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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小 朋 友
的

信

亲爱的小朋友：

　　你知道雨后的彩虹是怎么形成的吗？通过自己制造一道彩虹，

你就能明白啦！那么，眼睛又是怎样看到物体的？这个问题看似简

单，人类却探索了很长时间呢！

　　你观察过家里空调和暖气片的安装位置吗？这里面可是有学问

的哟！夏天为什么要穿浅色的衣服？冬天为什么要用塑料薄膜把树

干包起来？到《热传递》里去寻找答案吧！

　　地球上有陆地和海洋，陆地上有高山、平原、盆地……是什么力

量让地球的表面千姿百态？火山喷发和地震也与此有关吗？河流、溶洞

的形成又是怎么一回事？让《地球的表面和内部》为你揭开谜底吧！

　　在大自然中，云、雾、露、霜、雨、雪是怎样形成的？它们都

是“一家”的吗？动手做实验，你就能知道答案。

　　你看，我们每天都要想许多问题，做许多事情，是谁在指挥我

们的行为？当然是大脑啦！它可是人体的“司令部”。大脑还有哪

些功能？我们怎样变得更加聪明？……

　　要知道，一个人掌握的知识、技能有限，本学期，我们还将通

力合作去制作一个降落伞。是不是迫不及待了？

　　相信科学课会给你带来许多探究的快乐！

 编者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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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1

光与色彩

是谁

在天空架起七彩虹桥

是谁

将明月映入平静水面

是谁

让节日的礼花绚丽多彩

是谁

让城市的夜晚迷离璀璨

……

热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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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    源

  白天，阳光照亮大地；夜晚，灯光和烛火给我们带来光明。

太阳、开启的电灯、点燃的蜡烛都是光源，它们能自己发光。

哪些是自然光源？哪些是人造光源？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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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物体是光源吗？为什么？

点燃蜡烛，观察它燃烧发光的过程。

 给细钢丝通电，观察钢丝发光的过程。

　　1. 从钢丝球中抽出一根细钢丝，

将两个带导线的鳄鱼夹分别夹在细

钢丝的两端。

　　2. 将两个鳄鱼夹立在沙盘中，把

其中一根导线固定在电池的电极上。

　　3. 用另一根导线碰触电池的另

一极，观察细钢丝发光的现象。

发光需要能量哦！

　　通电时千万
不要摸钢丝！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 页

1 单元 光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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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 的 传 播

　你认为这些光的传播路径有什么共同特点？

研究光在空气中的传播。

　　1. 把几支点燃的线香放入透明的

玻璃容器内，盖上盖子。

　　2. 待充满烟雾后，打开激光笔，

并使光束从各个方向射入玻璃容器，

观察光束在烟雾中传播的现象。

 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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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个实验中你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他们排整齐了吗？你是如何判断的？ 　　

  顺着箭头指
示的方向看。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2 页

1. 剪三张同样大小的硬卡纸，在每张硬卡纸中间挖个小孔。

2. 用橡皮泥固定硬卡纸，使它们保持直立。

3. 左右移动硬卡纸，观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看见手电筒发出的光。

  方法二

1 单元 光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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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小孔成像实验。

小 孔 成 像

　　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学者墨子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光

从门上的小孔射进来，会在对面的墙上形成外面景物的倒像。这种

现象被称为“小孔成像”，它的原理就是光沿直线传播。

　　1. 准备半透明塑料膜、

纸杯、橡皮筋和蜡烛。

　　3. 用笔尖在纸杯底

部扎一个小孔。
　　4. 将纸杯底部的小孔对着点燃

的蜡烛，慢慢调整纸杯与蜡烛之间

的距离，直到能看到清晰的像为止。

　　2. 将塑料膜蒙在纸杯口

上，用橡皮筋扎牢。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2 页

6



3 光 的 反 射

　　光线照射到物体表面后会折返，这种现象叫作光的反射。

几乎所有的物体都可以反射光。

　　 试 着 用 一 面 小 镜 子， 把 阳 光

照到背光的墙上。

 做“阳光接力打靶”游戏。

　　怎样用镜子让她
的左脸亮起来？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3 页

1 单元 光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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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镜子。

   选择合适的位置站

在镜子前，要能够与同伴

在镜子里相互看见，但都

看不见自己。

   直立两面镜子，变

换它们的夹角，观察镜子中

物体的数量是否发生变化。

 　 观察生活中光的反射现象，哪些物体反光效果比

较好？说说反光效果好的物体有什么特点。

 　

直射

反
射

 　  我们看到的月光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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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如何看见物体的

