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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年级科学》是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的课程发展司所颁布的《小学三年级

科学课程与评估标准》和课本司所颁布的《小学三年级科学课本配套编写指南》
编写而成。

《三年级科学》共有 10 课，内容涵盖六个主题，即：科学探究、生命科学、
物理科学、材料科学、地球与宇宙以及工艺与优质生活。

本书融入了 21 世纪教学法，通过生动有趣的活动协助教师引导学生掌握 21 
世纪技能。本书协助学生建构科学知识和技能，也培养学生的逻辑性思考技能，
让学生运用计算思维 (Computational Thinking)，即逻辑推理 (Logical Reasoning)、流
程建设 (Algorithm Design)、分层思维 (Decomposition)、抽象化 (Abstraction)、模式识
别 (Pattern Recognition) 和评价 (Evaluation) 来完成活动，从中提升他们解决问题的
能力。

本书所穿插的思维导图能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的知识，高层次思维问题则能提
升学生的思考能力。除了含有道德教育、环保概念、爱国意识等跨课程元素，本
书也穿插了科学、工艺、工程、数学 (STEM) 的元素，让学生通过应用工程设计过
程 (Engineering Design Process, EDP) 来激发自身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另外，为了让学生有不一样的学习体验，此课本也配有一个“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 AR) 的应用程序，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本书备有 13 个音频 
3D 图像。使用“三年级科学课本 App”应用程序的步骤如下：

1  扫描以下二维码，以下载应用程序：

3  当课文页面出现 图标时，就表示能应用该程序扫描当页课文的全页，以
启动音频 3D 图像。

4  运行“三年级科学课本 App”的最低配置需求：
 •  2 GB RAM 
 •  1.5 GHz processor, GPU(Graphic Chip) 
 •  Android 4.2 / IOS7.0

2  扫描该书的二维码来启动

Downloa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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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特点介绍

配合课文内容而设计的巩固、辅助和增
广活动。活动以个人、两人或小组的形
式来进行。

列出学习标准。8.1.1
8.1.4

提供与课文内容对应的活动本 
页码。

活动本
第61页

标明有关活动需记录在活动
本的页码。

活动本
第61页

表示问题需运用高层次思维技能。

表示活动需运用计算思维。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T

答 一 答
针对学习标准提供相关的
习题，以评估学生的掌握
能力。

大 开 眼 界

提供与课文内容相关的额外知识，开阔
学生的视野。

动 动 脑 袋 瓜

提出思考题，发展学生的思维技能。

知 识 在 线

提供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网址和二维码，
让学生通过网络世界探索知识。

做 个 绿 天 使

唤起学生的环保意识，培养学生对环境
保护的责任心。

科学乐趣多

提供趣味性活动，让学生发挥创意并在
活动中学习科学知识。

注：本书所提供的网址仅供参考，有关网站截至本书出版日期为止皆能使用。

为教师提供：
 与内容相关的教学建议。
 与内容相关的额外教学建议。
 灌输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给 老 师 的 话

以互动测验的形式，在
网上提供更多的习题让
学生作答。

快问
快答

概括全课的多样化习题，测试并评估学
生的学习成果。

课后测试站

我们贯穿课文，针对课文内容
作出提问、提醒或补充说明。

进行活动后，提供具引导性的问
题，让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

表示活动有助于学生掌握 
21世纪技能。

21
世纪技能

列出课文的主要内容，让学生把已学会
的内容画“✓”。

  我学会了什么？

列出本书内容所
涵盖的主题、作
者简介和勘误表
（如有）。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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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下了大雨。

1 科学技能
主题一 科学探究

好像要下雨了。

看！乌云密布。

说一说，大家在
图中运用了哪些
科学程序技能？

给 老 师 的 话
 通过上图，初步带出推断和预测的概念，从中让学生说出图中人物正在运用
哪些科学程序技能，然后引导他们说出原因。

 让学生知道在生活中我们也会运用到许多的科学程序技能。
 向学生说明科学家相信自然界的事物存在着有规律性的前因后果的关系。

科学是人类了解
自然世界的一种
方法与过程。

1



科学是人类找寻知识的其中一种方法与过程。
掌握好科学技能，能够帮助我们探究科学。
还记得所学过的科学程序技能吗？

1  观察老师所准备的水果。 1.1.1: TP 3, 4  

2  说出这些水果的特征。 1.1.2: TP 1  
活动本
第1页

果皮的粗滑。

科学程序技能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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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皮的颜色。味道。 还有哪些特征？

 
巩
固  活动 1  水果分类游戏

2



使用合适的测量工具和正确的测量方法进行
以下测量。 
1  测量课本、铅笔和回形针的长度。
2  测量网球滚动直到停止所需的时间。
3  把你们的测量结果记录在图表里。 活动本

第 3 页

3  根据其中一个特征，将水果分类。 1.1.2: TP 2–4  
4  应用其他特征，再将水果分类。 1.1.2: TP 5  

活动本
第 2 页

5  用各种方式与同学分享你们的观察结果。
1.1.6: TP 2–6

1.1.1
1.1.2
1.1.3
1.1.6

 你运用了哪些官能来进行观察？ 1.1.1: TP 1, 2

 你用什么工具来测量？ 1.1.3: TP 1

 你如何正确地使用以上的测量工具？ 1.1.3: TP 2

 你使用的测量工具合适吗？为什么？ 1.1.3: TP 5

活动本
第1和
 2页

 
巩
固  活动 2  测量大比拼 1.1.3: TP 1–4  1.1.6: TP 1–4

根据步骤 4 的分类，再以另
一个特征分类，以此类推。

给 老 师 的 话
 可视情况更换活动 1 和活动 2 中所需的物体。
 根据活动 1 中步骤 4 的分类，引导学生找出水果的另一个特征，然后再作出
分类。

 教导学生如何正确使用秒表及读取读数的正确方法。 3



除了观察物体的特征外，我们也观察事物的
变化。

1  准备不同的物质。

2  把这些物质分别
放入水中搅拌。
你观察到什么？

3  根据观察结果，把物质分类。
4  记录并分享你的观察结果。

1.1.1
1.1.2
1.1.6

我们通过观察与测量和应用数目收集资料，
有些资料需要分类。我们也可根据所收集到
的资料来作出推断或预测，以及通过沟通来
分享。

 
巩
固  活动 3  我们是分类高手 1.1.1: TP 1–4

1.1.6: TP 1–4

1.1.2: TP 1–4

科学家通过观察物体的各种模式和
规律，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然后
作出分类。

给 老 师 的 话

 事先准备沙、糖、咖啡粉、盐和胡椒粉，让学生分组进行活动。可视情况更
换物质。

 让学生回顾二年级所学过的知识，观察物质放入水中的变化，即是否会溶解
在水里，然后进行分类。4



推断

1.1.4

1  她观察到什么？ 2  她以往的经验是什么？

3  她的推断
是什么？

莫韩雪恩 文凯

来看看雪恩如何作出推断。

根据他们的表情，
谁吃到甜的橙？谁
吃到酸的橙？

莫韩吃到的橙是酸的，
文凯吃到的橙是甜的。

好酸 ！ 好甜 ！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观察图中小孩的表情，推断出谁吃的橙是甜的，谁吃的橙是酸的。
 通过以上步骤，引导学生如何作出推断。

雪恩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解释所观察到的事物
或现象。

5



我们也可根据所收集的资料来解释所观察到
的事物或现象。

观察图中人物所
作出的推断。你
还可以作出什么
推断？

根据右图中的情况，
说出你的观察，然后
作出推断。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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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观察到什么？ TP 1

 你能作出什么推断？ TP 2

 再作出另一个推断。 TP 3

 你认为哪个推断较合理？
为什么？ TP 4

1.1.4

推断可以多过一个，
推断可能是对的，也
有可能是错的。

我已经按下
开关了啊！

鱼都游向水面，
因为水里没有足
够的空气。

 
巩
固  活动 4  我们是推断能手 TP 1–4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根据鱼缸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推断，如鱼儿饿了、水里没有足够的
空气等。6



我们通过观察和旧有经验或收集可信的资料
来预测将会发生的情形。

预测

1.1.5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观察鞋底一个月前后的变化，预测出两个月后鞋底磨损的情况更加
严重。

 让学生知道某项预测也许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

如果继续使用
这双鞋子，试
预测两个月后
鞋底的变化。

我可能买
不到了！

使用  
1 个月后

活动本
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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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N

A  观察下图。预测哪个情况下的手帕会比较
快干？为什么？ TP 1–5

 你还能作出什么预测？说明你的答案。

B  观察资料，预测 2021 年 P 动物的数量。 TP 6

年份 2013 2015 2017

P 动物的数量（只） 650 550 450

 如果 P 动物的数量变化持续下去，预测 
2027 年 P 动物将会怎样。为什么？

 
巩
固  活动 5  我们是预测达人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说出 A 项中超过一个的预测，并提供附加资料以支持学生所作出的
预测。

 引导学生分析 B 项表中的资料如年份和 P 动物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和变化来作
出预测。8



1.1.4
1.1.5

1  观察老师所准备的水果。

2  你可作出什么推断？

3  预测三天后，该水果会怎样。

4  把该水果搁置在实验桌上。

5  三天后，观察该水果的变化与你预测
的是否一样。

1  分别用黑色和白色纸包裹两个相同的
容器。

2  倒入相同分量和温度的水。

3  把两个容器放在太阳下晒。

4  预测一个小时后，哪个容器里的水温
比较高？

5  一个小时后，测量并记录水的温度。

6  两个容器里的水温还是一样吗？你们
可作出什么推断？

给 老 师 的 话
 为学生准备快要坏的水果如香蕉、苹果或芒果等以进行活动 6。
 引导学生推断出在活动 7 中， 包裹黑色纸的容器里的水温较高的原因是黑色
比较吸热。

 教师指导学生如何正确地使用温度计。

1  观察右图的手电筒，你能作出什么推断？

2  如果手电筒持续长时间亮着，预测会有
什么变化？

答 一 答

W X

 
巩
固  活动 6  先推断再预测 1.1.4: TP 1, 2

1.1.5: TP 1, 2

 
巩
固  活动 7  先预测再推断 1.1.4: TP 1, 2  1.1.5: TP 1, 2

活动本
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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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2.2

给 老 师 的 话
 为学生准备活动所需的科学用具。
 教师指导学生如何正确地折滤纸并放入漏斗中。
 先引导学生看图说出正确的操纵性技能，接着才进行活动。

让我们来运用所学过的科学程序技能进行
活动吧！

1  与组员到校园各角落
去收集土壤。

2  观察和预测哪种土壤
的渗水性较强。

3  把滤纸放入漏斗中。然后，把漏斗放在
量筒上。

操纵性技能6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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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什么科学用具
和标本？

你如何使用这些科学
用具和标本？

 
巩
固  活动 8  会渗水的土壤 TP 1–6  

活动本
第8和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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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知道量筒里的水越多，表示土壤的渗水性越强。

1.2.1
1.2.2

4  把相同分量的
黏土、沙土、
壤土分别放进
三个漏斗中。

5  分别在每种土壤里慢慢
倒入 50 ml 的水。

6  五分钟后，取下漏斗。测量量筒里水的
体积。

使用玻璃器材
须注意什么？

如何正确读取
读数？

11



7  记录你的观察结果。

8  种植 P 植物需要含水量多的土壤。根据你
的观察结果，哪种土壤适合种植 P 植物？

1.2.3
1.2.4
1.2.5

给 老 师 的 话
 指导学生绘画实验器材的正确方法。
 让学生知道不同种类的土壤有不同的渗水性，适合种植不同的植物。
 引导学生进行讨论，说出沙土、壤土和黏土适合种植哪些植物。

活动本
第8和
9页

你如何正确地画出标本、科学用具和材料？

你怎样清洗
和存放科学
用具？

进行活动后，你
如何处理标本？

12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同学在进行活动 8 时运用
到的操纵性技能。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说出进行科学活动时必须注意安全，包括戴上手套，如有伤口必须
包扎和尽量避免让伤口接触异物。

