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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小 朋 友
的

信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都知道，倒上一杯热水，它会慢慢变凉。可是你知道热水

变凉的过程有什么规律吗？如果给冰、水加热，或是让水蒸气、热水

冷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想找到答案的话，就动手实验吧！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绕太阳运行的行星，而月球是绕地球运行的

卫星。一日内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做一

做模拟实验吧！

　　动物大家族中，成员最多的是哪类动物？当然是昆虫啦！勤劳

的蚂蚁、可爱的萤火虫、讨厌的蚊子……都是昆虫。昆虫种类繁

多，占动物世界的80%以上。你想知道昆虫的奥秘吗？动手养蚕宝

宝或毛毛虫就知道啦！

　　生物都会繁殖，都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植物都用种子繁殖吗？

动物的繁殖方式有什么不同？生物通过哪些方式去适应环境的变

化？如果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它们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本学期，我们还会像科学家那样，通过摆的实验了解科学探究

的过程和方法。

　　你跃跃欲试了吗？那就开始我们的科学学习之旅吧！

 编者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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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1

冷　和　热

夏天，妈妈

在阳台上洗了一盆衣服。

糟了，

里面有我马上要穿的花裙子呀！

咦，花裙子怎么干啦？

冬天，爸爸

在院子里装了满满一缸水，

水结成了冰。

坏了！

缸怎么破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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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计是易碎品，

使用时须轻拿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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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备 一 杯 热 水、 一 杯 温 水 和 一 杯 冷 水， 先 将 两 手 的

食指分别放入热水和冷水中，5 秒后再同时放入温水中，比

较手指的感觉。

温度计的使用方法

　　　 准 备 一 杯 热 水、 一 杯 温 水 和 一 杯 冷 水， 先 将 两 手 的

　　1. 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温

度计上端。

　　2. 将温度计下端的液泡完全浸

没在液体中，温度计不能碰到容器

的底和侧壁。

　　3. 待温度计的液柱稳定后再读

数，读数时视线与液柱的上表面保

持水平。

热水  

液柱

液泡

1 冷 热 与 温 度

　　怎样可以准确
地知道水的温度？

温水  冷水 热水  温水  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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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好测温装置。

2. 每隔 2 分钟记录一次水温，连续记录 6 次。

3.  把记录的数据在方格纸上描点并连成线。

实验结论：

实验设计与记录：

问题： 热水在变凉过程中，水温是匀速下降，还是先快后慢地下降，

或是其他？

假设：

实验结论与你的假设一致吗？

假如继续观测下去，水温会怎样变化？

　　生活中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温度计，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

和用途。

　 探究一杯热水在变凉过程中水温是怎样变化的。

　　生活中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温度计，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

　　 探 针 式 电 子 温 度

计：用来测量各种液体

的温度，精度高。

　　电子体温计：用来测量体温，

读数更方便。

　　温湿度计：用

来测量空气的温度

和湿度。

　　红外线温度计：测

量温度时不需要接触被

测物，更方便、快捷。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 页



　 研究液体受热和遇冷时体积的变化。

2 热 胀 冷 缩

问题：水在受热和遇冷时，体积会有什么变化？

实验设计：

　　1.  准备一个中间插有空心管的胶塞和配套的烧瓶。

　　2.  往烧瓶里加满染了颜色的水，用胶塞塞紧瓶口，

　　　 记下空心管里水面的位置。

　　3.  把烧瓶放入热水中，观察空心管里水面的位置

　　　 有什么变化。

　　4.  再把烧瓶放入冷水中，观察空心管里水面的位

　　　 置又有什么变化。

实验结论：

　　这两支温度计里的液柱上升或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热水 冷水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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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空气在受热和遇冷时，体积会有什么变化？

1. 用气球嘴套住烧瓶瓶口。

2. 将烧瓶放入热水中，观察气球的变化。

3. 再将烧瓶放入冷水中，观察气球的变化。

实验设计：

实验结论：

　 研究液体受热和遇冷时体积的变化。

　 研究气体受热和遇冷时体积的变化。

　 研究固体受热和冷却后体积的变化。

问题：铜球在受热和冷却后，体积会有什么变化？

实验设计：

　　用酒精灯加热时，

要按正确的方法操作！

观察常温下

铜球通过铁

圈的情况。

用酒精灯给铜球加热后，观

察铜球是否能通过铁圈。

将铜球放入水中冷却

后，观察铜球是否能

通过铁圈。

实验结论：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2 页

1. 2. 3.