　　古希腊学者认为，眼睛发出的光碰到

物体，人就能看见东西。后来，又有人认

为，是眼睛发出了像触须那样的东西，人

通过触须看到物体。

  公 元11 世 纪 初， 阿 拉 伯 科 学 家 伊

本·海赛姆纠正了上述看法。他认为，光

从太阳或火焰发出，照射到物体上，被物

体反射后进入人眼，人因此看到了物体。

　　你是如何看见视力表的？你的视力正

常吗？

剪掉

 制作一个潜望镜。

硬纸盒

镜子

剪两个斜口

镜面相对

1 单元 光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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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七 色 光

　　雨后天晴，天空有时会出现彩虹。你还在哪些地方

见过彩虹？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雨后天晴，天空有时会出现彩虹。你还在哪些地方

用镜子制造“彩虹”。

　　在晴朗无风的天气里，背对着太阳，用喷雾器向空
中喷水雾，观察在水雾中出现的彩虹。

　　1. 在一盆水中斜放一面镜子，用

小石块固定，水盆前放一张白卡纸。

　　2. 让镜子朝向太阳，调整镜子的

角度，使光反射到白卡纸上，直到看

见“彩虹”。

纸板

镜子

水

用水雾制造彩虹。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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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棱镜制造“彩虹”。

　　用三棱镜可以将白光分解成红、橙、黄、绿、蓝、靛、

紫七种颜色的光，说明白光是由多种色光组成的。

　　1. 手持三棱镜，让阳光能照射

到三棱镜上。

　　2. 调整三棱镜的角度，使透过

三棱镜的阳光投射到地面上。

  你发现阳光

有几种颜色？

七　色　光

　　以前，人们都认为像阳光这样的白光是单色光。17 世纪，英

国科学家牛顿发现大吊灯上的玻璃会产生彩色的光，他感到非常好

奇，决定探究在这些玻璃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在一次实验中，他让

一束太阳光透过窗上的小孔射入黑暗的实验室，并让这束光线穿过

固定着的玻璃三棱镜。这时，对面的墙上出现了七种颜色的光。牛

顿又使用第二个三棱镜，让第一个三棱镜产生的七色光平行穿过，

结果，这时的七色光合成了白光。

　　牛顿也试着让红光单独通过三棱镜，结果发现红光并未改变。

在实验的基础上他得出结论：白光本身是由折射程度不同的各种彩

色光所组成的非均匀的混合体。这就是牛顿关于光的颜色理论。

1 单元 光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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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电筒做色光混合实验。

　　1. 将红、绿、蓝三种颜色的玻璃纸分别蒙在三只手电筒上，打

开手电筒，在白纸上照出光斑，观察光斑的颜色。

　　2. 将任意两种光斑重叠，观察重叠光斑的颜色。

　　3. 将三种颜色的光斑互相重叠，观察重叠光斑的颜色。

　　将圆盘三等分，分别涂上红、绿、蓝三种颜色，快速旋转圆盘，

观察发生的现象。

　　  用圆盘做色光混合实验。

如果在圆盘上涂七种颜色，快速旋转时你会看到什么？

太阳把温暖传给了土壤，

土壤把温暖传给了种子；

太阳把温暖传给了小溪，

小溪把温暖传给了鱼儿；

太阳把温暖传给了空气，

空气把温暖传给了你我。

……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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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传 递



太阳把温暖传给了土壤，

土壤把温暖传给了种子；

太阳把温暖传给了小溪，

小溪把温暖传给了鱼儿；

太阳把温暖传给了空气，

空气把温暖传给了你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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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怎样让身体暖和起来的？

5 热 传 导

 热是怎样传到衣物、板栗上的？

  像这样的事
例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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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热在金属中的传递。

●　问题：热在金属中是怎样传递的？

●　实验设计：

　 1. 将凡士林均匀地涂在两块金属片上。

　 2.  用试管夹夹住金属片的一端，加热金属片的另一端，观察凡

士林是怎样变化的。

　 3. 加热另一块金属片的中心，观察凡士林是怎样变化的。

●　观察到的现象：　                    

●　实验结论：　 

　　 右 图 中， 烧 杯 里 的 热 水

温 度 会 怎 样 变 化？ 水 槽 里 的

冷水温度又会怎样变化？

　　 右 图 中， 烧 杯 里 的 热 水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4 页
冷水

热水

 小心烫手！

2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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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可以从物体的某一部分传递到另一部分，也可以通过接

触，从一个物体传递给另一个物体，这种传热方式叫作热传

导。热传导时，热总是从温度较高处传到温度较低处。

　　生活中有许多热传导的事例，你能说说它们的传热过

程吗？

　　生活中有许多热传导的事例，你能说说它们的传热过

烙饼

量体温

电烙铁作画

电热垫

冷敷或热敷

16



　　将一小瓶红色热水放到冷水里，会出现什么现象？　　将一小瓶红色热水放到冷水里，会出现什么现象？

研究热在水中的传递。

●　问题：热在水中是怎样传递的？

●　实验设计：

　 1. 把木屑放入水中。

　 2. 用酒精灯给水加热。

　 3. 观察木屑在水中是怎样运动的。

●　观察到的现象：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5 页

6 热 对 流

 小心烫手！

2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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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身边的材料制作一个简易的走马灯，并解释走马灯

