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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变化 光

保温物品

健康与生活

地球剧烈变化

热传递



物质的变化 1

空气的成分

研究空气的成分

认识氧气和氮气的用途

把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和得出的实验结论记录在下面。

把搜集到的氧气和氮气的用途记录在下面。

空气的成分 用途

氧气

氮气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1



物质的变化2

燃烧的秘密

观察物体的燃烧

蜡烛燃烧后生成了什么

把物体燃烧时的现象和燃烧前后的变化记录在下表中。

把实验现象记录在下面。

项目 看到的现象 得出的结论

烧杯内壁

澄清石灰水

物体 燃烧时的现象 燃烧前后的变化

2

纸片

棉纱布

木片

预防生活中的烧烫伤

将自己搜集到的预防烧烫伤的方法记录在下面。



物质的变化 3

变色游戏

物质 滴入紫甘蓝汁后的现象

白醋

小苏打溶液

物质 滴上碘酒后的变化

米饭

馒头

水果或蔬菜
表面的变化

刚切开时 10分钟以后

苹果片

涂有柠檬汁

的苹果片

观察苹果切面

变色游戏

将观察到的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向下列物质中滴入紫甘蓝汁，将实验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在米饭、馒头上滴上一滴碘酒，观察会发生什么现象？

3

试一试



物质的变化4

生锈与防锈

比较铁和铁锈

研究铁生锈的条件

设计小刀防锈方案

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我认为，铁生锈与　　　　　、　　　　　、　　　　　有关。

把自己想到的防止小刀生锈的方法写在下面。

防锈方法 防锈理由

刷漆 防止小刀和空气、水接触

试管编号 实验条件 开始生锈的时间 十天以后的变化

1 干燥（无水、有空气、无盐）

2 油中（无水、无空气、无盐）

3 水中（　　　　　　　　　）

４

5

硬度 导电能力 是否能被磁铁吸引 ……

铁

铁锈

4



物质的变化 5

“物质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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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提出“物体燃烧后发生了什么变化？”的
问题

能对物体的燃烧现象进行观察和记录

能通过分析、比较实验现象，归纳出“空气
的主要成分”

能说出氧气和氮气的用途

能说出预防烧烫伤的方法

能为小刀设计防锈方案

能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评价项目

1. 能积极参加调查活动，并提出自己的想法

2. 能对铁生锈的条件进行假设

3. 能按照实验方法进行实验，并记录实验现象

4. 能与同学相互交流得出的结论

本次活动中我们小组的收获是：

教师评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活动名称：研究铁生锈的条件



健康与生活6

刺激与反应

研究人体对环境刺激的反应

“刺激与反应”的作用

在感觉测试实验中，听到声音的在表格中画“√”  ，听不到声音的在表格

中画“×”。

人体接收外界刺激后会做出反应，这对我们人体有什么作用呢？把本组讨

论的结果记录下来。

5

通过分析以上事例，“刺激与反应”对我们身体的作用是：　　　　　　　

　　　　　　　　　　　　　　　　　　　　　　　　　　  　    　　　       

刺激 反应 对人体的作用

1 耳朵听到很大的声音 双手迅速捂住耳朵 保护耳朵，防止耳朵受到伤害

2

3

4

5

测试顺序 距离地面（单位：厘米） 不堵住耳朵 用棉花堵住一只耳朵

1 5

2 10

3 20

4 40

5 60

6 80



健康与生活 7

人体的司令部

认识脑

将我们发现的脑的特点用文字或图片记录在下面。

6

探究脑的功能

将游戏中参与的器官、共同完成的任务等记录在下表中。

游戏名称 参与的器官 共同完成的任务 在谁的指挥下协同完成任务

记忆游戏

手操游戏

脑的颜色、形状： 脑的表面特点：

脑的大小： 脑的结构：



健康与生活8

将脑的功能和实例记录在下面。

识记课文

记忆游戏

认知

手操游戏

脑的功能

让脑更健康

记录整理让脑更健康的方法，并选择一种适宜的方式呈现出来。

如果你选择用幻
灯片，可以将幻灯片主
要内容记录下来。

我的呈现方式是：  

我的研究结果是：



健康与生活 9

7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用统计图的方式对全班同学的生活习惯进行统计。

习惯与健康

制作健康海报

我的健康海报

海报主题：

海报内容：

图片：

制作人：	　　　　　　　　制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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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生活10

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将研究的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的结果记录在下面。

环境与健康

预防环境污染

8

我们组想要研究的主题

1. 　　　　　　　　　　　　　　　　　　　　　　　　　　　　

