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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小 朋 友
的

信

亲爱的小朋友：

　　你知道馒头、面包是怎样做成的吗？橘子、苹果为什么会发霉

腐烂呢？到显微镜下去看看那不一样的世界吧！

　　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生存的形态结构和

生理特点。生活中很多物品的设计都受到了生物的启示，比如，人

们看到飞扬的蒲公英种子，就发明了降落伞。你还知道哪些呢？

　　昼夜交替，四季轮回，周而复始，这些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它

们对动植物又有哪些影响？到《地球的运动》去看看吧！

　　不起眼的螺丝、镊子、扳手、木棍……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简单机械。别看它们普通，里面可蕴含着不少科学原理

呢！就是再复杂的机器，也是由简单机械组成的。让我们一起去

了解它们。

　　地球上的人口越来越多，种粮食的地不够了怎么办？工程师们

想到了向空中要地的办法——建立体农场。你想不想拥有一个自己

的立体小菜园？赶紧动手设计并制作一个吧！等收获的那一天，你

一定会体会到莫大的快乐！

　　好了，出发吧！

 编者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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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1

显微镜下的
生命世界

牛奶因什么而变酸？

面包因什么而变软？

橘子因什么而发霉？

苹果因什么而腐烂？

……

眼睛睁得再大也难以发现，

显微镜下才能显出它们的容颜。

像小棒、像圆球、像细线……

形态各异，

何止万千。

1



1 搭 建 生 命 体 的“ 积 木 ”

　借助不同的工具观察手背皮肤和洋葱鳞片内表皮。

　　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手背皮肤和洋葱鳞

片内表皮有什么相同之处？

　　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手背皮肤和洋葱鳞

 观察手背皮肤。

 观察洋葱鳞片内表皮。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 页

2



　　这些在显微镜下像积木一样的小格子，就是组成生命体的

细胞。动物、植物等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叶表皮细胞

根尖细胞

茎细胞

肌肉细胞

骨细胞

  1665 年，英国科学家胡克用显微镜观

察软木薄片，发现上面有许多小孔，看上去

像一个个规则的小室。他把这些小孔画下

来，并把它们称为细胞。后来，随着显微镜

的不断改进和科学家的长期观察研究，证明

细胞是构成生命体的基本单位。

胡克用过的显微镜

软木细胞

胡克的发现

1 单元 显微镜下的生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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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下面的人体细胞，说说它们的形状有什么不同。　观察下面的人体细胞，说说它们的形状有什么不同。

肝脏细胞

皮肤细胞

白细胞

蛋黄 鱼卵

骨细胞

肌细胞

红细胞

神经细胞

　　大多数细胞都非常小，要借助显微镜才能看清。但有些细胞

却很大，如动物的卵黄。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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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 小 的 生 命 体

　 制作“小水塘”进行观察。

1. 在一个干净的广口瓶中加入三分之二的池塘水。

2. 把一些腐烂的和新鲜的树叶、草撕碎后放入水中，再放进一把土。

3. 把瓶子放在有阳光的窗边。3 周后，用放大镜观察水里的变化。

鼓藻

草履虫

水蚤

轮虫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2 页

　　  在 老 师 调

好的显微镜下，观

察“小水塘”的一

滴水中有什么。

钓钟虫

1 单元 显微镜下的生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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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虎克与微生物的发现

  1675 年，荷兰人列文虎克第一次发现了微生物的存在。

  列文虎克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制作放大镜和显微镜。他不但用自

制的显微镜观察研究树叶、花朵、纺织品的纤维、蜜蜂蜇人的“针”和

蚊子叮人的“嘴”，还观察了井水、雨水、污水……从中他发现了能够

游动的微生物，为人类敲开了微生物世界的大门。

列文虎克画的细菌列文虎克和他使用的显微镜

  微生物是一类非常微小的生命体，它们没有头、足、眼睛，

也没有根、茎、叶，通常要借助显微镜才能看清楚。

草履虫

显微镜下的微生物

变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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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在大自然中分布极广，空气中、水中、泥土中、动植

物的体内和体表都生活着微生物。有的微生物还能生活在其他生

物无法生存的地方，如火山、岩石里。

引起疟疾的疟原虫

酸奶中的乳酸菌

新冠病毒 痢疾杆菌 海洋中的硅藻

感冒病毒

蘑菇

木耳

皮肤上的葡萄球菌

观察下面的微生物，说说它们的形状有什么不同。

木耳

　 　 有 些 微 生 物

并不微小，如蘑

菇、木耳，把它

们归为微生物，

是因为它们的生

存方式与某些微

生物相似。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2 页

1 单元 显微镜下的生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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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 霉 与 防 霉

　　依次用放大镜和显微镜仔细观察物品上的霉。说说不

同物品上的霉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问题：馒头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发霉？

假设：馒头放置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容易发霉。

实验设计：

探究物品发霉的条件。

序号 条件 实验方法 实验结果

1 寒冷　潮湿 把装有湿馒头片的塑料袋放在冰箱里

2 温暖　潮湿   把装有湿馒头片的塑料袋放在......

3        ......                    ......

