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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元  显微镜下的生命世界

1. 搭建生命体的“积木”

  画出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手背皮肤和洋葱鳞片内表皮的样子。

它们的相同之处：�

  下面图片中的细胞是什么形状的？连一连。

根尖细胞 卵细胞

红细胞

肌细胞

茎细胞神经细胞

圆盘形 纺锤形 放射状方形 球形 管状

1



1 单元  显微镜下的生命世界

2. 微小的生命体

  画出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水样中生物的样子。

  在下面生物中勾选出微生物。

□蓝藻　　　　　　　　□变形虫　　　　　　　□病毒

□乳酸菌　　　　　　　□草履虫　　　　　　　□红细胞

□西瓜虫　　　　　　　□大肠杆菌　　　　　　□霉

□跳蚤　　　　　　　　□苔藓　　　　　　　　□蘑菇

  科学阅读。

微生物无处不在

摄影师将一滴海水在显微镜下放大25倍�，事实的真相暴露了：这滴

海水中竟然包含着蟹幼虫、菌类、鱼卵、浮游动物、硅藻，还有更多各

种你想不到的生物。

我们全身上下也都遍布着各种微生物，如皮肤上、口腔里、肠道里

等。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气味，就与他们身上的微生物有关。

空气中含有相当数量的微生物，主要是霉菌的孢子、细菌的芽孢和某

些耐干燥的球菌，如葡萄球菌。这些微生物吸附在尘埃和小液滴上，随气

流在空气中传播。

土壤中微生物的种类较多，有放线菌、霉菌、藻类和原生动物等。

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也很多，1 克土壤中就有几亿到几百亿个。

根据以上科学短文，写出能够发现微生物的地方：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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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元  显微镜下的生命世界

3. 发霉与防霉

  探究物品发霉的条件。

实验结论：�

问题：�

假设：�

实验设计：

序号 条件 实验方法 实验结果

１

２

３

4

  画出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各种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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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元  显微镜下的生命世界

４. 微生物的“功”与“过”

  查资料，了解一些常见传染性疾病的情况，完成下表。

疾病 致病微生物 症状 传播途径 预防

水痘 发烧，有红疹
接触患者，吸入

飞沫
注射疫苗

流感 病毒
高 烧， 喉 咙 痛， 头

痛，咳嗽

接触带病毒的物

体，吸入飞沫

麻疹 病毒
高 烧， 喉 咙 痛， 咳

嗽，眼皮肿胀
注射疫苗

狂犬病 病毒
恐水，怕风，咽肌痉

挛，呼吸困难
被动物咬伤

食物中毒 各种细菌 吃了带细菌食物

不 吃 不 洁

的、过期的

食物

流行性

腮腺炎
病毒

接触患者，吸入

飞沫
注射疫苗

破伤风 细菌
下巴和颈部肌肉强

直，痉挛，吞咽困难
注射疫苗

结核病 细菌
全身乏力，发低烧，

消瘦，流汗，咳嗽
注射疫苗

  写出你对微生物的了解。

有“功”的事例：　　　　　　　　　　　　　　　　　　

有“过”的事例：　　　　　　　　　　　　　　　　　　

有“功”也有“过”的事例：　　　　　　　　　　　　　

我认为：如果没有微生物，世界将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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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物的启示

  研究蜂巢形状的奥秘。

我的结论：�

蜂巢截面

形状

壁长/

厘米

内切圆

直径/ 厘米

4 个密铺后

有几道壁

4 个密铺后壁的

总长度/ 厘米

抗压能力

（书本数）

正三角形 4.56

正方形 3

正六边形 1.86

　　   许多动物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殊本领，你认为可以从它

们身上获得什么启示？进行哪些发明创造？

秃 鹫 飞 得
高， 能 飞
上 9000 米
的高空

游泳冠军旗
鱼的时速高
达 113 千米

抹香鲸是潜水
冠军，能潜入
海 洋 2200 米
深处

尖尾雨燕是飞
行冠军，时速
可达 350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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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蛋壳与薄壳结构