2. 　　　　　　　　　　　　　　　　　　　　　　　　　　　　

……

可将概念图或
幻灯片的主要内容
整理在方框中。

　　　　　　　对健康的影响



健康与生活 11

将搜集到的生活中的危险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记录在下面。

远离危险源

生活中的危险源

将研究结果记录在下面。

　　可以利用概念
图或设计环保宣传
画等方式呈现。



健康与生活12

单元评价表

想一想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能从习惯、环境与健康关系的角度提出感兴
趣的问题

能通过实验活动认识感觉的产生

能学会监测自己的视力和清洗鼻腔的方法

能认识常见的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
射性、生物安全等危险标识

能利用统计图表对全班的生活习惯进行统计

能用概念图、幻灯片、宣传画等方式呈现自
己对环境与健康关系的探究结果

能把自己的发现与大家交流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年　　　月　　　日

判断下列行为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健康与生活”单元评价

一到考试就紧张 长时间背诵记忆 每天坚持做眼保健操



地球剧烈变化 13

9

探究高山的形成

多色橡皮泥模拟的是　　　 　　　　　，来自手的挤压力模拟的是　　

　　　　　　　　　。

将实验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地表探秘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用手捏住橡皮泥两端，向中间挤压。

取一条橡皮泥，用橡皮泥切割刀切两
刀，让橡皮泥块之间能够滑动。

根据实验现象和示意图，我推测海洋是这样变成高山的：　　　　　　　

　　　　　　　　　　　　　　　　　　　　　　　　　　　　　　　　 　

　　　　　　　　　　　　　　　　　　　　　　　　　　　　　　　　　  

　　　　　　　　　　　　　　　　　　　　　　　　　　　　　　　　　  

解释喜马拉雅山有海洋生物化石的秘密



地球剧烈变化14

认识地球的结构

将地球内部各部分的名称写在下面的方框内。

地球的内部
10

将地球内部各个圈层的厚度、物质的存在状态等相关内容记录在下面。

把你搜集到的其他资料写在下面。

地球内部的结构



地球剧烈变化 15

11

研究地震的成因

地震的危害

将实验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将观看地震纪录片时的感受和地震的危害记录在下面的图框中。

地　震

实验方法 实验现象

双手握住薄木板的两端，均
匀用力，使它弯曲，直至折断。

双 手 握 住 较 厚 木 板 的 两 端，
均匀用力，使它弯曲，直至折断。

双手握住厚木板的两端，均
匀用力，使它弯曲，直至折断。

我最深的感受是：　　　　　　　　　　　　　　　　　

地震的危害有：

1. 　　　　　　　　　　　　　　　　　　　　　　　  

2. 　　　　　　　　　　　　　　　　　　　　　　　  

3. 　　　　　　　　　　　　　　　　　   　　　　　   



地球剧烈变化16

制作防震减灾宣传画

防震减灾宣传画

制作人：　　　　　　　　制作时间：　　　　　

看谁制作的宣
传画主题明确，内
容具体，版式新颖。



地球剧烈变化 17

12

模拟火山喷发

将实验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火　山

推想自然界中的火山是怎样喷发的。

将火山喷发的利与弊记录在下表中。

火山喷发的利 火山喷发的弊

实验名称 模拟火山喷发 实验小组

实验材料

实验现象



地球剧烈变化18

研究岩石的性质

观察岩石的特征，并用“√”或文字记录在下表中。

地壳的构成
13

岩
石
编
号

岩石的特征

岩石构造 构成物质 滴浓醋

硬
度

条
痕
颜
色

层
理

气
孔

生
物
痕
迹

颗粒
层
状

冒
气
泡

不
冒
气
泡大 中 小

1

2

3

4

5

6



地球剧烈变化 19

认识岩石的形成过程

根据岩石的性质和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将岩石分为哪三类，记录在下图中。

判断下面的岩石属于哪一类，用线连起来。

大理岩 化石

砂岩 碳质板岩

页岩 石英岩

石灰岩 辉绿岩

沉积岩

岩浆岩

变质岩

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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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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根据观察到的现象，提出可探究的科学
问题

