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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小 朋 友
的

信

亲爱的小朋友：

　　恭喜你已经成为一名中年级学生了！ 在一、二年级，我们已经

观察过空气、水、土壤等，本学期我们将进一步去了解它们。除了

用观察的方法，我们还将用到实验的方法，这可是科学家常用的研

究方法。

　　如果让你举例说出哪些是固体，哪些是液体，估计难不倒你。

但是，若要问你流沙、飘烟是固体还是液体，你是不是就犯迷糊

了？到课本中去寻找答案吧！

　　我们每天都要呼吸，都要吃东西。空气和食物进入我们的身体

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它们在我们的身体中会经历怎样的旅行

呢？相信你一定很想知道！

　　在低年级时，你的气球动力小车和风向标做得怎么样？是不是

意犹未尽呢？别着急！《像工程师那样……》不仅会告诉你工程师

分许多种，还能让你当一回设计肥皂的化工工程师呢！

　　那还等什么，就让我们开启中年级的科学探究之旅吧！

                                                                                  编者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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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1

认 识 空 气

虽然看不到你，

也摸不着你，

可你自由自在地

在世界每个角落嬉戏。

你呀，总是这么调皮！ 

植物说：有了你，

我们才能茁壮成长；

动物说：没有你，

我们就会停止呼吸。

你呀，就是这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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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 气 占 据 空 间 吗

还能往盒里放粉笔吗？还能往杯里倒水吗？为什么？

　 研究空气是否占据空间，说说你的猜想与发现。

  纸团会不会湿？

　　将漏斗插入小口瓶，

用橡皮泥封住瓶口，然后

快速向漏斗里倒水。

　　将一团纸紧塞在杯底，再

把杯子竖直向下倒扣在水中。

  水会漏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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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粉笔、水一样，空气占据一定的空间。

空气可以被压缩，压缩空气具有弹性。

  气球吹得大吗？

　　2. 推动活塞，记下活塞

的位置，松手，观察活塞有

什么变化；然后用大一点的

力推动活塞，再松手，观察

活塞又有什么变化。

　　将气球放入瓶中，

并用气球嘴套住瓶口，

用力吹气球。

挤压注射器里的空气，说说你的发现。

　　1. 把注射器的活塞往后拉

一段距离，记下活塞的位置。

将针筒口顶住橡皮。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 页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 页

　　像粉笔、水一样，空气占据一定的空间。

　　放一小块泡
沫在针筒里会看
得更清楚。

　　放一小块泡
沫在针筒里会看

1 单元 认识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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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在生活中有哪些用途？

充气床垫

喷水壶

充气城堡

射钉枪

足球

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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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 气 有 质 量 吗

    测一测气球里的空气是否有质量。   

  １. 在一根细长棍两端各挂一

只充了气的气球，并使之平衡。

　　3. 松手后，原来平衡的细长棍

会发生什么变化？

２. 将一只气球中的气慢慢放掉。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1 单元 认识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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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前 充气后

　　古代，人们一度认为空气是没有质量的。到了17 世纪，

伽利略做了一个实验：用气泵向一个大玻璃瓶中尽可能多打

些气，并封住瓶口，用天平称出瓶子的质量。然后把瓶口打

开，再称，发现瓶子的质量减少了。伽利略认为，减少的质

量就是把瓶口打开后跑出来的空气的质量，从而证明空气是有

质量的。

　　后来，科学家用精确的实验测得：在接近地面处，1 升空

气的质量约为1.29 克，相当于3 枚回形针的质量。

充气前

　　古代，人们一度认为空气是没有质量的。到了17 世纪，

用电子天平测皮球里空气的质量。

电子天平的使用方法

　　1. 将电子天平放在水平桌

面上，打开电源。

　　2. 按“归零”按钮，确保

在称量之前显示数字为“0”。

　　3. 将要称的物体放在电子

天平上，读取显示数字即可。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 页

用电子天平测物体的质量。

6



3 热 空 气 和 冷 空 气

让纸蛇转动。

　　1. 用卡纸剪一条纸蛇。

　　2. 点燃一支蜡烛，将纸蛇悬挂在火焰

上方约 10 厘米处。

　　3. 观察到纸蛇转动后，熄灭蜡烛。

让“热气球”上升。

　　1. 用细铁丝把大塑料袋口撑成圆形。

　　2. 将塑料袋撑开后罩在一支点燃的蜡烛上。

　　3. 过一会儿松手，塑料袋就会上升。

　 纸蛇为什么会转动？“热气球”为什么会上升？

1 单元 认识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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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冷空气和热空气的流动实验。

