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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单元 倒立的小丑

活动记录

1.挑选一个在课堂上可以探究的科学问题进行探究，并写

出自己的假设。

我选择的问题：

我的假设：

2.针对假设做实验，并记录实验的结果。

实验材料: □卡纸 □安全剪刀 □环形磁铁 □钢丝

□棉线

□其他 （填材料名称）

实验步骤：

实验结果：

1.根据实验中搜集到的证据，我可以得出结论：

2.实验结果表明，我的假设：正确□ 错误□

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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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量气温
小小气象员第一单元

活动记录

测量地点 测量时间 气温/℃

气温记录表

得出结论

物体的冷热程度叫作_______，通常用_________来表示。

__________是测量气温的科学仪器。

2 辨认风向

活动记录
风向记录表

测量地点 测量时间 风向

得出结论

风向是指___________的方向。比如，北风是从____向

____吹的风，东南风是从______向______吹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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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量和降水量

活动记录

1.涂一涂。把看到的云量填涂到圆中，并描述今天的天

气情况。

今天的天气是：

□晴 □少云

□多云 □阴天

2.记一记。记录降雨量，并描述降雨强度等级。

时间 降雨量（毫米） 降雨强度等级

得出结论

云块占全部天空面积的多少叫_________，我们可以通过

观察天空中的云量来描述天气。__________是衡量某地降水

多少的数据。

5 制作《气象科普小报》

设计

绘制或粘贴自己制作的《气象科普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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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小结

1.物体的冷热程度叫作温度，通常用摄氏度（℃）来表示。

空气的温度简称气温。

2.风向是指风吹来的方向。

3.风力是指风吹到物体上所表现出的力量的大小。

4.人们通常利用气温、风向、风力、降水量、云量等可测量

的量来描述天气。

5.台风、洪涝、干旱等气象灾害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影响。

试剑石

根据下面的气温记录表绘制出气温变化图，并说说这一

天中的气温是怎样变化的。

时间

气温

3时
17℃

6时

18℃
9时

21℃
12时

25℃
15时

27℃
18时

23℃
21时

20℃
24时

18℃

气温/℃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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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动物的特征
1 动物的繁殖

活动记录

常见动物繁殖方式分类表

在母体内发
育到一定阶段后
才出生的动物

由脱离母体
的卵孵化出来的
动物

猴子

金鱼

得出结论

像猫、狗这样在母体内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生的动物叫

__________。

像鸡、猫头鹰这样由脱离母体的卵孵化出来的动物叫

__________。

2 鸟类的特征

活动记录

鸽子的特征记录表

1
2
3
4
5

长有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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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的共同特征记录表

1

2

3
4
5

都是先产卵，再由卵孵化出下一代

得出结论

像 鸽 子 、燕 子 这 样 身 体 覆 盖 羽 毛 、__________、

__________、卵生的动物叫作鸟类。

3 动物的分类

活动记录

1.试着给常见动物分类。

鱼类

2.观察并记录各类动物的特征。
哺乳类动物观察记录表

观察对象

外形特征

繁殖方式

生活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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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类动物观察记录表

________动物的主要特征：身体主要包括头、颈、躯干、四肢

等部分，身体表面有毛，体温恒定，用肺呼吸，一般胎生，哺乳。

________动物的主要特征：身体表面大多有鳞，用鳃呼吸，

靠鳍运动，终生生活在水中，一般通过产卵繁殖后代。

________动物的主要特征：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头

上有触角、眼、口器等，胸部有三对足，一般卵生。

得出结论

观察对象

外形特征

繁殖方式

生活习性：

观察对象

外形特征

繁殖方式

生活习性：

鱼类动物观察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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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猫、狗这样在母体内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生的动物

叫胎生动物。像鸡、猫头鹰这样由脱离母体的卵孵化出来的

动物叫卵生动物。

像鸽子、燕子这样身体覆盖羽毛、长有翅膀、用喙取食、卵

生的动物叫作鸟类。

动物的一生要经历出生、生长发育、成熟、衰亡的生命过

程。成熟的动物能够繁殖下一代。

单元小结

试剑石

1.按照蚕的生长发育过程，重新排列蚕的生长阶段：

蛹 成虫 卵 幼虫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
2.蚂蚁、蚕蛾和蜻蜓的相同点是：它们都是昆虫，身体都分

为______、______、______三部分，头上都有触角、眼、口器等，

胸部都有三对______，卵生。

3.下列生活在海洋的动物中哪些不属于鱼类？说明理由。

鲸□ 鲨鱼□ 海豚□

带鱼□ 海鳗□ 小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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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溶解的秘密
1 不一样的溶解

活动记录

不同物质在水中的溶解过程实验记录表

物质

白糖

刚入水 2分钟 4分钟 6分钟

得出结论

被溶解的物质最终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

的物质溶解得_______，有的溶解得________。

2 溶解与搅拌

活动记录

搅拌对物质溶解快慢有影响吗？作出假设并说明理由。

我的假设 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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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对溶解速度的影响实验记录表