 引导学生说出在使用玻璃器材时须更加谨慎，因为玻璃器材易碎。
 指导学生如何正确地读取量筒的读数。

我们要小心使用
玻璃器材。

当读取读数时，视线
须与弯月面平行。

处理标本前
要戴手套。

正确和小心地处理标本。

1.2.1
1.2.2

谢谢！

正确地使用和处理科学用具和材料。

活动后，我们把
土壤放回原处。

黏土

沙土

13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说出清洗科学用具的重要性和清洗玻璃器材时须格外小心。
 引导学生说出不能直接把清洗后的科学用具马上存放回原位的原因。

活动本
第10页

我用刷子来
清洗量筒。

我把洗干净的
漏斗晾干后放
回原位。

1.2.3
1.2.4
1.2.5

正确地绘画标本、科学用具和材料。

用正确的方法清洗
科学用具。

正确及安全地存放
科学用具和材料。

活动后，丽莎把毛虫放回树叶上。你认为她的行为正确吗？
说一说。

答 一 答

沙土 壤土 黏土

漏斗 漏斗 漏斗

量筒 量筒 量筒

水 水 水

我们要清楚
及正确地画
出观察结果。

14



科学程序技能

操纵性技能

测量和应用数目

分类观察

推断

预测

沟通

肉食
动物

青蛙

狮子

老鹰 老虎

有猫经过
这里。

快要下
雨了。

正确和小心地
处理标本。

正确地使用和处理
科学用具和材料。

正确地绘画标本、
科学用具和材料。

用正确的方法清洗
科学用具。

正确及安全地存放
科学用具和材料。

  我学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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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图显示两家餐馆外的情况。

P     Q

针对上图，推断当时的天气。说明你的答案。
2  当你把相同大小的冰块同时加入一杯热水

和一杯冷水中时，预测哪个杯子里的冰块
会溶化得比较快？

科学乐趣多

镊 (niè) 子是一种用来夹取细小
物体的科学用具。试用以下材料
自制一把镊子吧！

快问
快答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以工程设计过程即思考、制作、沟通和改良来设计与制作镊子。
 协助学生上网搜索制作镊子的方法。
 告诉学生这把自制的镊子可在第 8 课时用来夹取石蕊试纸。

课后测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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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室规则
主题一 科学探究

2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说出上图显示的科学室规则。

你能说出其他科学室规则吗？

科学室里规则多，
遵守规则，安全第一。

17



科学室规则20

80

40
60

100

100ml

看图说故事。

饼干

进入科学室前

余老师……

在科学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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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根据图片说出有关的科学室规则。
 提醒学生要照顾科学室里的设备，以及小心使用科学用具。

2.1.1

说出科学室规则。图中哪些学生没有遵守
科学室规则？他们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

离开科学室前

离开科学
室前，记
得关风扇
和关灯。

19



发挥创意，一起来进行角色扮演吧！

1  从盒子里抽取卡片。
2  根据卡片上写的情况，
 与组员讨论表演方式并
 在分配角色后开始表演。

3  其他同学根据表演说出有关的科学室规则。

 这些科学室规则重要吗？为什么？
 发现同学违反了科学室规则，你会怎么做？
 科学室规则如何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2.1.1

活动本
第12和
13页

 
巩
固  活动 1  你来演，我来说  TP 1–6

给 老 师 的 话
 教师准备活动所需的材料并指导学生进行活动。

20



 我们应遵守科学室规则以确保自己和他人
的安全。

先排队，老师
允许后才进入
科学室

禁止吃东西和
喝水

在获得老师的
允许后才进行
活动或实验

禁止嬉戏

若发生意外，
马上通知老师 禁止喧哗

实验后，清洗
科学用具并放
回原位

禁止擅自尝或
闻科学物质

禁止擅自拿走
科学室的东西

保持科学室的
整洁

科学室规则

  我学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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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识了多少项科学室规则呢？发挥创意，
设计并制作有关科学室规则的海报。向同学
展示你所设计的海报。

1  列出三项科学室规则，然后说出这些规则
的重要性。

2  你是否赞同以下同学的做法？为什么？
a  可丽没有获得老师的允许就进入科学室。
b  文希把早餐带进科学室里吃。
c  美君擅自取出温度计来进行实验。
d  雨恩帮助同学清理打破的量筒。
e  进行了实验后，霆凯把还没清洗的科学

用具放回原位。
f  西拉和浩浩把科学室打扫干净才离开。
g  建文看见好朋友偷偷将放大镜放进口袋

里， 他立刻上前阻止他。

科学乐趣多

快问
快答课后测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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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类

为什么婴儿的粥需搅碎？你们
吃下的食物都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

不能挑食。

给 老 师 的 话

	通过引导学生说出婴儿的粥需搅碎的原因，初步带出牙齿的功能。
	让学生观察上图，说出图中人物的饮食是否均衡及我们需要刷牙的原因。

主题二	生命科学

23



牙齿的种类及其功能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根据经验说出当他们要咬一口梨时会用到哪种牙齿。由此，引导学生

	 说出图中的男孩在少了门齿的情况下较难咬一口梨，初步理解门齿的功能。
	引导学生与同学分享步骤	2	的经验。
	除了学生自身的经验，也可引导学生根据在步骤	1	中所观察到的牙齿形状来
思考每种牙齿的功能。鼓励学生说出他们认为牙齿分别有这些功能的原因。

根据经验，你平时分别用哪
种牙齿来切断、撕裂和磨碎
食物？

观察自己和同学的牙齿。每颗
牙齿都长得一样吗？试描述它
们的形状。

2

1

3.1.1
3.1.5

观察男孩的牙齿。
他能轻易地咬一口
梨吗？为什么？

一起来进行活动，认识我们的牙齿吧！

认识我们的牙宝贝

巩
固	 活动	1 	各个牙齿本领大	 TP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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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理解上下两排的牙齿必须共同合作，才能发挥它们的功能。
	认识门齿、臼齿和犬齿的形状，能帮助学生了解这些牙齿的功能。教师也可
准备三种适合的工具来向学生分别模拟切断、磨碎、撕裂食物，以让学生更
容易了解门齿、臼齿、犬齿的功能。

	牙齿除了有上述功能外，还能帮助人类发音和让面部显得丰满、美观。

我们的上下两排牙齿都有门齿、臼齿和犬齿。
不同种类的牙齿有不同的功能。

活动本
第15页

我们长得尖尖的，较锋
利，能够把食物撕裂。

我们的表面宽阔，
能够把食物磨碎。

门齿

臼齿

犬齿

我们呈扁平形，能
够把食物切断。

3.1.1

25



3.1.2
3.1.5

给 老 师 的 话

	可准备牙齿构造的模型、挂图或视频来进行教学，以让学生能更清楚地看到
牙齿的各个构造。

活动本
第16页

使用镜子来观察自己的牙齿，我们所能看到
的只是牙齿的表面。牙齿的内部构造是怎样
的？一起来看看吧！ TP 3

牙齿的构造

釉(yòu)质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釉质无法自行修复，所以
当它因蛀牙而形成空洞时，就需要请牙医来填补空洞。

大 开 眼 界

釉质 牙齿的最外层，
很坚硬。

牙本质 是构成牙齿的
主要部分。

牙龈 环绕牙齿的
基部。

神经 让我们感觉
到冷、热或疼痛。

血管 为牙齿提供
所需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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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牙 恒牙

1 	观看老师所播放的视频。

2 	记录乳牙与恒牙的区别。
3 	试说出乳牙换成恒牙的过程。

乳牙与恒牙

3.1.3
3.1.5

给 老 师 的 话

	可让学生观看以下视频来进行活动	2: https://goo.gl/7pD6St。除了视频，也可让
学生观察乳牙与恒牙的挂图或模型。

	进行活动	2 前，可让学生观察同学或家中弟弟、妹妹的乳牙，以及长辈的恒
牙，比较乳牙与恒牙在大小和数量上的区别。

图中男孩和奶奶
的牙齿还会再长
出来吗？

比较乳牙与恒牙
在大小和数量上
的区别，并观察
乳牙换成恒牙的
过程。

CT

	
巩
固	 活动	2 	乳牙与恒牙的区别	 T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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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生后长出的牙齿叫作乳牙。随着年龄
的增长，乳牙会脱落，换成恒牙。

乳牙与恒牙有什么区别？

3.1.3
3.1.5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知道，换牙是每个小朋友都会经历的过程。鼓励学生分享自己换牙的
经验。

大约	6	个月大时，
婴儿开始长出乳牙。

大约	6	岁，乳牙
逐渐脱落。

大约	12	岁，乳牙
完全被恒牙取代。

只能维持到
大约	12	岁

能维持一
辈子，但
如果被拔
掉就不会
再长出来

釉质和牙
本质较薄

釉质和牙
本质较厚

小和弱 大和
坚固

大约在 6 个
月时长出， 
3 岁长齐

大约在	6 岁
长出，21岁
长齐

门齿	 	8	颗
臼齿	 	20	颗
犬齿	 	4	颗

总数	 	32	颗

门齿	 	8	颗
臼齿	 	8	颗
犬齿	 	4	颗

总数	 	20	颗

臼齿

犬齿

门齿

乳牙
乳牙恒牙

活动本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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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本
第18页

为什么会长蛀牙？哪个部分会形成空洞？

保护牙齿

 如果牙齿的构造受损，将会怎样？
 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做，以让牙齿健康？说出
原因。

3.1.4
3.1.5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思考并说出我们在生活中应如何保护牙齿的健康，以预防蛀牙。

食物残渣

破坏牙齿釉质

产生酸性物质食物残渣 细菌分解

空洞

巩
固	 活动	3 	看图说故事	 T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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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牙齿的构造不被破坏，我们在生活中
应该怎么做？

如果牙齿出现问题，有哪些技术能治疗牙齿？

一天至少刷两次牙。 用牙线清洁牙缝。 饮食之后要漱口。

这些方法是为了清除食物残渣。

补牙

能修补缺损的牙齿。

根管治疗

能治疗受损情况严重的牙齿。

护牙有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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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本
第19页

3.1.4
3.1.5

给 老 师 的 话

	可让学生观看以下有关补牙的视频：https://goo.gl/5R8qJn。
	鼓励学生分享家人通过以上技术来治疗牙齿的经验。

少吃甜食，少喝
甜饮。

多吃对牙齿有益的
食物。

定期让牙医检查
牙齿。

如果恒牙蛀了而需要拔掉，就不会再
长出新牙，因此要好好地照顾牙齿。

假牙

能代替被拔掉的恒牙。

牙齿矫正

戴牙套能矫正牙齿，改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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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牙齿出现了问题，可以通过什么技术来
治疗？进行角色扮演，呈献一出短剧吧！

活动本
第20页

1 	智琳吃面包时，她先咬一口，然后在嘴里磨碎。智琳用哪
一种牙齿切断面包？磨碎面包时又是用哪一种牙齿？ TP 1, 2

2 	说出乳牙与恒牙的区别。 TP 4

3 	俊明有蛀牙了。

(a) 牙齿的哪个部分会形成蛀牙？为什么会这样？

(b) 说出一种能修补蛀牙的治疗技术。

(c) 俊明平时应该怎么做，以避免再次形成蛀牙？ TP 5

答 一 答

3.1.5

给 老 师 的 话

	分配各组学生所负责的牙齿问题或牙科治疗技术。进行演出前，让学生搜集
并了解有关的资料，然后编写并排练短剧。

我们应感恩科学与工艺在
牙科治疗领域的贡献。

有什么方法
可以改善？

她有牙齿排列
不齐的问题。

我建议她进行
牙齿矫正。

妈妈

妈妈

女儿

女儿 牙医

	
巩
固	 活动	4 	角色扮演	 TP 6 	

21
世纪技能

32



我们每天都会吃各种各样的食物。说一说，
你今天吃过了哪些食物？ TP 1

营养素的重要性

3.2.1
3.2.5

给 老 师 的 话

	可让学生回忆并记录他们前一天的三餐所吃过的食物。鼓励学生说出他们吃
这些食物的原因。

维生素

矿物质

蛋白质

营养素

水

脂肪碳水化合物

膳食纤维

我们所吃的食物含有营养素。
食物里含有哪些营养素？

营养素

试举出各营养素的食物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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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哪些食物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水、	
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a 	观察老师准备的视频