　　1. 准备两个相同的

玻璃瓶，分别放在盛有

冷水和热水的盆中，过

一会儿取出。

　　2. 在热瓶中放入点燃的线香，

当瓶内充满烟后移走线香，立即

用玻璃片盖住瓶口。

　　4. 重复步骤 1~2，将冷瓶

与热瓶的位置上下对调，抽

掉玻璃片，观察烟的流动。

热瓶

冷瓶

热瓶

冷瓶

抽掉玻璃片 ？
冷瓶

热瓶

冷瓶

热瓶

抽掉玻璃片 ？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2 页

从实验中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3. 将冷瓶倒放在有烟

的热瓶上，抽掉玻璃片，

观察烟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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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暖气片都安装在房间的低处？为什么冷藏柜可

以不加盖子？

　　为什么暖气片都安装在房间的低处？为什么冷藏柜可

1 单元 认识空气

9

　　制作观察空气流动的简易装置。

准备材料：

塑料瓶、短蜡烛、美工刀、垫片。

　　实验现象说
明了什么？明了什么？

1. 把塑料瓶的底挖掉，边缘修理平整。

2.  将去底的塑料瓶罩在一支点燃的蜡烛上，

    瓶底一侧用垫片垫起，观察火焰的情况。

3. 抽去垫片，观察火焰有什么变化。

制作步骤：



　　  还可以用哪些方法制造风？

扇扇子 吹头发

吹风车 挤袋子

　　  根据冷空气和热空气的流动规律，结合下图，说一

说大自然中的风是怎么形成的。

　　阳光使地表温度升高，

温暖的地面加热它上方的空气

　　冷空气补充

到热空气上升后

留下的空间

　　冷空气补充

到热空气上升后

留下的空间

　　热空气从地面上升，越升

越高，然后又开始冷却、下降

　　空气总是在循环运动的，空气的流动形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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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2

研 究 土 壤

土壤是伟大的妈妈，

她的怀抱很大很大！

瞧！嫩草发芽了，

看！小树扎根了。

这里，冬眠的青蛙醒来啦，

那里，钻洞的蚯蚓歇息啦！

……

亿万个生命，

都在她温暖的怀抱中长大！

11



　　到田野、花圃或池塘边等不同的地方挖一些土壤，带

回去研究。

　　土壤是覆盖在地球表面的一层疏松物质，它具有一定的

肥力，能够提供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到田野、花圃或池塘边等不同的地方挖一些土壤，带　　到田野、花圃或池塘边等不同的地方挖一些土壤，带

4 土 壤 的 成 分

　　必须有大人陪同

才能去水边！

　　必须有大人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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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挖来的土壤，你在里面发现了哪些东西？

研究土壤的成分。

　　1. 用纸巾包住土

块，使劲握一握，摊

开纸巾，你看到……

　　2. 把 土 块 放 入 水

中，开始你看到……

过一会儿又看到……

　　3. 搅拌以后，你

看到……静置一段时

间后，又看到……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3 页

2单元 研究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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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中有大颗粒的沙粒、中等颗粒的粉粒和细小颗粒的黏

粒。人们根据三种颗粒含量的不同，将土壤分为三类：沙粒含

量较多的叫作沙质土，黏粒含量较多的叫作黏质土，沙粒、粉

粒、黏粒三者含量差不多的叫作壤土。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土壤的颗粒，说说你的发现。