４        ......                    ...... 　　还有其他的
条件组合哟！

　　依次用放大镜和显微镜仔细观察物品上的霉。说说不

实验结论：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3 页

条件组合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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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包装

低温保存

消毒柜杀菌

空调除湿

放干燥剂

烈日暴晒

这些防霉方法的依据是什么？

1 单元 显微镜下的生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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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 生 物 的“ 功 ”与“ 过 ”

　　微生物对人类既有“功”，也有“过”。它的“功”体

现在哪里？“过”又体现在哪里？

　　微生物对人类既有“功”，也有“过”。它的“功”体

导致食物变质

生产调味品

导致感冒

制作馒头、面包

熟透的苹果
掉在地上

苹果腐烂 微生物
分解苹果

苹果变成
腐殖质

　如果没有微生物，世界会怎么样？　如果没有微生物，世界会怎么样？

导致食物变质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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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传染病由细菌或病毒引起，如新冠肺炎。传染

病会造成哪些危害？

　　  你还知道哪些消灭细菌和病毒的方法？

　　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首先发现

青霉素能杀灭一些细菌。之后，人

们又利用其他微生物生产出多种治

疗细菌性疾病的抗生素。

  将疫苗注射到人体内，使人体

产生免疫力，是预防病毒性疾病强

细菌和病毒的克星

喷洒消毒液 涂碘酒

紫外线照射高温煮沸高温煮沸 紫外线照射

喷洒消毒液 涂碘酒

  防止过量
使用抗生素。使用抗生素。

有力的科技手段。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为全球抗击疫情提供强大助力。

1 单元 显微镜下的生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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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酸奶。

　 1. 在鲜牛奶里加入 1~2 勺白

糖，加热至 60℃左右。待温度降

到 37 ℃左右，往鲜牛奶中加入 2

勺酸奶，并搅拌均匀。

　 为什么要用消毒过的容器装加热过的鲜牛奶？

  为什么要往鲜牛奶中加酸奶并保温？

　　要把自制的酸奶放入冰箱冷藏。不可吃变质的酸奶等食

物，否则会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易患肠道疾病。

在传染病流行期间，我们应该做好哪些防护措施？

　　如果得了传染
病，用什么方法请
病假比较恰当？为
什么？

　 2. 倒 进 消 毒 过 的 保 温 容 器

里，盖上盖子。保温 8~10 小时后，

酸奶就做成了。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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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元 仿　生

13

单元单元2

仿　生

蔚蓝的天空中

火箭升腾

靠什么定位

它的方向

辽阔的大海中

巨轮穿梭

为什么它能

乘风破浪

……

原来

是因为大自然

给了人类发明创造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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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物品的设计与动植物的形态结构有什么相似之处？  下面物品的设计与动植物的形态结构有什么相似之处？

5 生 物 的 启 示

　　生物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生存的形态结

构和生理特点，人们从中获得很多启示。

　　你还知道哪些
物品的设计是受了
动植物的启示？

14



　　公元 4 世纪，古希腊数学家佩波斯提出猜想：

截面呈正六边形的密铺（不留空隙，也不相互重

叠）的蜂窝巢房，是蜜蜂采用最少量的蜂蜡建成

的。这一猜想被称为“蜂窝猜想”。

　　  将 3 张A4 纸分别折成正三棱柱、正

四棱柱、正六棱柱，比较哪种形状抗压能力

最强。

　　  假设蜜蜂用正五边形建蜂

巢，结果会怎样？

研究蜂巢形状的奥秘。

蜂窝猜想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5 页

　 假如你是蜜蜂，你会选择哪种形状建蜂巢？为什么？

  你还发现哪些物体有蜂巢结构？这种设计有什么好处？

　　在同种正多边
形中，能密铺的只
有正三角形、正方
形、正六边形。
有正三角形、正方

　　  假设蜜蜂用下面3种面积相等的图形建蜂巢，计算每种图形的

内切圆直径，以及蜂巢壁的总长度，并进行排序。（单位：厘米）

1
.3

2

3

1.61

1
.8

6

4.
56

2单元 仿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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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找它们的
对应关系。

    查资料，了解人类从鸟的身上获得了哪些发明创造的启示。    查资料，了解人类从鸟的身上获得了哪些发明创造的启示。

　　人类模仿生物的结构和功能，创造出各种人造物。这些

做法逐渐发展为一门从自然中学习，进而应用到工程技术中

的学科 —— 仿生学。

人们在造船时，从鱼的身上得到了哪些启示？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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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资料，了解人类从鸟的身上获得了哪些发明创造的启示。

6 蛋 壳 与 薄 壳 结 构

观察并描述鸡蛋壳的特点。

研究蛋壳的精妙之处。

  蛋 壳 这 么
薄 ， 禁 得 住 这
样的挤压吗？

 用手能把1 枚鸡蛋握碎吗？  哪种情况的蛋壳不容易被戳破？

2单元 仿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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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线像拱桥。

　 在蛋壳上画一条线，这条线是什么形状的？

  将 4 枚鸡蛋立在桌面上（每

枚鸡蛋的上下两端用塑料瓶盖固

定），在上面放一块平板，再在

平板上逐个加放重物。

 4 枚鸡蛋能支撑多重的物体？

  外 形 为 弧 形 的 建 筑 结 构 被 称 为 拱。 你 见 过 哪 些 拱

形建筑或建筑上的拱结构？

  将 4 枚鸡蛋立在桌面上（每

枚鸡蛋的上下两端用塑料瓶盖固

定），在上面放一块平板，再在

4 枚鸡蛋能支撑多重的物体？

这条线像拱桥。

平板上逐个加放重物。

　　蛋壳为什么能承
受这么大的压力？

玉带桥 无梁殿

18



除了建筑，你还见过哪些薄壳结构的物品？

　　用2 张 A4 卡纸分别做

成平桥和拱桥的桥面，比

较两者的承重能力。

  薄薄的鸡蛋壳之所以能承受很大的压力，是因为蛋壳曲面可以看成

由无数的拱拼接而成的，能够把受到的压力分散到蛋壳的各个部分。人

们从蛋壳中得到启示，发明了薄壳结构。薄壳结构具有优越的受力性

能，且轻便省料，因此在建筑中被广泛使用。

薄 壳 结 构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6 页

　　测一测拱的承重能力。

国家大剧院 悉尼歌剧院

2单元 仿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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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 豚 与 声 呐

