哪些性状？这些性状有哪

些不同？

红花高茎

饱满 圆滑 皱缩

矮茎

不饱满

白花

茎的高度 花的颜色

果实形状 种子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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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的远古动物

科学研究认为，恐龙最早出现在2亿多年前，而在距今6 500万年前全

部灭绝了。科学家们是怎样认识已经灭绝的远古动物的？

科学家怎样研究恐龙

1. 搜集资料，了解科学家是怎样研究恐龙的。

发现并记录化石

修复骨骼 装配骨骼

7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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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观察恐龙化石和地层的特点，可以推测恐龙的哪些生活习性？

3. 模拟挖掘恐龙化石，并将挖掘到的化石装配起来。

4. 根据恐龙化石的特点，尝试像科学家那样“复原”一种恐龙的样子。

    根据地层沉积的动植物等特

点，可以推测恐龙的生活环境。

    根据恐龙牙齿化石的特点，

可以推测恐龙的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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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猛犸象和亚洲象

1. 观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和从冰川中得到的猛犸象标本。说一说，猛犸象

有哪些特点？它们为什么能生活在寒冷的环境中？

2. 比较科学家复原的猛犸象与亚洲象的身体，我们有哪些发现？又产生了

哪些问题？

 科学家发现，地球上曾经生活着一种比亚洲象和非洲象更大的象——猛犸象。

 猛犸象是一种能适应寒冷气候的动物。它身上披着黑色的细密长毛，皮很

厚，具有极厚的脂肪层，厚度可达9厘米，具有极强的御寒能力。

 猛犸象和亚洲象的亲缘关系比较近，它们是在480万年前由共同的祖先进

化而来的。最后一批猛犸象大约于4 000年前灭绝。

  科学研究发现，有些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现在

已不复存在，而当今存活的有些生物与它们具有相似之处。

亚洲象复原的猛犸象

猛犸象的骨骼化石 猛犸象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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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比较现生长颈鹿和化石长颈鹿

现生长颈鹿生活在非洲的稀树草原，是现存最高的动物。现生长颈鹿最

典型的特征是细长的四肢和长长的脖子。

长颈鹿的祖先在1 500万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在漫长的时间里演化出

了庞大的长颈鹿家族。科学家们根据长颈鹿的化石复原了它们的样子。它

们的脖子不像现生长颈鹿的脖子那样长，身高不像现生长颈鹿那样高，头

上的角也是各种各样的。

比较现生长颈鹿和化石长颈鹿的身体，我们有哪些发现？根据我们的

发现，能提出哪些问题？

我们知道，后代与亲代总会有细微的不同。为什么现生长颈鹿与它的

祖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呢？

现生长颈鹿

化石长颈鹿（山西兽）的骨架和它的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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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我们有一些稳定的相貌特征叫作性状，而大部分性状来自于父母。动物在毛皮颜色、

躯体大小、外形和外貌等方面有稳定的特征，植物的叶、花、果实等在颜色、大小与形状

等方面也有稳定的特征，这些性状是从亲代获得的。在本单元，我们通过描述和比较我们

与父母、动植物的后代与亲代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发现后代的很多性状来自亲代，但

是也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人们发掘到很多古生物化石，通过观察和比较，我们能发现古

生物与当今生物的相似之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在生物代代相传的漫长过程中，后代表

现的差异越来越大，使得当今生物与古生物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细
微
不
同

生物体

后代

亲代

非
常
相
似

植物

动物

毛皮颜色

灭绝的远古

生物

存活的当今

生物

相似

之处

叶的颜色、大小、形状

花的颜色、大小、形状

果实的颜色、大小、形状

躯体大小

外形、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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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显微镜下的
生物世界

自从发明了显微镜，人类开始逐渐揭开微观世界的秘密。在我

们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里，还有很多微小的生物。让我们一起观

察显微镜下的生物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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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的微小生物

池塘里的水为什么不能直接饮用？这些水里有什么？

观察水中的微小生物

1. 取一杯自然水域（如池塘）里的水进行观察。我们有什么发现？

8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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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显微镜下观察一滴池塘里的水。