1 单元 冷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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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多数物体受热时体积会增大，遇冷时体积会缩小，

这种现象叫作热胀冷缩。

你能解释生活中的这些现象吗？

瘪的乒乓球放到热水里能够复原

夏天架电线时，电线不能拉得太紧

夏天轮胎容易爆胎

　　1. 打开灯帽，将灯帽竖放在

灯旁。

　　2. 用点着的火柴从灯芯下端

自下而上斜向点燃酒精灯。

　　3. 用外焰加热物体。

　　4. 加热完成后，用灯帽自灯

芯右上方斜向盖灭火焰，然后取

下灯帽再盖一次。

酒精灯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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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水、 水 蒸 气 是 同 一 种 物 质 吗？ 它 们 有 哪 些 相 同 和

不同之处？

研究冰融化过程中温度的变化。

　　 冰、 水、 水 蒸 气 是 同 一 种 物 质 吗？ 它 们 有 哪 些 相 同 和

3 水 受 热 以 后

　　1. 取一些碎冰，测量其

温度。

　　2. 用酒精灯加热碎冰，

测量冰水混合物的温度。

　　3. 继 续 加 热 冰 水 混 合

物， 每 隔 1 分 钟 测 量 一 次

水 的 温 度， 直 到 水 温 达 到

10 ℃时为止。

冰受热以后从固态变成液态，这种现象叫作融化。

1 单元 冷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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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图为某同学做碎冰融化实验的温度变化曲线图，分

析并回答问题。 

　　继续给水加热，研究水沸腾前后温度和水位的变化。

  下图为某同学做碎冰融化实验的温度变化曲线图，分

　　继续给水加热，研究水沸腾前后温度和水位的变化。

　　1. 冰融化前，温度

是否持续上升？

　　2. 冰融化时的温度

是多少℃？

　　3.冰融化的过程中，

温度是怎样变化的？

　　1. 加热前，测量水的温度，记录烧杯

中水面的位置。

　　2. 用酒精灯加热烧杯中的水，每隔

1 分钟测量一次水的温度，直到水沸腾 4 分

钟后，停止加热。

　　3. 待水面平静后，观察、记录烧杯中

水面的位置。

　　实验条件不同，测
得的数据也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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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下 图 中 的 点 连 成 线， 即 为 水 沸 腾 前 后 的 温 度 变

化曲线图，分析并回答问题。

　　  停止加热后，烧杯中水面的位置有什么变化？为什么？

满壶的水烧开后会产生哪些现象？为什么？

　　

　　1. 水沸腾前，温度是否持续上升？      

　　2. 水沸腾时的温度是多少℃？

　　3. 水沸腾以后，停止加热前，温度是否继续上升？

　　在一般情况下，当温度升高到100 ℃时，水会沸腾，并

产生大量气泡。水沸腾时的温度叫作水的沸点。

1 单元 冷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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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 遇 冷 以 后

　　 你 在 什 么 时 候 见 过 露 水？ 那 时 的 气 温 在 一 天 中 是 高 还

是低？

研究水蒸气遇冷以后的变化。

从玻璃棒上流下来的水滴是怎样形成的？

　　 你 在 什 么 时 候 见 过 露 水？ 那 时 的 气 温 在 一 天 中 是 高 还

　　水蒸气遇冷以后从气态变成液态，这种现象叫作凝结。

　　1. 在烧杯中加热水，用

铝箔纸包住烧杯口，并在铝

箔纸上开个小洞。

　　2. 用酒精灯加热烧杯中

的水，直到水沸腾。

　　3. 在铝箔纸洞口上方斜 

放一根温度较低的玻璃棒，

观察发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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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情况下，当温度降低到０℃时，水会结冰。水结

冰时，体积会增大。

　　1. 在试管中加少量水，插入温

度计，再记下水面的位置。

　　2. 把试管连同温度计放到加了

盐的碎冰中，每隔 1 分钟记录一次

温度，直到温度降到 -2 ℃时为止。

　　3. 观察试管中冰面的位置与原

来水面的位置有什么不同。

　　温度计不能
碰到试管哟！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4 页

　　1. 水结冰时的温度是

多少℃？

　　2. 水结冰的过程中，

温度是怎样变化的？

　 　 研 究 水 结 冰 前 后 温 度 和 体 积 的 变 化 。

  把 下 图 中 的 点 连 成 线， 即 为 水 结 冰 前

后的温度变化曲线图，分析并回答问题。

  把 下 图 中 的 点 连 成 线， 即 为 水 结 冰 前

1 单元 冷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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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在自然界中，水能以液态、气态、固态三种状态存在。当环

境温度发生变化且达到一定程度时，水会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

种状态。

盛冰的瓶子外壁有很多水珠

缸里的水结冰后水缸裂开

冬天进入室内，镜片上出现小水珠

瓶里的水结冰后塑料瓶鼓胀

屋檐下挂满冰凌

冬天水管容易爆裂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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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2

地球、月球与太阳

太阳

用灿烂的阳光，

描绘白天的画卷。

月亮

用柔和的月光，

讲述夜晚的故事。

......

仰望苍穹的人啊 ,

从未停止过

对它们的

探寻与思索。



人类对地球形状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我国汉代的张衡在他的《浑天仪注》

中写道：“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

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

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

　　最初，古代中国人认为天

像一口锅，倒扣在地上；地像

一个方形的棋盘，是平的。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根据月食时地球

投射到月球的弧形阴影，推测地球是球形的。

　　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发现，当

帆船回港时，总是先看见船帆，

后看见船身。由此，人们认识到

海面不是平的。

5 地　　球

你认为这些解释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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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球面上模拟帆船回港的情况。