　　 人 们 在 水 池 里 插 上 金 属 棒 ， 海 豚 游 动 时 绝 不 会 碰

到 ； 即 使 被 蒙 上 眼 睛 ， 照 样 畅 游 无 阻 ， 还 能 准 确 捕 捉 猎

物 。 这 说 明 了 什 么 ？

　　 人 们 在 水 池 里 插 上 金 属 棒 ， 海 豚 游 动 时 绝 不 会 碰

模仿海豚用嘴巴和耳朵相配合捕捉小鱼。

小鱼！
哎！

　　1. 在一块空地上画一个大圈，4~5 人一组，一人蒙上眼睛

扮演海豚，其余同学扮演小鱼。

　　2.“ 海 豚”一 边 快 速 移 动 一 边 说“ 小 鱼”，“ 小 鱼”们 只 能

在圈内脚跟碰脚尖地移动，并且都要发声回应。

　　3.“海豚”捉到“小鱼”后，互换角色，继续游戏。

哎！
哎！

哎！

20



　　海豚在水里能够发出一种人耳听不见的声波，声波遇到物体后会

反射回来，被海豚的耳朵接收，海豚就能确定物体的形状、大小和位

置。海豚采用的这种方法叫回声定

位。根据回声定位原理，科学家发

明了声呐。现在，声呐已被广泛应

用于各种舰艇、水下作业及渔业勘

测等。

B 超、雷达的工作原理和海豚探路有什么相似之处？

　　B 超诊断仪同样利用回声定

位原理，将超声波射入人体，通

过分析体内组织产生的回声，探

测人体内部是否健康。

　　潜艇的声呐系统利用声波

对水下目标进行探测、定位、

识别等。

　 雷达则利用类似的原理进行

工作。雷达发出的电磁波遇到目

标 时 会 返 回， 从 而 测 定 目 标 位

置、速度等，为飞机导航。

海豚探路的启示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7 页

2单元 仿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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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 们 来 仿 生

模仿手臂的结构和功能。

　　  做手臂伸直和弯曲的动作，观

察肌肉、骨骼和关节是怎样配合工作的。

　　  做一只手臂模型，研究手臂是怎样工作的。

　　1. 剪两块硬纸板，其中一块是另一块的两倍宽。将宽纸板沿长边

对折，将窄纸板的一端剪圆。

　　2. 把剪圆的纸板夹在对折纸板的一侧，用铆钉连接，再把“手”

固定在对折纸板的另一侧。

　　3. 用胶带将两根等长的绳子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两块硬纸板上。

　　4. 拉动绳子，带动整个“手臂”运动。

　　  观察假

肢手臂的结构。

　　4. 拉动绳子，带动整个“手臂”运动。

22



这三种迷彩服分别在什么环境中不易被发现？

　　1. 分组给蚂蚱、蝴蝶、菜青虫、青蛙等小动物

卡片涂上颜色，并剪下来。

　　2. 选一条树丛边的小路，各组将小动物卡片沿

途放在其中。

　　3. 以正常速度走过这条小路，比一比哪个小组

做的卡片被发现得最少。

　　4. 重走一遍这条小路，你能发现更多的小动

物卡片吗？

　　  做“保护色”游戏。
  卡片可不
能被其他物体
遮盖。

2单元 仿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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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学 家 发 现， 像 蚂 蚁、 竹 节 虫 等 昆 虫 都 有

三对足，在爬行时总是以三条足为一组，以三角

形支架结构交替前行。它们可以轻

松跨过障碍物，也可以随时随地停

下来。工程师借鉴昆虫的三角步态

在稳定性、机动性等方面的优势，

设 计 并 制 造 了 六 足 仿 生 机 器 人。

这种机器人可以轻松跨越森林、沙

地、 沼 泽 等 特 殊 路 面， 能 够 从 事

工 程 勘 测、 反 恐 防 暴、 军 事 侦 察

等难度较大或具有危险性的工作。

　　观察锥形瓶与烧瓶，想一想：用普通刷子清洗它们时

会有什么不方便？

　　观察锥形瓶与烧瓶，想一想：用普通刷子清洗它们时

　　仔细观察周围的生物，思考它们能给你什么启示。试着模

仿一种生物的形态、结构或功能，设计一种产品。

　　

六足机器人

　　河鲀又叫气鼓鱼，它有

个本领：一遇到惊吓，身体

就会迅速胀大好几倍，以吓

退天敌。技术人员从中受到

启示，发明了一种像河鲀那

样形状可变的试管刷子。

河鲀的启示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8 页

又叫气鼓鱼，它有

个本领：一遇到惊吓，身体

就会迅速胀大好几倍，以吓

退天敌。技术人员从中受到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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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3

地球的运动

每个白天

都要落进黑夜

每个黑夜

都将迎来白天

昼夜之间

交错着最美的句点

日月循环

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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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昼 夜 交 替

　　古代中国人认为，太阳是住在东海上的一只三

足金乌，于是就把金乌出来时看作白天，把金乌休息

时看作夜晚。

　　一些古希腊学者认为，地球

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围绕

地球转动，这样就形成了白天和

夜晚。

　　16 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

说”——不是太阳在绕地球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

转，昼夜的变化是地球自转的结果。

　　清晨，太阳缓缓升起；傍晚，太阳慢慢落下。昼夜交

替，周而复始。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清晨，太阳缓缓升起；傍晚，太阳慢慢落下。昼夜交

古人对昼夜现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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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昼夜现象。