能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地球内部进行探究

能设计模拟高山形成的实验

能提出地震和火山喷发形成的假设，并通
过模拟实验进行验证

能推想自然界火山是怎样形成的

能与同学交流探究岩石种类的结果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评价项目

1. 能利用所学知识，提出地震形成的假设

2. 能按照实验方法进行实验

3. 能认真分析实验现象，得出实验结论

4. 能推想出地震的成因

本次活动中我们小组的收获：

教师评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活动名称：研究地震的成因

“地球剧烈变化”单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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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光从哪里来

观察光

哪些光是来自于光源的光？哪些光是来自于物体反射的光？试着给它们进

行分类，将结果记录在下面。

我们是怎样看见物体的

寻找周围的天然光源和人造光源

设计眼睛看清非光源物体的实验。

把找到的光源进行分类，并把结果写在横线上。

天然光源：　　　　　　　　　　　　　　　　　　　　　　　　　　

人造光源：　　　　　　　　　　　　　　　　　　　　　　　　　　

我的实验方案

研究的问题：怎样看清非光源物体

我的假设：

实验方法：

实验模型： 

光
来自于光源的光：太阳光、　　　　　　　　　　  　　　　

来自于物体反射的光：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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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光的传播

研究光在空气中的传播

制作针孔“照相机”

我的实验方案

研究的问题：光在空气中是怎样传播的

我的假设：

实验方法：

把观察到的实验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探究小孔的大小、数量、形状改变对“像”的影响。把观察到的结果记录

在下面。

小孔 像的特点

小孔 1 个

小孔 2 个

小孔 3 个

比较大的孔

大孔

三角形孔

正方形孔

五边形孔

实验方法 能看到光 不能看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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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光的反射

改变光的传播路线

反光游戏

画出实验中光传播的路线。

用 1~3 块镜子，让手电筒的光从进光口射入，分别从不同的出光口反射出

去。把自己设计的实验方法画在下面。

出口 1

出口 2

出口 3

进口

出口 4

出口 1

出口 2

出口 3

进口

出口 4

出口 1

出口 2

出口 3

进口

出口 4

出口 1

出口 2

出口 3

进口

出口 4

把你的方
法画在图中。

镜
子

镜
子

镜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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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彩虹的形成

探究彩虹的形成

把彩虹形成实验的照片贴在下面。

你还能用什么方
法观察到七色光？

材料： 镜子 1 块、水槽 1 个、纸屏 1 个、手电筒1 个、水等。

实验方法： 1. 向水槽中倒入水，将镜子斜放在水中。

	 2. 用手电筒照射水中的镜面，使照在镜子上的光反射到纸屏上。

做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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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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从彩虹与环境的联系中，提出可探究的
问题

能设计实验并通过实验验证光是沿直线传
播的

能制作针孔“照相机”，并探究小孔的变化
与成像之间的关系

能利用表格记录光的传播的实验现象

能与同学交流探究光的反射现象的结果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评价项目

1. 能积极准备彩虹形成实验的材料

2. 能与小组同学一起制订彩虹形成的实验方案

3. 能积极配合进行彩虹形成的实验

4. 与其他组相比，本组的实验活动优点是：

5. 与其他组相比，本组的实验活动不足之处是：

教师评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活动名称：探究彩虹的形成

“光”单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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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勺柄是怎样变热的

研究勺柄冷热的变化

水温的变化

把实验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把观察到的数据记录在下表中，并根据数据绘制曲线图。

实验方法
实验现象

预计的现象 观察到的现象

时间（分钟） 0 1 2 3 4 5 6 7 8

烧杯中水的温度（℃）

锥形瓶中水的温度（℃）

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1 2 3 4 5 6 7 8 时间（分钟）

温度（℃） 烧杯中的水 锥形瓶中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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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比赛

研究固体材料传热的快慢

研究空气、水、铁棒传热的快慢

设计制作隔热杯垫

把观察到的实验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传热由快到慢的顺序是：　　　　　　　　　　　　　　　　　　　　   

把观察到的实验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我设计的隔热杯垫

材料 铁棒 铝棒 塑料棒 木棒

蜡烛油融化的时间（秒）

材料 铁棒 水 空气

感温变色纸变色的时间（秒）

根据实验现象，我得出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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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在水中的传递

探究水是怎样变热的

把观察到的实验现象画在下图中。

取暖器是怎样使室内空气变热的？在下图中标出空气流动的方向。

运用对流的知识解释取暖器是怎样使室内空气变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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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水器