　  在地球仪上标注麦哲伦环球航行路线。

　　1. 阅读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故事。

　　2. 用彩笔在地球仪上标注出麦哲伦航

行路线的主要停靠点。

　　3. 在主要停靠点上插一面小旗，并用

棉线将小旗按航行路线连起来。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5 页

西班牙

北美洲
西班牙

澳大利亚

非

欧  亚  大  陆

南

美

洲

洲

太

平

印  度  洋

大大

西西

洋
洋

洋

非

洲

　　你有什么发现？

2单元 地球、月球与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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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 年， 人 类 发 射 了 第 一 艘 载 人 宇 宙 飞 船， 航 天 员 从 太

空 看 到 了 地 球 —— 一 颗 蓝 色 的 星 球。 像 地 球 这 样， 自 身 不 发

光， 围 绕 太 阳 运 行， 且 质 量 足 够 大 的 天 体， 被 称 为 行 星。

地 球 表 面 有 液 态 的

水， 温度适宜，是太

阳系中目前已知唯一

有生物，特别是有高

级智慧生物的行星。 

　　1961 年， 人 类 发 射 了 第 一 艘 载 人 宇 宙 飞 船， 航 天 员 从 太

　　要找到相
应的位置哟！

　　 这 是 从 太 空 拍 摄 的 地 球 照

片， 照 片 上 白 色 部 分 可 能 是 什

么？ 蓝 色 部 分 可 能 是 什 么？ 咖

啡 色、 绿 色 部 分 又 分 别 可 能 是

什 么？ 比 较 蓝 色、 咖 啡 色、 绿

色部分的面积，哪个大？

　　参考地球仪，将陆地板块贴纸贴在一个蓝色气球上。

　　 这 是 从 太 空 拍 摄 的 地 球 照

　　参考地球仪，将陆地板块贴纸贴在一个蓝色气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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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球

　　用手电筒光直射、斜射沙盘里的

石子坑，观察石子坑阴影的变化。

　　400 多年前，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

月球，看到了月球表面众多的环形山、高地和“月海”。许多

年 来， 科 学 家 一 直 认 为 环 形 山 是 由 火 山 喷 发 形 成 的。20 世 纪

70 年 代， 科 学 家 结 合 观 测 证 据 提 出 了 新 的 观 点： 这 些 环 形 山

大部分是由来自宇宙的流星体撞击形成的。

　　400 多年前

模拟环形山的形成。

　　1. 在一个盘子里铺上约 3 厘米厚的

细沙。

　　2. 从不同高度、不同位置往沙盘里

丢相同大小的石子。

　　3. 再从同一高度、不同位置丢大小

不同的石子。

观察“环形山”阴影的变化。

2单元 地球、月球与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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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拉上窗帘，关上顶灯，

打开台灯并放在教室中央。

　　2. 手臂伸直，双手托住一

只排球，球的位置比头稍高。

　　3. 原地转动身体，让球一

直保持在身体的前方。

　　4. 观察球面受光的情形。

模拟月球的公转，观察“月相”的变化。

　　在宇宙中，环绕行星运行的天体被称为卫星。月球围

绕地球运行，是地球的卫星，也是距地球最近的天体。它

还是迄今人类唯一登陆过的地外天体。月球上没有空气，

没有液态水，缺乏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月球自己并不发

光，但能够反射太阳光。

　　 如 果 到 月 球 旅 行，

你 会 观 察 到 什 么？ 需 要

带哪些东西？

18



连续观察月亮。

整理月相观察日记。

　　1. 每晚 6 ：00 对月亮进行观察。 

　　2. 将观察到的月亮形状和此时

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记录下来。

　　1. 认识下图中各种月相名称。

　　2. 将你记录的月相对照下图进行归类。

　　3. 根据月相观察日记，数一数两次满月大约间隔多少天。

渐亏凸月

满　月渐盈凸月上弦月上蛾眉月

　　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有什么规律？

月相示意图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6 页

下蛾眉月下弦月

2单元 地球、月球与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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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阳 是 一 颗 自 身 能 发

光、 发 热 的 气 体 星 球， 表 面

温度约5 700 ℃，内部温度可

达1 600 万 ℃。它的体积相当

于130 万个地球那么大。天文

学 家 把 太 阳 这 样 的 星 球 称 为

恒 星。 太 阳 是 银 河 系 中 一 颗

普 通 的 恒 星， 是 离 地 球 最 近

的恒星。

7 太　　阳

　　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约

为1.5 亿 千 米， 光 在 真 空 中 的

传播速度约30 万千米/ 秒。算

一算：此刻照在你身上的阳光

是什么时候从太阳发出的？

　　 太 阳 是 一 颗 自 身 能 发

1.5 亿千米有多远

　　 假如乘坐速度为1 000

千 米/ 时 的 飞 机， 大 约 要

连续飞行17 年；假如乘坐

速度为40 000 千米/ 时的火

箭，要连续飞行5 个多月。

　　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约

20



　　怎样才能清楚地表示太阳的高度在一日内的变化？

用量角器测量太阳高度角。

　　上午9：00和下午
3：00的太阳高度角有
什么不同？

　　1. 一名同学背对太阳站立。　　　　

　　2. 在人影前端与头顶之间拉直一

根线。

　　3. 测出这根线与地平面之间夹角

的角度。

　　阳光照射到地面，光线与地平面的夹角就是太阳高度

角。用太阳高度角可以表示太阳的高度。

　　怎样才能清楚地表示太阳的高度在一日内的变化？

　　能用尺子
直接去量吗？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7 页

2单元 地球、月球与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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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太 阳 钟