　　1. 在黑暗的环境中，用手电筒照射地球仪上的中国。　　　　

　　2. 观察地球仪的向光面和背光面。

　　3. 在地球仪上找一找，哪些国家和中国一样正处于白天，哪些国

家正处于夜晚。

　　1. 逆时针转动地球仪，

让 中 国 慢 慢 地 从 白 天 进 入

夜晚。

　　2. 继续转动地球仪，让

中国慢慢地从夜晚进入白天。

　　3. 在这个过程中，观察

当中国处于清晨时，哪些国

家正处于傍晚。

 模拟昼夜交替现象。

　　在地球上，被阳光照射到的地区是白天，没有被阳光照射到

的地区是夜晚；由夜晚逐渐过渡到白天的那段时间是清晨，由白

天逐渐过渡到夜晚的那段时间是傍晚。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9 页

  为什么要逆时
针转动地球仪？

单元3 地球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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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地球南北极的轴叫作地轴。地

轴是一根假想的轴，一端始终指向北极

星附近。地球像陀螺一样绕着地轴逆时

针自转，约 24 小时转一圈。

模拟地球自转。

地轴地轴地轴

　　 这 是 摄 影 爱 好 者 拍 到 的 北 极 星 及 周 围 星 星 的 运 动 轨

迹，证明了地球在慢慢自转。为什么地球上的人感觉不到地

球在转动，反而觉得是太阳、月亮和星星在移动呢？ 

　　 这 是 摄 影 爱 好 者 拍 到 的 北 极 星 及 周 围 星 星 的 运 动 轨

1. 坐在转椅上，限制左右侧视野。

2. 让同伴逆时针转动椅子。

  你发现周围物
体有什么变化？
  你发现周围物
体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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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
牛
花

合
欢
树

白天 傍晚

10 昼 夜 对 植 物 的 影 响

郁
金
香

白天

　　调查周围有哪些植物会随着昼夜交替而变化，分别在

白天、夜晚给它们拍张照片。

　　调查周围有哪些植物会随着昼夜交替而变化

　　在自然界中，有些花和叶子白天张开，夜晚收拢；有些花和

叶子夜晚张开，白天收拢。

傍晚

子夜 凌晨 4 点 上午 10 点

太阳花 夜来香

单元3 地球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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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周围植物的开花时间。

 根据下面植物的开花时间编制一个花钟。

　　开花植物不仅有一定的花期，有的花还会在一天中的固定时间开

放 或 闭 合。200 多 年 前， 瑞 典 生

物学家林奈根据这一现象编排出

一个富有情趣的“花钟”：他把

在不同时间开放的花，顺次排列

在钟面形的花坛上，什么花刚开

放，就大致为几点钟。

  直到现在，欧洲人仍喜欢以

钟的形式来装饰花坛。

开花时间 植物名称 开花时间 植物名称

       凌晨
（3:00--6:00）

蛇麻花
牵牛花
蔷薇花
猫儿菊

          下午
（13:00--18:00）

 万寿菊
 晚香玉
 月见草

 香水百合

       上午
（7:00--12:00）

  　芍药花　睡 莲
  　山柳菊　大豆花
  　午时花　半支莲
  　酢浆草　郁金香

          晚上
（19:00--24:00）

 丝瓜花
 夜来香
 昙 花
 紫茉莉

  选 一 种 夜 晚 开 放 的

花， 观 察 并 记 录 它 的 开

花过程。

  选 一 种 夜 晚 开 放 的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0 页

林奈花钟

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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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昼 夜 对 动 物 的 影 响

　　 有些动物白天活动，夜晚休息；有些动物白天休息，夜晚

活动。你知道下面这些动物的“作息时间”吗？

蜜蜂
蝙蝠

刺猬 狗

蝴蝶

蛾子

猫头鹰 公鸡

　　蜜蜂和蝙蝠会
相遇吗？为什么？

单元3 地球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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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 们 周 围 生 活 着 各 种 各 样 的 小 动 物， 让 我 们 想

办法了解一下它们在夜晚会干什么。

　　  了解夜行性动物有哪些适应夜

间活动的特殊本领，为它们做张卡片。

　　

办法了解一下它们在夜晚会干什么。

　　撒点石灰，观察
留下了哪些小动物的
脚印。

蝙蝠

黄鼠狼 萤火虫

蚊子

请不要伤害小动物。

　　架上摄像机，记录
有哪些小动物来过。

猫头鹰的特殊本领　

　　它的视觉敏锐，

能够察觉极微弱的光

亮；它的听觉灵敏，

能够准确分辨声源的

方位；它飞行时几乎

没有声音，不容易被

发觉。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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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有些植物白天开花，夜晚闭合？为什么有些动物白天活

动，夜晚休息？这都是由生物体内的生物钟所控制的。科学家经过一

系列的研究，发现了生物钟的奥秘。他们找到了数对对人起作用的基

因，这些基因通过指挥人的内分泌系统，调节人的生理活动，使我们

的身体与一天中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相适应。

　　为什么有些植物白天开花，夜晚闭合？为什么有些动物白天活

　　查资料，了解人为改变白天和黑夜的长短，生物的生理习性

是否会发生变化。

  减少

光照时间

可以使菊

花提前开

放吗？

  延 长

光照时间

可以增加

母鸡的产

蛋量吗？

人的生物钟

早上 6：00  ~ 7：00

适合记忆性学习、工作

早上 6：00  ~ 7：00

适合记忆性学习、工作
晚上 10：00

睡觉

下午 4：00  ~ 6：00

适合锻炼

中午 12：00 至下午 1：00

吃午餐、休息

生物钟的奥秘

　　

　　有规律的作息
有益于人的健康。

上午 10：00  ~ 11：00

工作、学习效率最高

单元3 地球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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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四 季 循 环