沙质土 黏质土 壤 土

5 土 壤 的 类 型

　　土壤中有大颗粒的沙粒、中等颗粒的粉粒和细小颗粒的黏

14



　　   用手捻一捻，比较有什

么不同的感觉。
　　   和点水握一握，比

较哪一种能够握成团。

　　   加点水搓一搓，比

较哪一种能够搓成条。

  倒进同样多的水，比较不同土壤的渗水性有什么不同。

用多种方法比较沙质土、黏质土和壤土的不同。

　　为什么渗
出来的水不一
样多呢？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3 页

2单元 研究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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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卡片，了解仙人球和水稻的生长习性，你认为它

们分别适合生长在什么样的土壤里？

　　阅读卡片，了解仙人球和水稻的生长习性，你认为它

土壤类型

沙质土

黏质土

壤　土

特  点

　　渗水性、透气性最好，

保水性、保肥能力最差

　　保水性、保肥能力最

好，渗水性、透气性最差

　　保水性、保肥能力、渗

水性、透气性都较好

适宜生长的植物

芝麻、花生……

荷花、芦苇……

蚕豆、苹果树……

不同的土壤具有不同的特点，能满足不同植物的生长需求。

沙土中的颗粒

　　耐高温、干旱、贫
瘠（K ˜ ），不喜潮湿。

仙人球

　　喜高温、潮湿，对
土壤的保肥和供肥能力
要求较高。

水　稻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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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土壤的表层和下层，你发现有什么不同？

　　动植物遗体在土壤中腐烂分解后，形成了腐殖质。腐殖质是

供植物生长的肥料。腐殖质越多，土壤颜色越深，越肥沃。

6 肥 沃 的 土 壤

常见的土壤动物

　　  土 壤 中 生 活 着 许 多 小 动

物，它们为腐殖质的形成发挥

了重要作用。通过在土壤中打

洞，帮助土壤通气；通过吞食

和排泄，增加土壤的肥力；通

过身体的活动，促进各种营养

物质与土壤颗粒的混合……它

们是植物生长的好帮手。

　　

仔细观察土壤的表层和下层，你发现有什么不同？

　　仔细看看，落
叶下面的土壤是什
么颜色的？

表层土

下层土

岩石层

2单元 研究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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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所有的表层土都是肥沃的，如山体的表层土就因经常受

雨水的冲刷而流失，所以山上的土壤往往比较贫瘠。人们常用种

植绿肥、施农家肥和收集落叶沤肥等方法改良贫瘠的土壤。

　　不是所有的表层土都是肥沃的，如山体的表层土就因经常受

种植绿肥，覆盖农田 多施农家肥

做堆肥收集落叶和果蔬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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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肥料袋，了解腐殖质的形成过程。

每周观察一次肥料袋中发生的变化。

　　我放几条蚯
蚓在里面。

　　我的肥料
袋做好了。

　　1. 往 透 明

塑料袋中装土、

果皮、菜叶等。

　　2. 往塑料袋中均匀地

洒一点水，扎好袋口。

　　3. 把塑料袋放在

阴暗的地方。

　　3. 把塑料袋放在

　　别忘了
经常翻动。经常翻动。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4 页

2单元 研究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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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换

植物生长

生产粮食

动物安家

种植蔬菜

7 保 护 土 壤

　　动植物有了土
壤才能生存。

土壤对动植物和人类有哪些贡献？

　　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养料、水分，为动物生存提供栖息

地。土壤与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粮食、蔬菜等食物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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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的形成过程非常缓慢，形成几厘米厚的土壤层要经历

成千上万年的时间。今天，土壤正在受到流失和沙化的威胁。

土壤流失 土壤沙化

　　土壤的形成过程非常缓慢，形成几厘米厚的土壤层要经历

做水土流失的模拟实验。

无植被土壤

有植被土壤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5 页

准备材料：

铲子、两个托盘、洒水壶。

实验设计：

1. 取两块土壤，一块有植被覆盖，另一　

　块没有，分别放入一端垫高的托盘中。

2. 往两块土壤上浇同样多的水，模拟自　

　然界的降水情况。

3. 观察并记录土壤被冲刷和积水的情况。

实验现象：

植物是如何保护土壤的？

2单元 研究土壤

21



修筑梯田

轮作或休耕

植树造林

砍伐森林

开窑烧砖

宣传环保

人们的这些活动会对土壤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可以为保护家乡的土壤做些什么？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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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大小有形状，