能转动的原因。

　　液体或气体受热上升，遇冷下降，循环流动，使冷、热液体

或气体相互混合，这种传热方式叫作热对流。热对流时，热总是

从温度较高处传到温度较低处。

　　1. 在一个纸杯的侧面开两个口，将蜡烛固定在杯底。

　　2. 在另一个纸杯的侧面开多个直角扇叶窗。

　　3. 在杯底穿一根细绳，用牙签固定。

　　4. 将两个纸杯口对口用双面胶黏合。

　　5. 点燃蜡烛，手提细绳，走马灯就转起来了。

　　利用身边的材料制作一个简易的走马灯，并解释走马灯

 研究热在空气中的传递。

●　问题：热在空气中是怎样传递的？

●　实验设计：

　 1. 固定一支线香，点燃。

　 2. 用玻璃罩倒扣住线香。

　 3. 观察线香冒出的烟是怎样飘动的。

●　观察到的现象：　  

　　以上两个实验现象有什么相同之处？　　以上两个实验现象有什么相同之处？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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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站在烈日下你有什么感觉？在哪些情况下还

会有类似的感觉？

7 热 辐 射

　　夏天，站在烈日下你有什么感觉？在哪些情况下还

　　太阳与地球之间有很大一部分空间没有任何物质，但是太阳

仍然能够将热传递给地球。像太阳、篝火这样直接向周围发射热

的方式，叫作热辐射。热辐射不需要依靠空气、水等任何物质，

即使在真空中也能进行。

2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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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身边的材料，做一个简易太阳灶。

　　准备材料：纸板、锡纸、剪刀、

美工刀、热熔胶枪、玻璃管或透明

塑料管等。

怎样才能使玻璃管中的水热得更快？

1. 用纸板做一个支架。

制作过程：

　　3. 将玻璃管灌满水，并封好玻璃管

口，固定在支架上后，调整锡纸凹陷的

位置，使反射的阳光汇聚在玻璃管上。

　　2. 用热熔胶把锡纸固

定在支架上。

使用热熔胶枪时注意安全！

20



　　热传递有传导、对流、辐射这三种方式。在实际的热传递

过程中，这三种方式往往不会独立存在，而是两种或三种同时

存在。

 分析下图中热的传递方式。

热传导、热对流、热辐射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

　　 说说这些产品运用了哪种热的传递方式，热是如

何传递的。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6 页

2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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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 体 的 传 热 本 领

这些用不同材料制作的勺子传热的快慢一样吗？

比较不同材料传热的快慢。

●　问题： 塑料、木头、铜、铝、钢 5 种材料，

哪种传热最快，哪种传热最慢？

●　实验设计：

　1.  用凡士林分别在 5 种材料棒上粘一颗珠

  子，珠子与材料棒远端的距离须一致。

　2.  把 5 种材料棒放入盛有热水的烧杯中。

　3.  观察5种材料棒上珠子脱落的先后顺序。

●　观察到的现象：　  

●　实验结论：　 

塑料勺 木勺 铜勺 铝勺 钢勺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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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事例说明空气是热的良导体还是不良导体？

　　 这 些 厨 具 的 各 部 分 是 用 什 么 材 料 制 成 的？ 为 什

么要选择这样的材料？

　　体验光脚站在瓷砖、地板、地毯上的感觉，说说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像铜、铝、钢等容易传热的物体叫作热的良导体；像木头、

塑料等不容易传热的物体叫作热的不良导体。

蓬松的棉被盖起来很暖和 双层窗户可以隔热保温

　　体验光脚站在瓷砖、地板、地毯上的感觉，说说为

双层窗户可以隔热保温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7 页

2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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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为什么要用塑料薄膜和草绳把新栽树的树

干 包 起 来？ 在 寒 冷 地 区 建 造 房 子 时， 为 什 么 要 在 外 墙 加

一层岩棉板？

设计并制作一个保温盒。

　　比比谁做的保温盒效果好，并分析保温效果好的原因。　　比比谁做的保温盒效果好，并分析保温效果好的原因。

可以任意选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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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3

地球的表面和内部

25

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山？

—当然是喜马拉雅山呀！

世界上最大的洋是什么洋？

—当然是太平洋啊！

那喜马拉雅山上

怎么会出现

海洋生物的化石呢？



摸两种地球仪，说说它们有什么不同。摸两种地球仪，说说它们有什么不同。

政区地球仪 地形地球仪

　　地球表面包括陆地和海洋。岩石和土壤构成了高低起伏、形

态多样的陆地地形，如高原、平原、山地、盆地、丘陵等。

9 地 球 的 表 面

　　海底的地形
同样起伏不平。

26



观察下面图片，说说各种地形的主要特点。

　　制作一个包含两种地形的立体模型。

　　准备材料：纸板、旧衣服或塑形布、废纸或海绵、丙烯颜料等。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8 页

