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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同学们的话

我们在好奇心驱使下，通过观察和实验能够获取一定的科学事实。然而，要

揭开事实背后隐藏的奥秘，还需要理性思维的帮助。

理性思维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程。具体地说，理性思维就是利用自己所

学的知识，根据掌握的科学事实，运用分析、比较、推理、概括等方法得出关于事

物本质的结论，如事物的结构及其各部分的功能、事物各部分之间或事物之间的

相互关系、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原因等。

比如说，我们在研究影子的成因时，通过分析手电筒、物体和光屏在影子形

成过程中的作用，比较并概括透明物体和不透明物体放在手电筒和光屏之间时

发生的不同现象，最后得出结论“行进中的光被阻挡时，就形成了阻挡物的阴

影”。没有这些理性思维的过程，我们就不能从实验现象得出探究结论。将这个

结论作为一个新的前提，我们还可以推理出一些新的结论，比如“不透明的铅笔

在光照中能够形成阴影”。

驱使我们探索自然的好奇心是科学研究的原始动力，而实证意识和理性思

维是科学精神最为根本的特征。

同学们，让我们和探探、究究、奇奇、妙妙一起，走进科学课堂，去揭示大自然

中更多的奥秘吧！

奇奇探探 妙妙究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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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上的“足迹”

猜想假设

为什么你踩在滑雪板上

就不会陷入雪地呢？

看，你的运动鞋已

经完全陷入雪地里了！

准备单元

人站在雪地上的凹陷程度与什么因素有关？请发表自己的看法，并说

明理由。

妙妙踩在滑雪板上，

滑雪板面积比较大，不容

易陷入雪中。 把我们的猜想和

假设都记录下来吧！

姓名

探探

究究

……

假设

与雪地接触的面积有关

与重力大小有关

依据

我骑过沙滩自行车，它的轮胎比较宽

我和爸爸都坐在一样的沙发上，沙发凹陷

的程度不一样

我觉得奇奇会陷入

雪中，因为奇奇比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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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计划

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请设计一个模拟实验来验证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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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凹陷程度与压力大小的关系实验方案

材料超市

·海绵

·小桌子

·尺子

……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我们把小桌子对海绵

竖直向下的作用力称为压力，

小桌子稳定后产生的压力大

小与它的重力大小相等。

我们提出的问题：

海绵的凹陷程度与接触面积大小有关吗？

我们的假设：

压力相同的情况下，接触面积越小，凹陷越深。

需要的器材：海绵、小桌子、尺子。

实验方法：控制变量法。

相同条件：小桌子、同一种海绵。

不同条件：小桌子与海绵的接触面积。

实验步骤：

1.分别测量海绵和小桌子的高度，并计算出高

度总和;
2.将小桌子按照下图的方式放在海绵上，分别

测出总的高度；

3.计算出步骤 1和步骤 2的差值，即为凹陷程

度。比较这两种摆放方式凹陷程度的差异。

海绵凹陷程度与接触面积大小的关系实验方案

我们可以用海

绵来模拟雪地……
可 以 用 控 制 变

量法来做这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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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凹陷程度与压力大小的关系实验记录表

探探组

海绵和桌子状态

不接触时高度总和

桌面与海绵接触面大时

桌腿与海绵接触面小时

高度数值（cm）

40
37
31

凹陷程度（cm）

3
9

搜集证据

根据我们制订的计划进行实验，记录实验数据。
记录实验数据时，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分析以上实验数据，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

压力大小相同时，受力面积越大，凹陷程度越小；受力面积越小，凹陷程
度越大。

受力面积相同时，压力越大，凹陷程度越大；压力越小，凹陷程度越小。

反 思

想一想，我们是如何制订单一变量的实验方案的？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们用实验的方法搜集了证据，还有其他方法吗？和同学们分享一下。

请注意，用控制变量法

时，一次只能改变一个因

素，其他因素要保持不变。

我知道搜集证据的

方法还有调查法、查找资

料法、实地考察法……

……

海绵凹陷程度与接触面积大小的关系实验记录表

探探组

海绵和小桌子的状态

不接触时高度总和

桌面与海绵接触时

桌腿与海绵接触时

高度数值（厘米）

13
12
11

凹陷程度（厘米）

0
1
2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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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光的路线

第一单元



1 光从哪里来

如果没有光，我

们将什么都看不见！

都 有 哪 些

物体能发光呢？

搜集证据

我们都知道哪些能够“发光”的物体？

寻找“发光”的物体

5



处理信息

这些物体哪些是能够自己发光的？哪些不是？对它们进行分类并说

一说理由。

物体名称

太阳

月亮

萤火虫

……

是否自己发光

是

不是

是

自己能够发光并且正在发光的物体称作光源。

太阳…… 电灯……

搜集证据 了解人造光源发展史

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人造光源。随着科技的发

展，人造光源也在不断发展。收集人类利用光源的资料，与大家交流分享。

人造光源自然光源

我们找到了哪些光源？试着按照一定的标准给它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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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论

这些光源都是怎样发光的？它们有哪些相同之处？

光源名称

油灯

台灯

……

发光方法

燃烧

通电

能量的来源

化学能

电能

光源发光都会

消耗一定的能量！

光是一种能量形式，光源能够把其他形式的能量转化成光能来发光。

梳理大家收集到的光源资料，编写一份关于人类照明技术发展史的手

抄报。

灯的发展史拓展活动

篝火

光明的步伐

蜡烛/油灯

白炽灯

荧光灯

LED灯

7



光是怎样传播的？联系生活中看到的光现象，提出自己的假设。

2 光的传播路线

猜想假设

你看，手一动，

手影就会跟着动！

我发现影子、手和光

源总是在同一直线上！

制订计划

光真的是沿直线传播的吗？设计实验来验证这一假设。

我 们 制 造

点烟雾来观察！

我们需要一束光

线，可怎样才能看到

它经过的路线呢？

我曾经在有烟雾的

地方看到过光线……

我还有一

个办法……

难 道 光 是

沿直线传播的？

光的传播路线实验方案

光的传播路线实验方案

实验目的：验证光是沿直线传播的。

实验器材：激光笔、线香……

实验方法和步骤：

1.用线香制造一些烟雾。

2.用激光笔（或手电筒）向烟雾中投

射一束光线。

3.观察光束是不是直线……

8



实验

根据自己设计的方案进行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假设。

材料超市

·激光笔

·玻璃箱

·线香

·火柴

·夹子

·纸板

……

安全提示

使用激光

笔时，千万不

要照射人的眼

睛、皮肤等，以

免产生危害。

得出结论

实验证明了光的传播具有怎样的特性？能用它来解释影子形成的原

因吗？

我们的实验都证

明光是沿直线传播的。

这也是为什么光能

被物体挡住而形成影子

的原因。

光在空气中沿直线传播。行进中的光被阻挡时，就形成了阻挡物的

阴影。

拓展活动 小孔成像实验

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科学家墨子就发现了光是沿直线传播的。

他曾在房间朝阳的墙壁上开了一个小孔，让一个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屋

内相对应的墙上便出现了倒立的人像，这便是有趣的“小孔成像”现象。

小孔真的能够成像吗？设计实验观察小孔成像现象并解释其中的

原理。

墨 子（约

公 元 前 468
年 — 公 元 前

376年），名翟，

我国春秋战国

时期著名的哲

学家、科学家。

9



其他物体也

能反射光吗？

光 不 是 沿

直线传播吗？

3 光的反射

太 阳 明 明 在 南

边，阳光怎么从北边

照进来了？

光是从北边大楼

的玻璃幕墙射过来的。

我知道这是

光的反射现象。

制订计划

光的反射是怎么回事呢？设计实验研究一下吧。

我认为玻璃幕墙就

像镜子一样，我们用镜子

来做个实验吧！

光的反射实验方案

我们的假设：平面镜能反射光，从而改变光的传播路线。

实验器材：激光笔、平面镜、光学演示箱、纸板……

实验方法和步骤：

1.把光照在平面镜上，观察光的传播路线有没有发生变化。

2.调整光束与镜子的位置和角度，注意观察光的传播路线有没有

发生变化。

3.用不同的材料代替平面镜，看看是否也能反射光。

我想知道怎么改

变光传播的方向……

10



实验

根据自己的方案进行实验，描述实验现象。

1. 把一束光线射在光学演示箱

中的平面镜上，观察光的传播路线。

2.改变光束与镜子的角度，再次

观察光的传播路线。

材料超市

·光学演示箱

·平面镜

·激光笔

·纸板

·木板

·线香

·火柴

……
3.用不同的材料

代替平面镜，看看是

否也能够反射光。

实验中我们观察到哪些现象？和同学们交流自己的发现并得出结论。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不