和挂图。
b 	写出各营养素的食物

例子。
2 	各营养素对人体有什么重要性？

a 	观察老师分发的食物卡片。
b 	这些食物对人体

有什么重要性？
c 	把具有相同重要

性的食物归为同
一组。

d 	与组员讨论，各
组食物分别含有
什么营养素？

3.2.1
3.2.2
3.2.5

给 老 师 的 话
	可让学生观看以下视频来进行第	1 项活动：https://goo.gl/jaUkz8。让学生在限定
的时间内写出各营养素的食物例子。
	让学生知道，有些食物所含的营养素不止一种，如牛奶含有蛋白质、水、矿	
物质等。
	教师事先准备第	2 项活动所需的卡片，每种营养素须准备至少三种食物卡片。
	引导学生根据活动概括各营养素的重要性：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能提供精力；	
含蛋白质的食物能帮助成长；含脂肪的食物能使身体保暖；含维生素和矿物	
质的食物能保持健康；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能预防便秘；水能调节体温。

进行活动后，
我发现……

哪些食物含
有不止一种
营养素？

巩
固	 活动	5 	一起来认识营养素吧！ TP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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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可让学生知道不是每一种食物中的脂肪都会对人体带来害处；有些食物的脂
肪是肉眼看不见的，如瘦肉和花生。

碳水化合物

能提供精力

营养素对人体的重要性。

蛋白质

能帮助成长

水

能调节体温

活动本
第21至
23页

3.2.1
3.2.2

膳食纤维

能预防便秘

矿物质

脂肪

能使身体保暖

维生素

能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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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真多！我
该吃什么呢？

各类食物都应
适量地吃，做
到饮食均衡。

均衡的饮食

健康又均衡的饮食须涵盖各营养素。食物金字
塔是引导我们吃得健康和均衡的指南。

来源：马来西亚卫生部		
(Kementerian Kesihatan Malaysia) 36-01N

鱼
肉
、
鸡
肉
、

牛
肉和豆类

水

果

蔬
菜

饭
、
面
条

、
面包、

谷
物
和

薯
类

由我国卫生部所推广的“健康餐盘”指导
我们在一餐中各类食物应吃的分量。

少吃

脂肪、油、糖、盐

吃足够的分量

饭、面条、面包、
谷物、薯类

多吃

水果

适量吃

鱼肉、鸡肉、牛肉
和豆类

适量吃

牛奶和奶制品

多吃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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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3.2.5

1 	列出你们在一天内每一餐所吃的食物。
2 	根据食物金字塔，每一餐中

食物的搭配是否营养均衡？
3 	你们需要作出哪些改进？
4 	设计营养均衡的三餐，并	

说明你们这样搭配每一餐的
原因。 活动本

第24页

活动本
第24页

真棒！这是均衡
的一餐。

比较你们每一餐
中所吃的食物和
食物金字塔有什
么不同。

为了拥有健康的身体，我们
的日常饮食应少油、少盐和
少糖。

大 开 眼 界

少油 少盐 少糖

巩
固	 活动	6 	我们的三餐	 TP 5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了解食物金字塔分为四层以及每层食物在均衡饮食中所应占的比例。
	教师可从以下网站中选择并下载	JOM MAKAN SECARA SIHAT	的演示文稿，以
获取更多有关健康饮食的资讯：https://goo.gl/FQQ98i。
	指导学生根据食物金字塔设计营养均衡的三餐。可让学生把所设计的三餐做
成精美的菜单，然后在班上展示。 37



3.2.4
3.2.5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各组学生轮流在班上与其他同学分享他们在活动 7 中的讨论结果。
	可让学生知道饮食不均衡所会导致的其他健康问题，如高血压、高胆固醇、
营养不良等。

饮食不均衡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所以我们
应按照食物金字塔来计划每日的饮食。

活动本
第25页

	
巩
固	 活动	7 	饮食不均衡会怎样？ TP 4

启华的午餐有达到饮食均衡
吗？与组员讨论，没有按照
食物金字塔来饮食会造成什
么后果。为什么？

饮食不均衡
导致各种
健康问题

肥胖

糖尿病

蛀牙

心脏病

便秘

他只吃……

他会便秘
和……

他的饮食缺
少了……

浏览以下网页，了解长期饮食不均衡所带来的健康问题。
https://goo.gl/sT8afK  

知 识 在 线

启华的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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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以下营养素，说出一种食物的例子。 TP 2

	 水 					 脂肪 					 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 					 碳水化合物

2 	说出蔬菜和水果的两项重要性。如果饮食中缺少蔬菜以及
水果，会带来什么后果？ TP 3, 4

3 	右图显示凤琴喜欢吃的午餐。 TP 5

(a) 这一餐均衡吗？为什么？

(b) 试建议凤琴如何把这一餐变得均衡。

答 一 答

3.2.5

给 老 师 的 话
	教师事先把几种健康问题分别写在不同的卡片上。让各组学生抽取卡片，并
让他们在一周之内搜集有关该健康问题的资料，同时准备要如何呈献他们的
建议。学生能以角色扮演、小册子、海报、座谈会、视频等方式呈献他们的
建议。

如果一个人有某一种健康问题，根据他的情
况，建议他须避免吃哪一类食物。以创意的
方式呈献你们的建议。

通过食品包装上
的标签，我们可
知道食物中含有
哪些营养素。

大 开 眼 界

Saiz hidangan/Serving size: 30 g (About 6 pcs)	 食用分量：30	克	（约6片）
Hidangan sebungkus/Serving per pack: 25	 每包装所含食用分量数目：25

Setiap/Per 100 g
每 100 克

Setiap Hidangan/Per Serving
每食用分量

Tenaga/Energy	能量 475 kcal	千卡 142 kcal	千卡

Karbohidrat/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 68.8 g	克 20.6 g	克

Jumlah Gula/Total Sugars	总糖 13.9 g	克 4.2 g	克

Serabut Diet/Dietary Fibre	膳食纤维 3.5 g	克 1.0 g	克

Protein	蛋白质 7.3 g	克 2.2 g	克

Lemak/Fat	脂肪 18.6 g	克 5.6 g	克

Kolesterol/Cholesterol	胆固醇 0 mg	毫克 0 mg	毫克

Natrium/Sodium	钠 774 mg	毫克 232 mg	毫克

Vitamin A	维生素	A 359 µg	微克 108 µg	微克

Vitamin B6	维生素	B6 0.95 mg	毫克 0.29 mg	毫克

Vitamin B12	维生素	B12 0.95 µg	微克 0.29 µg	微克

Kalsium/Calcium	钙 310 mg	毫克 93 mg	毫克

Zat Besi/Iron	铁 7.0 mg	毫克 2.1 mg	毫克

Iodin/Iodine	碘 52 µg	微克 16 µg	微克

Maklumat Pemakanan/Nutrition Information 营养资料

	
巩
固	 活动	8 	小小营养师	 T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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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怎样被消化？

给 老 师 的 话

	教师能通过步骤	1	来了解学生对消化过程的认知，并从中确认学生是否对消
化过程存有误解。
	建议可在步骤	2	让学生观看以下几个视频：

 • https://goo.gl/MVHwZc     • https://goo.gl/Jpo3zE     • https://goo.gl/iZghgV

1 	你认为食物的消化过程是怎样的？在 P 图
里画一画。 活动本

第26页

2 	观看老师所播放的几个视频。
3 	哪些器官与食物消化有关？
4 	进行步骤 1 至 3 后，在	Q 图里再画出一个

食物的消化过程。 活动本
第26页

5 	比较 P 图和 Q 图的不同，加以讨论。

3.3.1
3.3.2
3.3.4

食物要多咀嚼，
这有助消化。

什么是消化？

消化

我们所吃的食物都去了哪里？

活动本
第26页

	
巩
固	 活动	9 	食物在身体内的旅行	 T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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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各种方式展示并说明食物的消化过程。

	食物的消化过程从口腔开始，牙齿、舌头和
唾液在消化过程中有什么功能？
	顺序说出食物的消化过程。

3.3.1
3.3.2
3.3.4

我们的身体无法直接吸收所吃下的食物，需
把食物消化。什么器官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给 老 师 的 话
	完成活动	9	后，学生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示和说明食物的消化过程，如制
作挂图、模型、演示文稿，或是写成一篇短文。
	通过进行活动	10，学生能更直接地了解消化器官的功能。
	除了长条形袋子外，也可用吸管来模拟食道。

活动本
第26页

长条形袋子、米饭、水、袋子、面包、煮熟的蔬菜
需要什么？

怎样才能让装入长条形袋子里
的米饭往前移动？这个长条形
袋子像人体的哪个消化器官？

袋子里的食物变
成什么样子了？
哪个消化器官的
活动与这个袋子
相似？

1

2

长条形袋子

米饭

蔬菜

面包

水

反复揉挤

增
广	 活动10 	模拟人体的消化器官

通过消化器官，食物是怎样被消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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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进入口腔后，漫长的消化旅途便开始
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一起来看一看。

5

当食物进入口腔，牙齿把食物弄碎。
舌头会搅拌食物，使食物与唾液混合，
变成糊状，让我们容易吞咽。

口腔

糊状的食物来到小肠。小肠把食物
分解得更加小，食物中的营养素被
吸收。

小肠

大肠把食物中的水分	
吸收，剩下残渣形成	
粪便，通过肛门排出。

大肠和肛门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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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3.3.2
3.3.3
3.3.4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通过第	42	页和	43	页的课文，了解食物的消化过程。
	让学生知道，各个消化器官需要共同合作，食物的消化过程才能顺利进行。
	引导学生根据活动和课文作出概括：食物被消化后，小肠会吸收食物中身体
所需的营养素；大肠把食物中的水分吸收，不被身体所需的食物残渣形成粪
便，通过肛门排出。

活动本
第27和
28页

3

当我们吞咽时，食物会
被推至食道。

食道

食道将食物推进胃里。
胃液把食物分解成黏稠
的糊状。

胃

2

我认为消化是……	 TP 5

通过活动	9 及第	42 页和	43 页的课文，
我发现食物被消化后会……	 T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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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教师可利用上图或准备立体模型来帮助学生巩固有关食物消化的知识。

3.3.4

口腔

食道

大肠

胃

肛门

小肠

消化是将食物分解得更加小，然后再吸收其
营养素。食物的消化经由口腔、食道、胃、
小肠、大肠和肛门来完成。

你知道我们所吃的食物
大约要多久才会变成粪
便排出体外吗？观看视
频，一起来了解吧！
https://goo.gl/GbMEHh

知 识 在 线动 动 脑 袋 瓜

把绳子剪成大约	6	米。看，
这就是我们的小肠的长度！
小肠是整个消化道中最长的
一段。想一想，为什么小肠
需要这么长？

活动本
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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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食物消化的行为和后果

1 	各组提出一个
会干扰食物消
化的行为。

2 	根据这个行为
所会造成的后
果，演一演。

妈妈，弟弟吃得
太快，噎着了！

哪些行为会干扰食物消化？消化不良会造成
什么后果？

3.3.4
给 老 师 的 话

	各组学生表演完毕后，可让全班学生评选出最佳的组别。

图中的女孩怎么
了？为什么她会
这样？

	
巩
固	 活动11 	演一演	 T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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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本
第30页3.3.4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理解以上各个行为如何干扰食物的消化。
	提问学生自己或者家人是否曾有以上的经验，鼓励学生与同学分享有关的经
验。通过同学们的分享，提醒学生在吃东西时要有良好的行为。

吃东西时，避免说话、跑动和跳跃，也不要
吃得太快，以免影响消化。

干扰食物消化

边吃边说话 边吃边跑

边吃边跳 吃得太快

哽着

呕吐

肚子痛

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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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