1. 用手电筒光照射一支竖立的铅笔，观察它的影子。

2. 改变照射的方向和高度，观察铅笔的影子有什么变化。

3. 试试在什么情况下，影子会不见。

研究物体影子的长短与方向的变化。

　　　用手电筒模拟太阳，观察物体影子的长短与方向是

怎样随“太阳”的位置变化而改变的。

太阳的位置变化对物体影子有什么影响？

怎样随“太阳”的位置变化而改变的。怎样随“太阳”的位置变化而改变的。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
置变化轨迹呈半圆形，
我们可以用竹篾和手电
筒来模拟。

　　影子的形成需
要哪些条件？

竹篾

2. 改变照射的方向和高度，观察铅笔的影子有什么变化。

3. 试试在什么情况下，影子会不见。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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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阳光下小棒影子的变化。

小棒影子的长短、方向与太阳的位置变化有什么关系？

　　1. 把小棒插在橡皮上，固定在记录纸

的观察点上。选择空旷处放置， 不要移动。

　　2. 利用指南针确定方向，并在

记录纸上标出来。

　　3. 每隔 1 小时在记录纸上标出

小棒的影子，并记下时间。

　　最短的影子
出现在……

　　影子的方
向和太阳的位
置相反……

影子的长短和……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7 页

2单元 地球、月球与太阳

23



6

7

8
9 10 14 15

16

17

18

11 1312

西

北

　　 古 代 人 早 就 注 意 到 太 阳

的 移 动 与 阳 光 下 物 体 影 子 的

变 化 有 关 系， 而 且 这 种 变 化

是 有 规 律 的， 于 是 制 造 出 了

计 时 工 具。 这 一 类 计 时 工 具

在 西 方 被 称 为 太 阳 钟， 在 中

国被称为日晷。

你认为这些日晷是怎么工作的？它们有什么不同？

赤道日晷

牛顿钟 立式日晷 地平日晷

用硬卡纸和指南针制作一个地平日晷。

　　 古 代 人 早 就 注 意 到 太 阳

  1. 在一张半圆形的硬卡纸上按第 23 页的活动记录标明刻度和方向。

  2. 把一张三角形的硬卡纸竖直粘贴在半圆形硬卡纸上。

  3. 利用指南针确定方向，就能根据三角形硬卡纸的投影确定时间。

晷针

晷面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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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3

昆　虫

我们的家族很庞大，

大到超乎你的想象！

从天空到草地，

从沙漠到森林，

从高山到平原，

从河流到海洋

……

到处都有我们的身影，

到处都有我们的足迹。



9 庞 大 的“ 家 族 ”  

观察这些昆虫，找出它们的相同之处。观察这些昆虫，找出它们的相同之处。

　　数一数：它们各
有几只足？这些足长
在身体的什么部位？

蝴 蝶

蝉

蚂 蚁

蜜 蜂

蚊 子
苍 蝇

蟑 螂

蟋 蟀

螳 螂 七星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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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约150 万种动物，其中种类最

多的是昆虫，占整个动物界种数的80% 以上。

　　昆虫的身体分

为 头、 胸、 腹 三

部分，头部有一对

触角，胸部有三对

足，多数有一对或

两对翅。

头

胸

腹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8 页

　　昆虫中种类最多的是甲虫，找出下面甲虫的相同之处。　　昆虫中种类最多的是甲虫

3单元 昆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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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一种你熟悉的昆虫。

用身边的材料做一种昆虫模型。

你来描述，我来猜。

　　它的眼睛很大，翅

膀是透明的。它不仅可

以向前、向后、向两侧

飞，还可以像直升机那

样悬停在空中。

　　它常常扮成绿色植
物，这有利于隐蔽自己。
它的前足很发达，上面
长满锋利的尖刺，捕捉
猎物很方便。

　　1. 准 备 一 些 枯

树枝和开心果果壳。

　　2. 用 热 熔 胶 把

头、 胸、 腹 三 部 分

连 接 起 来， 把 果 壳

粘 在 背 部， 把 触 角

粘在头部。

　　3. 在胸部的两侧

粘上三对足。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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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每天清除粪便、换桑叶，

观察、记录蚕宝宝的成长情况。

　　3. 放入洗净擦干的桑叶，

再用毛笔将蚁蚕轻轻扫入盒内。

　　2. 在纸盒里铺上干净的纸，

在盒盖上扎几个孔。

　　1. 在春天天气变暖以后，留

意蚕卵的变化，等待蚁蚕孵出。

　　昆虫的一生在形态、生活习性方面会有很大的不

同，让我们通过饲养昆虫来了解它一生的变化。

　　很多科学家都有记日记的习惯，他们会从日积月累

的日记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发。我们通过给蚕宝宝记观

察日记，也会有很多发现。

养蚕。

10 养 昆 虫

3单元 昆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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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观察蚕卵和蚁蚕的样子。