仅镜子能反射光，而且一般

的物体也都会反射光。

我们还发现

镜子能成像……

得出结论

光在空气中沿直线传播，遇到物体时会发生反射，从而改变光的传播方向。

阅读

一束平行光照射到平面镜上，由于镜面光滑平整，所以会沿着同一个

方向反射出去，这种反射被称为镜面反射。一般物体的表面并没有镜面那

样光滑平整，光照射在上面时被反射到各个方向，这种反射被称为漫反

射。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多个角度看到这些本身不发光的物体，就是因为它

们在光源的照射下发生了漫反射。

镜面反射 漫反射

11



4 光线与视觉

猜想假设 思考接力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看见物体？ 联系实际生活，交流自己的观点。

黑暗环境下，我们什么

也看不见，是因为……

我们能够看到点燃的蜡

烛，是因为……

当蜡烛被物体挡住时，

我们看不到它，是因为……

事实证据

通过镜子，我们能看到遮

挡物后面的蜡烛，是因为……

我们能够看到蜡烛照亮

的人脸，是因为……

明 明 有 光 线 照 到 黑 板

上，我们却看不清黑板上的

字，是因为……

设计实验，演示上面的现象并解释自己的观点。
物体发出或反

射的光进入我们眼

睛里才行……

手电筒的光明明

照到镜子上了，我怎么

看不到镜子上有光？

·手电筒

·镜子

……

材料超市

安全提示

不要使手

电筒发出的光

和镜子反射的

光直接进入自

己或别人的眼

睛。

12



处理信息

画出从光源到物体，再从物体到人眼的光线示意图，解释人眼看到物

体的过程。

眼睛是感觉光的器官。光源发出的光或者物体反射的光进入我们的

眼睛，都能使我们看到光源或该物体。

设计制作 制作潜望镜

平面镜能够把其他物体发出或反射的光保持

原有的状态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所以我们能借助

平面镜看到被遮挡的物体。潜望镜就是这样一种

装置。做一个潜望镜模型玩一玩，说一说潜望镜的

工作原理。

·长方形纸盒

·平面镜

·小刀

·双面胶

……

使 用 小

刀 时 要 注 意

安全！

材料超市

安全提示

1.把一只牛奶盒（或其他长方

体纸盒）的顶部纸板割去。

2.在接近盒子上部割开一个

方洞。

4.把两面小镜子都成 45°角固

定在纸盒两端，并使镜面相对。

3.在方洞对面、盒子的另一

端接近底部处割开另一个方洞。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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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阳光里的色彩

猜想假设

真美呀！

为 什 么 雨 后

会出现彩虹呢？

真 是 这 样 的

吗？我们自己也试

试制造彩虹吧。

因为雨后空气中有雾气，阳

光照在雾气中就能形成彩虹……

制订计划

怎样才能制造出人工彩虹呢？小组商议，设计人工彩虹实验。

我 们 可 以 用

喷雾器制造水雾。

还需要

有阳光！
我们的观察

角度也很重要！

实验 制造人工彩虹

·喷雾器

……

材料超市 阳光明明是没有

颜色的，这么多颜色

是从哪里来的呢？
真 的 出

现了彩虹！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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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证据

为什么没有颜色的阳光经过水雾后会出现很多颜色呢？查阅资料，搜

寻需要的答案。

1666年，英国科学家牛

顿让一束阳光通过三棱镜，

发现阳光被分解成了几种

颜色的光。

实验 三棱镜色散实验

模仿牛顿的方法做三棱镜色散实验，让一束阳光通过三棱镜，观察并

描述实验现象。

材料超市
·三棱镜

……

太阳光是由多种颜色的光组成的。太阳光通过三棱镜后会被分解成

多种颜色的光。

雨过天晴，天空中很多小水珠也能把太阳光分解成多种颜色的光，这

样就形成了彩虹。我们平时能看到不同颜色的物体，是因为这些物体只反

射或透射了某些颜色的光。

做一个赤、橙、黄、绿、蓝、靛、紫的

七彩陀螺，快速旋转陀螺后，观察它的

颜色变化，并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

七彩陀螺拓展活动

材料超市

·硬纸板

·圆规

·剪刀

·铅笔

·彩色颜料

……

安全提示

使用剪刀

要小心。

15



第二单元

能 量



1 电磁铁

探探到工厂参观，看到电磁起重机能

轻而易举地吸起和放下很重的铁块，感到

很神奇。工人叔叔告诉她，电磁起重机的

秘密就是它里面有一个缠绕在铁芯上的导

电线圈。

1820年4月
的一天，丹麦

科学家奥斯特

无意中让通电

的导线靠近指

南针，他突然

发现指南针发

生了偏转。随

后他又做了大

量实验都是如

此，由此发现

了 电 生 磁 现

象!

猜想假设

电磁起重机为什么既能吸起铁块，又能放下铁块？提出自己的假设。

既 然 叫 电

磁起重机，一定

和电有关……

它 能 吸 起 铁

块，一定是有磁性。

可是它为什么能

自动放下铁块呢？磁

铁可不能……

难道缠绕在铁芯

上的导电线圈通电后

有磁性，断电后……

做一个电磁铁

这种由铁芯和缠绕在铁芯上的导电线圈组成的装置叫电磁铁。做一

个简易电磁铁，试一试它是否真的通电后具有磁性，断电后磁性消失。 ①在铁钉

上用漆包线缠

绕 50~100 圈即

可。

②因为用

的 导 线 较 短 ，

这个电磁铁耗

电 较 多 ，不 要

长时间通电。

设计制作

小贴士

材料超市

·电池

·导线

·铁钉

·漆包线

……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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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钓鱼”比赛

用自己制作的电磁铁把“池塘”里的铁制“小鱼”钓到自己的“鱼篓”里，

看一分钟内谁钓得最多。

电可以让用电器工作，说明电具有能量，我们把这种能量叫作电能。电磁

铁通电后产生了磁性，把电能转化为了磁能，就能够把铁质物体吸起来了。

猜想假设

为什么电磁铁的磁性强弱不同？电磁铁的磁性与哪些因素有关？请

提出自己的猜想。

我觉得电流大

一些它就吸得多。

通电了，它就

能把“小鱼”钓出

来，断电了就……

为什么我的电磁

铁吸不起大点的“鱼”？

我觉得导电线圈要

多缠绕一些吸力就大。
……

18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线圈数量

10圈

30圈

电池节数

1节

1节

吸起的大头针

计划组织

我们的假设正确吗？设计一个控制变量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假设。

实验

根据自己设计的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并交流实验结果，得出结论。

通过实验发现，当电磁铁的导电线圈匝数一定时，通过电磁铁的电流

越大，电磁铁的磁性越强；当电流一定时，电磁铁的导电线圈匝数越多，电

磁铁的磁性越强。

我 们 的

研究用了什么

方法？怎样才

能得出正确的

结论？

当电池节数一定时，电

磁铁的导电线圈匝数越多，电

磁铁吸起的大头针就越多。

电磁铁磁性相关因素研究计划（二）
我们的假设：电磁铁磁性与导电线圈匝数有关。

这个实验中，只改变线圈扎数，应保证电流强弱、铁钉粗细等其他条件不变。

导电线圈匝数

100

100

电池节数

1

2

吸起的大头针数量

电磁铁磁性相关因素研究计划（一）
我们的假设：电磁铁磁性与电流大小有关。

实验设计：实验中，只改变电流大小，保持导电线圈匝数、铁钉长度和

粗细等其他条件均不变。

实验器材：……

实验步骤：……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当电磁铁的导电线圈

匝数一定时，用的电池越

多，电磁铁吸起的大头针

就越多。

·电池

·电池盒

·开关

·铁钉

·导线

·漆包线

·大头针

……

材料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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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 导电线圈