1 	右图显示人体的消化器官。

(a) 说出 A 至 F 器官的名称。 TP 2 	

(b) 分别说出 A 和 C 器官的功能。 TP 1 	

(c) 顺序写出食物的消化过程。 TP 3 	

2 	已被消化的食物都会被身体吸收吗？说一说。 TP 4 	

3 	根据食物的消化过程，说明什么是消化。 TP 5 	

4 	在食堂用餐时，静婷喜欢边吃边与同学谈天。你认为这么
做恰当吗？说出你的原因。 TP 6 	

答 一 答

种类与功能 乳牙与恒牙

牙齿

门齿

切断
食物 釉质和牙本质较薄；小和弱；

共	20 颗；大约在	6 个月时长
出，3岁长齐；大约	6	岁逐渐
脱落；能维持到大约	12 岁。

釉质和牙本质较厚；大和坚固；
共	32	颗；大约在	6	岁长出，21	
岁长齐；能维持一辈子，但被
拔掉就不会再长出来。

臼齿

磨碎
食物

犬齿

撕裂
食物

恒牙

乳牙

A

F

E

D

C

B

	 牙科治疗技术：补牙、根管治疗、假牙和
牙齿矫正。

釉质

牙本质

牙龈

神经

血管

  我学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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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又均衡的饮食须涵盖各营养素。食物
	 金字塔是引导我们吃得健康和均衡的指南。

	 饮食不均衡会对健康带来不良的后果。
	 消化是身体分解食物并吸收营养素的过程。
	 食物的消化过程：

	 口腔 食道 胃 小肠 大肠 肛门

	 食物被消化后，小肠会吸收身体所需的
营养素；不被身体所需的残渣会被推出大
肠，通过肛门排出体外。

	 吃东西时说话、跑动或者跳跃，以及吃得
太快，都会干扰消化。

	 我们平时应好好地保护牙齿，以确保牙齿
的构造不会受到破坏。

营养素

•	乳酪、鸡蛋
	帮助成长

蛋白质

•	饭、面条
	提供精力

碳水化
合物

•	花生、黄油
	 使身体保暖

脂肪

•	燕麦片、	
蔬果

	预防便秘

膳食
纤维

•	西瓜、果汁
	调节体温

水

•	江鱼仔、	
盐

 保持健康

矿物质

•	蔬果
 保持健康

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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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图显示一名小孩的下排牙齿。

a 	说出	P、Q	和	R	牙齿的种类名称。
b 	P、Q	和	R	牙齿分别有什么功能？
c 	Y	牙齿是即将取代	Q	牙齿的恒牙。说出

Y	牙齿和	Q	牙齿的区别。

2 	右图所示的牙齿排列不齐。
有什么治疗技术能改善这种

	 情况？

3 	右图显示秀丽的一份午餐。
a 	J、K、L	分别含有什

么营养素？
b 	这是一份均衡的午餐

吗？为什么？

P

Q

R

6	个月后

Y

JK

L

快问
快答

课后测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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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图显示与食物消化有关的器官。

a 	说出	P	至	U	器官的名称。
b 	哪个器官吸收食物的营养素？
c 	从起点至终点，顺序写出食物在消化时

所通过的器官。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以工程设计过程即思考、制作、沟通和改良来制作人体的消化器官
模型。

科学乐趣多

P U
Q

R

S

T

如何应用这些材
料来制作人体的
消化器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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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物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说出图中动物的进食习性，分辨哪种动物是草食动物、肉食动物和
杂食动物。
	试让学生观察图中动物的牙齿结构有什么不同。

原来熊吃水果
也吃鱼。

狮子的牙齿好尖利。

马只吃草吗？

野生动物园

主题二	生命科学

说一说，这些动物的进食习性。
它们的牙齿结构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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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吃些什么？

动物和人类一样也需要食物来维持生命。想
一想，动物的食物是什么呢？

要给它吃什么？

1 	观看老师所播放的视频。

2 	记录动物和它所吃的食物。

4.1.5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说出视频中动物所吃的是什么食物，然后说出这些食物是植物还是
动物。

	可带领学生参观动物园、牧场或保育中心。

动物的进食习性

要好好地照顾它。

	
巩
固	 活动	1 	看视频，作记录		 TP 1

52



只吃植物 只吃动物 吃植物和动物

大象

吃甘蔗和草

老虎

吃羊和牛

狮
子

吃
鹿

和
羊

棕熊

吃果实和鱼

老
鼠

吃
肉

类
和

谷
类

浣
熊

吃
谷

类
和

鱼

狼吃
鹿

和
羊

豹

吃
羊

和
牛

兔
子

吃
萝

卜
和

菜

牛

吃
草

和
叶

子

斑
马

吃
草

和
叶

子 鳄
鱼

吃
鱼

和
肉

类

棕 熊

吃果实和鱼

不同的动物所吃的食物也不同，有些只吃植
物，有些只吃动物，有些则吃植物和动物。

给 老 师 的 话
	预先让学生在家里进行步骤	1	和步骤	2。
	引导学生选用适合的网站来搜索动物的食物资料。
	以轮流的方式，学生根据动物的进食习性将动物分类。

4.1.1
4.1.5

活动本
第32页

上网搜索几种动物及其所
吃的食物的相关资料。

1 将搜集到的资料以及图片
制成卡片。

2

根据动物所吃的食物，把卡片放到正确的桌上。3

到每桌去检查并讨论所作出的分类是否正确，并记录在科
学笔记本里。

4

	
巩
固	 活动	2 	动物吃什么？	 TP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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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动物的进食习性，让我们来认识草食、
肉食和杂食动物。

1 	观察以下每组动物所吃的食物。

还有哪些是草食、肉食和杂食
的动物？试举例说明。

2 	以上每组动物的食物是什么？
3 	同一组的动物所吃的食物有什么共同点？
4 	哪组是草食、肉食和杂食动物？为什么？

CT

	
巩
固	 活动	3 	动物进食习性大揭秘	 TP 3

动物的
进食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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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根据动物的进食习性，引导学生说出每组动物的名称及其食物。
	引导学生说出草食、肉食和杂食动物的进食习性。
	引导学生作出概括：草食动物以植物为食、肉食动物以动物为食而杂食动物
以植物和动物为食。

进行活动后，我发现......

动 动 脑 袋 瓜

马来貘是我国的稀有动物。它们是
草食动物，你知道它们吃些什么吗？

4.1.2
4.1.3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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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说出图中动物的进食习性。
	列出几种动物的名称，让学生根据动物的进食习性将动物分类。

4.1.1
4.1.2
4.1.5

树袋熊以桉树叶为食。桉树叶很硬，对很多
动物来说是有毒的，所含的营养也并不丰
富。但是，树袋熊的消化系统能消化这种不
寻常的食物。

大 开 眼 界

草食动物以植物为食，
如长颈鹿和大象。

杂食动物既吃植物
也吃其他动物，如
棕熊和鸡。

以其他动物为食的动
物被称为肉食动物，
如狮子和老虎。

活动本
第33至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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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动物的牙齿结构。比较和分辨草食、肉
食和杂食动物的牙齿结构，它们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

快到以下网站找出适
合动物们的牙齿吧！
https://goo.gl/NPZHB4

知 识 在 线

4.1.4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通过观察动物及其牙齿结构的图片，分别说出草食、肉食和杂食动物
的牙齿结构的不同之处。
	引导学生说出草食、肉食和杂食动物牙齿的功用。
	让学生观察图中动物的牙齿，然后引导学生说出动物的牙齿与它们的进食习
性之间的关系。

动物的牙齿结构

动物的牙齿和它
们的进食习性有
什么关系？

巩
固	 活动	4 	动物的牙齿都一样吗？ T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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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动物长有能帮助它们
捕食猎物的牙齿。

犬齿用来杀死猎物和
撕裂猎物的肉。

臼齿用来磨碎猎物
的骨头和肉。

门齿用来咬住猎物，
使猎物不能逃脱。

鸟类没有牙齿，但老鹰弯曲带钩的喙不但能帮助它撕开猎物，
喙的锋利边缘还能像刀子一样切割猎物，让老鹰便于吞咽。对
于体型较小的猎物，老鹰会一口吞下；对于体型较大的猎物，
则会先用爪把猎物按牢，然后再用喙慢慢把猎物撕裂和吞食。

大 开 眼 界

肉食动物的牙齿结构

动物有适合自己进食习性的牙齿。草食、肉
食和杂食动物的牙齿结构有什么不同？

一般上，肉食动物的犬齿比
其他动物的犬齿长和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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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比较和分辨草食、肉食和杂食动物的牙齿结构。

活动本
第36页

草食动物长有能切断和
磨碎植物的牙齿。

杂食动物的牙齿结合了
草食和肉食动物的特点。

臼齿用来磨碎食物。

犬齿用来撕裂
食物。

门齿用来切割
食物。

草食动物的牙齿结构

杂食动物的牙齿结构

门齿用来切断
植物。

臼齿用来磨碎
植物。

4.1.4

草食动物的门齿
和臼齿较发达。

如果狮子具有草食动物
的牙齿结构，它能撕裂
猎物的肉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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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可准备其他随环境而改变进食习性的动物例子。
	引导学生上网搜索有关其他动物改变它们的进食习性的原因。

1 	与组员讨论图中动物的牙齿结构和进食
习性。

4.1.5

我们都知道猫的牙齿
结构是属于肉食的，
但是为什么图中的猫
会吃草？

为什么鹿会吃兔
子？图中的环境
是怎样的？

狮子怎么在吃草？
它们不都是肉食动
物吗？

2 	说出动物改变它们的进食习性的原因。
3 	与组员交流你的观察结果。

	
增
广	 活动	5 	看图说一说		 TP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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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时，动物
也会吃随处可得的食物以求生存。

动物会为了适应环境而改变原有的进食习性
以继续生存。

4.1.5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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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进食习性，将以下动物分类。 TP 2

	 驴子 	 青蛙 	 鸭 	 羊 	 老鼠 	 狮子

2 	右图显示一种动物的牙齿结构。预测该动物

的进食习性并说出你的原因。 TP 1, 4 	

答 一 答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上网搜索有关猫和北极熊的进食习性以及其改变进食习性的原因。
	可让学生把所收集到的资料制成一本图文并茂的集锦簿。

猫的牙齿结构是属于肉食
的。为了适应环境，家里
饲养的猫会吃主人准备的
任何食物。

由于植物难以在北极地区生
长，所以北极熊的进食习性从
原先的杂食改变成肉食。

61



	有些动物的进食习性会随着环境而改变。

	动物的牙齿结构与进食习性有关。

杂食动物

杂食动物

草食动物

草食动物

肉食动物

肉食动物

动物的进食习性

动物的牙齿

只吃植物

牛 蝴蝶

只吃动物

鳄鱼 豹

吃植物和动物

松鼠 猴子

门齿

门齿
门齿

臼齿 臼齿

臼齿 犬齿 犬齿

  我学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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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图显示三种动物。
	

P

		

Q

		

R

a 	说出	P	动物的进食习性。
b 	哪种动物的进食习性和	P	动物一样？
c 	哪种动物是杂食动物？为什么？

2 	下图显示一种草食动物和一种肉食动物。

马 豹

a 	以上两种动物的牙齿结构有什么不同？
b 	骆驼的牙齿结构与哪种动物一样？说出

你的原因。
3 	举例一种改变原有进食习性的动物并说明

原因。

快问
快答

课后测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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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乐趣多

你喜欢什么动物？它吃什么？让我们来动手
制作模型，举办“动物大食会”吧！

1 	收集资料，画出设计图。
2 	搜集所需的材料，并动手

制作。
3 	展示模型，然后根据进食

习性来分类。
4 	向同学介绍你的动物模型

和它的食物来源。

给 老 师 的 话
	鼓励学生利用废物及再循环物品制作动物的模型。
	鼓励学生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与同学讨论和交流意见。64



5 植物
主题二 生命科学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观察上图，回答吉祥物的提问。
 除了上图所示的方法外，引导学生说出植物的其他繁殖方法。

图中的植物怎样繁殖？植物
繁殖对生物有什么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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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些植物怎么说，从字卡中找出它们的
繁殖方法吧！