山地 平原

丘陵 盆地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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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地上和海洋里都有火山。火山喷发时，炽热的岩浆在

巨大的压力作用下冲破岩层，从裂缝中涌出或喷出。火山喷

发是地球上极具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之一，它会掩埋城市和乡

村，污染空气，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10 火 山 和 地 震

　　火山喷发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喷发后又是什么样的？

树木被岩浆摧毁 村庄被火山灰覆盖

28



　 模拟火山喷发。　 模拟火山喷发。

　　1. 在锥形瓶中装入适量番茄酱，用

带玻璃管的软木塞塞紧瓶口。

　　2. 用陶泥裹住锥形瓶模拟山体，

在玻璃管上放一小块超轻黏土。

　　3. 把锥形瓶放到三脚架上，用酒

精灯加热，观察发生的现象。

　　当地壳深处的岩层因受到过度挤压而突然破裂或错动时，

会引起大地剧烈震动，释放出长期积累的巨大能量。地震也是

地球上极具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之一，大地震会使房屋倒塌、道

路毁坏，严重危及人的生命安全。海底地震还会引发海啸。

海啸冲毁港口

房屋倒塌

公路毁坏

铁路变形

　　你认为哪些
现象预示着“火
山”将要喷发？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9 页

　　按正确操作方法
使用酒精灯！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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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挤压多层海绵，观察“岩层”

褶皱的产生。

2. 掰断木片，体验“岩层”断裂的感觉。

　　3. 用力挤压挨在一起的泡沫板，

观察“地球板块”的错动、抬升。

　　 发 生 破 坏 性 地 震

时，从地面开始震动到

房屋倒塌，一般仅有几

秒到十几秒的时间，这

段时间也是采取正确逃

生措施的最佳时机。

地震逃生口诀

  模拟岩层褶皱和地震的形成。

震来莫慌张，就近藏一藏。

厨房有危险，厕所把身藏。

就近三角地，护头要牢记。

高楼遇地震，电梯不能乘。

楼梯要通畅，沿墙安全撤。

阳台不能站，顶层可上房。

切忌胡乱跑，目标是广场。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9 页

　　报警电话：110；
求助电话：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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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 地热地震

11 地 球 的 内 部

你能从下面这些现象中推测地球内部是什么样的吗？

地 球内部圈层结构

　　地球的内部结
构像个熟鸡蛋。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0 页地 球内部圈层结构地 球内部圈层结构

地壳

地核

地幔

人类对地球内部的探索

　　火山和地震透露出一些地球内部的信息。可为什么会产生火山

和地震呢？为了解开谜团，人类从地球内部寻找原因。到目前为

止，人类钻探地球的深度只有约12 千米。如果把地球比作熟鸡蛋，

这深度连蛋壳还没有钻透呢。20 世纪初，科学家发现，地震波在不

同的岩石中传播时，有快有慢，于是开始利用地震波来探测地球内

部的结构。科学家根据探测结果，把地球内部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圈

层。其中，薄薄的地壳主要由各种岩石组成；地幔位于地壳和地核

之间，是岩浆的发源地；地球中心部分的地核，温度和压力极高。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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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球的表面和内部



　　在此基础上，一些科学家认为，地幔和地核会进行水平运动和上

下运动，而最外层的地壳就像浮在水面上的船只一样随之运动起来。

地震是人们直接感知到的地壳运动的反映，更普遍的地壳运动则在长

期地、缓慢地进行着，必须借助仪器长期观测才能发觉。板块构造学

说将全球的岩石圈划分为六大板块，认为板块在相对移动的过程中，

或向两边张裂，或彼此碰撞，从而形成了地球表面的基本面貌。

板块分离

　 模拟地球板块的漂移与碰撞。　 模拟地球板块的漂移与碰撞。

  1. 在有色淀粉中加入热水，搅拌

均匀后，用酒精灯加热，持续搅拌至

糊状。

  2. 放入三四块泡沫块，继续加

热，观察泡沫块的运动。

　　 淀粉糊、泡沫块、酒精灯分别模拟什么？

　　  泡沫块的运动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0 页

　　不要触碰加热中
的烧杯，以免烫伤！

板块碰撞 板块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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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地球大陆板块变化示意图，比较今天的地球与

两亿年前的有什么不同。

　　观察地球大陆板块变化示意图，比较今天的地球与

　　这就是六块最
大的板块从地球上
分开来的样子。

2 亿年前 1.5 亿年前

现在

  根据发现的化石，你能推测出喜马拉雅山很久以前

的情况吗？

　　喜马拉雅山是世

界上最雄伟、高大的

山 系。20 世 纪 60 年

代，科学家在喜马拉

雅山采集到鱼龙、菊

石类、双壳类等海洋

生物的化石。

菊石化石

鱼龙复原图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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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球的表面和内部