金属支架
磁铁

电动机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之一。小到电动玩具，大到火车轮船，

都会用到它。

2 电动机

实验

为什么电动机通电后会转动呢？观察电动机的内部结构，提出自己的

假设。

小贴士

最好选用

无法修好的玩

具 中 的 电 动

机。拆解电动

机 的 难 度 较

大，要谨慎拆

解，以防损坏。

拆解电动

机时，会用到

螺丝刀等尖锐

工具，要注意

安全。如果有

困难，可请老

师帮助。

我们知道了导电线圈

通电后会产生磁性，应该

是它和磁铁相互作用……

里面有磁铁

和导电线圈……

材料超市

实际使用的电动机结构比较复杂。我们做一个简易电动机来观察它

能否在通电后持续转动。

· 一 根 200 厘

米长的漆包线

·两根 10 厘米

长的铜丝

·小磁铁

·电池

·开关

……

制作步骤
1. 把漆包线缠绕成一个 10 圈

左右的矩形导电线圈。漆包线的

两端从矩形短边中间引出做轴，把

一端的漆全部刮掉，另一端的漆刮

去半面。

2. 用两根铜丝做支架。把支

架固定在木板上，把线圈架在支架

上。

3.在支架下方，放一块磁铁。

4.按照图示连好电源和开关。

5. 闭合开关，旋转一下导电线

圈……

导电线圈通电后有了磁性，并在磁铁磁力的作用下转动起来，从而将

电能转化成了动能。

导电线圈两端刮漆要领图示

3cm 3cm

导电线圈两端截面

导电线圈

猜想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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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作 用小电动机做个电风扇

·小电动机

·几根导线

·木架

·干电池

·开关

·硬纸片

……

用硬纸片做

个扇叶，装到电

动机上……

根据实验和制作过程，交流并总结电风扇工作时能量是怎样转化的。

得出结论

材料超市

小 电 动 机 把 电

能转化成了动能。

电动机通电后转动，能够把电能转化为动能。

拓展活动

电动机的用途非常广泛。找一找，社区、学校和家里哪些机器用到了

电动机？

电动汽车 扫地机器人 洗衣机

给小电动机接上

电池和开关……

风 扇 的 动 能

转化成了风能……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风能就是

空气的动能。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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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机 红外取暖器

收音机手电筒电热水壶

节能灯

万能的电调查表

用电器名称

电热水壶

手电筒

电视机

……

用途

烧水

照明

娱乐

把电能转化成的能量

热能

光能

声能、光能

3 万能的电
用电器是用电“工作”的机器。通电“工作”后，它就能把电能转化为其

他形式的能。

在电路中

使用电能进行

工作的装置叫

用 电 器（简 称

电器）。如电灯、

电 视 、电 风 扇

等。

用电器在

工作时把电能

转化为其他形

式的能。例如，

电炉把电能转

化 为 热 能 ；电

动机把电能转

化 为 机 械 能 ；

等等。

搜集证据

观察生活中的各种用电器，说一说它们都把电能转化成了什么能。

自然界中存在多种能量表现形式。除了电能和磁能，还有声能、光能、

热能、动能等。

形形色色的用电器，可以方便地将电能转化为其他多种能量形式，以

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因此，电能是最方便使用的能量形式之一。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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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交流

各种各样的用电器满足了我们方方面面的需要。设法了解在这些用

电器发明之前，人们是利用什么工具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这些工具分别

利用了哪些能量形式？这些能量形式与电能相比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迁移应用

电 可 以 做 的

事太多了，并且只

要按一下开关就

行了……

声能

唱

电能

听

声能

演员的歌声是怎样传到听众耳朵里的？说一说这个过程中能量是怎

样转化的。

蜡烛

照明 煤气灯
火把

油灯

木炭 取暖 煤炭

柴火

交通马车

步行 骑马

帆船

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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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4 电从哪里来

活动

要想发电

就必须使发电

机 转 动 起 来 。

手摇发电机消

耗 人 的 化 学

能 ，并 将 其 转

化 为 电 能 。柴

油发电机消耗

柴 油 的 化 学

能 ，并 将 其 转

化为电能。

发电机发电了！

小灯泡亮了！

我好累啊……

收集不同类型发电方式的资料，说说这些发电方式发生了怎样的能量

转化。

事实证据

核电站

垃圾发电厂

电
水力发电站

地热发电厂

风力发电场火力发电厂

24



小贴士

处理信息

发电厂是把其他形式的能量转化为电能的工厂，比如火力发电用煤来

烧水，把水变成高温高压的水蒸气，水蒸气喷出推动汽轮机转动，汽轮机带

动发电机发电。它的能量转化过程是：煤的化学能→水的热能→水蒸气的

动能→汽轮机的动能→发电机的电能。

采用不同的形式汇总各种发电方式的能量转化情况。

发电方式

手摇发电

火力发电

风力发电

水力发电

核能发电

……

用途

发电

发电

发电

发电

发电

消耗的能量

人的化学能

产生的能量

电能

阅读

光能→电能海水的机械能→电能

新能源发电

潮汐发电 光伏发电

各种发电方式能量转化情况汇总表

发电机：将

其他形式的能

量转化为电能。

用电器：将

电能转化为其

他形式的能量。

海水水轮机
水坝 水库

核能

化学能 水能 风能 光能

核电站

水力发电站火力发电厂 风力发电场 光伏发电站

电能动能热能
我用思维

导图表示。

我用表格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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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活动

5 能量大转盘

人类的生存和活动离不开食物，人类需要把食物的化学能储存在身体

里。想一想，我们能把身体内的化学能转化成哪些形式的能量？试一试。

我搓手后，感

觉手很热，是……

能量无处不在。太阳不停地散发着光能和热能，生物体内有化学能，

运动的物体具有动能……如果没有能量，世界就不会运转，生命也不复存

在。

伴随着物体的运动、生物的活动、物质的变化、机器的运转，能量也在

不断地从一个物体传递给另一个物体，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说一说，我们都知道哪些能量转化的现象？看谁知道得最多。

汽车充电 烤火 火箭升空

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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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能量大转盘

制作大转盘：

1.按图示用纸板做一个大转盘和两个指针。

2.把大转盘分为八等份，在每一等份上填一种能量形式。

3.图中已经填上了四种能量形式，根据自己的知识填上另外四种。

热能

化学能

电能

动能

一组同学分别转动

两个指针，使它们分别停

在两种能量形式的位置

上，请另一组同学说出这

两种能量转化的例子。

例如，一个指针指到了电

能，一个指针指到了热

能。就请另一小组同学

说出电能与热能之间相

互转化的例子。

寻找新能源

我国对新能源可燃冰和干热岩的开发与利用已经取得初步成果。

可燃冰也称为甲烷水合物、甲烷冰、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新型能源。

利用可燃冰发电比传统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发电产生的污染小得多。我

国可燃冰储量丰富，用于发电的前景广阔。

干热岩是指一种不含或含少量水或蒸汽的热岩体，埋藏于地下 2000~
6000米的深处，温度为 150~650℃。在干热岩上打两口深井，将冷水从一口

井注入到干热岩上，由岩体加热产生的蒸汽从另一口井喷出，来推动发电

机发电。我国干热岩蕴藏的热能十分丰富，比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总量还

要多。因此，干热岩发电的潜力巨大。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

能源与人口、

粮 食 、环 境 、

资 源 被 列 为

世 界 上 的 五

大 问 题 。 世

界 性 的 能 源

问 题 主 要 反

映 在 能 源 短

缺 及 供 需 矛

盾 所 造 成 的

能 源 危 机 方

面，所以世界

各 国 都 提 出

要节约能源。

阅读

游戏规则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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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的地球
第三单元



事实证据

1 昼夜交替
白天过后总是夜晚，夜晚之后总是白天。日复一日，周而复始。为什

么会出现昼夜交替的现象呢？

猜想假设

为了解释昼夜交替现象，古希腊的费罗劳斯、海西塔斯就提出地球自转

产生昼夜交替的假说；而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却认为是太阳在绕地球旋转。

关于昼夜交替，我们的假设是什么？

昼夜交替现象模拟实验

设计一个模拟实验，来检验自己的假设是否合理。将观察到的现象记

录下来。

托 勒 密

（约 90 — 168
年）,古罗马帝

国 时 期 著 名

的天文学家、

地理学家。

材料超市

·乒乓球

·手电筒

……
昼夜交替现象模拟实验

我的假设

模 拟 实 验

设计图

观 察 到 的

现象

地球自转导致昼夜交替

地球自转可以产生昼夜

交替

手电筒
地球

我们的模拟实验能够完全证明我们的假设吗？还需要搜集更多的证

据吗？

我的假设：

1.可能是因为地球自己在不停地旋转。

2.可能是因为太阳围绕地球不停地旋转。

3.……

安全提示

使用手电

筒 进 行 实 验

时，不要让手

电筒发出的光

直接照射自己

或 同 学 的 眼

睛，以免损伤

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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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科（1819—
1868 年），法国物