或圆或方有质量，

外力作用会变样，

质量不变莫慌张。

液体可就不一样，

日常都要容器装，

摇一摇，晃一晃，

想变啥样就啥样。

单元单元3

固 体 和 液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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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认 识 固 体

教室里的物品哪些是固体，哪些不是固体？

它们也是固体吗？

纱 巾

羽 毛

面 粉 

食 盐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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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办法比较固体体积的大小。

  哪一组积木的体积大？

  哪一堆粉末的体积大？
  哪一个玩偶的体积大？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6 页

固体有确定的形状、体积和质量。

　　这是显微镜
下的食盐晶体。

3单元 固体和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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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在外力的作用下可以改变原来的形状或大小，但

构成物体的物质状态没有改变。

它们还是固体吗？

　　　大自然中的岩石经过风吹日晒雨淋，最后会变成什

么？它们还是固体吗？

敲碎的粉笔 剪碎的纸 切碎的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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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认 识 液 体

找一找图中哪些是液体，为什么称它们为液体？ 

飘动的烟 流动的沙

　　它们是液体
吗？为什么？

飘动的烟

吗？为什么？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7 页

3单元 固体和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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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比较不同液体的性质。

测量液体的体积。

比较液体的质量。

　　液体没有固定的形状，但有确定的体积和质量。

量筒的使用方法

　　1. 略倾斜量筒，烧

杯口紧挨着量筒口，将

液体缓缓倒入量筒。

　　2. 读数时，视线

与量筒内液体凹面

最低处保持水平。

比较液体的质量。比较液体的质量。比较液体的质量。

液  体

油

水

牛奶

蜂蜜

颜  色 气  味 透明度 黏稠度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7 页

　　量出50 毫升的水和

50 毫升的油，它们的质

量相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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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水平面。

用水平仪测量课桌、讲台、窗台等是否水平。

　　在水面放
一根牙签更有
助于观察。

　　1. 在两个相同的瓶子里装同

样多的水，将两个瓶子竖直放在

桌面上。

　　2. 倾斜其中一个瓶子，待水

静止后比较两个瓶子中的水面。

　　静止的水面一般都保持水平，我们称之为水平面。

　　人们利用水平面的原

理 制 作 了 水 平 仪 。 测 量

时，将水平仪紧贴在被测

物体表面，待气泡稳定后

再作判断。

水 平 仪

3单元 固体和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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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质量的大小。

（　　）克 （　　）克 （　　）克 （　　）克

黄  豆 玉米粉

+ +

绿  豆 混合后

八宝米

混凝土

中药材

10 固 体 的 混 合 与 分 离

生活中有哪些情况需要把不同的固体混合在一起？

比较固体混合前后的质量和占据空间，解释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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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占据空间的大小。

生活中有哪些需要分离混合物的例子？

想办法把下面的混合物分离开来。

将大米和稻壳分离

黄豆、绿豆和玉米粉 木屑和铁屑 红糖和沙子

将建筑垃圾破碎后分离

黄  豆 玉米粉 绿  豆

混合后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8 页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9 页

混合前

3单元 固体和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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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把 盐 放 到 水 里

把沙子、盐分别放入冷水中，并搅拌。

探究影响盐在水中溶解快慢的因素。

你有什么发现？

问题：盐在水中溶解的快慢与什么因素有关？

假设：与水的温度有关。温度越高，溶解越快。

实验设计：

　　　　　

　　　　　

