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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测量 1

测量长度

学习使用刻度尺

测量身体不同部位的长度

用身体的“尺子”估测长度

1

把直尺的最小刻度值、零刻度线、最大量程以及课本的长度填

写在空格中。

姓名 腰围 身高 手掌宽度

把同学们的测量结果记录在表格中。

我的一拃是        厘米，课桌长度是         拃，我估测课桌的长

度是          厘米。

我的一步是          厘米，教室的长度是       步，我估测教室的

长度是         米。

最小刻度值                       

最大量程              

课本长度              



观察与测量2

测量体积

测量水的体积

测量胡萝卜的体积

2

写出量筒的最小刻度值和最大量程。

最小刻度值： 

最大量程：

最小刻度值： 

最大量程：

在图框中写出测量杯中水的体积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1.

2.

3.

我测量杯中水的体积

是：                        。

在空白处写出小组测量胡萝卜的设计方案。

1.

2.

3.

大萝卜不能直接放
入量筒，可用下面
的方法：



观察与测量 3

称量水果的质量

测量质量

猜轻重

3

在表格中填写比较轻重的方法和判断依据。

比较的物体 比较的方法 判断的依据

大苹果  小苹果

在表格中记录称量的结果。

水果 我的判断 称量结果 水果 我的判断 称量结果

橘子 轻     轻     

苹果 重    重

我的发现：                                                                                      。 

写出称量水的质量的方法。

我称量的一杯水的质量是                                   。

方法1 方法2

称量水的质量



观察与测量4

测量温度

测量水的温度

测量体温

4

观察温度计，在空格上填写结果。

1.

2.

3.

温度计上面每一个刻度表示            ℃。

它能测量的温度范围是            ℃到            ℃ 。

我测量的水的温度是            ℃ 。         

在图框内写出用温度计测量水温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把测量体温的结果记录在表格中。

早晨 中午 晚上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分析记录结果，我发

现一天中体温变化的规律

是：                                  

                                      。



观察与测量 5

1分钟能做多少事情

5
计量时间

学习使用停表

做个小水钟

在空格里填写停表的示数。

12 : 1 8 5 6 9 : 0 3 1 9 0 : 0 6 1 2

分 秒
       分       秒        分       秒 

12 分 18 秒

我计量跳绳 50 次的时间是                  。

测量 1 分钟做的事情，估测 2 分钟能做的事情，将结果填写在

表格中。 

时间
脉搏

次数

朗读

字数

仰卧

起坐

1分钟

2分钟

制作小水钟的步骤 我制作的小水钟图片



观察与测量6

“观察与测量”单元评价

单元评价表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能够规范地使用工具测量时间和物体的长度、体积、质

量、温度

能体会到使用测量工具让测量过程更便捷、结果更精确

能和小组成员合作完成设计和测量任务

能从测量结果中发现一些规律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同学意见：

　　　年　　　月　　　日

想一想

为什么说使用工具测量更便捷、更准确？



材料 7

天然材料和人造材料

区分天然材料和人造材料

6

    按照例子将天然材料、人造材料和物品填入对应的图框中。

天然材料

制成的物品

天然材料

制成的人造

材料

铁矿石

铁块

提炼



材料8

塑料

比较塑料尺子和木头尺子

比较塑料手套和棉线手套

塑料瓶遇热水会怎样

7

在表格中记录观察结果。

塑料尺子 木头尺子

轻便

透明

防水

耐磨

……

在空格中填写实验结果。

带棉线手套的感觉：                                   。

带塑料手套的感觉：                                   。

塑料具有的性能：                                       。

我的预测：变软        变硬        不变化

向两只空的塑料瓶中分别倒入冷水和热水，我观察到的现象：

                                                                                                。

有些塑料遇热不会出现变形现象，例如                                   。



材料 9

服装材料

比较棉布衫和橡胶雨衣的渗水性

比较羊毛衫和棉布衫的保温性

了解不同功能材料的服装

8

将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在下面。

我发现：       材

料比            材料渗水

性强。

实验过程

将测量的结果记录在表格中。

2 分钟 4 分钟 6 分钟 8 分钟

羊毛衫

棉布衫

通过实验可以看出，           材料比           材料的保温性强。

制作一个新材料服装的名片。

服装名称：

用到的材料：

具有的功能：

图片粘贴



材料10

“材料”单元评价

单元评价表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能够区分人造材料和天然材料

知道材料的某些性能

能够了解某些材料的主要用途

了解不同服装材料的特殊性能

了解新材料，体会现代科技在材料制造方面的应用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年　　　月　　　日