理学家。

得出结论

我们的假设正确吗？根据自己的模拟实验和收集到的资料，再次向同

学们演示昼夜交替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地球在不停地自转，从而形成了昼夜交替现象。地球自转一圈刚好是

一天。

事实证据 我看到了地球自转

我在中国科学

技术馆也看到过一

个傅科摆……

我查到了傅科摆

的故事，这个故事说

明地球是在不停地自

转的……

通过模拟实验、查阅资料、请教老师和专家、参观科技馆等方式寻找更

多的能够证明地球自转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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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谁先看到日出

今 天 是 六

一儿童节，上海

阳光明媚，祝你

节日快乐！

谢谢你！不

过我们拉萨天还

没亮呢……

为什么上海会比拉萨天亮得早？根据自己的知识作出假设。

猜想假设

上海和拉萨在不同

的位置，地图上显示拉

萨在上海的西边。

我猜测地球是自西向

东自转的，所以位于东边的

上海总能先看到日出……

实验

我们的假设合理吗？设计一个模拟实验来验证我们的假设。

实验目的：研究地球如何自转，

位于哪里的同学先看到日出。

我们的假设：位于上海的同学能

先看到日出。

实验方法和步骤：

1. 小组同学合作，手拉手面向

外围成一个圆圈模拟地球。

2.两位相邻的同学代表拉萨和

上海，一位同学举起气球模拟太阳。

……

谁先看到日出模拟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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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证据

地球不停地自转，我们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圆形“转椅”上，不同地区
的人们看到日出的时间也不同。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体，如太阳等，它
们看起来是如何运动的呢？

北半球的人们在夜间观星时，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北极星的位置几乎
没有变化，而其他的恒星每天都在围绕北极星逆时针旋转。

为什么北极星的位置几乎没有变化呢？
原来地球是围绕着一个假想轴——地轴进行自转的，地轴贯穿地球的

南北两极。而北极星的位置恰好与地轴的北部延长线非常接近，所以夜晚
看北极星几乎是不动的，而且位于正北方向的天空。

恒星的位置是不变的，因为地球在自转，所以在地球上看去就像恒星
在旋转。

得出结论

结合模拟实验和收集到的资料，我们还获得了哪些关于地球自转的信

息？和同学们相互交流，尝试总结出地球自转的规律。

地球围绕着地轴自西向东自转，地轴始终指向北极星附近。我们在地球

上看到其他星体（如太阳等）东升西落，是地球自西向东自转的结果。

设计制作

从材料超市中选择合适的

材料，制作一个可以自转的地

球模型。利用这个模型向同学

们展示地球是如何自转的，地

球的自转产生了哪些现象。

我们每天都

能观察到太阳的

东升西落。

太阳并没有绕

着地球转，是由于

地球自转形成的。

材料超市

·乒乓球

·手电筒

·塑料球

·铅笔

·铁丝

·剪刀

·橡皮泥

……

地轴与北极星

地轴

北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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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射

直射

3 变化的影长

活动

观察上午、中午、下午的物体影长和气温的变化。它们之间有联系

吗？说说自己的理解和困惑。

一 天 中 气 温

的变化也和物体

的影长有关系吗？

猜想假设

一天中的气温变化跟物体影长有关系吗？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作

出假设性解释。

影子短的时候

阳光直射，光线集

中…… 我 们 通 过 实

验来验证一下吧！

那么温度和

光线照射角度有

关系吗？

早上和傍晚阳光斜射过来，

所以影子长，中午阳光几乎从头

顶上直射过来，所以影子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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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度
/℃ 3231

29
28
27

31
90°

26
0 1 2 3 4 5 6 7

45° 20°

时间/分

30

早上和傍晚阳光照

射角度较小，同样的光被

分散到更大的范围，所以

物体的温度较低。

实验

设计实验研究光线照射角度与温度变化之间的关系，观察并记录实验

结果。

光线照射角度与温度变化之间的关系实验记录表

角度

90°
45°
20°

实验条件

室温

25℃

时间

1分

27.5
26.5
26

灯泡距测试袋的距离

10厘米

2分

29
27

26.5

3分

30
27.5
26.5

4分

测试袋

5厘米×5厘米黑色纸袋

5分 6分 7分

温度计

酒精温度计

8分

将实验数据绘制成折线图，根据光线照射角度与温度之间的关系解释

一天内气温变化的原因和规律。

时间/分8

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引起了一天中物体影长的变化，也引起了气温的

变化。上午，阳光照射角度逐渐变大，影长逐渐变短，气温逐渐上升。一般

在午后两小时左右气温达到最高。之后随着阳光照射角度持续变小，影长

逐渐变长，气温开始降低。夜里没有阳光照射，气温继续降低。

安全提示

材料超市

·手电筒

·白炽灯泡

·黑色纸袋

·温度计

……

注意用电

安全；不要触

摸灯泡，以免

烫伤。

单位：℃

处理信息

A

B

C

中午时阳光照射角度

大，阳光接近直射，光线

集中，所以同样的面积接

收到的热能更多，物体

的温度也就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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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正午是每

天阳光照射角

度 最 大 的 时

刻。根据地理

位置和日期的

不同，中 午 12
点整不一定是

正午。

4 四季的变化

提出问题

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各有特色。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是什么造成了

一年四季的气温变化？

每天中午阳光

照射的最大角度可

能是不一样的……

可是每天阳光

照射的角度都是早

晚小、中午大。

我认为和每天日

照时间的长短应该也

有关系……

四季的气温变

化会不会也和阳光

照射的角度有关？

搜集证据

圭表是我国古代科学家

发明的一种度量正午日影长

度的天文仪器，由水平且处于

南北方向的圭尺（圭）和直立

的标杆（表）两部分组成，表与

圭垂直。

每天正午时刻，表的影长在一天中最短，而且刚好投

影在圭尺上。根据圭表的观测结果，人们发现一年中随

着四季变化，每天正午时刻表在圭尺上的影长也发生着

变化。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河南登封设计建造的观星台

就是一个巨大的圭表。观星台上的横梁相当于表的顶端，地上的“量天尺”就

是圭尺。

夏

春

秋

冬

不同季节 正午影长
夏至日

冬至日

表

南
日影

圭 北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究究和奇奇

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假

设，我们要分别来验

证。

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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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作 简易圭表

1.使用水平尺调平桌面，将一块长50厘米、宽20厘米的木板固定在桌

面上（也可以放在其他稳固、水平且容易被阳光照射到的地方）。

2.将一支长10厘米的铅笔竖直固定在木板一端（可用铅锤确保其处于

竖直位置）。

3.正午前后，每分钟测量一次铅笔的影长，影长最短的时刻就是正午时刻。

4.在木板上画出正午时刻铅笔影

子所在的直线并标上刻度，作为圭表的

圭（圭所在的方向就是南北方向）。

利用自制的圭表，每周一测

量并记录正午时刻铅笔的影长，

连续观测一个月，看看是否有

变化。

搜集证据

随着季节的变化，每天的日照时间也会变化吗？

上网收集我们所在的城市（或离我们最近的城市）一周内每天的日出

时刻和日落时刻，并计算出每天的日照时间，看看是否有变化。

日照时间记录表

日期

5月 06日

5月 07日

5月 08日

5月 09日

5月 10日

5月 11日

5月 12日

日出时刻

05:30:20

05:29:23

05:28:28

05:27:34

……

日落时刻

19:13:58

19:14:46

19:15:33

19:16:21

日照时长

13时 43分 38秒

13时 45分 23秒

13时 47分 05秒

13时 48分 47秒

随着季节的变化，每天正午时阳光的照射角度和每天的日照时间也在

不断变化。冬季，正午时阳光的照射角度小，每天总的日照时间短，因此气

温低；夏季，正午时阳光的照射角度大，每天总的日照时间长，因此气温高。

·水平尺

·铅锤

·木板

·铅笔

……

材料超市

小贴士

古人就是

通过测量正午

时竖直物体的

影子所在的方

向，来准确测

定南北方向的。

由于磁偏角的

存在，指南针

所指示的南北

并不完全准确。

地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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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有四季，地球公