科学阅读。

寻找生活中的薄壳结构建筑或物品，把它们的照片贴在下面，

或把它们的样子画在下面。

薄壳结构

在自然界中，一些植物的种子外壳、动物的蛋壳和各种贝壳，都

是天然的薄壳结构。它们用很少的材料获得无比坚硬的外壳，以抵御

外界的侵袭。

以蛋壳为例，通常情况下，蛋壳厚度只有0.38毫米。这么薄的蛋

壳，简直不堪一击。然而，蛋壳的形状可以增大它的承受力，凸出向外

的曲面能把压力分散。特别是当它均匀受力时，抗压性就更强了，远不

是看上去的那么脆弱。

人类从蛋壳这样的天然壳体中受到启发，利用混凝土以及其他合

金材料的可塑性，将各种形式的薄壳结构运用到大跨度的建筑中。这

些薄壳结构的建筑能够达到力学设计的基本要求——用料少，抗压能

力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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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豚与声呐

  画出声呐、B 超诊断仪和雷达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声呐

B 超诊断仪

雷达

蝙蝠与回声定位

蝙蝠的视力很弱，但是听觉很灵敏。实验证明，蝙蝠主要靠听觉

来发现昆虫。蝙蝠在飞行的时候，喉内发出超声波。超声波能够像波

浪一样向前推进，遇到物体就被反射回来，形成根据物体性质不同而

产生不同声音特征的回声。蝙蝠能够用耳朵接收这种回声，并根据回

声的频率、音调、声音间隔等特征，确定物体的性质和位置，判断探

测目标是昆虫还是障碍物，以及距离它有多远。蝙蝠的这种探测目标

的方式，叫作回声定位。

蝙蝠利用回声定位来捕捉昆虫，其灵活性和准确性是非常惊人

的。有人统计，蝙蝠在几秒时间内就能捕捉到一只昆虫，一分钟可以

捕捉十几只昆虫。蝙蝠还能从杂乱无章的充满噪声的回声中检测出某

一特殊的声音，然后迅速进行分析和辨别，以区别反射声波的物体是

昆虫还是石块，或者更精确地判断是可食昆虫还是不可食昆虫。蝙蝠

回声定位的精确性和抗干扰能力，对于人们研究提高雷达的灵敏度和

抗干扰能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科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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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们来仿生

仿照示例，观察身边的生物，设想仿生两件物品。

序号 身边的生物 仿生的物品 原理分析

1

鸭子的蹼有

助于它划水

模仿鸭蹼的形态

和功能设计脚蹼

　　鸭子划水十分

轻松，模仿鸭蹼发

明脚蹼，可以为人

们游泳、潜水提供

前进动力。

2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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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元  地球的运动

9. 昼夜交替

　　   在模拟昼夜交替现象活动中，记录当一个国家处于某

一时段时，哪些国家处于其他时段。

  科学阅读。

清晨 白天 傍晚 夜晚

中　国

美　国

法　国

如何发现地球在自转

地球在恒定地自转，由于引力的作用，地球上的一切也以同样恒定

的速度在旋转，我们自然感觉不到地球的自转。就像在一艘封闭的大船

上，待在船舱里是无法知道船是行进还是停止的。不过，生活中有�5 种

现象可以让你发现地球在自转：

1. 地球上白天与夜晚以�24 小时为周期的交替现象说明地球在自转。

2. 仰望星空，你会发现北极星附近的星星围绕北极星转动，这是因

为地球在自转。

3. 北半球的旋涡方向通常是逆时针的，南半球的旋涡方向则相反，

这是地球自转的惯性引起的。

4. 藤蔓缠绕类的植物生长和旋涡类似：在北半球，缠绕方向是逆时

针的，在南半球则是顺时针的。

你是否留心观察过上述现象呢？除了这些，你知道生活中还有

哪些现象与地球自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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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元  地球的运动