写一写

学习用品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这些材料具有什么性能 ？



物质的状态 11

固体、液体和气体

研究固体的主要性质

研究液体的主要性质

研究空气的主要性质

9

物体名称 形状 体积 软硬 质量（克）
它 们 都 有 一 定 的 形
状、          、          ，
它们是固体。

积木 硬

尺子 长方形

凳子

  将积木、尺子和凳子的性质填写在表格中。

将水、牛奶和酱油的性质填写在表格中。

液体名称 质量 形状 体积 流动性 静止时液面

水

牛奶

酱油

液体的共同性质                                                   。

实验过程 我的发现

向不同的方向挤压气球 空气             确定的形状

冲着脸部吹气 空气                               

将底部粘有纸团的杯子倒扣入水中 空气                              

称量充满空气和放气后的篮球的质量                空气                        质量



物质的状态12

水和水蒸气

给水加热

10

在图框中画出简易实验装置图。在图表中记录实验结果。

减少的水去哪里了

我们发现，水在加热时温度                ；当温度上升到         摄

氏度（℃）时开始沸腾；沸腾时烧杯内有大量气泡产生，烧杯中的部

分水变成了                                                。

写出具体的实验操作步骤。

1.                                                                                               ；

2.                                                                                               ；

3.                                                                                               。

玻璃片上出现了很多水珠，原因是：                                            

                                                                                                        。



物质的状态 13

冰和水

观察水结冰现象

观察冰的融化

将实验结果记录在图中。

11

试管中的水在           摄氏度（℃）时会结成冰。水在结冰过程

中，体积             。 

将观察结果记录在表格中。

冰在        摄氏度（℃）时会融化成水 。

时间（分） 1 2 3 4 ……

温度（℃ ）

烧杯中的现象

时间（分） 2 4 6 8

温度（℃）

试管中的现象

时间（分） 10 12 14 ……

温度（℃）

试管中的现象



物质的状态14

热胀冷缩

让瘪的乒乓球鼓起来

液体也会热胀冷缩吗

12

在相应的图框中画出观察结果。

将观察到的吸管液面高度标

记出来。

观察铜球体积受冷受热时的变化

放进热水中一段时间 放入冷水中 放入热水中

画出铜球穿铁环的现象。

    加热前，铜球
恰好穿过铁环。

    加热后：     将热的铜
球放入冷水中
一段时间：



物质的状态 15

“物质的状态”单元评价

单元评价表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知道物质存在的三种状态，以及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知道水结冰、冰融化的条件，冰、水和水蒸气是同一种物质

能解释生活中的热胀冷缩现象

能和小组成员合作完成简单的实验，并学会基本的数据处

理方法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年　　　月　　　日

找一找

物质有三种常见的状态：固态、液态和气态，一定条件下它们是

可以相互转化的，如冰、水和水蒸气的相互转化。生活中还有哪些

物质状态发生改变的实例？写在下面空白处。



溶解与分离16

溶解的快慢

猜想加快冰糖溶解的方法

研究搅拌是否能加快冰糖的溶解

13

   在表格中记录小组同学的猜想。

猜想 理由

搅拌能加快冰糖的溶解 妈妈向豆浆里加糖时经常搅拌

    将实验结果记录在表格中。

不改变的条件 改变的条件 完全溶解所用的时间

水的体积
水的温度
冰糖质量

搅拌

不搅拌

实验操作步骤：

1.                                                                                               ；

2.                                                                                               ；

3.                                                                                               ；

4.                                                                                               。

通过实验，我发现                         能加快冰糖的溶解。

通过其他实验，我还发现搅拌、             、              等能够加快冰

糖的溶解。



溶解与分离 17

不同物质的溶解能力

比较食盐、白砂糖、小苏打在水中的溶解能力

14

在下面横线上写出相应的实验步骤。

1.                                                                                               ；

2.                                                                                               ；

3.                                                                                               ，

                                                                                                  。

把三个烧杯中的溶解份数分别涂在图表中。

份数

食盐

2

4

6

8

10

12

白砂糖 小苏打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                  在水中的溶解能力最强。不同