　　还可能与哪
些因素有关？

　　为什么要用相同体积的水和相同质量的盐？　　为什么要用相同体积的水和相同质量的盐？

1. 准备两杯相同体积的冷水和热水。

2. 同时往两杯水中放入相同质量的盐。

3. 观察、比较哪个杯子里的盐溶解得快。

实验结论：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9 页

32



　　测量100 毫升水中能溶解多少克盐。

　　1. 每次加相同质量的盐。

　　2. 搅拌到完全溶解后再次加盐。

　　3. 当盐溶解得很慢时，一点一点地加。

　　4. 当盐无法再溶解时，停止加盐。

　　5. 计算这杯水溶解了多少克盐。

　　当盐无法再溶
解时所加的那次盐
不可计算在内。

　　当盐无法再溶
解时所加的那次盐
不可计算在内。

　　100 毫升水中能溶解与盐同样多的糖吗？

　　　沉在杯底无法溶解的盐或糖，用哪些方法可以让它

继续溶解？

　　100 毫升水中能溶解与盐同样多的糖吗？　　100 毫升水中能溶解与盐同样多的糖吗？

　　物质能溶于水的量有一定的限度。不同的物质在相同

体积的水中溶解量是不同的。

再弄碎一点？

给水加热？

3单元 固体和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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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将矿泉水瓶的上半部分剪下，给瓶

盖打孔。

　　2. 将剪下部分倒扣在瓶身中，先塞进

一团脱脂棉，再依次放入干净的沙子、小

石子、棉球，制成一个过滤器。

　　3. 把泥水缓缓倒进自制的过滤器中，

比较过滤前后的水。

用蒸发的方法分离水中的溶解物。

　　把盐水刷在一张黑纸上，然后放在阳光下晒。你发现了什么？

　　我们吃的盐
大多是通过晒海
水得到的。

用过滤的方法分离水中的不溶物。

　　自来水厂的
水出厂前需要进
行多次过滤。

水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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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

在池塘里安静地睡觉？

是谁

在小溪里悠闲地散步？

是谁

在江河里开心地奔跑？

是谁

在海洋里欢快地跳跃？

是谁

让地球这样充满生机！

单元单元4

地球上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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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河 流 与 湖 泊

　　你居住的地方有河流、湖泊吗？

　　自然界中，有的水域大，蓄水量多，如江、河、湖、海；

有的水域小，蓄水量少，如池塘、小溪、山涧。除了天然形成

的水域，还有人工水域，如水库。

　　河流、湖泊、池塘、水库有什么不同？

　　你居住的地方有河流、湖泊吗？

　　河流、湖泊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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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与湖泊是重要的淡水资源，也是许多生物的家园。

模拟河流与湖泊的形成。

　　下雨时校园里
有没有“河流”与
“湖泊”？

　　2. 选择低洼处筑坝，观察“河

流”“湖泊”的形成。

　　1. 用油泥在塑料盆里

塑造一块不平整的地形，

往模拟地形“降水”。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0 页

　　下雨时校园里
有没有“河流”与

莲

白鹭

蛇 鳜鱼

青鱼

鲫鱼

蝌蚪

龟青蛙 水黾

蜻蜓

螺小龙虾

河虾

黑藻金鱼藻

香蒲

芦苇

衣藻 浮萍

4单元 地球上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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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一猜：这些水可能是从哪儿来的？

制作简易水井模型。

13 地 下 水

　　1. 剪下塑料瓶中间一截，得到一个圆筒。

　　2. 将圆筒竖直放入罐子中央，在外围装入

约 4 厘米高的碎石。

　　3. 在碎石上铺一层约 1 厘米厚的沙子。

　　4. 慢慢往沙子上倒水，注意观察圆筒里水

位的变化。

　　猜一猜：这些水可能是从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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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400 多个城市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由于过度开采，地下

水越来越少，人们想出各种办法补充地下水，以增加地下水储量。

　　自然界的地下水总量约占淡水总量的30%。由于地表土

质疏松多孔，一部分雨水或积雪融水会渗透到地下土层和岩

石的空隙里，它们是地下水的主要来源。

　　自然界的地下水总量约占淡水总量的30%。由于地表土

大自然中地下水形成示意图

不可渗透层

可渗透层

地下水

岩层

分水墙

清淤过滤池

回灌井

铺设透水路面 雨水回灌地下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1 页

4单元 地球上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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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海  洋