探究太阳能热水器吸热多少与哪些因素有关

寻找辐射热的应用

实验（一）

实验（二）

实验（三）

时间（分钟） 0 1 2 3 4 5 6

黑色纸盒温度计示数（℃）

白色纸盒温度计示数（℃）

时间（分钟） 0 1 2 3 4 5 6

大面积纸盒温度计示数（℃）

小面积纸盒温度计示数（℃）

时间（分钟） 0 1 2 3 4 5 6

约 90 度纸盒温度计示数（℃）

约 45 度纸盒温度计示数（℃）

把自己找到
的照片贴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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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和散热

研究散热器是怎样散热的

怎样让一杯热水更快变凉

黑色物体能加快热传递吗？将实验数据记录在下面。

时间（分） 0 1 2 3 4 5 6

灯泡黑色面温度计示数（℃）

灯泡白色面温度计示数（℃）

我得出的结论是：　　　　　　　　　　　　　　　　　　　　　　。

我让热水变凉的方法：

1. 　　　　　　　　　　　　　　　　　　　　　　　

2. 　　　　　　　　　　　　　　　　　　　　　　　

3. 　　　　　　　　　　　　　　　　　　　　　　　

我让热水保温时间更长的方法：

1. 　　　　　　　　　　　　　　　　　　　　　　　

2. 　　　　　　　　　　　　　　　　　　　　　　　

3. 　　　　　　　　　　　　　　　　　　　　　　　

我让热水凉得更快的方法：

1. 　　　　　　　　　　　　　　　　　　　　　　　

2. 　　　　　　　　　　　　　　　　　　　　　　　

3. 　　　　　　　　　　　　　　　　　　　　　　　

请你想一想，怎样让
一杯热水保温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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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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从比较炊具各部分的制作材料中提出探
究问题

能根据事实提出容器中底部的水受热后会
上升，上部的冷水会下降的假设

能设计材料传热快慢的实验，并通过实验
认识材料传热性的强弱

能通过分析暖水瓶的材料和结构，认识其
保温原理

能与同学交流探究太阳能热水器吸热多少与
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结果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评价项目

1. 能根据要求确定实验条件

2. 能根据实验条件设计多种实验材料

3. 能利用组合法设计多个实验模型

4. 能根据实验材料设计具体的实验方法

5. 与其他组相比，本组的实验活动优点是：

6. 与其他组相比，本组的实验活动不足之处是：

教师评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活动名称：研究勺柄冷热的变化

“热传递”单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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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设计

　　　　　调研计划

调研主题：　　　　　　　　　　　　　　　　　　　　　　　　　

主要问题：

1. 　　　　　　　　　　　　　　　　　　　　　　　　　　  　　

2. 　　　　　　　　　　　　　　　　　　　　　　　　　　  　　

3. 　　　　　　　　　　　　　　　　　　　　　　　　　　  　　

调研方法：

记录信息：

材料

结构

携带

保温物品大比拼（一）
科学
擂台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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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是否选择 理由

样图 1

样图 2

样图１ 样图２

构思

评价

呈现

把我们解决问题的多种设想，用概念图记录在下面。

把筛选的方案和理由记录在下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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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根据改进后的制作方案，绘制出详细的制作图纸。

24

保温物品大比拼（二）
科学
擂台

测试

测试方案

选择任务：

设计要求：

测试方案：

测试结果：

评价结果：

第　　　小组

主视图 左视图 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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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

改进

制作成本 环保程度 整体效果 奖项

低 环保

产品完善卡

待改进 改进方案

我的收获：

我的优点：

继续努力：

思考自己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表现，总结表现好的地方和需要努力的

地方，记录在下面。

25

保温物品大比拼（三）
科学
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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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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评估保温物品的可行性，预想使用效果

能使用工具对材料进行加工，制作保温物品

能利用摄影、文字、绘图或实物，表达自己
的创意与构想

能通过讲演、幻灯片、展板等形式，展示
保温物品

能与同学交流活动的体会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评价项目

1. 能积极参加本组的讨论，并绘制出一幅样图

2. 能根据热传递的原理提出改进方案

3. 能与其他同学分工合作，完成制作任务

4. 与其他组相比，本组活动的优点是：

5. 与其他组相比，本组活动的不足之处是：

教师评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活动名称：制作保温物品

“保温物品”单元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