10. 昼夜对植物的影响

　　   观察并记录周围植物在白天和夜晚的不同样子。

植物名称 白天的样子 夜晚的样子

植物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开花时间

植物都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比如开花时间，有的是“昼开夜闭”，

有的则是“夜开昼闭”。植物之所以有不同的开花时间，是因为它们

适应外界环境的结果。

以牵牛花为例，娇嫩的牵牛花对日光和温度的要求很挑剔。早上

阳光柔和，空气较为湿润，牵牛花花瓣的上表皮细胞的生长速度高于

下表皮细胞，于是花瓣向外弯曲，牵牛花就开放了。到了中午，强烈

的日光和干燥的空气会吸收牵牛花娇嫩花朵的水分，于是牵牛花就闭

合了。

又如昙花，它的花瓣不仅娇嫩而且巨大，既害怕白天的光照，又

害怕深夜的低温，所以只能在夏天晚上开花，而且一次只能开两三个

小时，以避免低温和高温的伤害。

另外，有些花属于虫媒花，它们的开花时间跟昆虫出来采蜜的时

间有关。蜜蜂和蝴蝶白天活动，所以有些花便在白天开放；蛾子夜里

活动，所以靠蛾子传粉的植物就只能等到晚上开花。

每种植物都会挑选最适合它们开花授粉的时间，因为只有这样，

它们才能结子传种。

  科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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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元  地球的运动

11. 昼夜对动物的影响

　　   调查并记录周围夜行性动物在白天和夜晚的不同行为。

猫在夜晚捕鼠的本领

猫喜欢白天睡觉，晚上活动。猫睡觉时非常警觉，稍有动静就会

惊醒。猫眼的瞳孔在白天几乎闭合成一条细线，而在夜晚，猫眼的瞳

孔就会扩大呈卵圆形，让更多的光线进入。猫眼的晶状体和角膜非常

发达，并且有弯曲能力，眼底还有发达的能集微光的反射板，可将

入射光反射为2 倍的光照强度，传递给视神经。因此即使在黑暗的地

方，它也能采集仅有的光线形成影像。

猫对声音很敏感。猫的外耳通常向前面展开，听声音时，在头不

动的情况下，猫耳可做180°的转动。猫对声音的方向、距离等都能准

确分辨，即使在黑暗中，一旦老鼠走动，猫就能辨明老鼠在哪里、有

多长的距离、往哪个方向跑等。

猫的足结构特殊。趾底有肉垫，行走时没有声音，不会惊跑老

鼠。趾端锐利的爪能够伸缩，在休息和行走时爪会缩进去，捕鼠时才

伸出来，以免在行走时发出声响，也防止爪被磨钝。

模仿猫头鹰的知识卡片，制作一张“猫捕鼠的本领”卡片。

  科学阅读。

动物名称 白天的行为 夜晚的行为 采用的调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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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元  地球的运动

12. 四季循环

　　阅读教材中第34页的图表，根据本地区一年四季各种现

象的变化规律，填写下面的表格。

现象 春 夏 秋 冬

气温变化情况

降水情况

正午物体影子

变化情况

正午太阳高度角

变化情况

昼夜长短情况

植物生长情况

动物活动情况

人们穿着情况

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现象周而复始地出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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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撬重物的窍门

  记录用平衡尺研究杠杆的实验。

1. 在支点左侧10厘米处挂 2个钩码，要使平衡尺保持平衡，

将右侧这些位置上应挂的钩码数量记录在表格里。

2. 在支点左侧15厘米处挂 2个钩码，要使平衡尺保持平衡，

将右侧这些位置上应挂的钩码数量记录在表格里。

　　   分析下面杠杆类工具，用“△”在图中标出支点的位

置，并写出它们是省力杠杆还是费力杠杆。

钩码 支点左侧 支点右侧

位置/ 厘米 10 5 10 20

数量/ 个 2

钩码 支点左侧 支点右侧

位置/ 厘米 15 5 10 15

数量/ 个 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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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拧螺丝的学问

  记录研究轮轴在什么情况下更省力的实验。

在轴的右侧细绳上挂�4 个钩码，要使轮

轴保持平衡，轮的左侧细绳上应挂几个钩

码？把实验结果记录在表格里。

钩码位置 轴
轮

A 轮（小） B 轮（大）

钩码数量/ 个 4

我的结论：

1.�换了更大的轮后，所挂钩码数量（　　）。

A.�没有变化　　　B. 增加了　　　C. 减少了

2.�在轮上用力省力，还是在轴上用力省力？

�

？

　　   分析下面轮轴类工具，在轮上用力的画“√”，在轴

上用力的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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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升旗的方法

　　   在下图中用红色箭头表示人用力的方向，用蓝色箭头

表示重物运动的方向。

　　   研究用定滑轮和动滑轮提升物体，把测力计读数填写

在表格里。

我的结论：　　　　　　　　　　　　　　　　　　　　

钩码质量/ 克
测力计读数/ 牛

直接垂直提升 用定滑轮提升 用动滑轮提升

50

1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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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斜坡的启示