（1）了解普通光学显微镜的主要结构，学习使用显微镜。

  怎样知道显微镜

放大了多少倍？

目镜

粗准焦螺旋

细准焦螺旋
物镜

载物台

反光镜

    用一只眼睛通过目镜观察。如果看不到物像，则需要缓慢移

动载玻片，将物像移到视野中央；如果看到的物像不够明亮，则

需要转动反光镜对光；如果我们看到的物像比较模糊，则需要微

调细准焦螺旋使物像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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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作水滴装片。

（3）将装片固定在显微镜上，将水滴中央对准通光孔。

3. 在显微镜下，我们又有什么发现？

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一切难以用肉眼观察的微小生物，

统称为微生物。

滴
管

载
玻
片

盖
玻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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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列文虎克与显微镜

真正将显微镜用于科学研究的是

荷兰人列文虎克（1632 — 1723）。他磨

制透镜的水平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

人。他磨制的一个简单的单片透镜，

放大倍数竟达到了270倍。

列文虎克磨制的单片显微镜

列文虎克用自己磨制的显微

镜，发现了一个极其丰富的微小

世界，并且发现我们周围到处都

有微小生物的存在！例如，他曾

用 4 天的时间，观察了雨水中的

微小生物。他发现在一滴雨水中，

微小生物的数量要比全荷兰的人

数多许多倍……

列文虎克所描述的微小世界，引起了当时全世界的轰动。1695年出版

的《列文虎克所发现的自然界的秘密》一书是人类有史以来对微生物的首次

记载，开创了人类认识微生物的先河。

列文虎克绘制的显微镜下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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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

1. 取一小块洋葱表皮，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洋葱是我们常见的蔬菜。在显微镜下观察洋葱，会有什么发现？

  要将盖玻片从一侧接触水滴，

然后轻轻放下。否则会出现大量气泡。

 
  用小刀在洋葱鳞片内表面划出小方块，然

后用镊子撕取表皮。使用小刀时要注意安全！

显微镜下的细胞9

科学实践

取洋葱的内表皮 盖上盖玻片 染色浸入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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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显微镜下的洋葱内表皮。在显微镜下，我们看到了怎样的景象？

3. 观察更多生物体的细胞。

除病毒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生物体的基

本组成单位。

人的口腔黏膜细胞

人的血细胞

植物茎细胞

细胞核
细胞壁

霉菌菌丝和孢子

    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

是洋葱表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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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细胞模型

准备黑卡纸、几种颜色的超轻黏土和荧光笔。

左眼通过显微镜的目镜观察洋葱表皮

细胞。选中一个比较清晰的细胞，用一种

颜色的超轻黏土捏出这个细胞的轮廓，贴

在黑卡纸上。

用另一种颜色的超轻黏土捏出细胞

核的形状，放在细胞轮廓中对应的位置

上。如果看到细胞有液泡，再用其他颜

色的超轻黏土捏出液泡的形 状。

用荧光笔标出细胞各部分的名称。

 拓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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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对各种泡菜进行了研究。通过用显

微镜观察，发现泡菜变酸主要是由乳酸菌引

起 的。

泡菜是人们餐桌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开胃食品。我们吃过哪些泡菜？它们

是什么味道的？

泡菜为什么会变酸

1. 向家长了解泡菜的制作过程。

2. 原本新鲜的蔬菜，经过制作后为什么会变酸呢？

乳酸菌

多种多样的微生物10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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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微生物

1. 查阅资料，了解在生产、生活中应用了哪些微生物。

 有些微生物被人类所利用，为人类服务。如酵母菌可以发

面，用于制作馒头、面包等食物，酵母菌还可以用于酿酒。乳

酸菌可用于制作泡菜、酸奶等。微生物还可以用于制作药品，

生产疫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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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找一些致病微生物的资料，初步了解致病微生物的基本知识。

