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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上的“足迹”准备单元

☆☆☆活动记录

海绵凹陷程度与接触面积大小的关系实验记录表

得出结论 ☆☆☆
压力大小相同时，受力面积越大，凹陷程度越 ；受力面积

越小，凹陷程度越 。

受力面积相同时，压力越大，凹陷程度越 ；压力越小，凹陷

程度越 。

海绵凹陷程度与压力大小的关系实验记录表

我的假设

相同的条件

不同的条件

海绵和小桌子状态

不接触时高度总和

桌面与海绵接触时

桌腿与海绵接触时

我的发现

可以改进的地方

高度数值（cm） 凹陷程度（cm）

我的假设

相同的条件

不同的条件

海绵和小桌子状态

不接触时高度总和

小桌子与海绵接触时

小桌子上放砝码与海绵接触时

我的发现

可以改进的地方

高度数值（cm） 凹陷程度（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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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记录

1.写出自己看到过的“发光”的物体，想一想，它们是自己发光的吗？

探寻光的路线
1 光从哪里来

第一单元

物体名称 是否自己发光 物体名称 是否自己发光

2.我们找到了哪些光源？试着按照一定的标准给它们分类。

光源 光源

得出结论 ☆☆☆
的物体称作光源。光是一种能

量形式，光源能够把 转化成光能。

3.写出自己知道的人类历史上使用过的光源。它们都是怎样发光

的？它们有哪些相同之处？

光源名称 发光方法 能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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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记录

2 光的传播路线

得出结论 ☆☆☆
光在空气中沿 传播。行进中的光被阻挡时，就形成了阻

挡物的阴影。

☆☆☆活动记录

3 光的反射

得出结论 ☆☆☆
光在空气中沿直线传播，遇到物体时会发生 ，从而改变光

的传播方向。

实验目的

实验器材

实验方法和步骤

实验结果

光的传播路线实验方案

探究的问题

我们的假设

实验器材

实验方法和步骤

实验现象

光的反射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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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小结

试剑石 ☆☆☆

1. 有些光是光源直接发出的，如太阳光、灯光；有些光是物体反射

的，如月光。

2.光在空气中沿直线传播。

3.光在传播时遇到物体，会发生反射现象，光的传播方向会发生变

化。

4.不管是来自光源的光，还是来自物体反射的光，进入眼睛都能使

我们看到光源或该物体。

5. 太阳光穿过三棱镜后能够形成彩色光带，说明太阳光包含有不

同颜色的光。

1.尝试解释下列光现象，并把相对应的内容用线连起来。

2.说一说，生活中的哪些现象说明光是一种能量。

光沿直线传播

彩虹 小孔成像 照镜子

光的反射现象

影子

我们能看到光源 我们能看到非光源物体

现象 解释

☆☆☆

光的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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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记录

能 量
1 电磁铁

第二单元

得出结论 ☆☆☆
当电磁铁的导电线圈匝数一定时，通过电磁铁的电流越大，电磁

铁的磁性越 ；当电流一定时，电磁铁的导电线圈匝数越多，电磁铁的

磁性越 。

我的假设

实验设计

实验器材

实验步骤

实验结论

电磁铁磁性与 有关

电磁铁磁性相关因素研究计划（一）

电磁铁磁性相关因素研究计划（二）

我的假设

实验设计

实验器材

实验步骤

实验结论

电磁铁磁性与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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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记录

3 万能的电

得出结论 ☆☆☆
自然界中有多种能量表现形式。除了电能和磁能，还有 、

、 、 等。其中 是最方便使用的能量

形式之一。

万能的电调查表

用电器名称 用途 把电能转化成的能量

电能的运用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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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从哪里来

☆☆☆活动记录
各种发电方式能量转化情况汇总表

发电方式 用途 消耗的能量 产生的能量

得出结论 ☆☆☆
发电厂可以将其他形式的能量转化为 。

单元小结

试剑石

1.自然界中存在多种能量的表现形式，如声、光、热、电、磁等。

2.一种表现形式的能量可以转换为另一种表现形式，自然界中有多

种表现形式的能量转换。

☆☆☆

我们在“能量大转盘”游戏中都找到了哪些能量形式之间转换的例子？

原来的能量形式 转换成的能量形式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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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记录

昼夜交替现象模拟实验记录表

转动的地球第三单元

1 昼夜交替

得出结论 ☆☆☆
地球在不停地__________,从而形成了昼夜交替现象。地球自转一

圈刚好是___________。

我的假设

模拟实验设计图

观察到的现象

3 变化的影长

☆☆☆活动记录

光线照射角度与温度变化之间的关系实验记录表

得出结论 ☆☆☆
早上、傍晚时阳光照射角度较____,气温较____；中午时阳光照射角度____,

气温较_____。阳光照射地面_______的变化，是一天中气温变化的主要原因。

角度

90°
45°
20°

实验条件

室温

时间

1分

灯泡距测试袋的距离

2分 3分 4分

测试袋

5分 6分 7分

温度计

8分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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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记录

将通过模拟制作、上网查找等收集到的资料，用画图、文字等方式整

理在这里。

4 四季的变化

5 四季的成因

☆☆☆活动记录

地球公转与物体影长实验记录表

得出结论 ☆☆☆
冬季，正午的阳光照射角度 ，每天总的日照时间 ，因此气温 ；

夏季，正午的阳光照射角度 ，每天总的日照时间 ，因此气温 。

位置

A
B
C
D

标杆影长（厘米） 季节判断

☆☆☆活动记录

记录单

（用自制圭表观察铅笔的影长）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得出结论 ☆☆☆
地球在不停地围绕着太阳公转。由于地轴______，在地球公转一圈