  用坩埚钳夹住一小薄片页

岩，在酒精灯火焰上加热，然

后迅速浸入冷水中，接着再加

热，再浸入冷水中……反复几

次，观察页岩薄片的变化。

12 地 表 雕 刻 师

　　地球表面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除了来自地球内部的力

量，外部力量也在改变着地表的形态。

太阳

风
流水

冰川

模拟温度变化对岩石的影响。

海浪

小心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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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风对地表的影响。

1. 在托盘里放几块小石头。

2. 铺上 1~2 厘米厚的玉米碎粒和玉米粉。

3. 用吸管轻吹玉米碎粒和玉米粉。

4. 观察托盘里的情况。

  温度、风、水等都能改变地表的形态，下面地表形态

主要是由哪种因素造成的？

岩石女王头像

溶洞

破碎的岩石 海边沙丘

亚马孙河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1 页

  温度、风、水等都能改变地表的形态，下面地表形态

海蚀拱桥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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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变质岩的形成。　 模拟变质岩的形成。

　　1. 准备一些不同颜色的橡皮泥，把它们搓

成大小不同的圆球，堆在一块塑料垫板上。

　　2. 用另一块塑料垫板放在橡皮泥上，不断

加压。

　　3.观察在大小不同的压力下橡皮泥的状态。

岩石的生成方式

　　地壳主要由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三大类岩石构成。

　　地球内部的岩浆有时会在地下深处慢慢冷却，有时又会从地表喷

发出来后冷却，这些由岩浆冷却后形成的岩石叫岩浆岩。

　　岩石碎屑经过风、流水等的搬运后沉积于陆地、河湖及海洋，

经历一系列变化后形成的岩石叫沉积岩。

　　岩浆岩、沉积岩在地壳运动过程中受到高温、高压等作用，因

性质发生改变而形成的岩石叫变质岩。

石灰岩

大理岩

玄武岩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1 页

岩浆岩

变质岩
沉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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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4

水在自然界的循环

你说

你是高山上的云雾

你说

你是草地上的露珠

你说

你是飘洒在

江南的蒙蒙细雨

你说

你是飞舞在

塞北的片片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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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 和 雾

图中哪里是云？哪里是雾？

好大的雾呀！

山腰上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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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造雾。　 人造雾。

1. 往量筒内倒入适量温水，放入点燃的线香。

2. 移走线香，用冰袋完全封住量筒口，观察量筒内的现象。

3. 用冷水代替温水，重复步骤 1、2，再观察量筒内的现象。

为什么要在量筒中倒温水？用冰袋的目的是什么？

 根据实验和下图，说说云是怎么形成的。

  云和雾都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的众多小水滴或小冰

晶，它们飘浮在高空就是云，接近地表就是雾。

用冷水代替温水，重复步骤 1、2，再观察量筒内的现象。用冷水代替温水，重复步骤 1、2，再观察量筒内的现象。

　　放入点燃的线香
是为了增加空气中飘
浮的固体微粒。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2 页

4单元 水在自然界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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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露 和 霜

观察露和霜有什么不同。

　 人造露和霜。　 人造露和霜。

　　1. 在杯中放入碎冰，杯

下垫一块湿毛巾。

　　2. 将冷水倒入碎冰中，

测量冰水的温度。

　　3. 观察杯子的外壁。

 造露。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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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杯中放入碎冰和冷水，杯下垫

一块湿毛巾。

　　2. 在冰水中加盐，测量冰水的温度。

　　3. 观察杯子的外壁。

加盐前后杯子外壁有什么不同？

 将杯中的冰水倒掉，过一会儿杯子外壁又会出现什么现象？

二十四节气之白露、霜降

  秋 天， 天 气 逐 渐 转 凉， 太 阳 一 落

山，气温便很快下降。夜间，空气中的

水蒸气遇冷凝结在花草树木上，形成密

布的小水珠。早晨，经阳光照射，这些

小水珠看上去晶莹剔透，因而得“白露”

之美名。白露在每年的9 月7 日或8 日。

  霜降为每年的10 月23 日或24 日，

含 有 天 气 渐 冷、 初 霜 出 现 的 意 思， 是

秋 季 的 最 后 一 个 节 气， 意 味 着 冬 天 即

将开始。

 造霜。

　　在天气晴朗的夜晚，当温度降低后，地面附近的水蒸气遇冷

会在草木或其他物体上凝结成小水滴，这就是露。当夜晚的气温

急剧降低到0℃以下，接近地表的水蒸气会在物体表面凝结成冰

晶，这就是霜。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3 页

4单元 水在自然界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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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雨 和 雪

