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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模型

水循环

地表缓慢变化

简单机械



水的三态变化 1

水到哪里去了

观察温度计示数的变化

水蒸发的快慢与什么有关

把水蒸发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写在下面。

请把你们小组设计的“影响蒸发快慢因素”的研究计划填写在下表中。

1

第　　小组的研究计划

要研究的问题：水蒸发的快慢与　　　　　　　　因素有关。

假设：

材料：

实验方法：

1.

2.

3.

我观察到的现象：

我的结论：

时间

初步结论：

还想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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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珠从哪里来

水珠从哪里来

设计防雾眼镜

 将观察到的实验现象记录在下面。

对于“镜片起雾”现象的解释：　　　    　　　　　　　　　　　　       

2

我的设计方案：

设计依据：

我观察到的现象（用文字或者图示记录）：

我的解释：

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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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状态变化与什么有关

化冰实验

将实验过程中温度和质量的变化情况分别记录在下面的表格中。

3

根据实验现象，我得出的初步结论：　　　　　　　　　　　　　　　　

　　　　　　　　　　　　　　　　　　　　   　　　　　　　　　　　　   

全班交流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不同阶段的水 质量（克）

冰

冰化成水

沸腾一段时间的水

105温度（℃）

观测时间（分钟）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记录时，先根据
所读数据，在相应时
间和温度上进行描点，
然后再绘制成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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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三态变化”单元评价

单元评价表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能说出水蒸发和凝结的过程

能用科学语言解释生活中水的三态变化现象

能通过实验证明水蒸发时要吸收热量

能使用温度计测量水在不同状态变化过程中
的温度

能准确观察并记录温度计示数

愿意与小组成员沟通交流，综合各自的意
见，形成正确观点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年　　　月　　　日

夏天空调开启制冷功能后，在运行过程中排水管总是在不停地滴水，你知

道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吗？试着解释一下吧。

我的解释：　　　　　　　　　　　　　　　　　　　　　　     　　　       

　　　　　　　　　　　　　　　　　　　　　　　　　　　　　　　　　

解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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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和 霜

探究露的形成

探究霜的形成

把露的形成的实验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把霜的形成的实验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4

空气的温度 冰水混合物的温度

烧杯外壁出现的现象

冰块的温度

杯子外壁出现的现象

实验过程

实验结果

冰箱的冷冻室很容易出现霜，请根据霜的形成过程推测这层霜是如何形成的。

我的推测：　　　　　　　　　　　　　　　　　　　　　　　　　   　

根据推测，进一步探究“影响霜形成快慢的因素”。

我认为影响霜形成快慢的因素有：水蒸气的量、冷冻室的温度……

选择一个因
素，设计方案进
行探究吧！

探究冰箱里的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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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 和 云

探究雾的形成

将探究过程和结论写在实验报告中。

5

认识云的形成

把探究云的形成的实验方案写在下面。

“雾的形成”实验报告

实验目的： 

我的假设： 

实验材料：

实验方法：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研究的问题： 

我的假设： 

实验方法：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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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形成”实验报告

实验目的： 探究雨的形成。

我的假设：雨的形成可能和　　　　　　　　有关。

实验材料： 

实验方法：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根据实验结论，我们推想出雨的形成原因：

雨 和 雪

探究雨的形成

将探究过程和结果记录在实验报告中。

6

把雪的形成原因记录在下面。

雪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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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陆地水循环

研究海陆水循环

地球上的水循环

用箭头和文字把我们分析的陆地水循环的过程标记在下图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的陆地水循环的过程是：　　  　　　　　　　

　　　　　　　　　　　　　　　　　　　　　　　　       　　　　　　       

用箭头和文字把我们分析的海陆水循环的过程标记在下图中。

草地
水

河

大海

水蒸气

地下水

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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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环”单元评价

单元评价表

活动评价表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能基于所学知识和已有经验对各种天气现
象的成因进行假设

能通过设计实验、实验验证等过程获取关
于雾、露、霜、雨、雪等天气现象成因的
信息

能运用分析、概括、推理等方法总结出各种
天气现象的成因

能基于所学知识通过分析图片、讨论的方
式分析地球上水循环的大致过程

乐 于 合 作 交 流， 与 小 组 同 学 共 同 完 成 对
“天气现象成因”的探究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评价项目

1. 能从降水现象与云量变化之间的关系中对问
    题做出假设

2. 能构思多样的探究“雨的成因”的实验模型

3. 能运用分析、概括、推理的方法得出雨和雪
    的成因，判断结论与假设是否一致

教师评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活动名称：探究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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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流动的雨水对地表的影响

认识强降雨带来的灾害

把流动的雨水对地表的侵蚀作用的实验现象记录在下面。

雨水侵蚀地表

实验方法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挤压塑料瓶模拟“雨水”
浇灌在托盘上用土壤和石
子制造的小景观。

根据实验结果，我推想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表形成的原因是：　　 　　

　　　　　　　　　　　　　　　　　　　　　　　　　　　　   　　　      