我可用长出的
幼芽来繁殖。

地下茎
孢子

种子
吸芽

叶子

切茎

植物的繁殖方法

把我的茎切下一小
段插入土壤里，我
就能繁殖了。

木槿

凤梨

蕨
我的叶子背面有
许多小点，我是
靠它们繁殖的。

 
巩
固  活动 1  “我”怎样繁殖？ T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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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下我的一小
段叶子插入土
壤里就行了。

给 老 师 的 话
 事先为各组学生准备活动所需的字卡。引导学生针对每种植物所说的话进行
讨论，然后从字卡中找出各个植物的繁殖方法。
 活动 1 也能以竞赛的方式来进行，看看哪组能最快并正确地找出每种植物的
繁殖方法。

吃完我的果实后你
看到什么？想想看
我是怎样繁殖的。

我是长在地下的
茎，会发芽，可
用来繁殖。

红毛丹

虎尾兰

马铃薯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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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植物是怎样繁殖的吧！

孢子

种子

辣椒

鸟巢蕨

玫瑰

铁线蕨

凤仙花

甘蔗

苔藓

西瓜

木薯

切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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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蕨类植物不会开花、结果，也没有种子，它们利用孢子来繁殖。大多数蕨类
植物的孢子长在叶子的背面，孢子成熟后会散落各处，通常在温暖潮湿的地
方繁殖。教师可事先搜集成熟的蕨类植物叶子，让学生用放大镜观察孢子。
 可让学生观看以下视频，认识更多植物的繁殖方法：https://goo.gl/XoQU5z。

5.1.1
5.1.4

还有哪些植物用这些方法繁殖？说一说。 TP 2  

活动本
第39至

41页

落地生根

香蕉

姜

虎尾兰

蒜

秋海棠

洋葱

竹

叶子

吸芽

芋

地下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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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观察上图，以提问的方式引导他们说出植物的繁殖对生物的重要性。

5.1.2
5.1.4

如果植物不会繁殖，生物会受到什么影响？

观察下图，植物繁殖对人类有什么重要性？

植物繁殖对动物有什么重要性？

植物的繁殖对生物的重要性

巩
固  活动 2  一起来讨论吧！ T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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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5.1.4

植物的繁殖不仅能够增加植物的数量、帮助
植物延续后代，人类与动物的生活更是少不
了植物。植物的繁殖能持续地为人类与动物
提供氧气和食物。有些植物能制成人类生活
所需的各种物品。植物还能作为有些动物的
庇护所。

给 老 师 的 话
 植物对生物及环境很重要，灌输学生应爱护植物。

植物对人类和动物有什么功用？来观看以下视频吧！
https://goo.gl/knNvox

知 识 在 线

活动本
第42至
44页

椰树全身是宝，它能为生物带来许多好处。

大 开 眼 界

可以制成椰糖、
糕点、椰子油等；
椰水可以喝。

可制成各种物品。 是一些动物的
食物。

你们知道吗？凤梨也全身都是宝，
它能为人类和动物带来好处。上网
搜索有关的资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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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

一种植物只有一种繁殖方法吗？进行活动，
一起来种种看吧！

洋葱只能用地下
茎来繁殖吗？

不如我们用
其他方法来
种种看！

1  组员分别种植老师所分发的植物各部分。

5.1.3
5.1.4

给 老 师 的 话

 准备洋葱的地下茎和种子、蕹菜的茎和种子及芋的地下茎和吸芽让各组学生
种植。可视情况更换所种植的植物。

 事先不让学生知道所种植的是什么植物。从旁指导学生用所分得的植物各部
分来种植，并提醒学生须每天为植物浇适量的水。

有些植物可用超过一种方法来繁殖

 
巩
固  活动 3  植物的神秘繁殖计划 TP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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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并记录有关植物的生长情况。 活动本
第45页

3  展示种植成果，让同学们进行观察。
4  以创意的方式分享你们的植物繁殖计划。

活动本
第45页

5.1.3
5.1.4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根据活动的观察结果作出概括：有些植物可用超过一种方法来繁殖。
 通过活动 3，学生能在种植植物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耐心和责任感。

植物都成功繁殖了
吗？你们所种出的
是什么植物？

进行植物繁殖计划后，
我发现……

我用植物
的种子所
种出的也
是洋葱。

我用植物
的地下茎
所种出的
是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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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植物的繁殖方法不止一种。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上网搜索可用超过一种方法来繁殖的其他植物。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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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茎或
种子

木槿 玫瑰 火龙果

地下茎
或种子

百合 洋葱 蒜

吸芽或
种子

凤梨 香蕉 竹

叶子或
种子

落地生根 秋海棠 虎尾兰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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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看老师播放的视频。
2  搜集更多有关组织培养

和高枝压条法的资料。
3  轮流在小组中举例说明

能以组织培养或高枝压条法繁殖的植物。
4  通过电子邮件与同学分享资料。

5.1.4

什么是植物的组织培养和高枝压条法？我们
一起来了解吧！

为什么要剥下
一圈树皮？

给 老 师 的 话
 事先准备活动所需的视频。也可让学生观看以下视频：

 • https://goo.gl/Wn2nKM      • https://goo.gl/pfaams

 从旁指导学生书写与发送电子邮件。除了电子邮件外，学生也可通过其他科
技来与同学分享所搜集的资料。

应用组织培养和高枝压条法来繁殖植物有什
么优点？

植物的繁殖技术
这是一种植物
的繁殖技术。

 
巩
固  活动 4  人类也能帮植物繁殖 TP 6

活动本
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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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应用一些技术来帮助植物繁殖，例如
组织培养和高枝压条法。

5.1.4 给 老 师 的 话
 通过上图，引导学生了解什么是组织培养和高枝压条法。

1  洋葱和凤梨如何繁殖？一种植物只有一种繁殖方法吗？说
一说。 TP 1, 2, 4

2  如果植物不会繁殖，我们的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 TP 3

答 一 答

用植物某部分的组织进行培养，获得新的幼苗。

组织培养

剥掉一圈树皮并包上一层土，长出根后再与母树分离。

高枝压条法

植物的繁殖技术不仅能保存母树的优良
品质，还能帮助较弱的植物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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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植物可以用超过一种方法来繁殖。
 人们用组织培养、高枝压条法等技术繁殖
植物。

 植物繁殖对生物的重要性，如：

 
• 能增加植物的数量。
• 能延续植物的后代，使植物不会绝种。
• 能持续地为人类与动物提供氧气和食物。
• 能制成人类生活所需的物品。
• 能为一些动物提供庇护所。

孢子

种子 吸芽

切茎 地下茎叶子

植物的繁殖方法

凤仙花
红毛丹

芋
凤梨

玫瑰
甘蔗

秋海棠
落地生根

洋葱
马铃薯

苔藓
鸟巢蕨

  我学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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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出植物的繁殖方法，并各举一个例子。
2  下图显示两种植物。

科学乐趣多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讨论“科学乐趣多”中植物的繁殖方法。可视情况更换植物。

这些植物是怎
样繁殖的呢？
应用你们所学
的知识来种植
这些植物，美
化校园吧！

虎尾兰 树仔菜木槿 落地生根

快问
快答

蕹菜百合

a  图中的植物能以
哪些方法繁殖？

b  哪些植物分别与
图中植物的繁殖
方法相同？

c  根据 (a) 项和 (b) 项，你发现了什么？
3  如果植物不会繁殖，人类和动物还能继续

生存吗？说出原因。

课后测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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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
粉

给 老 师 的 话

	通过上图，引导学生说出能用数方块的方法来找出垫子的面积，以及能使用
刻有单位的奶瓶来测量水的体积。由此，让学生初步明白测量面积和体积的
方法。

你能如何用这些方块
找出垫子的面积？

我要用100	毫升
的水来冲奶粉。

怎样知道所加的
水量是准确的？

主题三	物理科学

6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150 ml

130

110

90

70

50

30

1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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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表面越大，面积就越大。
面积的单位包括平方厘米	 (cm2)、
平方米	(m2)	、平方公里	(km2)	等。

面积是物体表面
的大小。

6.1.1

活动本
第49页

给 老 师 的 话

	教师可带领学生在校园里找出以平方厘米、平方米和平方公里作为面积单位
的物体。

	告诉学生平方毫米	(mm2)	是用于测量更小面积的单位。

住宅区的面积	= 1 km2

砂拉越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州属，
其总面积是	124 450 km2。

大 开 眼 界

篮球场的面积	= 420 m2贺卡的面积	= 90 cm2

生日快
乐

哪条毛巾有较大的
面积？为什么？

砂拉越

北

认识面积10

20

30

40

5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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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教师准备不同的物体，如书签、卡片和信封等，让学生测量其面积。
	教师为学生准备方格纸	(kertas graf)	并指导他们剪出边长	1 cm	的方格纸。
	引导学生说出边长	1 cm	的方格纸的面积是	1 cm2。

我们可用边长	1 cm	的
方格纸来测量物体的
面积。

进行活动，找出物体的面积。

6.1.2
6.1.7

活动本
第50页

 边长	1 cm 的方格纸的面积是多少？
 铺满每个物体的表面需要多少张方格纸？
 每个物体的面积是多少？

1 	剪出边长	1 cm	的方格纸。
2 	在物体的表面排列方格纸。记录铺满物体

表面所需的方格纸数量。
3 	在其他物体上重复步骤	2。

铺满物体表面所需
的方格纸数量，就
是物体的面积。

1cm

1cm

	
巩
固	 活动	1 	测量物体的面积		 TP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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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6.1.7

活动本
第51页

叶子、手掌、拼图等物体的表面形状不规则。
我们可用方格纸来估计它们的面积。

 每个方格的面积是多少？
 叶子的面积是多少？

1 	在方格纸上画出叶子的形状。
2 	把图形里一半、超过一半或

完整的格子画“✓”。
3 	数一数画“✓”的格子总数。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在活动前每人准备一片叶子，并分发每方格为	1 cm x 1 cm	的方格纸给
每名学生。
	引导学生找出每个方格的面积。

在方格纸上画出手掌的
形状。跟同学比较，谁
的手掌面积最大。

鱼形卡片的形状不
规则，我该如何测
量它的面积？

巩
固	 活动	2 	估计物体的面积		 T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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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说出以立方厘米和立方米作为体积单位的其他物体。
	告诉学生立方毫米	(mm3)	是用于测量更小体积的单位。

什么是体积？

体积是物体所占据空间的大小。物体越大，
体积就越大。体积的单位包括立方厘米	 (cm3)、
立方米	(m3)	等。

6.1.1

512 cm3 4 480 cm3

1.2 m3

哪个盒子占据
了较大空间？
为什么？

2.4 m3

还有什么物体的体积以立方厘米
和立方米作为测量单位？

认识体积10

20

30

40

5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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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6.1.7

给 老 师 的 话

	为学生准备一个正方体和一个长方体的盒子，再根据盒子的体积来决定学生
需要制作多少个小正方体。
	教师可从	https://goo.gl/SJzb9K	下载并打印出边长	1 cm	的正方体的展开图，然后
指导学生制作小正方体。
	引导学生说出一个小正方体的体积是	1 cm3，所以排满盒子所需的小正方体数
量就是盒子的体积。

动 动 脑 袋 瓜

边长	2 cm	的小正方体也可以用来测量物体的体积吗？说一说。

边长	1 cm	的正方体可用来测量物体的体积。

 每个小正方体的体积是多少？
 A	和	B	盒子的体积分别是多少？
 哪个盒子的体积较大？

你知道如何测量物体的体积吗？一起动手来
找出答案吧！

1

2

准备	1 cm x 1 cm x 1cm	
的小正方体。

把小正方体排满	A	和	B	
盒子，计算并记录小正
方体的数量。

1 cm

1 cm

A B

	
巩
固	 活动	3 	测量盒子的体积		 TP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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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盒子会占据橱的空间吗？液体和固体
一样也会占据空间，所以液体也有体积。液
体的体积单位是毫升(ml)、升(l)、立方厘米
(cm3)、立方米(m3)等。