3. 认识一些大型微生物。
 蘑菇、木耳等的细胞与一大类被

称为“真菌”的微生物的细胞很相似，

因此，科学将蘑菇和木耳等也称为微

生物。

乙肝病毒模式图

长了黄曲霉的花生

蘑
菇

木
耳

 病毒是一种没有细胞结构的特

殊生物，由核酸和蛋白质外壳构

成，必需生活在其他生物的活的细

胞内。病毒个体极其微小，绝大多

数要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病

毒能引起多种疾病。能引起疾病的

细菌称为致病菌。如痢疾杆菌、炭

疽杆菌等。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细菌、病

毒等微生物的环境中。当我们的免

疫力强时，不易生病，而免疫力下

降时，就容易生病。

  食品霉变十分普遍，大多数霉

变会产生很强的毒素，造成人们食

物中毒、致病或致癌。

炭疽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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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微生物的奥秘

法国科学家巴斯德（1822 — 1895）最先揭开微生物的奥秘。

一天，一个制酒作坊的老板，心事重重地来到巴斯德的实验室，说他的

啤酒不知道什么原因变酸了。

本来香味芬芳的啤酒怎么会变酸呢？巴斯德来到制酒作坊，闻闻那些变

酸的酒，从中取些样品，又从未变酸的酒中取了样品，一起带回实验室。

他在显微镜下反复进行观察。发现在发酸的酒里有两种类型的微生物，

其中有一种细杆状的微生物随着酒味变酸逐渐增多；而另一类型的圆球状的微

生物始终没有变化。但是在没有变酸的酒里，却只能看到圆球状微生物的存在。

据此，巴斯德终于找到了啤酒变酸的原因。

巴斯德继续研究发现，只要把刚发酵完成的酒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一

定时间，就可以把能使酒变酸的微生物杀死，啤酒就可以保持浓郁香甜的味

道而不会变坏。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巴氏消毒法”。

啤酒变酸的问题解决了，人们从此意识到微生物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

后来，科学家发现，有益于酿酒的微生物是酵母菌，令酒变酸的微生物

是乳酸菌。

是什么导致啤酒变酸的？酵
母
菌

 拓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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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区的居民被隔离。小区内，穿着隔离服的人员正在对道路和周围

的物品进行消毒。这个小区内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

认识传染病

1. 搜集并整理一种或几种传染病的资料。

预防传染病11

科学实践

传染病是能在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或动物与动物之间传播

的疾病。病毒、细菌或寄生虫是引起传染病的致病元凶，它们是病原体。

传染病名称：新型冠状肺炎

症 状 表 现：主要是咳嗽、

发烧、乏力。也有一些患者伴

有鼻塞、流涕、腹泻等症状

致病微生物：新型冠状病毒

传 播 途 径：病毒在空气中被吸进体内；

病毒污染了食物，被吃进体内 

易感染人群：任何年龄都能被感染，老年

人、免疫力低的人、有基础疾病的人被感

染后病情会比较严重 

传染病名称：细菌性痢疾

症状表现：发热、怕冷、腹

泻、大便带脓血等 

致病微生物：痢疾杆菌 

传 播 途 径：痢疾杆菌污染了食物和水，

被吃进体内 

易感染人群：任何年龄被感染后都会发

病，儿童和青壮年发病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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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搜集的资料，了解不同传染病的来源。

3.  根据搜集的资料，了解不同传染病是怎样传播的。

　　新型冠状肺炎、流感、甲型肝炎、

结核病、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病等

都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新型冠状肺炎、甲型肝炎、细菌

性痢疾、霍乱以及蛔虫等寄生虫病的

病原体借粪便排出体外，污染水和食

物，人吃了以后容易得传染病。

　　蚊子可以传播疟疾、登革热等传染病，狗、猫等可以传播狂犬病。苍蝇可以

将各种病原体传播在食物上。

4. 根据搜集的资料，了解不同传

染病容易使哪些人致病。

5. 思考：传染病在人群中传播有

几个基本环节？

传染病在人群中传播，必须

具备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

群三个基本环节。

　　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和感

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没有症状表现的人，

都有可能引起新型冠状肺炎的传播。

　　手足口病、猩红热等患病儿童，

有可能将这些疾病传播给其他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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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预防传染病

只要能够控制传染病传播中的一个环节，就能有效地阻止传染病继续

传播。与同学一起讨论：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怎样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