　　2. 记录蚕

宝宝身体长度

的变化。

　　3. 记录蚕宝宝的蜕皮过程。

　 给蚕宝宝记观察日记。

观察日记
 月  日　 天气 

　　蚕卵是椭圆形的，呈
淡灰色，中间凹陷。有的
蚁蚕已经出壳，样子像蚂
蚁，只有 2 ～ 3 毫米长。

　　蚕宝宝越来越大，颜色
越来越浅。有一天，它不吃
也不动，我以为它死了。第二
天一看，它蜕下了一层皮，还
长大了不少，颜色也更浅了。

　　连接两个记号，这条线的
长度就是蚕宝宝的身体长度。

　　将蚕宝宝放在方格纸上，
在头部、尾部的位置画记号。

观察日记
 月  日　 天气 

30



　　4. 记录蚕宝宝吐丝结茧。

　　5. 记录飞蛾破茧而出。

　　蚕宝宝的形
态变化……

　　蚁蚕的
颜色…… 　　蚕宝宝的

进食情况……

　 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整理你的观察日记？　 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整理你的观察日记？

　　蚕宝宝越来越大，蜕了
4 次皮，身长有 6 厘米了。
排完最后一次粪便后，它不
吃桑叶了，身体变得洁白，
还有些透明。它开始摇头晃
脑地练习吐丝啦！

　　蚕宝宝用茧丝把自己包裹得严
严实实的。过了几天，茧上破了一
个洞，有只飞蛾钻了出来。它全身
都是白的，身体胖乎乎的，头上长
着一对触角。它的样子跟蚕宝宝可
真不一样。

　　你发现
蚕的寿命有
多长？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9 页

观察日记
 月  日　 天气 

观察日记
 月  日　 天气 

　　蚕宝宝越来越大，蜕了

　　蚕宝宝用茧丝把自己包裹得严

3单元 昆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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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养蚕，还可以养菜青虫。

　　1. 到菜地里找几条菜青虫，用

毛笔轻轻刷到盒子里，然后带回家。

　　2. 找一个洗干净的玻璃瓶，

在瓶底放些小石子，铺上土，再

把菜青虫放进去。

　　4. 每天用新鲜的菜叶喂菜青虫。

　　3.用锥子在瓶盖上扎几个孔，

让瓶子内外空气流通。

　 用你的方式把蚕的一生画下来。

　　也可以在花
鸟市场买面包虫
来试试。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0 页

　　你能描述菜
青虫的一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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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探 究 昆 虫 的 奥 秘

　　除了通过观察昆虫、整理分析观察日记，还可以通

过实验探究昆虫的奥秘。

　　　 研 究“ 莴 笋 叶 能 不 能 代 替 桑 叶 喂 蚕” 这 个 问 题， 你

认为下面哪名同学的实验设计更合理？

　　　 研 究“ 莴 笋 叶 能 不 能 代 替 桑 叶 喂 蚕” 这 个 问 题， 你

轩轩的实验设计：

1. 准备两个饲养盒，里面各放 1 条蚕宝宝；
2. 把两个饲养盒放在相同的地方；
3.  给一个盒子里的蚕宝宝喂桑叶，给另一个盒子里的蚕
　宝宝喂莴笋叶。

晨晨的实验设计：

1. 准备一个饲养盒，里面放 10 条蚕宝宝；

2. 前 10 天给蚕宝宝喂桑叶；

3. 后 10 天给蚕宝宝喂莴笋叶。

阳阳的实验设计：

1. 准备两个饲养盒，里面各放 10 条蚕宝宝；

2. 把两个饲养盒放在相同的地方；

3.  给一个盒子里的蚕宝宝喂桑叶，给另一个盒子里的蚕宝

　宝喂莴笋叶。

3单元 昆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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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你想研究的问题，写出实验设计和你的发现。

　　 关 于 昆 虫， 还 有 很 多 问 题 值 得 研 究。 比 如， 菜 青 虫 冬 天 去

了 哪 里？ 蝉 是 怎 么 发 声 的？ …… 让 我 们 像 科 学 家 那 样 走 进 昆 虫

世界吧！

　　 关 于 昆 虫　　 关 于 昆 虫

研究的问题

实验设计

我的发现

蚕宝宝喜欢生活在明亮的地方还是黑暗的地方？

1. 找一个长方体扁纸盒，在盒盖的窄边开一条

 约 1 厘米宽的缝。

2. 将五六条蚕宝宝放入盒内，盖上盒盖。

3. 半小时后，打开盒盖，观察蚕宝宝在什么位置。

研究者：姚乐乐

　　蚕宝宝喜欢生活在明亮

的地方还是黑暗的地方？

米在什么情况下不容易生虫？

蚂蚁是如何传递信息的？

　 还有哪些可以通过实验研究的问题？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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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单元单元4