　　每个地方，一年四季中的气温、降水、昼夜长短、太阳高度

角的变化，都有一定的规律。

云南省昆明市月平均气温和降水图
北京市日出、日落和昼长时间表

日期 日出 日落 昼长时间

　　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现象周而复始地出现？这些因素

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2 页

　　你还知道
哪些现象具有
季节性变化？

台湾省嘉义县正午太阳高度角变化图

太阳高度角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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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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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降水量/ 毫米
气温 降水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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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0

2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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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球倾斜与直射、斜射的关系。

　　太阳直射和斜射与地球上的温度变化有什么关系？ 

　　由于地轴倾斜，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时，各地每天的正午

太阳高度角各不相同。太阳高度角大时，单位面积接收到的太阳

辐射就多，反之就少，因而形成了四季。

　　1. 用一个皮球代表地球，在两端各粘一根牙签，代表地轴，再在“地

球”的“赤道”和“北半球”上各粘一根牙签。

　　2. 在桌子上点亮一个灯泡代表太阳，先让“地球”直立着绕“太阳”

转动一圈，再让“地球”倾斜着绕“太阳”转动一圈，观察“赤道”和

“北半球”上牙签影长的情况。

　　太阳直射和斜射与地球上的温度变化有什么关系？ 

　　  研究直射、斜射对温度的影响。

　　1. 将温度计分别插入两个信

封里。

　　2. 一个信封竖放，另一个信

封平放，用强光照射两个信封。

　　3. 观察相同时间内两支温度

计的读数有什么不同。

地轴
地轴

牙签

牙签

牙签

牙签赤道

赤道

单元3 地球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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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昼和极夜是地球两极地区奇特的自然现象。在一年中的某段时

间，白天越来越长，直至太阳全天不落下，即全天24 小时都是白天，

这种现象叫作极昼；而在一年中的另一段时间，夜晚变得越来越长，直

至太阳不再升起，即全天24 小时都是夜晚，这种现象叫作极夜。

　　南极地区和北极地区，极昼和极夜情况是相反的：当北极地区出现

极昼时，南极地区就出现极夜；反之也一样。

　　极昼和极夜是地球两极地区奇特的自然现象。在一年中的某段时　　极昼和极夜是地球两极地区奇特的自然现象。在一年中的某段时

　　地球绕着太阳逆时针转动，就是地球的公转，地球公转一周

的时间为一年。地球在公转的同时还绕地轴自转，地球自转一周

的时间为一天。

　 在 教 室 或 校 园

里， 模 拟 地 球 的 自

转和公转。

　 在 教 室 或 校 园

极昼和极夜

　　下面两种运动形式，哪种类似于地球的公转？哪种类

似于地球的自转？ 

　　下面两种运动形式，哪种类似于地球的公转？哪种类

36



单元单元4

简单机械

要学机械啦？

啊，不会吧！

光听名字脑壳儿就大！

越想呀

越觉得复杂！

哈哈……

机械哪有那么可怕！

没看到“简单”二字吗？

撬重物、拧螺丝、升国旗

……

揭开其中奥秘，

你就

不简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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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撬 重 物 的 窍 门

下面两种抬起重物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像这种用来撬动重物的装置叫作杠杆，它

包括一个支点和一根能绕支点转动的硬棒。

支点

包括一个支点和一根能绕支点转动的硬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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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平衡尺研究杠杆。　 用平衡尺研究杠杆。

这些杠杆类工具中，哪些是省力的？哪些是费力的？

费力杠杆不省力，为什么还要用它？

　　为什么有不
省力的杠杆？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3 页

问题：平衡尺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保持平衡？

实验设计：

1. 调节平衡尺，使其在水平位置平衡。

2. 在支点左侧 10 厘米处挂两个相同的钩码。

3.  分别在支点右侧 5 厘米、10 厘米、20 厘米处挂

 钩码，观察需要多少个钩码才能使平衡尺平衡。

4.  将左侧的钩码移到 15 厘米处，在右侧怎么挂钩

 码才能使平衡尺平衡？

钩码 支点左侧 支点右侧

位置/厘米 10 5 10 20

数量/个 2

？

实验结论：                                                             

3.  分别在支点右侧 5 厘米、10 厘米、20 厘米处挂

 钩码，观察需要多少个钩码才能使平衡尺平衡。

4.  将左侧的钩码移到 15 厘米处，在右侧怎么挂钩

？

　　你找到
杠杆省力的
秘密了吗？

实验记录：

4单元 简单机械

39



　　动手做一杆小秤。

　　  成人坐在哪里，跷跷板另一端的小朋友才能翘起他？

　　公元前 3 世纪，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在前人使用吊杆和撬棍的经

验 的 基 础 上， 提 出 了 杠 杆 原 理。 据 此

原理，他完成 了 一 系 列 发 明 创 造。 如

投石器，可以将各种飞弹和巨石投得

很远，在城市防御战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为了说明杠杆原理的威力，阿基米

德曾经说过：“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就

能推动地球。”

秤杆

秤盘

秤砣

提纽 秤星

阿基米德与杠杆

　　你知道小杆秤
称重物的原理吗？

　　动手做一杆小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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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拧 螺 丝 的 学 问

 比较用两种螺丝刀拧螺丝时的用力情况。

　　像螺丝刀、汽车方向盘这样，轮和轴固定在一起，轮转动时

轴也跟着转动的装置叫作轮轴。

找一找，这些物品中哪一部分是轮，哪一部分是轴。

门把手 水龙头削笔器

轮

轮
轴

轴

4单元 简单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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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轮轴平衡时，在轴和轮上所挂钩码的个数相同吗？