途径和保护没有被感染的人？

 拓展与应用

得了传染病怎么办

如果确诊得了传染病，要请医生开证明，向学校请病假，并自觉隔离，

以防传染给他人。如果有流行病调查人员问询，要积极进行配合。

吃药是帮助我们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的主要方法。俗话说：“是药三

分毒。”药品使用合理，可以防治疾病；反之，不但不能治疗疾病，还会影

响身体健康，重则致残、致死。因此，我们要按照医嘱，使用对症的药品、

适当的剂量并在适当的时间使用。

得了传染病，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接受治疗。在治疗期间，要保证充

足的睡眠和休息，适当做些运动，以提高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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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科学研究需要细致观察各种现象。仅靠我们的感觉器官进行观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

科学家的观察要借助很多工具。在科学学习中，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帮助我们观察的工具。

本单元，我们就接触到了一种比较精密的观察工具——显微镜。通过显微镜，我们初窥了

微生物的世界：认识到一滴水中可以生活着许多微生物；在制作泡菜的过程离不开微生

物——乳酸菌；用显微镜观察了洋葱表皮细胞，知道了除病毒外，生物体都是由细胞组成

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微生物包围的世界，有的能为我们服务，有的会使我们生病。能使

我们生病的是病原体，要防止传染病，可以控制传染病传播的三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

显微镜的发明

微生物

微生物
的类别

致病
微生物

传染源

传播途径

易感人群

细胞

显微镜下的世界

木耳

蘑菇

酵母菌
乳酸菌病毒其他 植物 动物

观
察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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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光

我们生活在光的世

界中，因为有光才有色

彩斑斓的世界。哪些物

体能够发光 ? 光是怎样

传播的 ? 光遇到物体会

改变传播路线吗？光还

有哪些奥秘？

45统
编
版



光的传播

太阳给我们的地球带来光明。太阳发出的光是怎样传播的？

识别光源

1. 在我们身边，哪些物体自身能发光？它们哪些是自然光源？哪些是人造

光源？

2. 月球是光源吗？说一说你的理由。

自身能发光的物体是光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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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怎样传播的

1. 蜡烛燃烧发出的光是怎样传播到我们眼睛里的？将我们的想法画下来。

3. 通过实验现象思考，光是怎样传播的？

2. 做实验，研究光是怎样传播的。

    调整3张卡片的位置，当眼睛能看到蜡烛的光时，

3个小孔的位置是怎样的？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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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制作小孔成像装置

在我国典籍《墨经》中论述了一些光学的实验现象，其中包括小孔成像。

《墨经》中介绍，墨子和他的学生在一间黑暗的小屋朝阳的墙上开一个小孔，

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屋里相对的墙上就会出现一个倒立的人影。《墨经》

对此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光线如箭般直线行进，人体下部挡住直射过来的光

线，穿过小孔，成像在上边；人体上部挡住直射过来的光线，穿过小孔，成

像在下边，就成了倒立的像。

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一个小孔成像装置。下面是套筒式小孔成像装置的制

作过程。

变换景物和环境，试一试

我们的小孔成像装置。

    ② 用图钉在较小

的盒子底部中间扎一

个小孔，在盒口蒙上

半透明的纸，用橡皮

筋箍紧。

    ③ 去掉较大的盒

子的底部，如图套在较

小的盒子上，小孔成像

装置就制作完成了。

    ① 准备两个能套

在一起的盒子、一张

半透明的纸、一根橡

皮筋和一枚图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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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光的反射现象

光的反射

镜子是我们家庭生活中常用的一种物品。光遇到镜子会发生什么现象？

1. 观察一面镜子，说一说，镜子有什么特点？让光照射到镜子上，会出现

什么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被镜子反射的手

电筒的光，这是光的反射现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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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几面镜子，使光照射到“靶子”。

2. 改变照射角度，观察反射光的变化有什么特点。

 
  不能用强光照射

同学的眼睛。

    在玻璃箱中燃香，方便我们观

察到光的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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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怎样看到物体

1. 将一个物体放入有一个观察孔、一个遮光孔的箱子中。眼睛贴着观察孔

观察箱中的物体，同时控制遮光孔的打开和关闭。我们有什么发现？

2. 我们平时看到的物体，哪些是物体自身发出的光，哪些是物体反射的光？

关闭遮光孔

观察孔

打开遮光孔

  光源的光或来自物体的反射光进入人眼，对眼产生刺激并

传到大脑，人就看到了光源或该物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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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制作潜望镜