雨和雪有什么不同之处？又有哪些相同之处？

　 模拟雨的形成。　 模拟雨的形成。

1. 加热烧杯里的水直至沸腾。

2. 将培养皿放入热水中，取出后盖住烧杯，观察培养皿底部

是否有水珠。

3. 在培养皿中加冰块，观察底部有什么变化。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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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根据下面的示意图，说说大自然中的雨、雪

是怎样形成的吗？

　　你能根据下面的示意图，说说大自然中的雨、雪

为什么培养皿底部会形成小水珠？

 在培养皿中放冰块起什么作用？

冰 晶

雪 花

小水滴

水蒸气

雨 滴

　　不是所有的云都会产生降水，只有当云中的小水滴或小

冰晶越聚越多、越聚越大，大到上升气流托不住时，才会掉

下来，从而产生降水。水滴直接落下或冰晶在下落过程中融

化，就成了雨。冰晶在下落过程中没有融化，就成了雪。雪

也是降水的一种形式。

4单元 水在自然界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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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降水形式有什么特点？

雨夹雪

冻雨

冰雹

观察雪花的形状，说说它们有什么相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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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水 滴 的“ 旅 行 ”

　　 降 落 到 地 面 的 雨 和 雪 到 哪 里 去 了？ 空 气 中 的 水 蒸 气

又来自哪里？

天上的水为什么总也降不完？

　　 降 落 到 地 面 的 雨 和 雪 到 哪 里 去 了？ 空 气 中 的 水 蒸 气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4 页

4单元 水在自然界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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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下图，说说水在自然界是如何循环的。　　根据下图，说说水在自然界是如何循环的。

凝结

降水

蒸发

海洋

湖泊
河流

地表径流

地下径流

地下水

　　你知道红色箭
头 表 示 什 么 意 思
吗？蓝色箭头呢？

　 模拟大自然中的水循环。　 模拟大自然中的水循环。

1. 组装好水循环模型。 　　2. 在“小池”内注

入水，四周种上小草。

　　3. 盖 好 罩 子， 放

上 冰 块， 观察模型内

的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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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5

人体“司令部”

酸的、甜的、辣的，

是谁

告诉我们不同的味道？

行走、奔跑、跳跃，

是谁

在指挥我们的运动？

忧愁、哭泣、大笑，

是谁

控制着我们的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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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下图中的行为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17 刺 激 与 反 应

　　人的身体可以觉察到环境的改变或接收到某些信号，这些环境

的改变或信号就是刺激。由刺激引起的相应活动或变化就是反应。

我憋不住了。

我们明天去秋游。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5 页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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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谁的反应快。

　　  玩“翻转打手”游戏，

看谁被打到的次数少。

　　  玩“快速抓尺子”游戏，

看谁抓到尺子下端的长度短。

轮流做游戏哟！

人的起跑反应时间

人 的 起 跑 反 应 时 间 有 快 有

慢。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反

应时间通常在0.2~0.3 秒；而一

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反应时间

通常在0.1~0.2 秒。如果一名运

动 员 在 听 到 枪 响 后 的0.11 秒 起

跑，说明他的反应速度极快。

人 的 起 跑 反 应 时 间 有 快 有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5 页

5单元 人体“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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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时候，人体会在不受大脑控制的情况下做出非常迅速的

反应。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体验人的本能反应。

　　1. 两人一组，相距

1 米左右面对面站立。

　　2. 一人出其不意地

向对方面部投棉球，一

次投一个，一共投 10 次，

记下对方眨眼的次数。

　　3. 交换角色，重复

游戏。

　　是不是很难
做到不眨眼？

如果碰到下面的情况，你会有什么反应？

50



18 从 刺 激 到 反 应

下图中，官兵们是怎么分工合作进行抢险救灾的？

神经系统的组成

　　我们的身体里也有一个类似

的“司令部”——脑。

　　 脑 和 脊 髓 是 身 体 的 控 制 中

心。脑负责存储和加工信息，脊

髓负责下达简单的命令，并把来

自感官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再把

大脑的指令传递给周围神经。周

围神经既要负责收集各种感觉信

号，又要把大脑的指令传送到肌

肉，使其做出反应。

脑

脊髓

周围神经

　　山体塌方，
增 援 部 队 无 法
及时到达。

　　立即空投救
灾人员和物资。

　　近几日将
连降暴雨……

直升机起飞！

5单元 人体“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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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考 左 下 图 中 女 孩 收 发 短 信 的 信 息 传 递 流 程

图，画出守门员扑球的信息传递流程图。

 测试人体不同部位的皮肤敏感性。

　　把眼睛闭起来，用两支铅笔的笔尖轻轻触碰身体

的不同部位，体会哪些部位可以感觉到有两个笔尖，

哪些部位感觉只有一个笔尖。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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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下面两幅图，每幅图中两条线段一样长吗？