　 说说你对海洋的了解。

比较海水与淡水，了解海水发苦发咸的原因。

　 海水为什么不能直接饮用？

　　1. 用滴管分别取 1 毫升淡

水和 1 毫升模拟的海水，滴入

两把金属勺中。

　　2. 将它们分别放在蜡烛火焰

上方加热，待水干后观察勺中留

下了什么。

比较海水与淡水，了解海水发苦发咸的原因。

　　海洋中的
盐类物质使海
水又苦又咸。

世界海陆分布示意图
审图号：GS（2016）1566 号

自然资源部  监制

比较海水与淡水，了解海水发苦发咸的原因。比较海水与淡水，了解海水发苦发咸的原因。

　　海洋中的
盐类物质使海
水又苦又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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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简易海水淡化装置。

　　地球上海洋面积约为3.62 亿平方千米，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70.8%，海水约占地球上水资源总量的96.5%。海洋里生活着20

余万种生物，其中90% 以上的海洋生物生活在浅海，还有许多

生物生活在海岸边。除了生物资源，海洋还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

源、化学资源和动力资源，所以它被称为“人类的资源宝库”。

　　地球上海洋面积约为3.62 亿平方千米，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要放在太
阳下晒哟！
　　要放在太
阳下晒哟！

石块

盐水 保鲜膜

海螺

海龟

海藻

鲸

鳕鱼

海带

紫菜 水母褐藻

章鱼

小丑鱼

珊瑚

海鸥

海蟹

海星

贻贝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2 页

4单元 地球上的水资源

41



15 珍 惜 水 资 源

水有哪些用途？

缺水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影响？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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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淡水资源的有限。

　　1. 在容器中装入１升水，代

表地球上的水资源总量。

　　2. 从容器中分别取 21 毫升、

6.5 毫升、0.5 毫升的水装入三个

杯子，依次代表冰川水、地下水、

河流与湖泊水的总量。　　　　

  1. 在盆中装半盆水，代

表某地区可利用的淡水资源。

  2. 1 名供水者每用小勺

向盆中加水 1 次，2~ 3 名用

水 者 根 据 需 求 从 盆 中 取 水

1~ 2 次。

  3. 重复以上步骤，直至

盆里的水取完。

体验可利用淡水资源的供不应求。

　　3. 容器中余下的

水代表海水。

你有什么发现？

这里供水者、用水者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分别指什么？

你认为哪些原因会导致用水量增加？

4单元 地球上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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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田滴灌：利

用塑料管道上的小

孔，将少量水送到

农作物的根部进行

灌溉。

　　使用节水产品：新型抽水马桶能产生

耗水量少、旋转快的强劲水流。

　　循环用水：将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废水经过适当处理

后重复使用。

家庭中还有哪些节水措施？

　　制订家庭节水方案，比较节水

前后一周用水量的变化。

　　制订家庭节水方案，比较节水
　　要学会看
水表哟！
　　要学会看

　　人类的生产生活离不开水。为了珍惜宝贵的淡水资源，人

们想到了各种节约用水的方法。

家庭中还有哪些节水措施？

刷牙时关水龙头

用大桶收集废水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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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5

人的呼吸和消化

梦里，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空气说：

我去你的身体旅游了！

米饭说：

我去你的身体参观啦！

咦，

我的身体竟藏着“美景”？

好想知道，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旅行！

45



16 人 的 呼 吸

将食指放在鼻前，深呼吸。

将两手放在胸下方，深呼吸。

认识呼吸器官并了解它们的作用。

你有什么发现？

　　鼻腔里有纤毛和黏液，对吸入

的空气有过滤、加温、加湿作用。

鼻腔

咽

喉

气管

支气管

肺

呼
吸
道

　　咽与鼻腔、口腔、喉相通。咽

喉对吸入的空气有温湿度调节和清

洁作用。

　　气管和支气管连接着喉与肺，

有清除异物、调节空气温湿度和防

御等功能。

　　肺在胸腔内，分左肺和右肺，

是氧气和二氧化碳进行交换的场所。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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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我们吸进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有什么不同。