潜艇里的人是怎样看到水面上的情况的？

从水下或地下窥看水面上

或地面上的景物时，可以使用

潜望镜。潜望镜的原理主要是：

利用两面镜子，使来自物体的

光经过两次反射进入人的眼中。

寻找合适的材料，我们也可以制作一个简易潜望镜。

镜子

镜子

② 加工外壳，装镜片。

③ 组合，调试。

① 准备材料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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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彩虹

彩虹

见过天空中的彩虹吗？彩虹由哪几种颜色构成？彩虹的形成与太阳光有

关吗？

1. 哪些情况下能看到彩虹现象？

2. 在喷雾器中装水，然后背向着太阳喷雾，尝试制造彩虹。停止喷雾，还

能出现同样的现象吗？

3. 推测彩虹的形成需要什么条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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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彩虹的形成与太阳光有关。彩虹是由多种颜

色的光组成的，太阳光也是由多种颜色的光

组成的吗？我们通过实验进行研究。

研究太阳光的组成

2. 将红、绿、蓝三种色光照射在同一地方，会产生什么现象？

3. 做一个由红、绿、蓝三种颜色或其他多种颜色

构成的彩色盘。快速转动彩色盘后，看到的彩

色盘是什么颜色？还能分辨出原来的颜色吗？

4. 根据实验现象，说一说太阳光是什么样的光？

    让太阳光通过三棱镜投射在纸屏上，

慢慢转动三棱镜，我们看到了什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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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物体为什么有不同颜色

自身发光的物体，比如太阳、灯，它们的颜色与它们发出的光有关。

自身不发光的物体，它们的颜色是由反射或透过的光决定的。不同的物

体能够反射或透过光的本领不同，所以呈现的颜色不同。例如，在阳光照射

下，红色的纸反射红色的光，吸收其他颜色的光；白色的纸能反射所有颜色

的光，吸收的光很少；黑色的纸能吸收所有颜色的光，反射的光很少。

1666年，牛顿用三棱镜对太阳光进行研究，发现阳光通过三棱镜时会

发生折射，将阳光分解成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的光。

牛顿发现的光现象

想一想，世界上有没有完全不反射光的物体？如果有，这个物体能呈现

出颜色吗？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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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本单元围绕着光进行了研究。通过识别光源，我们知道，自身能发光的物体是光源，

自身不能发光的物体不是光源。例如，月球自身不能发光，我们能看到它，是因为它反射

太阳的光，所以月球不是光源。通过实验，我们还学到了很多光的知识。例如，因为有光

进入眼睛，我们才能看到物体；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光遇到物体时会反射，传播方向会

发生改变；太阳光是由不同颜色的光组成的。正因为光有多种颜色，不同颜色的光进入我

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本单元我们做了光的传播实验、反射实验和

色散实验等。我们还可以继续探索，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来做这些实验。

光源 光的颜色

小孔成像
光的
传播

潜望镜

光的
反射

阳光 单色光 彩虹

物体

反射光

物体的

颜色

光

分解 按一定顺序排列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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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我们在哪里见过太阳能热水器？在本单元中，我们将自己设计

和制作一种简易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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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热水器通过吸收太阳辐射的热来加热水，是生活中常见的利用太

阳能的技术产品。

太阳能热水器有哪些特点

1. 观察太阳能热水器的结构示意图，说一说它由哪几部分组成，各部分有

什么作用。

2. 分析太阳能热水器是如何利用太阳能的。

冷水

集热管

储水箱

出水口

入水口

热水

15

科学实践

    早期的太阳能热水器是

简单的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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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热管为什么是深色的

1. 设计实验，测试不同颜色吸收太阳能的

能力。想一想，太阳能热水器的集热管

用什么颜色更好？

2. 通过实验，发现哪种颜色吸热能力强？这对我们设计太阳能热水器有什

么启发？

集热管为什么要倾斜

阳光的直射与斜射，会影响物体的吸热效果吗？设计一个实验，检验我

们的想法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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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为什么要有反射板