　 　      避 让 从 相 同 高 度 落 下 的 橡 皮 ， 测 试 身 体 不

同 部 位 反 应 的 快 慢 。

我 们 的 脊 髓

　　在人的神经系统中，脊髓由一把类似电线的神经束

组成，连接着脑组织和周围神经。脊髓分布在能弯曲的

脊柱中间，虽然被脊椎骨和软骨包围着，但还是有可能

受到伤害。一旦脊髓受损，轻则身体麻木，重则瘫痪。

因此，我们在运动时要注意自身安全。例如，不要在没

有保护的情况下做下腰动作，在剧烈运动前要做充分的

准备活动。

在人的神经系统中，脊髓由一把类似电线的神经束

组成，连接着脑组织和周围神经。脊髓分布在能弯曲的

脊柱中间，虽然被脊椎骨和软骨包围着，但还是有可能

受到伤害。一旦脊髓受损，轻则身体麻木，重则瘫痪。

因此，我们在运动时要注意自身安全。例如，不要在没因此，我们在运动时要注意自身安全。例如，不要在没

有保护的情况下做下腰动作，在剧烈运动前要做充分的

　　大脑有时也
会出错。

5单元 人体“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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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 们 的 大 脑

　　脑被坚硬的颅骨包裹着，它由

大脑、小脑、脑干三部分组成。

大脑

小脑

脑干

认识大脑的轻重与模样。

　　  称出约 1400 克的苹果，拎一拎，感

受一下它的轻重。成人脑的质量和它差不多，

其中大脑的质量约占人脑的 80%。

　　  两只手握成拳并拢，体

会大脑的大小和形状。

　　  观察核桃仁表面的凹凸情况。大脑

表面也像核桃仁一样，有许多凹陷的沟和

隆起的回，大大增加了大脑皮质的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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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右 图 10 秒， 闭

上眼，凭记忆说出图上有

哪些物品。

　　  用手指摁一摁豆腐，你感

受到的软硬程度与大脑的差

不多。

　　  辨认下图中恐惧、高

兴、愤怒、悲伤的情绪。

　　  弹棋子，让它尽量停在

红点上。

　　大脑不是白
色的，而是淡粉
色的。

 认识大脑的功能。

辨认下图中恐惧、高辨认下图中恐惧、高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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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大脑负责各种认知和思维活动，还负责管理人的情绪和

运动。拥有高度发达的大脑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

大脑的分工

　　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左

脑 控 制 右 侧 身 体 的 运 动， 右

脑 控 制 左 侧 身 体 的 运 动。 左

脑偏重于数学、语言和书写等

功能，右脑则偏重于音乐、绘

画、情感等功能。

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左

 用七巧板拼出不一样的图形。

 根据下图中前三个图形的规律，画出第四个图形。

行为及
情感区

运动区 感觉区

语音区
听觉区

视觉区
信息处理区

话语区

味觉区

　　科学家还发现：大脑在工作时，不是所有部分都参与同一件事情，

它的各个部分是有不同分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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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大 脑 的 开 发与 利 用

　　下图是怎样表现大脑功能的？

用鱼骨图把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历程展现出来。

人类在不同阶段对

地球的认识

天圆地方
地球是个球体
地球引力
地球内部分层
地球板块漂移
……

　　科学家一直在用多种方法研究大脑，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学

习科学打下了基础。例如，脑科学发现了神经之间的联结方式，

学习科学在此基础上提出，利用图形表征是建立知识网络的有效

方法，如气泡图、概念图、鱼骨图等。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8 页

记忆

认知

语言

书写 ……

运动

思考

情绪

大脑功能图

　　下图是怎样表现大脑功能的？

5单元 人体“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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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保护

　　研究发现，大脑是消耗人体能量最多的器官。它虽然只占体重

的2.5%，却消耗着身体20% 的能量和25%的氧气。大脑的不同部

位负责不同的功能，一个区域长时间兴奋活跃，就会产生疲劳感，

可能导致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睡眠对大脑的休息很重要，10 岁

左右的儿童每天大约需要10 小时的睡眠时间。保持愉快的心情也有

利于大脑的健康，能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下面的做法哪些正确？哪些不正确？为什么？

你认为，人工智能在未来可以做哪些事？

开窗通气 不吃早饭戴头盔

　　人工智能是一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大脑功能的新技

术。开发出的智能机器人不同于完成重复任务的简单机器人，

在被植入学习程序后，智能机器人可以模拟人类的思维，拥有

一定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8



专 项 学 习

  现 代 科 学 研 究 的 分 支 越 来 越 细， 一 个 人 所 掌 握 的 知 识、

技 能， 很 难 满 足 一 项 工 程 的 全 部 需 要。 因 此， 不 同 领 域 的 工

程师需通力合作，才能使一项工程圆满完成。

  除了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同一个工作小组的合作也很重

要。成员间的交流碰撞可以集思广益，激发创意；组内形成的共

识可以促使组员相互配合，主动地完成分内工作。

  主要负责维持机器设备的正常工作，负责

空间站与地面的稳定联系，负责控制空间站的

机械臂等。计算机
工程师

  寻找适合制造太空飞行器的

各种材料，跟踪研究这些材料处

于外层空间时的表现和变化。材料
工程师

  研究航天员在空间站生

活所需要的食用方便、营养

丰富而又美味的太空食品。食品
工程师

空间站的
建造与使用

　　追踪、干预宇航员在外层空间生活的心理活

动，以及在他们回地面后提供及时的心理治疗等。
心理

咨询师

……

像 工 程 师 那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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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会用简 单 明了的