物质

白糖

搅拌溶解的时间 不搅拌溶解的时间

实验证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得出结论

3 溶解与加热

活动记录

除了搅拌，还有什么方法能加快物质的溶解？作出假设

并说明理由。

我的假设 我的理由

水温对溶解速度的影响实验记录表

物质

白糖

在冷水中溶解的时间 在热水中溶解的时间

得出结论

实验证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4 溶解的多与少

活动记录

一定量的水能溶解任意多的物质吗？作出假设并说明理

由。

我的假设 我的理由

100毫升水能溶解多少物质实验记录表

物质

食盐

味精

100毫升水能溶解的包数
（每包 10克）

物质

白糖

小苏打

100毫升水能溶解的包数
（每包 10克）

得出结论

物质在 100 毫升水中溶解的量是__________，不同的物

质在 100毫升水中能溶解的量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元小结

1. 被溶解的物质最终都均匀地分布到水中。有的物质溶

解得快，有的溶解得慢。

2. 通过搅拌、加热等方式可以加快物质在水中的溶解。

3. 物质在 100 毫升水中溶解的量是有限的，不同的物质

在 100毫升水中能溶解的量也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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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剑石

1.自己设计实验方案，研究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快肥皂溶

解，记录实验数据并得出结论。

是否能加快肥皂溶解实验方案

物质

肥皂

结论：

溶解的时间 溶解的时间

2.试一试，在 100毫升常温水中完全溶解 36克食盐后，还

能不能再溶解一部分白糖。

是否能加快肥皂溶解实验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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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流动的空气
1 空气占据空间

活动记录

请在下面图中画出吹瓶子里的气球时气球的大小，并画出

实验时我们发现的其他现象。

得出结论

瓶子里的空间被 占据着。

3 空气的流动

活动记录

蜡烛点燃前后，线香的烟会怎样运动？在下图中画出来。

得出结论

箱子里蜡烛上方的空气受热上升后，

会流动过来，补充热空气上升后留下的空间。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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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自然里的风

活动记录

请在下图中用箭头画出夜晚时空气的流动路径。

5 我们来制造风

得出结论

大自然里也有空气 的现象，空气流动会形成 。

活动记录

造风工具

扇子

风箱

鼓风皮囊

皮老虎气吹

风力灭火机

鼓风机

家用吹风机

空调

电风扇

制造风的方法

扇动扇面，使空气流动形成风

冷空气 热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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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小结

1.空气占据着一定的空间，并且充满各处。

2.热空气会上升。热空气上升后，冷空气会流动过来补充

热空气上升后留下的空间。

3.大自然里也有空气流动的现象，空气流动会形成风。

4.人们有时需要利用工具制造出风来做一些事情。

试剑石

自制走马灯

走马灯是一种供观赏的花灯。走马灯上有平放的叶轮，

下部有燃烛或灯，热空气上升带动叶轮旋转，这正是现代燃气

涡轮工作原理的原始应用。

材料：卡纸（画有叶轮裁剪图）、彩纸、子母扣、铁丝、大头

针、双面胶、蜡烛等。

制作步骤：

材料图

①

⑤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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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奇妙的声音
1 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活动记录
声音产生的原因记录表

物体

音箱

鼓

钢尺

口哨

音叉

我的解释：

动作

播放

敲打

拨动

吹

击打前轻放水面

击打后轻放水面

观察到的现象

得出结论

声音因 ________________而产生。____________，声音

消失。

2 声音的传播

活动记录

得出结论
声 音 的 传 播 要 通 过 _______________，声 音 可 以 在

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中向各个方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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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声音的高低变化

活动记录

影响声音高低变化的因素记录表

探究问题

我的猜想

实验材料

实验方法

钢尺伸出桌面的

长度（厘米）

我的解释：

影响声音高低变化的因素

钢尺

下压高度（厘米） 振动快慢 声音高低

得出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是影响声音高低的因素。物体振动

____________，声音越高；物体振动____________，声音越低。

4 声音的强弱变化

活动记录

影响声音强弱变化的因素记录表

探究问题
我的猜想
实验材料

实验方法（一）

橡皮筋拉开幅度（厘米）

影响声音强弱变化的因素

橡皮筋、铅笔、盒子、钢尺

振动幅度
我的假设 结果

声音强弱
我的假设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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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二）

钢尺下压高度

厘米

厘米

厘米

我的解释：

伸出长度

厘米

厘米

厘米

振动幅度

我的假设 结果

声音强弱

我的假设 结果

影响声音强弱变化的因素是____________。物体振动的
____________，声音越强；物体振动的___________，声音越弱。

得出结论

单元小结

1. 声音因物体振动而产生。振动停止，声音消失。
2. 声音的传播要通过一定的物质，声音可以在气体、液体

和固体中向各个方向传播。
3. 物体振动的快慢是影响声音高低的因素。物体振动越

快，声音越高；物体振动越慢，声音越低。
4. 影响声音强弱变化的因素是物体振动的幅度。物体振

动的幅度越大，声音越强；物体振动的幅度越小，声音越弱。

试剑石

1. 为什么月球上的宇航员即使离得很近也要用无线电交流？

2. 弦乐器的琴弦越长（粗、松）音调越低,琴弦越短（细、紧）

音调越高。管乐器的空气柱越长音调越低,空气柱越短音调越

高。请你指出下面哪只提琴适合演奏低沉的音乐。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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