转一圈刚好是一年，可能

和地球的公转有关。

5 四季的成因

猜想假设

一年中每天正午时阳光的照射角度有规律地变化着，形成了一年中四

季交替的自然现象。是什么造成了阳光照射角度的不断变化呢？根据自

己的知识作出合理的假设。
地球的公

转 ，指 地 球 围

绕 太 阳 运 转 ，

地球公转一圈

是一年。

实验

如 果 和 地 球 公 转

有关的话，地球公转到

夏天的位置时……

设计一个模拟实验，观察随着地球的公转，每天正午时物体的影长是

否变化。

可以通过研究正

午时影长的变化，来推

测四季的变化。

四季的成因实验方案
实验材料：地球模型、手电筒、大头

针、尺子……

实验步骤：

在北半球的一点垂直于球面插一

根长约 2厘米的标杆，代表我们在地球

上的位置。用手电筒模拟太阳照射地

球模型。手持地球模型的自转轴，使

其边自转边围绕“太阳”公转，观察并

测量地球模型公转到不同位置时标杆

在正午时刻的影长。

实验现象：……

咦 ？ 正 午 时

刻的影长怎么一

直没有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查查资料吧。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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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证据

收集与地球公转相关的资料，并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改进实验方案，再

次进行模拟实验。

倾斜的地轴

地球在绕太阳公转时，也在不停

地自转。不过，地球的自转轴并不是

垂直于公转轨道平面的，而是有着约

24°的倾斜角。也就是说，地球在围绕

太阳公转时，地轴始终倾斜着，就像一

直斜着身子在旋转。

春分

冬至

秋分

夏至

A

D

C

B

地球公转与四季的形成示意图

得出结论

根据改进后的实验的结果，尝试解释四季的成因。

地球公转与物体影长实验记录表

位置

A
B
C
D

标杆影长（厘米）

2
1
2
3

季节判断

春

夏

秋

冬

地轴倾斜的情况

下正午影长的确是变

化的！

看来四季变

化的确是由地球

公转造成的。

地球在不停地围绕着太阳公转。由于地轴倾斜，在地球公转一圈的过

程中，每天正午时地面上的物体影长会不断变化（也就是阳光照射角度在

不断变化），气温也随着不断变化。冬季物体影长长，气温低，夏季物体影

长短，气温高，春秋两季气温适中，从而形成四季交替的现象。

表达交流

用我们的模型向同学们演示四季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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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能量

第四单元



1 我们需要食物

我们每天都需要摄入一定量的食物，食物能够为人体的生长发育、生

存和活动提供能量。人体的生存和活动，如维持体温、保持心脏跳动、运

动、学习、劳动等，都需要消耗能量。

计划组织

我们的饮食合理吗？制订计划，探究我们一天摄入的食物是否能够提

供我们身体需要的能量。

我们可以调查一天摄入

的食物，计算这些食物能为

我们提供多少能量。

我 们 还 得 收 集 资

料，看看我们一天大约

需要多少能量。

调查

调查记录一天的食物，填写在表格中。根据食物热量表，计算每天从

食物中摄取的能量。

妙妙一天的食物

早：无

中：馒头（100 克）、白菜炒肉（白菜 100 克、五花猪肉 50 克、花生油 10
克）、苹果（100克）

晚：红烧肉(五花猪肉50克、花生油10克)、番茄炒鸡蛋(番茄100克、鸡蛋

100克、花生油10克)、馒头（100克）

能量

约 1520千卡

对比中国营养学会建议的儿童每日热能供给量，看看我们一天摄取的

能量是否达标。

食物热量表
（每 100 克食

物 约 含 的 热

量，单位为千

卡）

米饭 150
馒头 233
煎饼 333
花卷 217
猪肉水饺420
肉包 250
菜包 200
肥猪肉 807
瘦猪肉 143
五花猪肉 500
牛肉 106
羊肉 215
鲤鱼 88
带鱼 100
牛奶 62
鸡蛋 164
黄豆 359
豆腐 98
白菜 40
豆苗 40
番茄 20
胡萝卜 30
黄瓜 20
蘑菇 25
竹笋 40
芹菜 20
苹果 60
梨 50
香蕉 90
桃 32
花生油 900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的

儿童热能供给量为：男孩

7～10 岁 1800～2100 千

卡，11～13 岁 2400 千卡；

女孩 7～10 岁 1700～2000
千 卡 ，11～13 岁 2200 千

卡。

通过研究发现，由于

我没有吃早餐，缺乏能量，

所以一上午学习和运动都

没有精神。

今 天 没 吃

早餐，一上午没

有精神。

40



活动 小小营养师

请为自己设计一份营养食谱，要求既能满足身体所需的能量，又能达

到均衡膳食。
碳水化合

物、脂肪、蛋白

质、维生素、水

和无机盐是人

体所需的六大

营 养 素 ，其 中

前三项在新陈

代谢中产生热

量 ，又 称 产 热

营养素。均衡

膳食首先要满

足人体对热量

的 需 要 ，三 大

产热营养素在

总热量中的百

分比应当是：蛋

白质10%~15%，

脂肪20%~30%，

碳 水 化 合 物

55%~65%。

只有营养全面，身体

才能健康，所以我们还要

参考食物金字塔的知识，

六大营养素都要摄入。

三 餐 要 均

衡,饥 一 顿 饱 一

顿的可不行哦!

是的，每天三餐

按 3∶4∶3 的比例摄

入热量较为合理。

表达交流

举办“食物与能量”研讨会，展示自己的研究过程及设计好的食谱。

组织演讲活动，评选“小小营养师”。

这 是 我 设 计 的 一

日健康食谱，我既考虑

了一天的能量需求，又

考虑了均衡饮食……

早餐：肉包（100 克）、牛奶（100
克）、煎鸡蛋（鸡蛋 100 克、花生油 5
克）、小米粥（100克）。

午餐：芹菜炒肉（芹菜 100克、五

花猪肉 50 克、花生油 10 克）、清蒸鲤

鱼（鲤鱼 100克）、馒头（100克）、苹果

（100克）。

晚餐：米饭（100 克）、番茄炖牛

肉（番茄 100克、牛肉 100克）、麻婆豆

腐（豆腐 100 克、花生油 10 克）、香蕉

（100克）、八宝粥（100克）。

人的生存和活动需要能量。当人体从食物中摄取的热量总和不能满

足人体需要时，就会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而摄取热量总和大于所需热量

总和而且缺乏运动时，人体就会变胖，也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均衡饮食

特别重要。

探探一日健康食谱

小贴士

“食物与能量”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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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也需要从食物中摄取能量，来满足它们生长发育、生存和活动的

需要。它们都是从哪些食物中摄取能量的？

2 动物的食物

有些动物吃什么

我还需要查一下资料。

有的动物吃其他

动物，像老虎、猫……

事实证据

通过访问、调查、收集资料等方式了解各种动物吃什么食物，并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记录下来。

泰迪犬的食物
究究

我家的小泰迪犬很挑食，

很喜欢吃狗粮、牛肉罐头和果

蔬。泰迪犬吃过多脂肪含量高

的肥肉容易肥胖，还容易消化

不良。所以，为它准备的肉类最

好是瘦肉，一定要新鲜，并且要

煮熟。

动物的食物调查记录表

动物

马

猩猩

老虎

狗

猫

食物

胡萝卜、青玉米、苜蓿草、干草等

种子、坚果、花卉、树叶、蜂蜜、蛋

类、昆虫等小动物

鹿、羊、牛、猪、鸟类、猴子、鱼等

……

……

提出问题

有 的 动 物 吃

植物，例如兔子、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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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信息

根据动物的食性对动物进行分类，填在下面的分类图中。

不同的动物吃不同类型的食物来获取所需要的能量。根据获取食物

类型的不同，可以将动物分为植食性动物、肉食性动物和杂食性动物。

活动 动物捕食的“好帮手”