物质在水中的溶解能力                   。            



溶解与分离18

分离盐和沙

比较盐和沙的特点

分离盐和沙

15

 将盐和沙的特点填写在表格里。

颜色 颗粒大小 是否溶解于水

盐 白色

沙 细小 否

将分离盐和沙的步骤写在图中的横线上。

                             

                             

                             

                                                          

                                                          

                                                       

                                                       

                                                       



溶解与分离 19

“溶解与分离”单元评价

单元评价表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能通过实验比较不同物质在水中的溶解情况

能通过对比实验探究加快溶解的方法

能运用溶解的方法分离食盐和沙的混合物

能与同学交流分享自己的想法与发现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年　　　月　　　日

做一做

做一棵漂亮的结晶树吧！

    1. 剪出一棵纸树，给

树枝涂上食用色素。

    2.  将浓度较高的磷

酸二氢钾溶液倒在树上。

    3. 等待水分蒸发完，

漂亮的结晶树就做成了。



常见的力20

弹力

感受弹力

研究弹簧弹力的大小

在表格中填写实验结果。

16

物品 能否恢复形变 能否产生弹力 结论

钢板尺

发生形变的物体，

在恢复原状的过程

中可产生弹力。

弹簧

记录实验过程及结果。

弹 簧 伸 长 的 长 度
越          ，对 手产生
的弹力                。

钩码
个数

弹簧伸长的
长度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推测 4

 推测弹簧伸长的长度与钩码
重量的关系：



常见的力 21

手平放在水面慢慢向下移动，手的感觉                                     。                

把泡沫压入水中，手的感觉                                                      。 

制作浮起来的土豆 , 在图框中写出方法，并贴上图片。

浮力

感受浮力

让土豆浮起来

石块在水中受浮力吗

17

将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填写在括号内。

    （         ）                        （         ）                         （         ）  

制作方法： 我的作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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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

研究摩擦力的大小

了解摩擦力的应用

18

将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在表格中。

猜想
实验 结果记录

结果分析
改变的条件 保持一致的条件 摩擦力大 / 小

 　水平面上的

物体越重，摩擦

力越大

写出生活中增大和减小摩擦力的实例。

增大摩擦力 减小摩擦力

  给车胎加防滑链   给链条加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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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力”单元评价

单元评价表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能通过实验感受到弹力、浮力和摩擦力的存在

能发现弹力、浮力和摩擦力在生活中的应用

能通过实验研究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能与同学交流分享自己的想法与发现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同学意见：

　　　年　　　月　　　日

做一做

制作一个弹力小车，将制作的成品拍照粘贴在下面。



制作水火箭24

19

了解火箭发射历史

设计

制作水火箭（一）
科学
擂台

描述古今中外有关火箭制作的故事、人物等，可以采用绘画、

拍照、书写等多种形式。

用文字或画图的方式将设计的方案记录在图框中。

我们组的设计方案

发明家和工程师的优秀品质和科学精神包括哪些方面？

用到的材料：

人员分工：

外观形状



制作水火箭 25

整理本组的设计方案，将制作步骤简单写在下面，并给制作好

的水火箭拍照。

步骤： 水火箭照片：

记录水火箭发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制作

测试



制作水火箭26

制作水火箭（二）
科学
擂台

列举自制水火箭在发射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怎样让水火箭飞得更高？将实验结果记录在表格中。

存在的问题 解决方案

飞行时箭身打转

箭身偏离竖直方向

箭头材料 飞行时间 瓶内水面高度 飞行时间

20

改进



制作水火箭 27

记录箭头形状不同时水火箭的飞行时间。

展示

将改进后的水火箭图片粘贴在图框里。

哪些改进能让水火箭飞得更高？

                                                                                                                                                      

                                                                                                                                                      

飞行时间        飞行时间        飞行时间        

分享



制作水火箭28

“制作水火箭”单元评价

单元评价表

　　　年　　　月　　　日

评一评

将自制水火箭的优点和缺点写在下面。

我喜欢的活动

学习活动自评

 

能根据任务查找相关的资料进行学习

能根据任务制订计划、准备材料和制作

能根据需要提出改进意向并进行测试调整

能根据测试的结果对水火箭进行改进

能与同学合作完成任务

我学到的内容

教师意见： 家长意见：

优点： 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