一些供户外旅行使用的太阳能热水杯有反射板。

增加反射板，能提高太阳能热水器的热效率吗？我们可以继续用纸袋做

实验，比较有无反射板时，纸袋内的温度变化情况。

从外观上看，现在的太

阳能热水器似乎没有反射板

了。其实，某些太阳能热水

器在集热管内部有抛物面聚

光器，具有反射板的作用。

抛物面聚光器

水管

反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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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制作

制作简易太阳能热水器

利用太阳能将水加热，既环保又节约能源。让我们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

太阳能热水器来给水加热吧。

1. 设计一个能在15分钟内让200 mL水升温的简易太阳能热水器。讨论制作

简易太阳能热水器的方案，考虑需要用到哪些材料和工具。

200 ~ 300 mL容器

不同颜色的黏结材料 温度计/温度传感器

反光及支持材料

辅助材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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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设计方案准备材料和工

具。讨论小组分工，并合作制

作模型。

检  验

将制作好的简易太阳能热水器放在阳光下，照射 15分钟。测量并记录

照射前后水的温度。

2. 根据提供的材料单价，计算各种方案的材料成本。

3. 分析各种方案的可行性，选择一种方案。画出结构设计图，列出需要的

材料名称、规格和数量。

0
分
钟
时
的
温
度

15
分
钟
时
的
温
度

选择什么样的容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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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太阳能热水器

改进与交流

试一试，我们的太阳能热水器效果如何？

1. 我们的太阳能热水器升温快吗？还存在哪些不足？讨论如何改进它们。

2. 检测改进后的太阳能热水器，并根据测试结果再进行调整。

17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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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与交流

1. 向全班展示简易太阳能热水器的效果、材料成本和制作过程。说一说在

设计过程中运用了哪些科学原理。

2. 比一比，哪个小组改进后的简易太阳能热水器升温效果最好？哪个小组

使用的材料成本最低？哪一个小组的成本不高但升温效果也比较好？

3. 如果给简易太阳能热水器增加进水管和出水管，我们应该如何改进？

15分钟

31.5 ℃

0分钟

17.3 ℃

    这个升温效果最好。15分

钟内，上升了14.2 ℃！

    这个使用了废旧材料，

成本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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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太阳能加热产品

人们可以利用太阳能做很多事情。为了充分利用太阳能来加热，人们还

设计了很多有趣的产品。

 拓展与应用

太阳能烧烤炉

太阳能烤箱 太阳能背包烤箱

太阳能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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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太阳能热水器。通过阳光下不同颜色的吸热能力、阳

光下不同角度的吸热能力两个对比实验，我们理解了太阳能热水器为什么使用颜色深的集

热管，为什么要以一定的角度朝着太阳倾斜放置。本单元经历了一个时间较长的技术与工

程实践活动。在活动中，我们首先设计一个简易太阳能热水器，然后根据设计进行制作，

再进行测试和改进，最后进行展示和交流。在活动中，我们还考虑了成本问题，知道在技

术与工程中要控制成本，尽量制作出效果比较好、成本不太高、性价比较高的产品。

    利用反光板

或凹面镜可以更

好地吸收光能

如何获得更多的光与热

物体的
颜色

反光与
聚光阳光照

射角度

    黑色物体容

易吸热；白色物

体不容易吸热
    阳光照射物

体的角度越接近

垂直，物体的吸

热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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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循环使用

班级	 姓名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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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循环使用

班级	 姓名	 学号

义务教育教科书 科学 5年级上 封面 0610   2义务教育教科书 科学 5年级上 封面 0610   2 2020/6/10   下午2:562020/6/10   下午2:56

统
编
版



®

五年级   上册科学

KEXUE
YIWU JIAOYU JIAOKESHU

五年级

上册

科学

上
册

五
年
级

科

学

绿 色 印 刷 产 品 绿 色 印 刷 产 品 

义务教育教科书 科学 5年级上 封面 0610   1义务教育教科书 科学 5年级上 封面 0610   1 2020/6/10   下午2:562020/6/10   下午2:56

统
编
版


	34458-0-小学科学五年级上册_DJD
	34458-1-小学科学五年级上册_DJD
	科学  五年级  上册--正文-b

	34458-2-小学科学五年级上册_DJ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