牙齿、爪（蹄）、喙、舌、四肢等是不同动物获取食物的“好帮手”。观察

不同食性动物的牙齿和足部，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

迁移应用

你认为霸王龙是什么食性的动物？说明自己的理由。

动物

老虎

马

猩猩

食性

肉食性

植食性

杂食性

牙齿

牙齿十分尖利，便于撕咬

食物

犬齿退化，牙齿像镰刀，适

于切草

既有犬齿,又有像镰刀一样

的门齿

爪（蹄）

长着能伸缩的利爪，便于抓捕

猎物

腿长，有蹄，便于快速奔跑，躲

避天敌

爪子较长，适于攀爬、抓取食

物

老虎、鳄鱼、鹰……

以动物为食

狗、猩猩……

以植物为食
马、牛、羊 ……

以植物和动物为食

43



3 植物的“食物”
人和动物的一生需要吃很多食物来获取能量，以满足生长发育的需

要。一颗植物的种子长成高大的植株也同样需要能量。

猜想假设

植物需要的能量从哪里来？请提出自己的假设，并说明自己的依据。

姓名

奇奇

探探

究究

……

假设

植物的能量从土壤中来

植物的能量从阳光中来

植物的能量从水中来

依据

植物生长在土里……

植物生长需要阳光……

植物生长需要浇水……

搜集证据

我们的假设合理吗？我们可以通过收集科学家研究历程中的相关信

息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

认为植物中的能量可能

是从土壤中来的。

比利时科学家海尔蒙特（1579—
1644 年）曾把一棵重约 2.5 千克的柳树

苗栽种到一个木桶里，只用雨水浇灌。

5 年后，柳树长到了 70 多千克，而桶里

的土却只减少了不到 100克。

他因此认为植物也能从雨水

中获得能量。

1779 年 ，荷 兰 的 英 格 豪 斯

（1730—1799 年）证明：绿色植物

只有在光下才能更新空气。

1864年，德国的萨克斯（1832—
1897年）发现绿色叶片在光合作用

中能够产生淀粉。

5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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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小贴士

实验 阳光下绿色植物产生淀粉

我们还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已有的信息是否正确。

·天竺葵

·酒精灯

·陶土网

·酒精

·水

·大、小烧杯

·三脚架

·火柴

·碘液

·培养皿

……

材料超市

淀粉遇到

碘 会 变 成 蓝

色。

③把叶片放入酒精

中并隔水加热

⑥观察叶片颜色变化

①暗处理 ②叶片部分遮光后再光照

④清水漂清 ⑤滴碘液

注意隔水加热,
否则温度过高会溅

出酒精！使用酒精

灯时要注意安全。

得出结论

整理分析通过查阅资料或实验观察得到的信息，尝试建立绿色植物制

造食物的模型并得出结论。

绿色叶片中有很多小小的“加工厂”，在阳光的照射下，“加工厂”把根

吸收来的水分和由气孔吸收进来的二氧化碳合成为植物所需要的养分（主

要是淀粉）供植物生长，同时放出氧气。这样，植物就把光能转化成了化学

能并且储存在植物体内。

能量

水分

氧气

二氧化碳

绿色叶片

太阳

植物还需

要从土壤中获

取无机盐等养

分 ，所 以 农 民

常常为作物补

充含氮、磷、钾

等元素的养料

来帮助作物更

好地生长。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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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活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这幅画告诉我

们 怎 样 的 自 然 现

象？里面的动植物

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小鱼 大鱼虾米

4 食物链

活动

蝉吸食树汁，螳螂吃蝉，黄雀吃螳螂。树汁中的能

量从蝉传递给螳螂，再从螳螂传递给黄雀。我们用简单

的符号将它们连起来，用箭头代表能量传递的方向：

蝉 黄雀螳螂树汁

认识食物链

我们还知道哪些生物间存在着类似的食物关系？用符号表示出来。

仔细观察这些食物关系，我们能从中发现什么？

生物之间的食物关系像链条一样，把生物紧密地联系起来。生物之间

吃与被吃的链条关系就是食物链。食物链代表了能量的传递路线。

它们之间的

食物关系像链条

一样……

虾 米

吃什么？

食物链通常都是从植

物开始，以动物结束的。能量

从植物转移到动物身上。

那最后的动

物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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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植物自己可以制造“食物”，是食物链的源

头，被称为食物链的“生产者”。各种动物都要

以植物或其他动物为食，它们是各级“消费

者”。

生物界还生活着专门吃动植物遗体的“腐

食性动物”，以及霉菌、细菌等微生物，它们可

以把动植物遗体分解成植物所需要的养料，科学家称它们为“分解者”。如

果没有分解者，动植物的遗体将堆积如山，生态系统也将崩溃。

食物网

农田生物群落里的动植物存在着怎样的食物关系？列出其中可能存

在的食物链。

自然界中的生物种类很多，它们之间的食物关系也很复杂。因此，自

然界中的生物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多条食物链，它们相互交织，从而形成了

错综复杂的食物网。

这是我们小组连起

来的图。看上去很像一

张大网……

我们总共找出来几条食物链？把它们全部用箭头标到图上，看看有什

么发现。

探探组

1.小麦→麻雀→鹰

2.小麦→麻雀→蛇→鹰

3.小麦→田鼠→蛇→鹰

4.小麦→蝗虫→麻雀→鹰

5.小麦→蝗虫→麻雀→蛇→鹰

6.……

农田生物群落里的食物链

头脑风暴

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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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5 生态平衡
呼伦贝尔草原是我国最大的草原，那儿牧草丰茂，牛羊成群，生物物种

丰富，是我国最大的牧业基地。

“毛线推演”——食物网

活动规则
1.分别制作草、田鼠、野兔、牛、羊、蛇、鹰、狼的头饰，代表草原上 8种主要的

动植物。

2.参加游戏的 8位同学每人戴上一种头饰，代表一种生物。

3.准备若干条毛线，用毛线和左手、右手表示吃与被吃的关系：从“草”开始，将

毛线一端拉在自己的右手里，再看哪些“动物”可以吃自己，就把毛线的另一端递到

这个“动物”左手里。同样，每种生物都用毛线与吃自己的动物连起来。

4.当自己扮演的某种生物灭绝时，就从食物网中退出，并放开自己手中的毛

线。

5.当某种生物没有可以吃的物种时，也将会灭绝，也要从食物网中退出。

6.当吃自己的动物突然消失时，原来被吃的物种存活量会大量增加，它需要的

食物量也会大量增加，导致作为它的食物的生物大量减少。

7.当每种生物都有可吃的食物，而且每种生物的数量大致稳定时，表示这个

生态系统暂时处于平衡状态。

根据活动规则推演一下，假如某种生物灭绝了，会使整个生态系统崩

溃吗？

生 物 与 环

境所形成的统

一的整体叫作

生态系统。一

个完整的生态

系统包括生物

部分（生产者、

消 费 者 、分 解

者），以及非生

物部分（阳光、

空 气 、水 分

等）。

我们狼

还有羊吃！

我 们 野

兔 快 被 吃 光

了！

活动

我们少了

一个争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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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论

通过推演活动，我们有什么新发现？和大家交流自己的看法。

我发现草原上的各

种生物都是相互制约、

相互依存的……

我 们 还 发 现 ，物 种 越 丰

富，生态系统越稳定。比如野

兔没有了，狼还可以吃牛、羊等

动物，如果草原上只有野兔，野

兔灭绝后，狼也会随之灭绝!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们之间关系密切。如

果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的数量保持相对稳定，这种状态叫作生态平衡。生物

的物种越多，食物链和食物网越复杂，生态系统越稳定。

迁移应用

历史上，由于呼伦贝尔草原野狼成群，对牧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

胁，为了保护人畜的安全，当地牧民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捕狼活动，使狼的

数量锐减。结果几年之后，草场急剧退化，甚至面临沙化的危险。

草原上狼的数量锐

减为什么会造成草原沙

化？

我们可以用“毛

线推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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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超市