收集空气

收集呼出的气体

倒入澄清石灰水

倒入澄清石灰水

摇晃一下，观察变化

摇晃一下，观察变化

　　比较我们吸进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有什么不同。

　　 地 球 上， 除 了 人 需 要 氧 气 以

外， 其 他 动 物 都 需 要 氧 气 才 能 生

存，就连河里和海里的鱼也离不开

水中的氧气。人和动物从空气中吸

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而植物吸

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这样，空

气中的二氧化碳不会越来越多，氧

气也不会用完。

5单元 人的呼吸和消化

47



一呼一吸算一次呼吸

运动前后，呼吸有什么变化？

17 运 动 和 呼 吸

　　测自己在三种状态下 1 分钟的呼吸次数，并记下来。　　测自己在三种状态下 1 分钟的呼吸次数，并记下来。

分析自己的数据，你有什么发现？为什么？

比较男生和女生的数据，你有什么发现？

比较同学和老师的数据，你又有什么发现？

安静

状态下

运动

结束时

休息

3 分钟后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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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一次能呼出的最大气体量就是肺活量。小学生的肺活

量不应低于1000 毫升，成年人的肺活量一般在2500~4000 毫

升，有些运动员的肺活量可达6000 毫升以上。肺活量大的人，

身体供氧能力强。

测一测自己的肺活量。

　　1. 在标好刻度的塑料瓶里装满水。

　　2. 把瓶子倒置在水槽里，插入弯

头吸管。

　　3. 深吸一口气，通过吸管尽力向

瓶里吹气。

　　4. 记录排出的水量。

查资料，了解哪些锻炼方式可以增加人的肺活量。

　　用标准测试仪
可以更准确、更方
便地测出肺活量。

　　人一次能呼出的最大气体量就是肺活量

　 　 比 一 比 谁
的肺活量大。

　　4. 记录排出的水量。

　 　 比 一 比 谁
的肺活量大。

5单元 人的呼吸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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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哪些保护呼吸器官的方法？

健康人的肺 吸烟人的肺

　　你有什么话
要对吸烟人说？

积极参加体育运动

不吸烟，远离二手烟

用棉签蘸淡盐水

轻轻擦拭鼻腔

不要用力擤鼻涕

空气不良时，

出门戴口罩

不吸烟，远离二手烟

不要用力擤鼻涕

经常开窗通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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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食 物 的 旅 行

在人体轮廓图上画出食物在人体内的“旅行图”。

　　从同学画的图中挑出你最认可的一幅，说说你的理由。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到哪儿去了？

　　从同学画的图中挑出你最认可的一幅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5 页

5单元 人的呼吸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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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道是人体最大

的消化器官，成人肠

道长 6.5~8.5 米，约

为身长的 4.5 倍。

　　指出食物在人体
内的“旅行”路线。

认识人体的消化器官，了解食物的消化过程。

口腔：将食物磨

碎，与唾液混合

咽部：吞咽食物

食道：传送食物至胃

胃：储存和搅拌食物，

吸收一些营养

大肠：储存难以消化的

食物残渣，生成粪便

肝脏：产生胆汁

小肠：完成消化和吸收

肛门：将粪便排出体外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5 页

胆囊：储存胆汁

52



模拟食物在消化道里的运动。

消化道是通过什么方式使食物前进的？

人倒立时，吃进去的东西会怎样行进？

什么样的饮食习惯和卫生习惯有利于消化器官的健康？

用漏斗模拟口腔
　　1. 将圆气球的底部一侧

剪开。

　　2. 依次连接各个“消化

器官”。

　　3. 用胡萝卜块表示吃进

去的食物，让它从“口腔”

开始“旅行”，直至从“肠道”

钻出。

用软塑料管

模拟食道

用软塑料管模拟肠道

暴饮暴食细嚼慢咽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用气球模拟胃

5单元 人的呼吸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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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给我们常吃的食物分类吗？　　你能给我们常吃的食物分类吗？

19 食 物 与 营 养

　　食物中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的物质叫营养素。糖类、脂

肪、蛋白质、维生素、无机盐、水和膳食纤维是人体生长发育

所需的七大营养素。

　　食物中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的物质叫营养素。糖类、脂

　　米饭、面条、面包等淀粉类食

物含有丰富的糖类，可供给我们能

量，支持我们的活动。

　　鱼、肉、蛋、奶、豆类食物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我们长身

体必需的营养素。

　　油脂类食物含有丰富的

脂肪，可供给我们能量，保

持我们的体温，但不能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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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水果类食物含有丰富