繁　殖

呼—

吹一口气，

蒲公英的小伞飞满天空，

它们会在哪里安家？

折一根柳枝，

插在河边。

来年春天，

它会不会长大？

那一群毛茸茸的小鸡，

是刚从蛋壳里出来的吗？

它们长大后，

会不会也有自己的娃娃？

……



解剖种子，观察种子的内部构造。

　　种子是有生命的。一粒种子就是一个生命，只要落在适宜

的环境里，它就能生根、发芽，长成一株新的植物。

12 用 种 子 繁 殖

　　用镊子轻轻剥开经水浸泡过的蚕豆或玉米

种子，并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它的内部构造。

子叶 子叶

种皮

根 根

干枯的

子叶

子叶

胚芽

胚根

种子的内部构造

36



探究种子的萌发情况。

问题一：把蚕豆种子按不同的方向摆，根都会向下长吗？

实验设计：

 假设：                                                                                  

思考：瓶中小苗的生长有什么共同之处？

问题二：葵花子埋在多深的土里可以出苗？

实验设计：

　　1. 选择 10 多粒差不多大小的葵花子，放在水中浸泡半天。

　　2. 每两粒葵花子为一组，尖头朝下分别插入不同深度的湿润　

　　　松软的土里。　　　

　　3. 把坑填平，标记好深度。

　　4. 10 天后，观察哪些种子发芽了，哪些没有发芽。

我的发现：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1 页

选几颗蚕豆种子放在水中浸泡几小时。

向瓶内倒水，使水位达到 1 厘米。将纱布弄湿后贴在瓶壁。

1.
2. 

几天以后，观察种子的萌发情况。4. 

1

第 1 粒

2

第 2 粒

编号
埋种深度 /厘米

…

将种子摆放在纱布和瓶壁之间，有正放的，有

倒放的，有横放的。把瓶子放在温暖的地方。

3.

 假设：                                                                                    

4单元 繁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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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传播种子的方式有哪几种？

悬铃木 苍耳

仔细观察，猜测它们的特点与种子传播方式有什么关系。

蒲公英 椰子凤仙花

鬼针草

野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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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 根、茎 、叶 繁 殖

　　植物除了用种子繁殖，还可以用营养器官繁殖。

　　蓟（jì）的根
钻出地面，长成
一株新的植物。

　　落地生根的幼
芽落到土里就能长
出新苗。

　　把水仙的球茎
浸入水中，就能生
根、发芽、开花。

　　生姜块茎
上的小芽能继
续萌发。

　　红薯的块
根可以长出新
的红薯苗。

　　长寿花的
叶子插在土里
就能成活。

还有哪些植物也可以利用根、茎、叶繁殖？

4单元 繁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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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你栽种的植物，与同学交流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

原因。

　　展示你栽种的植物

　　把红薯浸在

水中，当长出小

芽之后，用刀切

下 带 芽 的 红 薯

块，埋入土中。

用红薯的根繁殖。

　　从一株健康的菊花的

主茎上剪下一根枝条，插

入一盆松软的土中。

　　 从 宝 石

花 上 摘 下 一

片 叶， 摆 放

在土上。

用宝石花的叶繁殖。

用菊花的茎繁殖。

　　把红薯浸在

水中，当长出小

芽之后，用刀切

下 带 芽 的 红 薯

块，埋入土中。

用菊花的茎繁殖。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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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红薯的根繁殖。

用宝石花的叶繁殖。

用菊花的茎繁殖。

  动物求偶后交
配，会以不同的方
式产生后代。

14 动 物 的 繁 殖

　　在自然条件下，大多数动物通过雌雄结合产生后代。动

物的繁殖包括求偶、交配、生产以及哺育等一系列复杂的行

为，这些行为都是动物与生俱来的本领。

你还知道哪些动物求偶的方式？

蚕蛾交配 猫交配

雄蛙鸣叫

孔雀开屏 角马搏斗

弹涂鱼“跳舞”

4单元 繁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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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打开的鸡蛋，找一找蛋黄上有没有一个明显的

小白点。

　　  下 面 是 人 类 的 胎 儿 在 妈 妈 子 宫 里 不 同 时 期 的 生 长

发育图，请按照发育的先后顺序排列。

　　

　　这就是从鸡
蛋受精到小鸡出
壳的过程。

　　蛋黄上有明显
小白点的鸡蛋才能
孵出小鸡哟！

42



　　看一看小猫
出生时的情景。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3 页

　　右图中的卵
分别是谁产的？

　　猜一猜：它们
分别是谁的孩子？

像鱼和鸟那样产卵的繁殖方式叫卵生。

　　像人、马、猫等哺乳

动物那样直接生出胎儿的

繁殖方式叫胎生。

4单元 繁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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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动物产卵以后，卵会在适宜的环境里自然孵化。而有

些动物产卵以后，要尽最大努力去保护卵、孵化卵。

　　很多父母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哺育

任务，还要教会小动物生存的本领。

　　有些动物产卵以后，卵会在适宜的环境里自然孵化。而有

　　在严寒的南极，

帝企鹅爸爸把卵放在

脚背上，用厚实的羽

毛盖住，不吃不喝，

一直站立着，用自己

的体温孵化卵。

　　春天来了，小鸟

们张大嘴巴，等着觅

食归来的妈妈喂养。

　　小沙丘鹤跟着妈

妈学习捕食的本领。

　　小北极熊跟随妈妈，要用两年

左右的时间学习如何在北极严酷的

环境中生存。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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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5

生物与环境

土壤是蚂蚁的家

山林是猴子的家

草原是马儿的家

高原是牦牛的家

池塘是蝌蚪的家

海洋是珊瑚的家

……

地球是所有生物的家，

让我们一起来爱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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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生命的物体又称为生物。所有的生物都会生长，会繁