如果狼等肉食性动物被捕杀殆尽，会给生态系统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 是 狼 ，

我和我的伙伴

快 被 消 灭 光

了！

我 们 草

要被吃光了！

我 们 牛 也 不

再有被狼吃掉的

风险了！

拓展活动

·透明玻璃瓶

·池塘里的水

·沙子

·水草

·小鱼或者蝌

蚪、螺蛳

……

水草通过阳光可以进

行光合作用，又为小鱼制造

了氧气和食物。微生物可

以分解小鱼的粪便给水草

提供肥料，所以说生态瓶里

的能量是可以流动的。

活动 “毛线推演”——生态失衡

制作鱼塘的生态瓶

制作步骤

1.在玻璃瓶里装一些池塘水。

2.在玻璃瓶底部铺一些沙子，栽几

棵水草。

3.在玻璃瓶里放入小鱼或蝌蚪等。

4.把玻璃瓶加盖密封，放到有光但

阳光直射不到的地方。

5.定期观察，记录里面生物的变化。

生态瓶里的生物

有完整的食物链，它们

都能找到自己的食物。

我们野兔也

可以高枕无忧，

大量繁殖了！

我们羊可以

大量繁殖了！
草没了，我们

田鼠也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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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大自然里的老师



小贴士

小贴士

1 苍耳的启示
1948年的一天，瑞士工程师乔治·德·梅斯

特拉尔带着他的狗在田地里散步。他发现裤腿

和狗的毛上沾了很多苍耳子，这引起了他的好

奇。

苍耳广泛

分布于中国多

个省区。其种

子苍耳子带有

钩状的、有弹

性的硬刺，经

常沾在家畜皮

毛 和 人 的 衣

服、毛发上，因

此容易传播。

观察

苍耳子是怎样沾在动物皮毛上的呢？仔细观察苍耳子，尝试作出自己

的解释。

阅读 尼龙搭扣的发明

裤腿上沾满了苍耳子的乔治并没有

懊恼，而是在放大镜下认真地观察起苍

耳子，他想弄明白其中的原因。他发现

苍耳子上有很多弯曲而有弹性的钩状结

构，这样的结构能使苍耳子钩住很细的

线和毛，而在布料和动物皮毛上有很多

这样的线和毛。苍耳子的钩状结构非常

有韧性，从毛发上摘下来也不会断裂。

他想，如果做两块布，一块布上布满这种钩子，另一块布上布满细细的

线，不就能互相粘连在一起，而且用力一拉，又能把它们拉开吗？经过反复

实验，他终于模仿苍耳子的结构发明了尼龙搭扣。

仿生学是

人们从大自然

中获得灵感，

通过研究生物

体的结构与功

能，并根据其

中的原理发明

出新的设备、

工具和技术的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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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作

用放大镜观察苍耳子和尼龙搭扣，说一说尼龙搭扣模仿了苍耳子的什

么结构。

利用身边的材料模仿苍耳子的结构制作尼龙搭扣模型，看一看是否能

够实现粘连。

·放大镜

·苍耳子

·尼龙搭扣

·细铜丝

……

材料超市

模仿苍耳子发明尼龙搭扣是人类发明史上一个典型的仿生学案例。

事实上，很多发明都可以从大自然中找到原型。研究并模仿各种生物的形

态、功能、结构等特征进行设计和发明，是常见的仿生学思路。

拓展活动 身边的仿生学

观察大自然里的动植物，寻找人类仿生学的原型，或者尝试进行自己

的仿生学设计。

我想用塑料袋模

仿小鸭的脚蹼制作游

泳的手蹼膜。

传说锯子是模仿

茅草的叶子发明的，你

看这叶子上的锯齿！

飞机是模

仿了鸟……

我想模仿蝴蝶的

迷彩设计迷彩服……

53



2 鸟和飞机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向往能够像鸟儿那样在辽阔的蓝天自由飞翔。于

是，鸟儿也成了人类模仿的对象……

观察

观察飞机和鸟，说一说飞机和

鸟的飞行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猜想飞机模仿了鸟的哪些特征。
飞机是模仿了

鸟的翅膀吗？

阅读

人类的飞行梦始于对鸟类飞行的模仿，中

国汉代就有模仿鸟类扑动翅膀来飞行的传说

和记载。5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家和

发明家达·芬奇也曾设计了这种能扑动翅膀的

“扑翼飞行器”。但这些仅仅从形态上进行的

模仿都没有真正成功。

德国的奥托·李林塔尔（1848—1896
年）最先把精力放在对鸟的飞行原理的研

究上。为了解开鸟儿飞行的奥秘，他悉心

观察、仔细研究了各种鸟类的翅膀结构和

飞翔的方法，模仿鸟的翅膀制造了许多架

滑翔机，进行了数千次的实验，发现鸟类弧

形的翅膀在飞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空中保持平衡一直是飞行中的难题，李林塔尔根据鸟类的尾巴制造

出了一个水平的尾翼，另外再加一个与之垂直的尾翼，由此，他将人类的飞

行梦想带上了成功之路。

1901年，莱特兄弟为了实验和改进机翼，建造了风洞，并在风洞中研究

和比较了 200种以上的机翼形状，设计出了最佳的机翼剖面形状和角度，以

便获得最大的升力。1903年，他们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飞机——带有

发动机的“飞行者一号”，成功飞行了260米，拉开了人类动力航空史的序幕。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看来仿生

学并不只是对

形状、功能和

结 构 的 模 仿

……

从飞鸟到飞机

达·芬奇设计的飞行器机翼

奥托·李林塔尔的滑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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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皮

前墙
翼梁

加强肋

接头

后墙
翼肋
桁条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实验

为什么翅膀的形状对飞行如此重要？观察鸟的翅膀和飞机的机翼，看

看它们的形状有什么相似之处，提出自己的假设并通过实验来验证。

制作一个机翼模型，通过实验观察它在气流中产生的现象。

表达交流

结合实验现象，尝试解释飞机飞行的原理。

研究原 理

也是仿生学的

重要工作！

原 来 上 凸 下 平

的结构在气流中能

够获得向上的升力！

仿生学不仅以生物的形状、功能和结构等特征为模仿对象，还需要研

究它们的原理，从而为工程技术提供更有价值的设计思想。

我 找 到 了

飞 机 能 够 飞 起

来的原理!

机翼的升力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电风扇

·卡纸

·铁丝

材料超市

·电风扇

·卡纸

·铁丝

材料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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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投包的仿生原型

让我们从大自然中

寻找原型，用仿生学的

方法制作一个空投包。

讨论

飞机的作用真大，

能让我们走得更快、更

远，可以便捷地把物资

运送到各地。

飞机使用空投

包可以将物资安全

地投放到地面。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要设计一个合格的空投包，首先要明确项目需求：空投什么物资？物资

的质量是多少？还要考虑空投包的质量、大小有何限制，如何测试，等等。

饮用水空投包项目分析表
究究小组

项目需求

项目计划

项目检测

难点分析

空投饮用水

鸡蛋空投包项目分析表
探探小组

项目需求

项目计划

项目检测

难点分析

空投鸡蛋

1.寻找大自然中的原型；

2.通过实验研究原型的防震原理；

3.设计空投包图样；

4.制作空投包；

5.实验检测；

6.交流、评价、完善

空投 1 个鸡蛋，空投包质量不超过 100 克，体积不超

过 1立方分米，从教学楼二楼抛下后鸡蛋保持完整

既能保护易碎的鸡蛋，又能方便地拆解

安全提示

在 日 常 生

活中禁止高空

抛 物 ，做 有 关

实验时也应注

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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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调查

安全着陆是大自然中许多生物的拿手本领。观察下图，从大自然中寻

找原型，设法了解它们是如何实现安全降落的。

科 学 家 们

往往并不能直

接从大自然中

找到可以仿效

的解决方案，他

们首先需要观

察，找到自己需

要的生物原型，

接着研究这种

动物或者植物

是如何解决这

一问题的。

表达交流

来自大自然的生物原型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它 们 有 的 长 了

宽大的翅膀，有的长

了厚厚的肉垫……

椰子坚硬的

外壳也起到保护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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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震原理研究