的过程中，每天正午时地面上的物体影长会不断变化（也就是阳光照射

角度在不断变化），_______也随着不断变化，从而形成四季交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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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小结

1. 地球自西向东围绕地轴自转，形成了昼夜交替与天体东升西落

的现象。地球自转一圈刚好是一天。

2. 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是引起一天中气温变化的主要原因。

3.由于地轴倾斜，随着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正午时阳光照射的角

度也在有规律地变化着，从而形成了一年之中四季交替的现象。

试剑石

1.地球自转的方向是（ ）。

A.自西向东 B.自东向西 C.自北向南

2.地球自转时，地轴始终倾斜着指向（ ）。

A.正上方 B.北极星附近 C.北斗星

3.郑州市在西安市的东方，所以每天________将先看到日出。

4.（多选）四季气温变化的原因是（ ）。

A.每天正午时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

B.太阳距离地球远近的变化

C.日照时间的变化

5.判断题：

①同一天，北半球与南半球的季节是一样的。 （ ）

②月亮跟太阳一样，每天都是东升西落，这是地球自转引起的。（ ）

③一年中，春分和秋分时，太阳直射在赤道上。 （ ）

6.综合探究：

①在位置 B处时，____半球受到太阳直射，气温较______，为____
季；______半球受到太阳斜射，气温较_____，为_____季。

②再过3个月，地球将运行到____位置，北半球是_____季。

地球公转与四季的形成示意图

A

D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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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记录

食物与能量第四单元

1 我们需要食物

早餐

午餐

晚餐

食物 数量/克 能量/千卡 能量小计/千卡

一天食物能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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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健康食谱

早餐

中餐

晚餐

得出结论 ☆☆☆
人的生存和活动需要能量。能量从 中来。

2 动物的食物

☆☆☆活动记录
动物的食物调查记录表

动物 食物

动物食性分类图

以植物为食
马、 老虎、狗、

以植物和动物为食 以动物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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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论 ☆☆☆
不同的动物吃不同类型的食物来获取所需要的 。根据获取食物类

型的不同，可以将动物分为 、 和 。

单元小结

1.植物可以吸收阳光、水分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在绿色叶片中制

造其生存所需的养分。

2.不同的动物以植物或其他动物为食，动物维持生命需要消耗这些

食物从而获得能量。

3.常见植物和动物之间存在吃与被吃的链条关系。

4.保护身边多种多样的生物非常重要。

1.草、田鼠、小鸟、野兔、蛇、鹿、牛、鹰、狼等生物都生活在草原群落

里，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食物关系？画出这些生物之间的食物关

系，看看能织成一张什么样的食物网。

试剑石

2. 找一找：校园里、田野里的常见植物中，哪些是常绿植物，哪些是

落叶植物？哪些是草本植物，哪些是木本植物？哪些是开花植物，哪些

是不开花植物？哪些是水生植物，哪些是陆生植物？用自己选定的标准

给它们分一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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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方式1：

植物 植物

分类方式2：

植物 植物

分类方式3：

植物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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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记录

2 鸟和飞机

☆☆☆活动记录

机翼的升力实验记录表

我的假设

实验方案

实验现象

我的结论

大自然里的老师第五单元

1 苍耳的启示

得出结论 ☆☆☆
很多发明都可以从大自然中找到原型。研究并模仿各种生物的

、 、 等特征进行设计和发明，是常见的仿生学思路。

尼龙搭扣模型设计与制作

我的设计

实验效果

得出结论 ☆☆☆
仿生学不仅以生物的形状、功能和结构等特征为模仿对象，还需要研究

它们的 ，从而为工程技术提供更有价值的设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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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投包的仿生原型

☆☆☆活动记录

空投包项目分析表

项目需求

项目计划

项目检测

难点分析

空投包仿生原型调查记录表

原 型 安全着陆的方式

得出结论 ☆☆☆
科学家们往往并不能直接从 中找到可以仿效的解决方

案，他们首先需要 ，找到自己需要的 ，接着研究这种

动物或者植物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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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震原理研究

☆☆☆活动记录

仿生模型的防震效果实验记录表

实

验

方

案

实

验

效

果

原型：

原理：

模型：

材料：

验证：

分析：

优点： 缺点：

☆☆☆活动记录

5 我们的空投包

设计图

请在需要的材料下打“√”
塑料袋 皱纹纸 气球 纸杯

我们的设想：

借鉴的生物原型：

对模型的改进：

设计的优点：

可能存在的问题：

棉绳

仿生模型的防震效果实验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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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记录

空投包实验记录表

空投包的质量（克）

空投包的体积（立方厘米）

是否顺利着陆

拆解时间（秒）

物资是否完好

单元小结

1.很多发明都可以从大自然中找到原型。

2. 仿生学不仅以生物的形状、功能和结构等特征为模仿对象，还需

要研究它们的原理，从而为工程技术提供更有价值的设计思想。

想一想，如果要利用仿生学为老年人发明一款具有防滑功能的出行

工具，你会怎样展开你的仿生学发明？

试剑石

工程设计流程

确定问题

仿生模型测试

产品设计

产品制作

产品检测

修改完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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