6.1.1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根据图片说出液体的体积单位，然后让学生说出其他例子。
	可告诉学生	1 cm3	等于	1 ml，而	1 m3	等于	1 000	l。

刷牙时不关掉水龙头，5 分钟后就会流掉	 50 升的水
（约	10 桶水），用杯子盛水漱口，则只需约	500 毫升
的水。浏览以下网站，一起来学习省水的窍门吧！
https://goo.gl/Udzxma

做个绿天使

哥哥，你装入多少
水了？为什么气球
越来越大？

1 l = 1 000 ml
1 ml = 1 cm3

6 m3

汽水

325 cm3

325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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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满的杯子数量（杯） 瓶子

6.1.5
6.1.7

给 老 师 的 话

	教师准备三个不同体积的瓶子和几个相同大小的小杯子。
	提醒学生以正确的方法来应用、清洗和存放测量工具。

进行以下活动，一起来测量液体的体积吧！

1 	把瓶子里的水倒入杯子里直到满。记录共
倒满了几个杯子。

2 	用其他不同体积的瓶子重复步骤1。
3 	说一说，这个方法是否能准确地测量瓶子

里水的体积。
4 	选择适当的工具来测量瓶子里水的体积并

记录下来。
5 	哪种工具能准确地测量水的体积？

如何测量液体的体积？

	
巩
固	 活动	4 	量一量	 TP 2, 3

86



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方法进行测量，才能获取
准确的测量结果。

在读取读数时，
视线必须与液体
的弯月面平行。

50 ml。

50 ml。

如何测量一杯液体的体积？

把测量工具放在平坦的表面上。 将液体倒入测量工具。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还会用到哪
些测量液体体积
的工具？

什么工具可用来
测量液体的体积？

量筒和烧杯可用来
测量液体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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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液体倒入
量筒至接近	
80 ml。

用滴管慢慢地
将液体加入量
筒至	80 ml。

如何测量出	80 ml	的液体？

6.1.5
6.1.7

活动本
第52至
55页

可将一张白纸放在
量筒的后面，以更
容易读取读数。

大 开 眼 界

水的弯
月面

–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
0

ºC
10

50

60

70

水银的
弯月面

给 老 师 的 话

	教师向学生示范测量液体体积的正确方法。
	让学生知道量筒是较准确的测量液体体积的工具，但是在进行实验时我们也
会用烧杯来粗略地估计液体的体积。
	引导学生说出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其他测量液体体积的工具，如量杯、注
射器等。88



给 老 师 的 话

	在	A	项活动，引导学生说出用水和橡皮泥的总体积减去	50 ml	就是橡皮泥的
体积了。
	引导学生先进行第	94	页的“科学乐趣多”的活动以制作溢水杯，然后再进行
B	项活动。
	让学生知道我们可以用排水法测量不规则形状固体的体积。当不规则形状的
固体被放入水里，上升的水位或溢出的水的体积就是固体的体积。

6.1.6
6.1.7

B
我们也可以使用溢水杯	 (eureka can) 来测量
不规则形状固体的体积。与组员讨论并设计
活动来测量石头的体积。 活动本

第56页 	 CT

一起来测量不规则形状固体的体积吧！

如何测量左图
物体的体积？

	
巩
固	 活动	5 	排水法	 TP 2, 3, 5

A

1 	在量筒里倒入	50 ml	的水。
2 	用线绑着不规则形状的橡皮泥，	

然后把它浸没在水中。
3 	测量并记录水和橡皮泥的总体积。
4 	计算橡皮泥的体积。说一说，

你是如何计算的。

我们无法用边长	1 cm	的正方体来测量不规则
形状固体的体积。我们可用排水法来测量这
些固体的体积。

活动本
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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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以下视频，你就知道如何测量木塞的体积了。
https://goo.gl/F6qVGT

知 识 在 线

排水法是由古希腊的发明家——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发现的。

大 开 眼 界

活动本
第57页

6.1.6
6.1.7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说出让木塞沉入水中的方法以及测量木塞体积的步骤。

 每种不规则形状固体的体积是多少？
 木塞不能沉入水中，如何用排水法测量它的
体积？说一说。

	
增
广	 活动	6 	一起来测量	 TP 2, 3, 5

A 	参考活动	5，与组员讨论并设计
	 活动来测量螺钉和钥匙的体积。

记录活动结果。 活动本
第57页

B 	与组员讨论如何测量木塞的
	 体积。进行测量后，写出计算
	 步骤。 活动本

第57页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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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本
第58页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通过图片说出测量的重要性并说出原因。让学生分组找出其他例子。
6.1.7

1 	说出面积和体积的单位。 TP 1

2 	说一说，如何测量一条手帕的面积。 TP 2

3 	(a) 说出以下液体的体积											(b) 估计以下图形的面积	 TP 4

答一答

通过上图，你认为测量在生活中重要吗？为
什么？	

一天服用三次，
一次	10 ml。

1 cm

1 cm

测量的重要性	 			 TP 6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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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0
ml

没有根据医生的指示服用
药物，会有什么后果？

4 	心茹要找出一支笔的体积。她应该怎么做？ T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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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ℓ

4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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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生活中，测量十分重要。通过测量，我们能够获得
准确的面积和体积，如：

	 	•		制作或购买正确尺寸的家具以避免浪费
  •		服用正确剂量的药物以避免危害健康

•	物体表面的
大小

•	物体表面越
大，面积就
越大

面积

平方厘米	(cm2)、平方米	(m2)、平方公里	(km2)
单位

•	规则形状：用边长	1 cm	的方格纸
•	不规则形状：用方格纸估计

测量方法

•	规则形状：用边长	1 cm	的正方体
•	不规则形状：

测量方法

立方厘米	(cm3)、立方米	(m3)
单位

量筒、烧杯
测量工具

测量方法

毫升	(ml)、升	(l)、立方厘米(cm3)、
立方米	(m3)

单位

固体

液体

		我学会了什么？

•	物体所占据
空间的大小

•	物体越大，
	 体积就越大

体积

水和石头的总体积	-	水的体积
=	石头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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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l

35 ml

排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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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的水的体积	=	石头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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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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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出适合作为测量一间课室面积的单位。

2 	

1 cm

1 cm

1 cm

A	盒子

	 还需要多少个小正方体才能填满	A	盒子？		
A	盒子的体积是多少？

3 	说出一种能够用来准确地测量液体体积的
测量工具。

4 		 	 文祥正在用量筒测量水的体积。
	 	 	 他能得到准确的测量结果吗？
	 	 	 为什么？

5 		 	 根据量筒的读数，找出一个
	 	 	 橡皮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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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问
快答

课后测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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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创意，用废弃物品
制作一个溢水杯来测量
各种不规则物体的体
积。向同学展示并解说
你的作品。收集同学们
的意见并作出改良。

科学乐趣多

6 	 弟弟：饭好硬！
妈妈：姗姗，你刚才放多少水？
姐姐：我不懂，我是用手指来量的。

	 为什么会发生以上的情况？如何避免以上
情况发生？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以工程设计过程即思考、制作、沟通和改良来设计与制作溢水杯。
	鼓励学生与同学讨论并交流意见。
	提醒学生使用美工刀时要小心。94



密度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观察图片说出哪些物体在水中是沉的，哪些物体在水中是浮的。
	引导学生回答吉祥物的提问，并带出沉或浮与密度的初步概念。

7
主题三	物理科学

咦？有些沉下去了，
有些浮起来了。

我来变个魔术。

1

3

2

4

为什么有些物体在水面上？有些不是？
妈妈如何让小番茄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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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本
第60和

61页

搜集以下的物体，一起来进行活动吧！

1 	预测物体在水中是沉还是浮。 活动本
第60页

2 	将所有物体逐一放入水里，
	 观察并记录物体在水中的
	 沉浮情况。 活动本

第60页

3 	比较预测和观察结果。

4 	根据观察结果，哪些物体在
	 水中是沉的，哪些是浮的？

5 	为什么有些物体在水中是沉的，有些是浮的？

7.1.1

给 老 师 的 话
	把学生分成小组，可视情况更换活动所需的物体。
	让学生对物体逐一进行测试，以免影响学生的观察结果。
	引导学生比较他们的预测和观察结果，说出哪些正确，哪些不正确。
	让学生知道物体漂浮在水面或悬浮在水中的现象叫作浮，物体往下落入水中
的现象叫作沉。
	引导学生通过以上活动作出推断。

物体在水中是沉还是浮？

	
巩
固	 活动	1 	是沉还是浮？ TP 1, 2

试举出在水中是沉
或是浮的其他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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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事先准备一个比硬币重和大的木块以进行	B	项活动。
	引导学生比较他们的预测和观察结果。
	纠正学生对“轻即浮；重即沉”的错误观念。让学生知道不是所有重的物体
在水中都是沉的，轻的物体在水中也不全都是浮的。

7.1.1

橡皮泥在水中是沉还是浮？和同学一起观看以下视
频吧！https://goo.gl/KwhuKd

知 识 在 线

A

1 	预测橡皮在水中是沉或是浮。
2 	把橡皮放入水里，观察

橡皮在水中的沉浮情况。
3 	把橡皮切成一半或四分之一后，重复步骤	

1	和	2。

物体在水中是沉或是浮
与物体的轻重有关吗？

	
增
广	 活动	2 	物体在水中的沉浮与轻重有关吗？

TP 2

B

1 	把木块和硬币分别放在手上，感受
它们的轻重。

2 	预测哪个物体在水中是沉的，哪个
是浮的。

3 	把木块和硬币放入水里，观察它们
在水中的沉浮情况。

你的预测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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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知道密度是决定物体在水中是沉还是浮的主要因素。
	引导学生说出炼乳在水中是沉的，因为其密度大于水；食油和冰块在水中是
浮的，因为其密度小于水。
	通过	A	项活动，引导学生说出密度大于水的物体在水中是沉的；密度小于水
的物体在水中是浮的。
	通过	B	项活动，引导学生说出塑料瓶盖的密度小于水和炼乳，但大于食油；
砝码的密度则大于炼乳、塑料瓶盖、水和食油。

与组员一起准备所需的物体并进行活动。

7.1.2
7.1.4

其实物体在水中是沉或是浮与物体的密度有
关。密度大于水的物体是沉的；密度小于水
的物体则是浮的。

活动本
第62页

物体的沉浮与密度的关系
为什么有些物体是沉的，有些物体是浮的？

	
巩
固	 活动	3 	观察物体的沉浮	 TP 1–3 	

活动本
第62页

A

1 	分别把物体放入水里。

2 	观察物体在水中的沉浮情况。
3 	根据观察结果，哪些物体的密度大于水，

哪些小于水？
B 	把食油、炼乳、水、塑料瓶盖和砝码逐一

放入同一个烧杯里，并观察它们在烧杯里
的沉浮情况。说明你的观察结果。

一汤匙食油

a

三个冰块

cb

一汤匙炼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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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活动	1，我们知道小番茄会沉入水中。
来与组员调制一杯让小番茄浮起来的液体吧！

 说一说，盐如何使小番茄浮起来？

如何使沉入水中的物体浮起来？

给 老 师 的 话

	事先准备所需的材料。让学生分组进行活动。
	引导学生通过活动说出盐能增加水的密度，使原本沉入水中的物体浮起来。

7.1.3
7.1.4

你用了多少汤匙
的盐使小番茄浮
起来？

妈妈是如何
办到的？

	
巩
固	 活动	4 	让小番茄浮起来	 T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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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小番茄会沉入水中，因为小
番茄的密度大于水。

	让学生知道盐或糖能增加水的密度，使原本沉入水中的物体浮起来。

7.1.3
7.1.4

有皮的橙和去皮的橙，哪个的
密度大于水，哪个小于水？

在约旦与巴勒斯坦之间，有一个叫死海的咸水湖。死海含
有高浓度的盐分，比普通的海高出六到七倍，其密度高达	
1.24 kg/l，即使不会游泳的人在死海也不会下沉。

大 开 眼 界

把橙放入水里，它是沉还是浮？
把剥了皮的橙也放入水里，又会如何？

当盐溶解在水里时，水的密度增加了，原本
沉入水中的小番茄会浮起来。

我们可以用糖代替盐完成活动	4 吗？

活动本
第63页

增
广	 活动	5 	橙在水中是沉还是浮？ T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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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协助学生准备制作彩色高塔所需的材料和用具。
	让学生了解颜色水会有分层是因为它们的密度不一样。密度小的颜色水会在
上层，而密度大的颜色水会在下层。

