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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的相似与差异

第一单元　遗
yí

传与变异

观察记录自己的性状

1. 在符合自己的选项上打“√”。

性状
能否

卷舌

有无

耳垂

有无

酒窝

有无美

人尖
拇指能否弯曲

双手嵌合，哪只

手的拇指在上

自己
卷舌 有耳垂 有酒窝 有美人尖 可弯曲 右手拇指在上

不卷舌 无耳垂 无酒窝 无美人尖 不可弯曲 左手拇指在上

2. 统计自己与同学相似和不同的性状个数。

通过观察比较我和同学的性状，发现　　　　　　　　　

　　　　　　　　　　　　　　　　　　　　　　　　　　　

学号 我与旁边同学性状相似个数 我与旁边同学性状不同个数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5 号

……

性状 我 父亲 母亲

能否卷舌

有无耳垂

有无酒窝

有无美人尖

拇指能否弯曲

双手嵌合，哪只手的拇指在上

调查自己和父母性状的相似与不同

我与父母性状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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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同学与父亲性状相似个数的平均值是　　　，与母亲

性状相似个数的平均值是　　　，与同学性状相似个数的平均

值是　　　，分析这些数据，我的发现是　　　　　　　　　。

寻找植物的相似与差异

1. 在同一品种的黄豆、南瓜、花生中找一找它们的相似和

差异之处。

亲代 子代

2 从种瓜得瓜说起

2. 观察记录菊花亲代和子代的性状，找出它们的相似和差异。

学号 与父亲相似性状个数 与母亲相似性状个数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5 号

……

在 6 个性状中，自己与父母相似性状的个数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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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遗传规律，育良种

寻找动物的相似与差异

选择一种自己常见的动物，观察其后代与亲代的异同，用

图文形式记录下来。

1. 袁（yuán）隆平的研究过程是怎样的？

2. 袁隆平的故事对你有什么启示？

应用遗传规律，育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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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石带给我们的信息

第二单元　化石

编号 我的推测 推测的依据 我查阅的资料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分类 生物名称 特征 我的发现

灭绝生物 猛犸（mǎ）象

现存生物 亚洲象

灭绝生物 巨齿鲨

现存生物 大白鲨

灭绝生物
古代裸蕨（jué）

植物

现存生物 现存蕨类植物

1 2 3 4

它们是哪类生物的化石

比较灭绝生物和现存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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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生物名称 特征 我的发现

化石生物 银杏化石

现存生物 银杏

化石生物 蟑（zhāng）螂（láng）化石

现存生物 蟑螂

名称 前趾（zhǐ）数 体形 四肢

比较化石生物与现存生物

分析马的演化过程

比较马的演化信息，你发现马从古到今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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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恐龙的故事

将恐龙化石与其对应的复原模型连线，并根据这些恐龙的

特征，推测它们的生活习性。

认识恐龙化石

名称：

特点和习性：

名称：

特点和习性：

名称：

特点和习性：

查阅资料，检验我们的推测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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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来发掘“化石”

日期：　　　　　　

我的“考古”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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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用的燃料

第三单元　能源

使用燃料的

场景

所用燃料的

名称

所用燃料的

来源

使用燃料的

场景

所用燃料的

名称

所用燃料的

来源

1. 2.

3. 4.

分类

整理

来自草木等生物燃料及其

制品

来自煤、石油、天然气及

其制品

所读资料 我的推测 我推测的依据

了解常用的燃料

了解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形成

“煤的信息”资料卡

在煤矿的井下，有时可以看到煤层顶板上有

树皮碎片、根、茎、叶等化石。有些矿井中可以

看到树干形状的煤。

煤多是夹在沉积岩层中，这些岩层多是古代

泥沙沉积而成的。

在显微镜下，发现煤中有植物的细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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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读资料 我的推测 我推测的依据

2 太阳能及其利用

1. 观察太阳能热水器，写出它主要的结构特点。

2. 这样的结构特点对太阳能的利用有什么优势？选择要比

较的结构特点，写出我们的研究计划。

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假设

研究的方法

需要的材料

研究步骤

研究太阳能热水器

科学研究表明，煤、石油、天然气都是　　　　　　经过

长时间复杂变化而逐渐形成的。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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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能的来源