方式 界定 出任 务及

具 体 要求 。

明确问题时——

  降 落

伞 在 应 急

救 援、 空

投 物 资 等

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如 何

安 全 地 将

物资投放到指定地点，是有待

解决的问题。

  降 落  降 落

伞 在 应 急

研究明确问题 前期

　　查阅资料，了

解降落伞的形状、

结构、作用、工作

原理等。

　　工程师告诉
我们……

　　任务：设计并制

作一个降落伞，保护

鸡蛋平稳降落。

方式 界定 出任 务及
方式 界定 出任 务及

  例如：
  任务：设计并建造
一座桥梁。
  具体要求：1.要有
4 千米 的 跨度；2 . 要 承
受一天2 0万车次的车流
量；3.造价适中……

　　具体要求：
　　1.  准备一枚约 50克的熟鸡蛋；
　 　 2 .  把 鸡 蛋直接装 在网袋里，挂
到降落伞上；
　　3.  从三楼的高度降落到指定区
域，蛋壳不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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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设计方案

● 根 据不同的任 务 选 择 合 适的
方 式 获 取 信息，如 查 阅 书 刊
文 献、上网检 索、实验 研究、
向有经 验 的人咨询等。

● 有 时 需要 通 过 做 探究实验来
理 解 相 关 知 识，检 验 他 人 方
案的科 学性 。

前期研究时——

　　 设 计 一 个 对 比 实 验 ，
研 究 伞 面 材 料 、 伞 面 大
小 、 伞 面 形 状 、 伞 绳 根
数 和 长 短 等 因 素 与 下 降
速 度 之 间 的 关 系 ， 完 成
实 验 报 告 。

我们的设计图

塑料袋
半径：20 厘米
塑料袋
半径：20 厘米

（每根 35 厘米）

网袋

小组成员：           日期：        

研究问题：降落伞下降的快慢可

能与（  ）有关。

研究假设：                               

改变的量：       不变的量：       

实验步骤：

1.       

2.       

3.       

数据记录：      

数据分析：      

结论与启示：      

实验报告

伞绳：8 根

  例如：
  通 过实地 考察 的
方法，对建桥选址的土
质层进行分析，以确定
建造哪种结构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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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投放降落伞时，要注意

双手撑开伞面的两端，轻轻

松手，这样有助于伞面在降

落时完全打开。

制作模型 测试

  是否需要先找

一个鸡蛋的替代物

来试一试？

● 根 据 实 际 需 要，制 作 的 模 型
可大可小；可以 非常全 面，也
可以比 较简化 。

● 有 时 会 做一 个 与最 终产品 在
外观 、结构、功能等方面完全
一致的样 品，以便 进行 测试 。

制作模型时——

　　如果鸡蛋破碎了，回顾前

期研究中的小实验，改进方案

后，再做一做、测一测。

  例如：
  要 根 据 设 计 方
案中桥的外观、结构
等，利用合 适的材料
制 作 一 个 等 比 例 缩
小的模型，以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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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 测试 得到的信息，要从 材料 选 择 的合

理性、制作技术的可操作性、产品的实用性

等方面进行分析。

● 将测试 得到的信息与任务 要求 进行对比，

分析设计上有什么不足。

● 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还可以怎样

改进？然后制定改进方案。

测试改进时——

改进
展示交流

  下降得太快了，也

许是伞面材料太重了，

换成薄布试试？

  这 是 我 们

做的降落伞。

  希望大家给我

们提出改进意见。

  评一评，哪个小组的

降落伞在保证鸡蛋不破碎、

降落到指定区域的情况下，

既美观，又用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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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 测试 得到的信息，要从 材料 选 择 的合

● 面对 测试 得到的信息，要从 材料 选 择 的合

理性、制作技术的可操作性、产品的实用性

理性、制作技术的可操作性、产品的实用性

● 将测试 得到的信息与任务 要求 进行对比，

● 将测试 得到的信息与任务 要求 进行对比，

● 将测试 得到的信息与任务 要求 进行对比，

● 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还可以怎样

● 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还可以怎样

  例如：
  要对桥梁模型进
行抗压性测试，收集、
分 析 数据，衡 量 设计
方案是否符合建造要
求。如果不符合，则需
要修改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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