 换更大的轮后，所挂钩码的个数有变化吗？

 想一想：是在轮上用力省力，还是在轴上用力省力？

 研究轮轴在什么情况下更省力。

　　1. 在轴上挂一定数量的钩码。

　　2. 观察在轮上挂多少个钩码，

才能使轮轴平衡。

　　3. 保持轴上钩码个数不变，换

更大的轮，重复实验步骤 2。

　　内六角扳手也是一种轮轴工具。在拧内六角螺丝时，

怎样做更省力？为什么？

　　内六角扳手也是一种轮轴工具。在拧内六角螺丝时，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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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用 下图中的各种用具时，哪些是在轮上用力？哪

些是在轴上用力？

　　  举例说明在轴上用力的轮轴有什么好处。

　　在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中，记载了我国古

代使用轮轴的许多发明创造，如筒车、辘轳（lù lu）、飏（yáng）
扇、翻车等工具，这些发明创造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劳动的效率。

直到现在，有些工具仍然在使用。

　　在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中，记载了我国古

筒车 辘轳 飏扇

轮轴的用途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4 页

4单元 简单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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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升 旗 的 方 法

　　为什么向下拉绳子就能轻松

地把国旗升上去？

　　 仔 细 观 察 滑 轮， 说 说 它 的 结 构 以 及 各 部 分 所 起

的作用。

　　

　　为什么向下拉绳子就能轻松

轮子上有槽。 　　绳子套在轮子
的槽里，才不会滑
出来。

轮子上有槽。 　　绳子套在轮子
的槽里，才不会滑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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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两种使用滑轮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用定滑轮和动滑轮分别提升同一个物体，用力的方向

一样吗？用力的大小一样吗？

　　用定滑轮和动滑轮分别提升同一个物体，用力的方向

组装定滑轮和动滑轮，研究用它们提升物体时是否省力。

　　如果滑轮工作时只是转动，位置固定不变，这样的滑轮叫作定

滑轮。如果滑轮随着被拉的物体一起移动位置，这样的滑轮叫作动

滑轮。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5 页

4单元 简单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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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斜 坡 的 启 示

　　搬自行车上台阶，把重物搬上卡车，都比较费力。你

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搬自行车上台阶，把重物搬上卡车，都比较费力。你

　　你能从这幅图
中得到启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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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搭在车厢与地面之间的长硬

板这样，与地面有一定的夹角（坡

度）的面，叫作斜面。它能帮助人

们抬升重物，减轻劳动强度。

问题：斜面坡度大小会影响拉小车的力吗？

实验设计：

1. 搭好实验装置。

2. 先测出直接提升小车需要的力，再测出沿斜面拉小车的力。

3. 改变斜面坡度，测出沿不同坡度拉小车的力。

实验记录：

斜面坡度
（书的本数）

1 2 3 4 5 6

拉小车的
力/牛

实验结论：                             

　 研究拉小车的力与斜面坡度大小的关系。　 研究拉小车的力与斜面坡度大小的关系。　 研究拉小车的力与斜面坡度大小的关系。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6 页

4单元 简单机械

47



　　 将一张三角形的纸绕在一支铅笔上，很像螺丝的螺

纹。螺丝上的螺旋与斜面有什么关系？

　　

　　  如 果 有 这 样 两 条 上

山 的 路， 你 会 选 哪 一 条？ 用

你学到的知识解释原因。

　　你能说出车把、
车闸、脚踏板等部分
的作用吗？

　　杠杆、轮轴、滑轮、斜面等装置构造简单，既能

减轻人们的劳动强度，又能提高工作效率，被称为简

单机械。

　　自行车是一种既轻便又环保的交通工具。找一找：自

行车上用到了哪些简单机械？

　　螺旋其实也是
斜面的一种应用。

　　自行车是一种既轻便又环保的交通工具。找一找：自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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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体 小 菜 园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测，2050 年世界总人口将达

到97 亿。经测算，想要养活这么多人口，全球粮食产量必须

提 高70%。 问 题 是， 地 球 上 可 供 开 垦 的 土 地 已 经 快 没 有 了，

如 何 解 决 如 此 庞 大 的 人 口 的 吃 饭 问 题 呢？ 工 程 师 们 想 到 了 建

造立体农场的办法。

了解需求A

　　 立 体 农 场 是 一 种 新 型 的 农

业 生 产 模 式， 就 是 将 农 作 物 种

植 在 多 层 或 高 层 建 筑 中， 以 实

现少用地、多生产的目的。

STEM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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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农场有哪些优势？有哪些劣势？

   立 体 农 场 的 技 术 是 否 可 以 迁 移 到 建 造 阳 台 立 体 小

菜园中？

　　 某 公 寓 的 阳 台 如 图 所 示。 该 公 寓 的 住 户 多 为 典 型 的 三 口

之家。一些住户希望有人能帮他们在阳台上建造一个立体小菜

园，至 少 能 让 他 们 每 周 吃 上 两 次 小 菜 园 供 应 的 汤 菜， 且 不 重

样。希望能在两周内完成。最好利用废旧材料进行建造。

   

　　可以先把问题变成
任务，再进行分工。

序号 问题清单

1 种什么菜？

2 一共需要种多少？

3 用什么容器来种？

4 怎么实现立体种植？

5 怎么计算汤菜的量？

…… ……

高282 cm
宽130 cm

长372 cm

明确问题B

　　 如 果 要 建 造 一 个

立 体 小 菜 园， 需 要 考

虑哪些问题？

　　 把 建 造 立 体 小 菜

园 的 任 务、 要 求 及 问

题 清 单 写 在 学 生 活 动

手册第 17 页上。

任务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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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更多的资料，选择适合的蔬菜。