实验

要根据生物原型设计

空投包，我们要先知道它们

的防震原理是否有效……

我们参照生物

原型，先做个模型

来验证一下吧！

这是我们设

计的蒲公英模型

实验方案。

根据生物原型制作简单模型进行实验，来验证生物原型的防震效果。

蒲公英模型实验方案
1.生物原型：蒲公英。

2.原理：蒲公英的种子像撑开的小伞，减

慢了下降的速度，所以能实现安全着陆。

3.模型：降落伞。

4.材料：塑料纸、棉绳、一次性杯子……

5.验证：从高处落下，杯中物品是否完好。

6.分析：根据效果判断防震原理是否有效。

猫爪肉垫模型实验方案
1.生物原型：猫爪肉垫。

2.原理：猫爪柔软的肉垫，使得猫落地时

得到了有效缓冲。

3.模型：气球缓冲器。

4.材料：气球、胶带、一次性杯子……

5.验证：从高处落下，杯中物品是否完好。

6.分析：……

椰子模型实验方案
1.生物原型：椰子。

2.原理：……

3.模型：椰子保护缓冲器。

4.材料：皱纹纸、瓦楞纸、胶带、一次性杯子……

5.验证：从高处落下，杯中物品是否完好。

6.分析：……

我们小组研究

猫爪肉垫模型……

仿生模型的防震效果

·电风扇

·卡纸

·铁丝

材料超市

·塑料纸

·棉绳

·一次性杯子

·气球

·胶带

·皱纹纸

·瓦楞纸

……

材料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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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我 们 做 的

翅果模型。

1.按照翅果原型的样子制出模板，大小约是原物

的 2~3倍，在中线位置钉上 4个订书钉。

2. 把模型放在桌子边上按

压，使模型上的中线与桌子边线

垂直，仿造出最贴近翅果种子的

拱形结构。

3.用拇指、中指和食指抓住模型的棱角，轻

轻地将它推出，使其水平滑向地面。如果模型

在滑翔过程中不稳定，可以调整弧度或添加订

书钉……

反 思

这些模型各有什么优缺点呢？制作空投包时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生物原型

蒲公英

猫爪肉垫

翅果

……

优点

降落速度慢

……

缺点

难以控制落地位置

翅果模型因为巨大的

翅膀，减慢了下降的速度，

所以能实现安全着陆。但

是如果用在空投包的制作

上，翅膀要很大才行……

这只是一个模型，要

想做出作品，还需要更可

行的设计，如果我们……

制作

·电风扇

·卡纸

·铁丝

材料超市

·订书机

·卡纸

·安全剪刀

……

材料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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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的空投包

设计

经过模型实验，我们有什么新的想法？小组商议，完成空投包的设计

并配上文字说明。

请在需要的材料下面打“√ ”

塑料袋 皱纹纸 气球 纸杯 玻璃线 ……

我们的设想：

借鉴的生物原型：

对模型的改进：

设计的优点：

可能存在的问题：

制作

在小组讨论完成设计后，对照设计图纸，分工合作，完成空投包的制

作，并测量记录空投包的质量、体积等数据。制作过程中因实际情况需要

对设计进行调整时，要及时在设计图上做好记录。

安全提示

制作的过

程中使用工具

要注意安全。

空投包的质量（克）

空投包的体积（立方厘米）

是否顺利着陆

拆解时间（秒）

物资是否完好

空投包项目实验记录表 第2小组

·塑料袋

·胶带

·订书机

·订书钉

·安全剪刀

·直尺

·笔

·皱纹纸

·一次性纸杯

·气球

·玻璃线

…… 设计图

1.正方体，边长 10厘米。

2.硬纸板制作外壳。

3. 为海绵（里层）。

4. 为防水层。

5. 为开箱器。箱子用胶带

封好，箱底吊着开箱器。

6.包裹外绘有蝴蝶结，既是

标志，又很醒目。

7. 吊着纸盒的线是玻璃线，

不粗糙，阻力小。

8.降落伞为塑料袋。

空投包设计 第 1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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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交流

在户外实验时还要对空投包能否顺利

着陆、拆解时间及空投物资完好情况进行

记录。实验的结果达到我们的任务目标了

吗？还有可以继续完善的地方吗？修改完

善后再次进行实验。

我们的空投包底部缺

少缓冲，造成物资破损，我

们改进后再试一次。

我们设计制作的仿生空投包成功了吗？开一个发布会，向全班同学展

示自己的成果。汇报时要讲清自己小组研究设计的思路和全过程。

实验

安全提示

实验时应

采取足够的安

全保护措施。

实验时应

注意安全，防

止意外冲撞。

实验时不

可相互打闹。

不可在没

有防护栏杆或

者防护栏杆不

够牢固的地方

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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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的人

反思单元

阅读

很早以前，古希腊人就发现我们脚下的大地是一个球体。

谁是宇宙的中心？

同时，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日月星辰每天都在天空中东升西落，

因此认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日月星辰围绕着地球运动，这

就是最早的地心说。

公元前 3 世纪，古希腊科学家阿里斯塔克（约公元前 310—约公元前

230年）通过观察和计算，发现太阳比地球大得多，因此提出应该是较小的

地球围绕着较大的太阳运动，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提出了最早的日

心说。

人们对阿里斯塔克的日心说提出了质疑：如果地球在运动，我们

就会看到恒星的大小和位置在不断变化，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变

化？

阿里斯塔克猜想是因为那些恒星离我们太遥远了，所以我们看不到它

们的位置变化。但是对此阿里斯塔克并不能提

供有力的证据，因此人们当时并没有接受阿里

斯塔克的日心说。

2世纪时，天文学家托勒密（约 90—168年）

又将地心说的模型进一步发展完善，不仅和人

们观测到的天文现象吻合，还能准确地预测天

文现象，因此在此后的 1000 多年里，人们一直

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但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太复杂了。到了

观察和计

算是科学家搜

集证据的重要

手段。

假 说 需

要 事 实 证 据

的支持。

能够准确

地进行预测是

科学的重要标

准之一。

火星

水星

太阳

金星

木 星
地 球

月球

一种改良的地心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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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年）发现，如果把太阳放在宇宙

的中心，解释天文现象将会更为简洁，因此再一次提倡日心说。

1610年，伽利略（1564 —

1642 年）通过自制的望远

镜，发现木星和地球一样

也有着自己的卫星，而金

星和月球一样也有着圆

缺变化。这些发现为行

星围绕太阳运行提供了

证据，说明地球也可能是

这些行星中的一员。

直到 1838 年，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

（1784—1846年）才用量日仪首次观测到天

鹅座 61 这颗恒星在一年中有极小的位置

变化（大概相当于 7 千米外的一个物体移

动了 1厘米），从而最终证明了地球在围绕

着太阳公转。

现在人们知道，太阳也并不是宇宙的

中心，它只是银河系数千亿颗恒星中的普

通一员；而在可观测的宇宙中，像银河系

这样的星系也可能在 1000亿个以上。

可见，在人类认识宇宙的历

程中，人们通过强有力的证据建

立起的学说，会随着新证据的出

现而发展，甚至会被推翻、被取

代。

科学家们每次提出日心说或

地心说的依据是什么？他们是怎

样获取这些证据的？我们能够从

中获得怎样的启示？

先进的观

测工具为获取

新证据提供重

要帮助。

科学学说

的成立需要事

实 证 据 的 支

持。

科学学说

的发展变化是

以事实证据为

前提的。太阳

金星的圆缺变化

贝塞尔的量日仪

太阳在银河系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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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我的探究经历

在本学期的科学学习中，我们运用哪些方法收集了哪些信息？这些信

息有没有成为证明某个科学观点的科学证据？

我们通过调

查了解了各种动

物的食性……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实验、调查及案例分析等多种途径来获取真实的

信息，只有真实而有关联的信息才能成为科学假说的有效证据。

活动 制作证据灯笼串

把本学期科学探究中被证实的假设或得出

的科学结论写在黄色“灯笼”上，把证实它的证

据写到或者贴到红色“灯笼”上，把红“灯笼”挂

到相关联的黄“灯笼”下面，制成“证据灯笼串”。

展示我们制作的“证据灯笼串”，并相互进行评价。

太阳光是由多

种颜色的光组成的

三 棱 镜 把 光

分解成彩色光

雨后出彩虹

七彩陀螺旋

转后变成白色

我们通过实验，观察到电磁

铁吸引大头针的数量，证实了电

磁铁的磁力大小与电流强度和

导电线圈匝数都有关系。

我们用查阅资料和

计算的方法为我们的合

理饮食找到了依据。

分析和研究飞

机的发明过程，让

我们知道了仿生学不仅

仅是简单的外形模仿，

更重要的是运用其

中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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