让我们应用有关密度的知识制作彩色高塔吧！

7.1.3
7.1.4

活动本
第64页

注入颜色水时，必须由含
糖量最多的颜色水开始。

1 	准备所需的材料和用具。

2 	与同学一起讨论并设计活动。
3 	展示及分享你们的作品。

 你在不同的颜色水里分别加
入了多少汤匙的糖？
 为什么颜色水会有分层？

	
增
广	 活动	6 	彩色高塔	 TP 5 	

21
世纪技能 	

活动本
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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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事物应用密度的知识？
与组员一起搜索相关的资料。

2 	你们可到图书馆借阅相关的图书或杂志、
上网查看相关的图片或视频等。

3 	发挥创意制作演示文稿，并在班上与同学
分享。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知道我们常喝的饮料当中也有和密度有关的例子，如三色奶茶。三色
奶茶的成分由密度最大至最小依序排列：黑糖浆、牛奶和茶。
	引导学生以各自的生活经验进行思考，举出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应用密度知
识的实例。

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有关密度
的知识？说一说。

1 	观察右图，哪个球的密度大于水？哪个
小于水？ TP 3

2 	我们可用什么方法来增加水的密度？ TP 4

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应用密度知
识的例子？试举例说明。 TP 5, 6

答 一 答

A

B

活动本
第65页7.1.4

渔网的两端分别有浮球和坠子。由于浮球的
密度小于水，而坠子的密度大于水，所以当
把渔网抛入水里时，浮球会浮在水面而坠子
会沉入水中，把渔网打开。

大 开 眼 界 浮球

坠子

	
增
广	 活动	7 	密度的应用	 T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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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物体在水中是沉的，
有些物体在水中是浮的。

	物体在水中是沉还是浮，
与物体的密度大小有关。

	密度大于水的物体是沉
的，密度小于水的物体
则是浮的。

	把盐或糖溶解在水里可增加水的密度。
	日常生活中应用到密度知识的事物：

三色奶茶

运输树桐

木塞的密度小于水；
螺钉的密度大于水。

食油的密度小于水；
炼乳的密度大于水。

  我学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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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运用有关密度的
知识，设计活动并制
作“水舞精灵”。

1 	为什么把同样大小的铁块和木块放入水里，
铁块在水中是沉的，而木块是浮的？

2 	如何让沉入水中的鸡蛋浮起来？说一说。
3 	下图显示不同的液体和物体是沉还是浮的

现象。

科学乐趣多

食油

水

水

橡皮泥

水

洗衣液橡皮泥

洗衣液

将以上不同的液体和物体放入同一个透明玻
璃杯里，由密度小至大，顺序排列。

快问
快答

给 老 师 的 话

	可进入此网站以进行“科学乐趣多”的活动：https://goo.gl/m7L5eZ。
	让学生知道盐的密度大于食油和水，所以当盐加入水中时，盐会往下沉。在
下沉的过程中，盐把少量的食油也带入水里。同时，盐也把停留在油层的颜
料带入水中，使水的颜色起变化。当盐在水中溶解后，密度小于水的食油会
往上浮。

课后测试站

104



牙膏

8

蒸馏
水

酸与碱

你看，我变色了！

好酸啊！

好滑。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看图说故事。通过上图，让学生初步了解石蕊试纸的颜色变化与酸性、
碱性和中性物质的性质有关，也可告诉学生不同性质的物质会有不同的味道

	 和触摸的感觉。

蒸馏水池

肥皂水池

柠檬水池

主题四	材料科学

为什么水池的液体会使石蕊
试纸产生不同的颜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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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蕊试纸在接触哪种物质时会变颜色？进行
以下活动，发掘石蕊试纸的奥妙。

酸性、碱性与中性物质

 哪种物质使蓝色石蕊试纸变红？
 哪种物质使红色石蕊试纸变蓝？
 哪种物质不改变石蕊试纸的颜色？

1 2

把蓝色和红色石蕊试纸
放在瓷砖上。

把酸性物质分别涂在蓝色
和红色石蕊试纸上。观察
石蕊试纸的颜色变化。

蓝色和红色石蕊试纸、瓷砖、镊子、玻璃棒、小碟子、
酸性物质、碱性物质、中性物质

需要什么？

用碱性物质和中性物质
重复步骤	1	和	2。

3

8.1.1
8.1.4

酸与碱

	
巩
固	 活动	1 	石蕊试纸来变身	 TP 1

给 老 师 的 话
	教师准备醋、肥皂水和蒸馏水让学生进行活动。
	指导学生使用镊子夹取石蕊试纸，避免用手直接触碰试纸而影响测试结果。
	提醒学生把瓷砖和玻璃棒清洗干净后，再重复步骤	1	和	2，以免物质混合而
影响测试结果。
	提醒学生石蕊试纸不能重复使用。106



石蕊试纸有蓝色和红色两种，可用
来分辨物质是酸性、中性或碱性。

8.1.1
8.1.4 给 老 师 的 话

	总结酸性、中性和碱性物质与石蕊试纸的颜色变化之间的关系。

石蕊试纸是用从石蕊地衣这种植物提取的
汁液所制成的。

大 开 眼 界

酸性物质
（醋）

蓝色石蕊试纸
变成红色

红色石蕊试纸
不会改变颜色

碱性物质
（肥皂水）

蓝色石蕊试纸
不会改变颜色

红色石蕊试纸
变成蓝色

中性物质
（蒸馏水）

蓝色石蕊试纸
不会改变颜色

红色石蕊试纸
不会改变颜色

活动本
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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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物质。大家一起来确认
这些物质是酸性、碱性或中性吧！

1 	与组员讨论并设计活动步骤，用石蕊试纸
来测试物质。

2 	记录观察结果。
活动本
第68和
69页

8.1.1
8.1.4

根据石蕊试纸的颜色
变化，哪些是酸性、
碱性和中性物质？

蓝色和红色石蕊试纸、瓷砖、镊子、玻璃棒、小碟子、
糖水、小苏打溶液、醋、蒌叶石灰水、酸柑汁、盐水

需要什么？

动 动 脑 袋 瓜

欣仪用石蕊试纸来测试
小苏打粉。她发现石蕊
试纸的颜色没有变化。
为什么？

活动本
第68和
69页

	糖水 醋 蒌叶石灰水

笔记本
笔记本

酸柑汁 盐水小苏打溶液

姓名：王美玉

班级：三️德班

科目：科学姓名：木都
班级：三️德班

科目：科学

	
巩
固	 活动	2 	物质测试站	 TP 2

给 老 师 的 话
	酸柑汁必须是从新鲜的酸柑所榨取出来的汁液。
	引导学生说出石蕊试纸无法用来测试干燥物质，所测试的物质一定要是液体
或者可溶于水。108



给 老 师 的 话

	碱水的碱性太强，必须加水稀释后才让学生进行测试。
	引导学生说出一般上酸性物质带酸味；碱性物质带苦味，并摸起来有滑溜的
感觉；中性物质带甜味、咸味或淡而无味。
	引导学生作出概括：我们可通过味道和触摸的感觉来分辨物质是酸性、碱性
或中性。

8.1.1
8.1.2
8.1.4

活动本
第70页

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分辨物质是酸性、
碱性或中性？

1 	先用石蕊试纸测试以下的物质：
	 柠檬汁、蒸馏水、碱水、盐水、

小苏打溶液、酸奶、糖水
2 	在老师指导下，尝或触摸相同

的物质。
3 	记录观察结果并与同学分享。

活动本
第70页

进行活动后，我发现……

 酸性、碱性和中性的物质分别有什么不同的
味道和触摸的感觉？

蓝色和红色石蕊试纸、瓷砖、镊子、玻璃棒、小碟子、小汤匙、
柠檬汁、蒸馏水、碱水、盐水、小苏打溶液、酸奶、糖水

需要什么？

柠檬汁
是酸的。

小苏打溶液摸
起来滑滑的。

要获得老师的
允许才可尝或
触摸任何物质。

	
巩
固	 活动	3 	酸性、碱性和中性物质的性质

T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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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8.1.2
8.1.4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说出汽水是甜的，咖啡是苦的，却都是酸性物质，而食油摸起来有
滑溜的感觉，却是中性物质。从而引导学生作出概括：用味道和触摸的感觉
来分辨物质是酸性、碱性或中性是不科学的做法。要获得较准确的结果，我
们得用石蕊试纸来测试。

活动本
第71页

1 	根据味道和触摸的感觉，分辨以下物质是
酸性、碱性或中性。

2 	用石蕊试纸测试以上物质是酸性、碱性或
中性。

 通过味道和触摸的感觉来分辨物质和用石蕊
试纸来测试的结果一样吗？
 只通过味道和触摸的感觉，能准确分辨物质
是酸性、碱性或中性吗？

蓝色和红色石蕊试纸、瓷砖、镊子、玻璃棒、小碟子、
小汤匙、汽水、咖啡、食油

需要什么？

进行活动后，我发现……

汽水是甜的，是
中性物质吗？

只尝味道就
能确认汽水
是中性吗？

	
巩
固	 活动	4 	尝和摸，准确吗？ T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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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教师可让学生上网搜索不同的物质例子后，分组制作有关酸性、碱性和中性
物质的演示文稿。各组派代表在班上展示作品。

一般上带甜味、
咸味，或淡而无味

一般上带苦味

摸起来有滑溜
的感觉

汽水

柠檬

盐

番茄

酸性物质

一般上带酸味碱性物质

胃药

牙膏

中性物质

糖

肥皂

8.1.1
8.1.2

蒸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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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膏

酸性、碱性与中性物质的用途

8.1.4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回顾在第	3	课学过的知识，引导他们说出口腔里的细菌会分解食物残渣
并形成酸性物质，从而带出牙膏的碱性能中和这些酸性物质，防止蛀牙。
	告诉学生中和是酸和碱混合时产生的一种反应，会使物质失去原有的酸和碱
的性质。

我们胃里的胃酸是一种强酸，能帮助消化和杀灭细菌。

大 开 眼 界

为什么刷牙
要用牙膏？

记得用牙膏
刷牙。

1 	分组上网搜索酸性、碱性和中性物质在以
下领域的用途：

	 •	农业					•	医药					•	家庭用品					•	保健					•	工业

2 	举办小型展览会，展示所搜集的资料。

	
增
广	 活动	5 	酸与碱的用途真不少！ TP 5

清洗眼睛

清洗伤口 进行实验

中性物质的用途

碱性物质
的用途

制作胃药

改良酸性土壤

制作洗涤用品

作为调味料 腌渍食品

酸性物质
的用途

清洗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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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根据课文说出酸性、碱性和中性物质在生活中的各种用途。

排放工业废水前，在酸性废水加入碱性物质，或在碱性废水
加入酸性物质，能起到中和作用，减少水源污染。

做 个 绿 天 使

进行实验

碱		性

改良酸性土壤

酸		性

作为调味料
腌渍食品

制作洗涤用品

制作胃药中		性

清洗伤口

清洗眼睛

酸性、碱性和中性物质在生活中有哪些用途？

清洗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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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活动，亲身体验如何用紫甘蓝菜来测试
物质是酸性、碱性或中性。

给 老 师 的 话
	教师准备活动所需的用具和几种酸性、碱性和中性的物质让学生测试。
	协助学生准备紫甘蓝菜萃取液。
	引导学生上网搜索其他可用来替代紫甘蓝菜的天然材料，如姜黄萃取液、蝶
豆花萃取液和木槿萃取液。

	教师可进入以下网站，以了解物质的性质与紫甘蓝菜萃取液的颜色变化之间
的关系：	https://goo.gl/f7H8nf。
	让学生以创意的方式与同学分享用不同材料来进行测试时，物质有哪些不同的
颜色变化。