　　 营 养 价 值 高， 生

长速度快，从播种到

收 获 仅 需 约 30 天，

非常适合密植。

　　 口 感 脆 爽， 生 长

速度快，从播种到收

获只需要 30 天左右，

种植方便。

　　 生 长 周 期 短， 从

播种到收获仅需 25 天

左 右， 适 合 密 植， 单

位面积产量高。

适合在阳台种植的蔬菜

  尽量选择能同
时满足多个要求的
蔬菜来种植。

　　把蔬菜种类和数量写在学生活动手册第 17 页上。

小叶茼蒿 樱桃萝卜 鸡毛菜

要求：

蔬菜种类：

适合做汤菜 种植难度低 生长周期短

菠菜

蒜

生菜

丝瓜

菊花脑

番茄

前期研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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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合阳台种植的土壤

　　  直接购买培养土

　　可以去市场上购买配置好的培养

土。这种土的保水性、透水性和通气性

都比较好，而且酸碱度适中。

　　  自己配制培养土

　　可以先在家附近的花园挖一些土，

再到市场上买一些腐殖土，将两种土按

2∶1 的比例混合配制。腐殖土具有丰富

的营养，一般不含病菌和虫卵，肥力较好，

与普通土壤混合配制后的培养土适合大

多数蔬菜的种植。

参考这些资料，提出自己在栽培技术方面的构想。

前期研究C

　　也可以考
虑用水培技术
种植。

　　无论配制什么土壤，都要达

到以下标准：

　　1. 疏松；

　　2. 透气及排水性良好；

　　3. 没有病菌和虫卵；

　　4. 没有草根等杂物；

　　5.经过日光暴晒或蒸汽消毒。

好土壤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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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农场和立体小菜园案例

根据这些资料，试着提出自己在容器、支架方面的构想。

前期研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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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广益，讨论立体小菜园的设计方案。

 对照要求，选择最佳方案，画出设计图。

把你的设计图画在学生活动手册第 18 页上。

设计方案D

　　 还 要 选 择
合适的容器。

　　 架 子 的 尺
寸 要 根 据 阳 台
大小确定。

　　 设 计 一 个
三层的支架好
不好呢？

大小确定。
三层的支架好
不好呢？

塑料花盆

种菊花脑

10 cm

75 cm

22 cm

14 cm

78 cm
种鸡毛菜

　　为了满足要求，
我认为需要做两个
这样的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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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设计方案，在校园里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建造

立体小菜园。

　　 与 设 计 方 案 相 比， 在 实 际 建 造 立 体 小 菜 园 的 过 程

中，你们做了哪些修改？为什么要做这些修改？

　　  如何做好立体小菜园的日常管理？

　　按照设计方案，在校园里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建造

　　

制作改进E

　　你也可以选择
先制作一个立体小
菜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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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要求，评价自己建造的立体小菜园。

　　  交流成果、经验，互相进行评价。

　　  如 果 再 有 一 次 设 计、 建 造 立 体 小 菜 园 的 机 会， 你

会怎么做？

把你的评价和反思记录在学生活动手册第 18 页上。

对自己的立体小菜园 对他人的立体小菜园

1. 立体小菜园的特点是什么。
1. 评价立体小菜园的设计方

案和建造工艺。

2. 在讨论过程中是如何不断
改进设计方案的。

2. 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3. 在建造过程中遇到了哪些
困难，是如何解决的。

3. 有哪些好的建议。

...... ......

要求 评价结果

1. 采用立体种植方式。 ☆ ☆ ☆ ☆ ☆

2. 种植适合做汤的蔬菜。 ☆ ☆ ☆ ☆ ☆

3. 每周至少能提供两餐的汤菜。 ☆ ☆ ☆ ☆ ☆

评价反思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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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学习

像 科 学 家 那 样 ……

　　科学著作将科学家的

研究成果流传后世。

　　学术资源网站收录了海量的

研究成果。

　　如今，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

通过科学杂志更快地向全世界发布。

　　科学家通过一些学术会议交流

他们的研究。

　　 科 学 家 要 把 自 己 研 究 的 过 程、 结 果 以 及 取 得 的 证 据， 通

过 报 告、 论 文、 著 作 等 形 式 发 表 出 来， 与 他 人 分 享 成 果 或 让

他 人 做 重 复 性 实 验 进 行 验 证。 当 科 学 家 的 研 究 被 认 可 之 后，

他的研究成果就会成为被人们接受的公共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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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告诉
我们……

提出问题 作出假设 

提 出 问 题 时 ——

● 无 法 通 过 观 察 和 实 验 直 接 研 究 的
问 题 ， 还 可 以 通 过 查 阅 资 料 找 到
答案。比如，全球气候是否变暖？
近 三 十 年 来 长 江 鱼 类 生 态 情 况 是
怎样的？

　　七月底或八月初，是
观赏萤火虫的最佳季节。
　　

　　如果萤火虫的生活
环境发生了变化，就会
影响它们的生存。

　　可能是萤火虫
的食物变少了。

　　人类的活动是
否会影响萤火虫的
生存？

　　是现在萤
火虫的数量减
少了吗？

　　爸爸妈妈说，他们小
时候经常能见到萤火虫。
为什么现在很难见到了？

　　也可以研
究其他昆虫的
生态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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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考 虑 去 哪 里 查 阅 比 较 权