的维生素和无机盐，是我们保持

健康不可缺少的食物。

　　粗粮、蔬菜、豆类食物含有大量的

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有

害物质和废物。

　　水是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素，吸收营养、排

出废物都需要它的帮助。

　　   碘酒是“淀粉探测器”，碘酒滴到含淀粉的食物上会

变蓝。滴几滴碘酒到土豆和萝卜切面上，观察有什么不同。

　　   想办法检测花生里有没有油脂。

检测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6 页

豆类食物含有大量的

5单元 人的呼吸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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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盐类适量

大豆坚果奶类2~3 份

畜禽肉蛋水产品类2~3 份

水果类3~4 份

蔬菜类4~5 份

谷薯类5~6 份

　　没有一种食物含有人体需要的全部营养素。为了健康成长，

食物要多样化，不能偏食、挑食。

用食物卡片模拟配餐，为自己设计一份科学食谱。用食物卡片模拟配餐，为自己设计一份科学食谱。

　　比一比谁的
设计合理，既营
养又健康。

见学生活动手册第 16 页

昨天你吃了哪些食物？

　　　对照中国儿童平衡膳食算盘，

判断你的食谱是否合理。

　　　对照中国儿童平衡膳食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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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学习

像 工 程 师 那 样 ……

　　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工程师，例如环境工程师、园林工程师、

地质工程师等。他们为人类创造了一个越来越美好的世界！

　　机械工程师设计的产品种类很
多，从简单的物品到复杂的机器。

　　航天工程师设计和开发航天
飞机、国际空间站等飞行器。

　　土木工程师设计并监督高速公
路、桥梁、房屋等建筑物的施工。

　　电子工程师设计电视机、计算
机、集成电路等产品和电子系统。

　　航天工程师设计和开发航天

　　工程师是设计产品、结构或系统来改善人们生活的人。

到处都有工程师的杰作，如手机，立交桥和房屋的结构，以

及电脑的软、硬件系统。工程师有很多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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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里销售的肥皂大多

含有香料、防腐剂等多种添

加剂。是否可以制作一块更

具保养功能的手工皂？

● 首先 要 搞 清 楚面 对 的
工 程任 务 是什么。

● 还 需 要了解 这 个 任 务
的具 体 要求 是什么。

明确问题时——
● 首先 要 经 过 头 脑 风 暴 ，

就 是小 组 内成 员要 充 分、
自由地 发 表 各自的想法。

● 根 据 任 务 中 的 要 求 ，选
出最 好 的想法。● 用 画 图 的 方 式 呈 现 设 计

方 案。

设计方案时——

画 图 的 方 式 呈 现 设 计

明确问题
前期研究 设计方案

　　我想做一
块小熊形状的
手工皂。

任务：做一块手工皂。

要求：具有保养功能，少用添加剂。

手工皂设计方案

小组成员：         日期：      

我们想做具有      功能的手工皂。

我们的设计方案：

原  料 用  量
皂基 300 毫升

●●

●●

明确问题时明确问题时明确问题时明确问题时

　　工程师告
诉我们……

　　我想做一

加点蜂蜜试试。

小组成员：

我们想做具有

我们的设计方案：

　　可以通过对比

实验，研究皂基的

清洁作用；也可以

通过查阅资料，了

解制作中添加什么

原料能使肥皂具有

滋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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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皂基中加入
牛奶，这样可能会对手
有滋润作用。

　　我想把皂基、
牛奶、有颜色的液
体混合，让肥皂既
去污又漂亮。

制作模型 测试改进 展示交流

手工皂评价项目表

手  感 ★ ★ ★
原材料安全性 ★ ★ ★
使用后的气味 ★ ★ ★

★ ★ ★

　 　 这 些 是 我 们
做 的 手 工 皂 ， 请
同学们提意见。

测试改进时——
● 首先 依 据 任 务 要求 ，共同商定一个 测试 方法。● 然 后 进 行 反 复 多 次 的 测试，根 据 测 试 结果 判断是否满足任 务 要求 。● 对 达 不 到 要 求 的 部 分 进行改 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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