查询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年发电量及构成情况，计算各

能源占发电量的比例，画出统计图。

　　　　　　　年我国各种能源占发电量的比例 / %

制作人：

了解电能的来源

3. 按照计划制作简易太阳能热水器，并进行比较和记录。

所比较

的内容

水的起始

温度 /℃

阳光下，第一次

测量的温度 /℃

阳光下，第二次

测量的温度 /℃

阳光下，第三次

测量的温度 /℃

我们的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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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出我们的调查计划。

调查目的

调查内容

调查设计

（调查对象、地点、方法、安排及分工等）

调查情况记录

调查结论

我们的建议

2. 做好调查情况记录，写出调查结论及建议。

调查节能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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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新能源时要注意些什么？我国正在开发利用哪些

新能源？搜集资料，制作资料卡。

了解新能源的开发

4 多能源时代

分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能源生产总量及构成》《能源消费

总量及构成》，了解我国近五年的能源现状。

年份 能源生产总量 / 万吨标准煤 能源消费总量 / 万吨标准煤

我的发现

了解我国的能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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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的家园

第四单元　地球——我们的家园

生命需要阳光（温度）、水、空气。查阅资料，了解地球为

生命提供的这三个必要条件的情况，做成资料卡。

调查了解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用到了哪些地球提供的资

源。简要记录几点，与同学交流。

地球家园—关于水的条件 地球家园—关于空气的条件 地球家园—关于温度的条件

衣：　　　　　　　　　　　　　　　　　　　　　　　

食：　　　　　　　　　　　　　　　　　　　　　　　

住：　　　　　　　　　　　　　　　　　　　　　　　

行：　　　　　　　　　　　　　　　　　　　　　　　

分析生命必需的条件

了解地球提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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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蓝天的梦想

水域污染实地调查评价表

地点 实际状况 我们的评价

调查、搜集环保部门数

据，对污染来源进行分类。

项目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空气质

量指数

天气情况

调查家乡的空气质量

留意平时生活中

污染空气的事物和现

象，用图片或文字记

录下来。

调查空气是怎样被污染的

调查当地的水域（yù）环境

2 从家乡的小河说起

污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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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垃圾说起——资源的回收和利用

我们可以开动脑筋，把生活和学习中长期没用的“废物”再

利用起来。

变废为宝

我的变废为宝方案设计 变废为宝的成果

通过调查和研究，空气污染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应该

怎样做才能更好地防治？写出保护空气的建议。

我们的空气保护建议

展示你的设计，宣传我们的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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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设计制作一个轻巧又方便携带的可折叠的帆布菜篮，

既能替代塑料袋，又能解决妈妈的难题。

5 地球家园保卫战

认识塑料的功与过

1. 一星期妈妈从菜市场里买菜提回家　　　　个塑料袋。

妈妈，买菜能

不用塑料袋吗？

可是，菜篮子

又重又不方便携带

呀，妈妈下班……

是呀，塑料袋虽

然一时方便了自己，

但会破坏环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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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我学习了科学

1 总结我们的科学学习

2 科学自己做，我也能成功

回顾将近六年的科学学习生活，记录我们的感受和心得。

科学探究往往都起源于我们平时生活中的问题。看一看自

己平时都提出了哪些问题，把最想探究的问题写下来。

我们的探究经验和教训

我想探究的问题

我的研究计划

研究的问题：

我的假设：

研究方法：

材料准备：

研究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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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实验数据的采集。

　　　　　　研究记录

用合适的方法整理所获得的数据。

得出我们的结论。

将我们的结论与大家交流。

我们的结论

　　　　　　图

18



1. 将下列词语填入相应的知识结构图中。

①多种多样的生物 ②人      ③动物

④植物      ⑤生命的延续 ⑥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2. 举例描述已灭绝的生物。

已灭绝生物举例 我的描述

猛犸象

恐龙

1. 总结并补充完整我们的“科学探究之龙”。

生命世界

包括

包括 包括

具有
依赖于 存在

价学 评期

科学知识

科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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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球家园，你了解什么突出的事例？还有什么好建议？

我们的科学

探究学习

表达交流

反思评价

实验、调

查、搜集

数据

设计可行的

研究方案

整理、分
析数据，
做出判断

2. 写出自己在学习技术与工程时最突出的一个事例。

我在学习技术与工程时最突出的一个事例
同学评价（优秀、良好、

合格、仍需努力）

突出的事例：

我的建议：

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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