  测出沿不同坡度拉小车的力，把测力计读数填写在表格里。

我的结论：�

斜面坡度

（书的本数）
1 2 3 4 5 6

拉小车的

力/ 牛

简单机械 杠杆 轮轴 滑轮 斜面

序号

　　   自行车上用到了各种简单机械。下图中，用“○”标

出的这些部位分别属于哪种简单机械？把序号填写在表格里。

2
1

6
5

4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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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种类 一顿的蔬菜量 种植数量 种植面积

任　务

要　求

问题清单

17

STEM 学习

立体小菜园

  把建造立体小菜园的任务、要求及问题清单填写在表格里。

　　   将不同的要求与相符合的蔬菜种类连线。

要求：适合做汤菜　　种植难度低　　生长周期短

蔬菜种类：菠菜　生菜　菊花脑　蒜　丝瓜　番茄

　　   测算三口之家一顿汤菜所需的蔬菜量，以及需要种植
的数量和面积。



18

STEM 学习

　　   画出立体小菜园的设计图。

　　   记录你的评价和反思。

北



提出问题前，我阅读的资料和受到的启发：

提出问题：　　　　　　　　　　　　　　　　　　　　　　

作出假设：　　　　　　　　　　　　　　　　　　　　　　

研究计划：

序号 阅读的资料 受到的启发

１

２

３

  设计研究报告。

像科学家那样……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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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集整理资料。（用表格、图片等形式展示）

　 　   得出研究结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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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学期在科学活动中的收获，给自己打“☆”。

单元 活动 ☆ ☆☆ ☆☆☆

显
微
镜
下
的
生
命
世
界

1. 观察细胞

☆ 能 够 观 察 到
显 微 镜 下 的 手
背 皮 肤 和 洋 葱
内表皮的细胞

☆☆能够画出用显微镜
观察到的细胞

☆☆☆通过观察显微镜下的
细胞，能够比较、分析、描
述不同的细胞在形状、结构
等方面的差异

2. 观察微生
物

☆参与观察“小
水塘”中微生物
的活动

☆☆能够画出观察到的
某一种微生物

☆☆☆通过比较不同的微生
物，发现微生物有多种形态

3. 探究物品
发霉的条件

☆参与设计探究
物品发霉条件的
实验

☆☆设计探究物品发霉条
件的实验时，意识到对比
实验条件公平的重要性

☆☆☆能够设计探究物品发
霉条件的实验，并做好记录，
分析得出实验结论

4. 认识微生
物 的“ 功”
与“过”

☆知道微生物有
“功”也有�“过”

☆☆能够举例说出微生
物的“功”和“过”

☆☆☆能够举例说明人们怎
样利用微生物的“功”，消
灭微生物的“过”

仿
生

5. 认识仿生
的价值

☆知道什么是仿
生

☆☆能够举例说明生活中
一些物品的设计受到了生
物的启示

☆☆☆能够通过实例分析仿
生的价值

6. 探究蛋壳
的精妙

☆参与了探究蛋
壳承受力的实验

☆☆能够设计实验探究
蛋壳承受力的大小

☆☆☆能够联系生活，分析、
比较蛋壳形状与薄壳结构的
关系

7. 认识海豚
的探路方式
及应用

☆知道海豚探路
的原理

☆☆知道 B 超、雷达的
工作原理与海豚类似

☆☆☆能画出海豚探路与 B
超、雷达的原理示意图，并
作出合理解释

8. 我 们 来 仿
生

☆参与了设计制
作手臂模型的活
动

☆☆能够分析手臂的结
构和功能，尝试设计并
制作一只手臂模型

☆☆☆能够选择一种生物，
分析其某些结构或功能，联
系实际需求设计一种产品，
并画出设计图

地
球
的
运
动

9. 模拟地球
自转

☆能分辨地球仪
上的“白天”和
“夜晚”