把强降雨给人类带来的灾害记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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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沙洲的形成过程

光滑的鹅卵石

把我们的探究过程和结论记录在下面。

将玻璃瓶里小砖块的变化用文字记录在下表中。

沙洲的形成
9

小砖块的形状

放入玻璃瓶前

第1位同学（上游）摇动的结果

第2位同学（中游）摇动的结果

第3位同学（下游）摇动的结果

“沙洲的形成”实验报告

实验目的： 

我的假设：

实验材料：

实验过程：在托盘上端堆积一些沙土，倾斜托盘，用喷壶在沙土上

方均匀洒水，使水流能够冲走沙土，观察有什么现象。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通过实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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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类活动改变地表

辩论会

人类保护地表环境的举措

把搜集到的人类改变地表的活动记录在下表中。

人类与地表环境

把了解到的人类保护地表环境的举措和作用记录下来。

把辩论过程中双方提出的主要理由及观点记录在下表中。

人类采取的举措 起到的作用

赞成的理由 反对的理由

对地表有利的活动 对地表有害的活动

经过辩论，我的观点是：　　　　    　　　　　　　　　　　　　　　

　　　　　　　　　　　　　　　　　　　   　　　　　　　　　　　　       

按照人类活
动对地表产生的
影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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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缓慢变化”单元评价

单元评价表

活动评价表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能通过实验探究雨水对地表的侵蚀作用

能说出水在地表流动过程中是怎样塑造地表
形态的

能通过实验模拟沙洲的形成

能通过搜集资料的方式了解人类活动对地
表的影响及人类保护地表环境的举措

能意识到保护地表环境的重要性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评价项目

1. 能从沙洲的结构、水流对沙石的作用等角度
   对沙洲的形成进行假设

2. 能合作完成模拟沙洲形成的实验，并从中获
   取关于“沙洲的形成”的信息

3. 能总结出沙洲的形成过程

教师评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活动名称：探究沙洲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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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种类繁多的植物

比较小草和大树

给植物分类

把观察到的小草和大树的茎的特点分别记录在下面两个表格中。

请将分类结果记录在下面。

小草的茎的共同特点有：　　　　　　　　　　　　　　　　　　　            

大树的茎的共同特点有：　　　　　　　　　　　　　　　　　　　           

名称 茎的主要特点

蟋蟀草

名称 茎的主要特点

柳树

分类记录卡

分类标准：

分类结果：

请用二歧分
类法进行分类。



多样的生物 15

12
观察细胞

观察细胞

把自己观察到的洋葱表皮细胞画在下面的方框中。

把观察或查阅的其他生物的细胞资料记录在下面。

植
物
细
胞

动
物
细
胞

人
体
细
胞

可以用绘制
简图、照片等形
式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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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看不见的微生物

认识微生物

微生物的害与利

请把你用显微镜观察到的微生物记录在下面。

把微生物引起人体患病的统计结果填写在下表中。

所患疾病 哪种微生物引起 所患疾病 哪种微生物引起

微生物对人类有益的例子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请写在下面。

我观察到的微生物

微生物对人类有益的方面
整理资料

时，也可以用
图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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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看得见的微生物

探究可食用真菌有什么营养

可食用真菌有哪些营养？对人体有什么作用？请写在下面。

制作一幅毒蘑菇的宣传画，呈现在下面。

制作毒蘑菇宣传画

真菌名称：　　　　　　　　　　　　　　　　　　　　　

主要营养物质和作用：　　　　　　　　　　　　　　　　　　

　　　　　　　　　　　　　　　　　　　　　　　　　　　  

　　　　　　　　　　　　　　　　　　　　　　　　　　　  

出处来源：　　　　　　　　　　　　　　　　　　　　　　　

　　　　　　　　　　　　　　　　　　　　　年　　月　　日

宣传画可以用文字、
照片、贴图等形式介绍毒
蘑菇的名称、特点、误食
的后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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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发霉

15

发霉和防霉

探究食物发霉的条件

设计“影响食物发霉的条件”实验方案，写在下表内。

选择几种物品设计防霉方案，并写在下面。

第　　小组的研究计划

假设：食物在　　　　　　　　的条件下容易发霉。

材料：

实验方法：将馒头片分成　　　和　　　的两组，放置到　　　　，

进行对比实验。

实验步骤：

1. 将馒头片放入烤箱内烘干。

2.

3. 

4. 