威的文献。来自专业杂志或

专业机构的网站、学术期刊

网等处的文献更为可信。

尽 可 能 用 研 究 者 发 布 的 第

一手资料。

查 阅 文 献 时 ——

● 

● 
网等处的文献更为可信。

尽 可 能 用 研 究 者 发 布 的 第

一手资料。
● 

查阅文献 设计方案

研究问题：

　　野外萤火虫减少或消失的原因是什么？

研究方法：

　　通过图书馆、网络查阅文献资料。

研究内容：

　　1. 了解萤火虫的种类和生存条件。

　　2. 研究萤火虫聚集地的环境特点。

　　3. 研究萤火虫生存环境被破坏的情况。

　　……

研究计划：……

注意事项：……

研究计划书

　　先要知道我们
这里生活的萤火虫
是什么类型的。

　　找一些科学家
研究的资料，看看
他们是怎么说的。

　　有哪些环境因素
会 影 响 萤 火 虫 的 生
存？现在的环境跟以
前比有什么变化？

作 出 假 设 时 ——

● 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可
能会有不同的假设。要想得
出被认可的结论，需要进一
步寻找支持结论的证据。

59



面积 / 万公顷

湖泊 河流 坑塘
水库

人工
水渠

建设
用地

其他
用地

1982 年
2012 年

用地
沼泽 水稻田

8

6

4

2

0

数量/只 数量/只 

2 月 6 月4 月 8 月3 月 7 月5 月 9 月 2015 年

1050

900

750

600

450

300

150

0

搜 集 证 据 时 ——

要区分观点和证据的不同。

当一些文献资料相互间的观

点或证据不一致时，要进行

区分辨别。运用交叉考证的

方法，有助于提高证据的可

信度。

面积 / 万公顷

1982 年1982 年
2012 年2012 年

8

6

信度。

搜集证据 处理信息 

要对文献资料中获取的文字、图片、数字等信息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用概念图、统计图表等方式整理信息。图表包括表格、柱状图、饼图、折线图等。

处 理 信 息 时 ——

 某网站活体萤火虫成交统计图

 动物种群减

 少原因分析

 某地区常见萤火虫情况表

● 
● 

● ● 

种类

陆生型

水生型

名称

胸窗萤

条背萤

雷氏萤

栖息地

卵
落叶间或
小草上

浮萍
背面

苔藓等植
物上

幼虫
陆地
土壤

水里

水里

蛹
陆地
土壤

陆地
土壤

陆地
土壤

成虫
中等海拔山区
湿度高的地方

池塘、湖泊边

池塘、湖泊边

孵化
时间

5 月

8 月

8-9 月

成虫
时间

10 月

6-8 月

4-8 月

交配期

10 月

7 月中旬

4-8 月

食物

蜗牛

淡水螺

淡水螺、
动物尸体

 某郊区近 30 年来水域、土地变化统计图

气候变化 7%

物种入侵 5%

污染 5%

疾病 2%

　　在农作物生

产中大量使用化

肥和农药，破坏

了萤火虫生存的

水土环境。

　　文献中说，
近十几年来，我
们这里的河道消
失了20多条，全
长超过 15 千米。

 专家的观点和意见

 能够说明事实的文字、数据

 照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专家在新闻访
谈节目中说，我们
这里主要有 3 种萤
火虫，它们的生存
条件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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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通 过 分 析 家乡自然 环 境
的变化 ，我 认 为萤 火 虫减 少 的
主要原因是……

　 　 4 .影响萤火虫生 存

的主要因素分析。

人为因素

农业生产

城市开发

其他原因

自然因素 气候干旱

影响萤火虫
生存的因素

● 

● 

得 出 结 论 时 ——

要结合证据进行比较、分析，
通过归纳、概括、推理等方
法得出研究的结论。
要检视证据能否支持假设，
无论证据与假设是否一致，
都要坚持实事求是。

　 　 1 . 通 过 分 析 家乡自然 环 境

无论证据与假设是否一致，
都要坚持实事求是。

得出结论 分享交流

可以用撰写小论文或结合 PPT

演讲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研究

成果。

他人分享成果时要认真倾听，

并从证据的可靠性和充足性、

推理的逻辑性等方面提出质

疑，作出评价。

分享 交 流 时 ——

 进一步完善研究的过程和结果

   如果 报告里
还 有 …… 就 更
好了。

● 

● 

进一步完善研究的过程和结果

　　我觉得还应
该再去查查… …
看上面怎么说的。

　 　 2 . 近些 年有些 地 方的萤火虫变

多了，我认 为主要 是因为……

　 　 3 .通 过 对生物 种 群减少的
原因分析，我认为萤火虫的减少
也与……有关。

 将自己的研究报

告和其他同学的

进行比较

 办一个研究成果展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9、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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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阅读

科 技 发 展 历 程

　　1903年12月17

日，美国莱特兄弟制

造的第一架双翼飞机

“飞行者”1号试飞

成 功 ， 飞 机 留 空 时

间12秒，飞行距离36

米。这是世界上第一

架有动力的飞机。

  1907年7月4日，

美国化学家贝克兰注

册 了 塑 料 的 发 明 专

利，标志着人类所制

造的第一种全合成材

料正式诞生。如今，

塑料已经广泛应用在工

农业生产、日常生活、

国防科研等方方面面，

它的发明被认为是20世

纪的“炼金术”。 

5

　　1925年，英国工

程师贝尔德发明了第

一 台 机 械 式 扫 描 电

视，两年后又完成了

第一次跨越太平洋的

电视转播。看电视让

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了

解 全 世 界 发 生 的 事

情，成为最受欢迎的

休闲娱乐方式之一。

情，成为最受欢迎的

休闲娱乐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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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英国细菌

学家弗莱明发现青霉菌

产生的青霉素能杀死葡

萄球菌。青霉素作为第

一种抗生素在临床上使

用，拯救了无数人的生

命，同时开启了多种抗

生素的研究之旅。

　　20世纪上半叶，一

些科学家发现原子核在

裂变时会释放出巨大的

能量。对于核裂变的利

用，最有名的就是原子

弹的发明。1942年，世

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建

成；1954年，人类开始用

核反应堆来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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