☆☆能发现昼夜交替的
原因，并作出解释

☆☆☆能够通过设计模拟实
验，分析地球自转与昼夜交
替的关系

10. 认识昼夜
变化对植物
的影响

☆知道昼夜交替对
某些花的开放和闭
合有影响

☆☆能够举例说出周围
的一些花会随着昼夜交
替而开放、闭合

☆☆☆能够通过查资料的方
式了解更多的受昼夜交替影
响的植物，并能向他人介绍
“花钟”的原理

11. 认 识 昼
夜变化对动
物的影响

☆知道昼夜交替
对动物的活动有
影响

☆☆能够举例说出昼夜
交替对一些动物的影响

☆☆☆能够解释改变白天和
夜晚的长短可能会使生物的
习性发生变化

12. 模拟地球
公转

☆能举例说出四季
循环中一些自然现
象的变化

☆☆能够通过模拟地球
公转的实验，发现四季
循环的原因

☆☆☆能够设计模拟地球公
转的实验，并作出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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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单
机
械

13. 研究杠杆
的作用

☆参与了研究杠
杆省力的实验

☆☆能分辨省力杠杆和
费力杠杆以及它们的作
用

☆☆☆能够举例说明杠杆原
理在生活中的不同运用，并
作出解释

14. 研究轮轴
的作用

☆参与了研究轮
轴在什么情况下
省力的实验

☆☆能分辨省力轮轴和
费力轮轴以及它们的作
用

☆☆☆能够举例说明轮轴原
理在生活中的不同运用，并
作出解释

15. 认识滑轮
的作用

☆知道定滑轮和
动滑轮的作用

☆☆能设计实验研究定
滑轮和动滑轮是否省力

☆☆☆能够设计实验研究滑
轮的作用，并作出解释

16. 研 究 斜
面的作用

☆参与了研究斜
面是否省力的实
验

☆☆能够通过实验发现
斜面坡度大小与所需拉
力的关系

☆☆☆能够举例说明斜面原
理在生活中的运用，并作出
解释

立
体
小
菜
园

1. 了解需求
与明确问题

☆知道立体农场
的一些技术可以
迁移到建小菜园

☆ ☆ 能 根 据 住 户 的 需
求，分析并列出设计中
需要考虑的问题

☆☆☆明确任务中提出的问
题、标准和限制条件

2. 前期研究
与设计方案

☆能够提出设计
立体小菜园的初
步设想

☆能根据问题清单，合
理选择蔬菜品种、土壤
类型、小菜园架子

☆☆☆能根据用户需求、要
解 决 的 问 题 清 单 和 限 制 条
件，提出立体小菜园的整体
设计方案，并画出设计图

3. 制作改进
与评价反思

☆参与了制作、
评价立体小菜园
是否满足需求和
条件的活动

☆☆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任务，能进行评价并交
流成果和经验

☆☆☆分工合作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和工程日记，能提出
进一步改进的合理化建议，
做好日常管理

像
科
学
家
那
样

1. 提出问题
与作出假设

☆能够针对现象
提出问题

☆☆能提出问题，并作
出假设

☆☆☆能说明提出假设的依
据

2. 查阅文献
与设计方案

☆ 参 与 制 订 计
划，搜集并阅读
与问题有关的资
料

☆☆能在讨论的基础上
撰写研究计划，能查阅
资料搜集证据

☆☆☆通过讨论制订切实可
行的计划，能通过查阅资料
搜集可信的证据，区分事实
与观点

3. 搜集证据
与处理信息

☆能对搜集到的
资料进行整理

☆☆能用统计图对证据
进行分析、比较，并形
成自己的结论

☆☆☆能处理信息，并用归
纳、概括、推理等方法实事
求是地分析证据，得出结论

4. 得出结论
与分享交流

☆ 积 极 参 与 交
流，表达自己的
观点

☆☆出示证据，用书面
形式呈现研究的过程和
结果，并能对别人的研
究发表自己的看法

☆☆☆能够用证据说话，并
能自我反思、自我评价，听
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完
善研究报告

同
伴
的
评
价

积极思考：� � ☆�☆�☆
遵守规则：� � ☆�☆�☆
善于合作：� � ☆�☆�☆
认真完成任务：☆�☆�☆

老
师
的
评
价

主动参与，掌握知识：☆�☆�☆
双手灵巧，会做实验：☆�☆�☆
头脑灵活，善于思考：☆�☆�☆
认真严谨，科学创新：☆�☆�☆

我一共得了        颗☆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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