殖，会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几乎都需要阳光、空气、水、

适宜的温度……

　　　 种 过 了 番 茄、 黄 瓜， 养 过 了 昆 虫， 你 能 概 括 出 有 生

命的物体的共同特点吗？

 植物的特点：

     能够长大

     会繁殖

     不能运动

 动物的特点：

能够长大　会繁殖

能运动　需要食物

生物的

共同特点：

15 生 物 与 非 生 物

　 它们是生物吗？

　　　 种 过 了 番 茄、 黄 瓜， 养 过 了 昆 虫， 你 能 概 括 出 有 生

　　会“长高”，会
长出小石笋 ，会对环
境变化作出“反应”，
不需要阳光。

石　　笋

　　会繁殖，会长大 ，

分不出根、茎、叶，会

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

需要阳光和空气。

青　　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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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才能知道它们是不是生物？

地衣 松萝 水绵

　　　 识 别 图 中 的 生 物 和 非 生 物， 分 别 用 两 种 不 同 颜 色 的

笔写下它们的名称。　

　　　 识 别 图 中 的 生 物 和 非 生 物

　　　把有关系的生物与非生物用另一种颜色的笔连线。

　　你还可以挑其
他图片做一做。

5单元 生物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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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的洞

黄鳝的穴

燕子的窝

蜜蜂的巢

16 动物的庇 护所

　　 和 人 类 一 样， 动 物 也 有 自 己 的 家。 你 还 见 过 哪 些 野 生

动物的家？

　　 和 人 类 一 样， 动 物 也 有 自 己 的 家。 你 还 见 过 哪 些 野 生

　　大自然为动植物提供生存所需要的阳光、空气、水、适

宜的温度等，还为动物提供安家所需要的各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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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到校外寻
访，一定要有大人
陪同，注意安全。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5 页

　　到校园里、池塘边、大树下寻访动物的家。

　　1. 设计一张寻访调查记

录表。

　　2. 慢慢地接近，静静地观

察，不要惊吓和伤害小动物。

　　3. 把自己的发现记下来或

画下来。

　　动物们为什么把家安在那里？它们一直住在家里吗？　　动物们为什么把家安在那里？它们一直住在家里吗？

　　到校园里、池塘边、大树下寻访动物的家。

5单元 生物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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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给鸟儿安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给鸟儿安个家。

　　1. 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用类似真鸟

巢的材料和搭建方法搭建一个巢。

　　2. 检查搭建的鸟巢是否结实、牢固。

　　3. 观察搭建的鸟巢是否有鸟儿入住。

　　4. 如果没有鸟儿入住，想一想可以用

哪些方法吸引鸟儿，然后试一试。

　　　 鸟 儿 的 家 一 般 安 在 哪 里？ 它 们 的 家 用 哪 些 材 料

来搭建？是什么样的？

　　　 鸟 儿 的 家 一 般 安 在 哪 里？ 它 们 的 家 用 哪 些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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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季节更替时，生物会用哪些方式来适应？

17 环 境 变 化 以 后

　　大 自 然 中 的 非 生 物 因 素（ 如 温 度、 降 水 量 等） 总 是

在不断地变化，生物有自己适应环境变化的方式。

　　猴面包树靠粗壮的树

干蓄水来度过旱季

  秋季，一些树木的叶
子会变黄、飘落

　　雷鸟会变换羽毛颜色

　　北极狐的毛色和毛量会发生变化

　　麻雀的脂肪和毛量会发生变化

5单元 生物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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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出 现 下 面 这 些 情 况 时， 生 物 还 能 适 应 吗？ 它 们 会 面

临哪些挑战？

旱灾

雪灾

土壤沙化

森林火灾

海水倒灌

火山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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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环境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有缓慢而具规律的气候变化，

也有急速的天气变化，还有海啸、火山喷发、陨石撞击等灾害性事

件。当生物无法适应变化时，就会死亡甚至灭绝。科学家普遍认

为，恐龙、猛犸象的灭绝是环境的突然变化造成的。

　　除了自然原因以外，人类活动也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影

响。人类的这些行为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哪些改变？对生物

的生存产生了什么影响？

　　自然环境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有缓慢而具规律的气候变化，

　　除了自然原因以外，人类活动也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影

导致恐龙灭绝的“陨石撞击”假说

砍伐森林 城市扩张 排放废气

石油泄漏

导致猛犸象灭绝的“气候变暖”假说

5单元 生物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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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如 要 在藏羚羊迁徙必经之地规划修建一条铁路，你将从

哪些方面评估铁路的修建方案？

  假 如 要 在藏羚羊迁徙必经之地规划修建一条铁路，你将从

　　有些鱼类需要在不同的水域进行周期性迁徙，以保证正常繁殖

或越冬，这种行为被称为洄游。随着人们对河流资源的不断开发利

用，越来越多的隔流建筑被修建在自然河流中，如拦河筑坝修建的

水电站。这往往会阻断、破坏鱼类自由迁徙的洄游通道，大大影响

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导致鱼类减少甚至灭绝。目前，人们多采用

建设鱼道的方法来缓解这种状况。鱼道是供鱼类洄游通过水闸或大

坝的人工水槽。

　　有些鱼类需要在不同的水域进行周期性迁徙，以保证正常繁殖

2

1. 鱼道入口 2. 鱼道池室 3. 休息室 4. 出口拦污棚 5. 高水
位时诱鱼水流 6. 鱼道入口诱鱼水流

1 鱼道入口 2. 水流控制断面 3. 近自然型弯道 4. 鱼道出口 
5. 鱼道入口诱鱼水流

1

1

4

4
5

5

6

2

3

3

横隔板竖缝式鱼道示意图 原生态式鱼道示意图

　　查找相关资料，对下面两种鱼道的设计进行分析、评估。　　查找相关资料，对下面两种鱼道的设计进行分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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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 学 习