实验现象：

实验结果：

防霉方案

物品名称：

防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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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评价表

判断正误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能根据情境提出与生物相关的、感兴趣的
问题

能设计研究物体发霉的实验方案

能通过观察、阅读、实验等方法获取微生物
的相关信息

能根据植物的特征进行简单的二歧分类

能正确使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和简单微生物

能与小组成员相互交流，形成正确观点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年　　　月　　　日

“多样的生物”单元评价

下图中的做法是否有利于健康？怎样做才能使我们更健康？请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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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怎样才省力

简单机械的应用

寻找生活中的简单机械

把任务和合适的工具用直线连起来。

将生活中运用简单机械的实例记录下来。

跷跷板 杠杆

引桥

方向盘

吊车

将电车推上台阶 撬动巨石 将红旗升到旗杆顶拧紧螺丝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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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撬杠的学问

探究杠杆的秘密

寻找生活中杠杆的应用

将杠杆实验中的数据记录在下表中。

把任务与合适的工具用线连起来，然后标出这些杠杆的支点、动力点和阻

力点，最后在横线上写出杠杆的类型。

列举生活中用到的杠杆，判断是否省力，并写出理由。

生活中的杠杆 是否省力 理由

阻力点 动力点

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格） 钩码（个） 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格） 钩码（个）

方法1

方法2

方法3

方法4

方法5

方法6

修剪指甲 夹取蛋糕 夹开核桃 称量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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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轮轴的秘密

杠杆和轮轴

探秘轮轴的作用

将石磨和方向盘的支点、动力点和阻力点标注在下图中。

将轮轴实验的数据记录在下表中。

实验方法
钩码数
（个）

提升高度
（厘米）

实验次数
用力大小
（牛）

平均数
（牛）

用力方向

1

2

3

分析上面的实验数据，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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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滑轮的作用

研究动滑轮的作用

研究滑轮组的作用

把动滑轮实验的结果记录在下表中。

把滑轮组实验的结果记录在下表中。

直接提升重物的力（牛） 用动滑轮提升重物的力（牛）

直接提升物体的力（牛） 用滑轮组提升物体的力（牛） 用力方向是否改变

实验结论：　　　　　　　　　　　　　　　　　　　　 　　　                

实验结论：　　　　　　　　　　　　            　　　　　　　　　　　  

设计滑轮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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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斜面的作用

研究斜面的作用

将斜面实验的结果记录在下表中。

重物被提升的高度（厘米）

重物被移动的距离（厘米）

移动重物所需要的力（牛）

重物被提升的高度（厘米）

重物被移动的距离（厘米）

移动重物所需要的力（牛）

寻找斜面在生活中的应用

实验（一）

实验（二）

把你们的幻
灯片打印出来贴
在空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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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自 行 车

寻找自行车上的简单机械

研究自行车各部分的作用

找出自行车上的简单机械，并填在下图中。

把自行车的四个组成部分填在下表中。

选择自行车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研究，把研究计划记录在下面。

动力部分

传动部分

工作部分

控制部分

轮盘（轮轴）

研究计划

第　　　小组　　　时间：　　　　　

问题：

假设：

方法：

记录：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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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机械”单元评价

单元评价表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能根据简单机械的结构和作用提出可探究的
问题

能通过观察、阅读、实验等方法获取科学
事实

能用科学语言和概念图的方式记录、整理
信息，表述探究结果

能运用分析、比较、归纳等方法得出结论

能与同学交流自己的探究发现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年　　　月　　　日

试一试

我们固定木板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更省力。



机器模型 27

22

机器模型大比拼（一）

任务

调研

小组机器模型的研发项目是： 　　　　　　　　　　　　　　　　            

将调研报告写在下面的方框中。

科学
擂台

第　　小组调研报告

调研项目：

记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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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完善后的方案

方案 2方案 1

方案 3

将小组的设计方案画在下面的方框中，并将终选方案进行完善。

对小组的终选方案进行简单评价。

呈现

可行性 创新性



机器模型 29

制作

将小组机器模型的制作图样绘制在下面，并标明尺寸参数。

主视图

俯视图

左视图

其他图

23

机器模型大比拼（二）
科学
擂台

绘图



机器模型30

测试

把小组机器模型的检测、评估结果记录在下面的报告中。

把小组对机器模型所做的优化和改进记录在下表中。

机器模型检测、评估报告

传动部分

标准 检测、评估结果

检测次数 1 2 3

用力大小

操作情况

稳固情况

制作成本

难易程度

优化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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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

把小组机器模型的说明书写在下面的方框中。

　　　　　　说明书

1. 概述：

2. 结构与功能：

3. 使用方法：

4. 维护与保养：

五年级　　　班第　　　小组

24

机器模型大比拼（三）
科学
擂台

把对小组机器模型的评价结果记录在下面的评价表中。

制作成本
获得的奖项：（可画可贴）

安全环保

整
体
效
果

省力程度

造型美观

操作便捷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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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评价表

活动评价表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能制订计划，通过调查等方法获取相关机器
的信息

能用一定的创新技法，构思设计多种机器模
型方案

能绘制样图，选择合适的方法与工艺制作机
器模型

能用讲演、影像、展板、说明书等方式展示
机器模型

能公平、公正地进行评价，并不断改进和完
善机器模型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评价项目

1. 能用概念图的方法分析机器模型的多种方案

2. 能用一定创新技法构思多种机器模型

3. 能用图文结合的方式，绘制机器模型的具体
方案

4. 与其他组相比，本组机器模型设计成功的地方是：

5. 与其他组相比，本组机器模型设计不足的地方是：

教师评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活动名称：设计提重机器模型

“机器模型”单元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