像 科 学 家 那 样 ……
　　 科 学 家 关 注 大 自 然， 并 力 求 解 答 大 自 然 中 无 数 的“ 为 什

么”。科学家具有一些共同的素养。

　　李四光小时候常常在村
边一块巨石旁玩耍，他很好
奇：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孤零
零的巨石？它是借助什么力
量到这儿来的？

　　魏格纳提出“大陆漂
移说”后，一直未获得承
认。他致力于完善证据，
在去格陵兰做第4次考察时
不幸遇难。

　　哥白尼通过观察和计算，
对“地球中心说”大胆地提出
质疑，认为是地球在围绕太阳
转动，使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前
进了一大步。

不盲从权威

重视证据

对世界充满好奇

　　竺可桢连续38年记观测
大自然日记，没有一天中断。
几十年日积月累的宝贵资料成
为他撰写名著《物候学》的重
要基础。

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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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告诉
我们……

问题：

摆的快慢与什么因素有关？

假设：

摆的快慢与摆线长度有关。摆线越长，

摆越慢；摆线越短，摆越快。

材料工具：

铁架台、细线、钩码、卷尺、秒表。

实验设计：

1. 制作一个摆，摆线长度可以调节。

2.   把摆线长度分别调节成 10 厘米、

20 厘米、30 厘米，各做 3 次实验和

测量。

实验结论：            

　　科学家告诉

　　你知道摆的快慢

与什么因素有关吗？

实验结论：

● 要 把 可 能 影 响 结 果 的

因素 都罗列出来，但一

次 只 能 选 择 一 个 因 素

作出假设时——

　　摆动幅度大小
影响摆的快慢吗？　　我觉得摆的

快慢跟摆线的长
度有关。

● 有些问 题可以 是通

过实验寻找答案，也

可以是探究某种变化

与 什 么 因 素 有 关 。

如，影响种子萌发的

因素有哪些？

提出问题时——

你知道摆的快慢

可以是探究某种变化

与 什 么 因 素 有 关 。

如，影响种子萌发的

因素有哪些？

搜集作出假设 设计方案

提出问题

　　从起点出发，摆
回来算一次摆动。

56

　　我认为摆锤质
量越大，摆越快。



● 要 认 真 、如实 地 做 好 实 验
记录，不可更 改实验数据。

● 有条 件 的 话，要 多 做 几 次
实 验，这 样 得 到 的 数 据 更

搜集证据时——

● 可以用 表 格 记 录 、整
处理信息时——

10 秒摆动的次数

第一次

50 克

100 克

150 克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后结果

摆锤

质量

…

…

…

…

…

…

…

…

…

…

…

…

10 秒摆动的次数

第一次

10 厘米

20 厘米

30 厘米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后结果

摆线

长度

10 秒摆动的次数

第一次

50 克

100 克

150 克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后结果

摆锤

质量

10 秒摆动的次数

第一次

5°

10°

15°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后结果

摆动

幅度

需要考虑的问题

     保持不变的因素

摆线长度影响

摆的快慢

摆锤质量影响

摆的快慢

摆动幅度影响

摆的快慢

      需要改变的因素
实验假设

10 秒摆动的次数

第一次

10 厘米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后结果

摆线

长度

10 秒摆动的次数

搜集 证据
得出结论处理信息 分享交流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7 页

　　针对不同的假
设，需要考虑不同
的实验控制问题。

　　怎样做到
公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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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1年，法拉第通

过实验证明，当磁铁

移入和移出线圈时，

线圈中会产生电流，

这 就 是 电 磁 感 应 现

象。法拉第是电动机

和发电机的发明人。

　　1859年，达尔文出

版了《物种起源》，书

中阐述了“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

论观点，较好地解释了

整个生命世界如何从简

单的低等生物进化到今

天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

生物。

　　1865年，孟德尔

通过研究豌豆，发表

了 论 文 《 植 物 杂 交

试 验 》 ， 总 结 出 了

生物的遗传规律，用

充 足 的 研 究 数 据 解

释了生物子代与亲代

之 间 像 与 不 像 的 问

题 ， 为 现 代 遗 传 学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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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9年，门捷列夫

发现了元素周期律，预

言 了 一 些 当 时 尚 未 发

现 的 元 素 的 存 在 和 性

质 。 元 素 周 期 律 指 导

了 对 元 素 及 其 化 合 物

性 质 的 系 统 研 究 ， 成

为 现 代 有 关 物 质 结 构

理论发展的基础。

　　19世纪80年代，德国工

程师戴姆勒成功研制以汽油

为燃料的内燃机，本茨设计并

制造世界上第一辆内燃机三

轮汽车。此后汽车制造工业

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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