8.1.3
8.1.4

测试不同的物质时，
你观察到什么？

5

把热水加入切碎的
紫甘蓝菜中。

1

15	分钟后，过滤出
紫甘蓝菜汁。

2

1 	我们用什么物体来测试物质是酸性、碱性或中性？ TP 1

2 	个别举出酸性、碱性和中性物质的两个例子。 TP 2

3 	根据石蕊试纸的颜色变化、物质的味道和触摸的感觉，说
明酸性、碱性和中性物质的性质。 TP 3

答 一 答

活动本
第72页

上网搜索还有什么材料可以用来测
试物质是酸性、碱性或中性。设计
活动步骤来进行测试。

CT

把紫甘蓝菜汁分别滴在醋与
漂白剂里，观察其颜色变化。	
记录观察结果。

3

	
增
广	 活动	6 	神奇的紫甘蓝菜	 TP 6 		

CT

醋 漂白剂

肥皂水 咖啡 食油

将紫甘蓝菜汁滴进其他物质
里。观察物质的颜色变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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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味道和触摸的感觉来分辨物质是酸性、
碱性或中性是不科学的做法。要获得较准
确的结果，我们得用石蕊试纸来测试。

	酸性、碱性和中性的物质在生活中有各种
用途。

	紫甘蓝菜、蝶豆花、木槿、姜黄等材料的萃
取液可用来测试物质是酸性、碱性或中性。

酸性

物质的性质

• 蓝色石蕊试纸变成
红色

• 红色石蕊试纸不会
改变颜色

• 一般上带酸味

凤梨

酸柑

醋

酸奶

碱性

• 红色石蕊试纸变成
蓝色

• 蓝色石蕊试纸不会
改变颜色

• 一般上带苦味、有
滑溜的感觉

漂白剂

洗碗剂

碱水

小苏打粉

中性

• 红色和蓝色石蕊试
纸不会改变颜色

• 一般上带甜味、咸
味或淡而无味

食油

糖

奶油

盐

  我学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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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棉签沾柠檬汁在一
张白纸上写一则秘密
信息。纸张干透后，
你要如何让秘密信息
再显示出来？

1 	根据石蕊试纸的颜色变化，个别举出两种
物质的例子。

 a   b   c  

2 	P物质带苦味，触摸起来给人滑溜的感觉。
 P物质是酸性、碱性或中性？它可能是什么
	 物质？
3 	以下是雅雅使用石蕊试纸来测试	 Q	物质的

观察结果。
蓝色石蕊试纸变成红色

	 雅雅可以作出什么推断？她还能如何分辨	Q	
物质的性质？

4 	是不是甜的物质都是中性物质？说明你的
答案。

科学乐趣多

快问
快答课后测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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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
主题五 地球与宇宙

给 老 师 的 话

 可带领学生到国家天文馆 (Planetarium Negara)。
 可让学生配戴虚拟实境眼镜观看此网站：https://goo.gl/Lh4bXS。

好亮又好热！

太阳系有哪些成员？

它像扫帚。

9

117



扫描以下二维码，探索太阳系。

太阳系里有哪些成员？

太阳系知多少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金星是最亮的行星；地球是唯一有
生物的行星；火星也被称为红色行星；木星是最大的行星；土
星有美丽的光环；天王星是躺着运转的行星；海王星是离太阳
最远的行星；天然卫星绕着行星运转；彗星有一条明亮的长尾
巴；小行星大多聚集在火星和木星之间；流星体是漂浮在太空
中的小岩石。

大 开 眼 界

https://goo.gl/r2QXg7

巩
固  活动 1  看视频，齐欢唱 T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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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通过观看视频说出太阳系的中心和八大行星的名称。
 除了观看视频，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通过上图认识太阳系的成员。
 让学生通过其他媒体搜索有关太阳系成员的资料。

 说出太阳系的中心是什么。
 八大行星有哪些？从最靠近太阳开始，
顺序排列八大行星。
 太阳系里还有哪些成员？说一说。

9.1.1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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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知道天然卫星是绕着行星运转的天体，而月球是地球的天然卫星；小
行星是比行星小的天体，主要由岩石和金属组成；流星体掉入大气层时会与
空气摩擦并燃烧，然后形成光亮的流星；彗星是由太空中的冰冻物质和尘埃
所组成，彗星绕着太阳运转，当彗星接近太阳时，气体和尘埃从彗星蒸发，
形成长长的尾巴，所以也被称为“扫帚星”。

 冥王星曾是太阳系里的其中一个行星，在 2006 年被列为矮行星。
 让学生知道被印证了的科学理论不一定永远是正确的，如果有新的证据被科
学家们确认，那么原有的科学理论就可能会被推翻或修正。科学理论必须不
断地得到修正才能取得进步。

天然卫星 小行星
流星体 彗星

太阳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海王星

天王星

9.1.1
9.1.5

太阳会发光和发热，它位于太阳系的中心。
太阳系里有八大行星，它们离太阳的距离都
不同。

天然卫星、小行星、流星体和彗星是太阳系
的其他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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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烛

给 老 师 的 话
 提醒学生进行活动时，要注意安全。
 通过活动，引导学生作出概括：行星与太阳的距离会影响行星表面的温度。行星
离太阳越近，行星表面的温度越高；行星离太阳越远，行星表面的温度越低。

 让学生知道，虽然水星离太阳最近，金星在次序第二，但是金星表面的温度在八
大行星中是最高的，这是因为金星表面包围着一层能将热量保存下来的大气层。

 告诉学生地球与太阳的距离适中，其表面温度也适中，因此适合生物生存。

用烛火代表太阳，手代表行星来进行活动。
1  把手放在模拟“水星”的 

位置长达 30 秒，你有什么 
感觉？

2  依序把手移到模拟其他行星
的位置，你观察到什么？

行星离太阳越近，行星表面的温度就越高。

行星表面的温度大不同

八大行星表面的温度与它们在太阳
系中的位置有什么关系？

活动本
第74至
76页

9.1.2
9.1.5

从最靠近太阳开始，说出行星的
位置与其表面温度之间的关系。

通过活动，
我发现……

巩
固  活动 2  模拟八大行星表面的温度 T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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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了多久
的时间啊？

呼，我又完
成了一圈。

我用了 365 1
4  天。

它们都绕着我。

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1473 – 1543)
在《日心说》的发表理论中提及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地
球和其他行星是绕着太阳运转的。

大 开 眼 界

给 老 师 的 话

 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通过以上故事说出行星沿着轨道绕太阳运转。
 引导学生联系行星绕太阳运转一周所需的时间与它们在太阳系中的位置。

9.1.3
9.1.4
9.1.5

你用多久的时间
来完成一圈？

我完成一圈大约 
165 年！

它们好像在
绕着谁走。

行星是如何运转的？

给 老 师 的 话

 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通过以上故事说出行星沿着轨道绕太阳运转。
 引导学生联系行星绕太阳运转一周所需的时间与它们在太阳系中的位置。
 可让学生观看以下视频，了解行星是如何运转的：https://goo.gl/z8vfyz。122



给 老 师 的 话

 带领学生到空地进行活动。教师可用绳子或粉笔做出活动中的“轨道”。
 通过活动，引导学生说出：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绕太阳运转。
 引导学生说出行星距离太阳的位置与行星绕太阳运转一周所需的时间之间的
关系。

 “行星”是如何运转的？
 哪个“行星”最快走完一圈？
哪个最慢？为什么？

与同学一起模拟行星的运转。
1  一人扮演太阳在原地不动。其他组员扮演

各行星站在离“太阳”不同距离的位置。
2  “行星”一起绕“太阳”以逆时针的方向

走一圈，并用秒表计时。
3  记录各“行星”走完一圈所需的时间。 活动本

第77页

快到以下网站了解更多有关八大行星运转的资料吧！
https://goo.gl/3xvidN

知 识 在 线

9.1.3
9.1.4
9.1.5

通过活动，
我发现……

天王星

海王星

水星

太阳

金星

地球
木星

土星

火星

起点│终点

 
巩
固  活动 3  绕着你来转 TP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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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向学生说明，实际上行星绕太阳运转的轨道是看不到的，只是在引力的作用
下，形成了一条假想线。

行星沿着椭圆形的轨道绕太阳运转，每个行
星都有各自的轨道。

在太阳系中，有些行星离太阳较近，有些行
星离太阳较远。离太阳越近，行星绕太阳运
转一周所需的时间就越短；离太阳越远，行
星绕太阳运转一周所需的时间就越长。

太阳

金星
水星

地球

火星土星

海王星

木星

天王星

9.1.3
9.1.4
9.1.5

太阳有强大的引力，使各行星
沿着各自的轨道绕着它运转。

活动本
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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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以工程设计过程即思考、制作、沟通和改良来设计与制作太阳系的
模型。

 可建议学生用二年级第 7 课所学到的有关电路的知识来制作太阳系模型。
 鼓励学生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与同学讨论和交流意见。

与组员讨论后，一起动手制作太阳系模型。

1  发挥创意，制作太阳系的模型。
2  画出你们的设计图。
3  搜集所需的材料并动手制作模型。
4  在班上举办小型的太阳系模型展。
5  向同学展示并解说你们所制作的模型。
6  收集同学们的意见并改良你们所制作

的模型。

1  哪个天体是太阳系的中心？说出太阳系的成员名称。 TP 1, 2

2  从最靠近太阳开始，顺序说出八大行星的名称。 TP 3

3  八大行星距离太阳的位置与行星表面的温度有什么关系？

4  行星是如何运转的？ TP 4

5  哪个行星绕太阳运转一周所需的时间最长？为什么？ TP 5

答 一 答

9.1.5

TP 3

动 动 脑 袋 瓜

如果太阳没有引力，行星将无法沿着轨道运转，试想想这对
太阳系有什么影响。

 
巩
固  活动 4  制作迷你太阳系 TP 6  

21
世纪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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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
 行星离太阳越近，行星表面的温度就越
高；行星离太阳越远，行星表面的温度就
越低。

 每个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绕太阳运转。
 行星离太阳越近，行星绕太阳运转一周所
需的时间就越短。

 行星离太阳越远，行星绕太阳运转一周所
需的时间就越长。

太阳系成员

太阳

水星 地球 木星 天王星

金星 火星 土星 海王星

八大行星 天然卫星 彗星流星体小行星

  我学会了什么？

126



1   位于木星和天王星之间。
2  小行星大多聚集在  和  之间。
3  行星在各自的  运转，因此不会相撞。
4  行星 表面的平均温度 (°C)

地球 14

金星 457

说出行星表面的平均温
度与行星在太阳系中的
位置有什么关系。

5  绕太阳运转的时间
P 行星 ：88 天
Q 行星 ：165 年
R 行星 ：29 年

根据资料，从离太阳由近至
远的顺序，排列 P、Q 和 R 
行星。试解释你的答案。

科学乐趣多

一起来进行“太阳系智慧卡”的游戏吧！

1  三人一组，每人拿到 10 张卡。
2  观察你所得到的卡，作出配对。
3  轮流抽取右边同学的一张卡，继续

尝试配对。
4  互相检查配对的卡是否正确，配对

成功者得 5 分。
5  把幸运星卡放在符合答案的配对卡

旁，放对幸运星卡者能再得 2 分 。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制作 30 张游戏卡：13 张有关太阳系成员资料的卡、13 张太阳系成员
的图卡、4 张幸运星卡。幸运星卡上写着有关任何一个太阳系成员的资料。

 引导学生上网搜索有关太阳系成员的资料，如行星的大小、直径、离太阳的
距离等相关资料来制作游戏卡。

游戏规则

快问
快答

课后测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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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油 矿泉水

食油

矿泉水

米

面包
面包

主题六 工艺与优质生活

那是什么？

给 老 师 的 话
 让学生知道图中人物所应用的是一种叫作滑轮的机械。
 引导学生思考并说出使用人力和使用机械来搬运东西的区别。

10 机械

图中人物如何轻松地
将东西搬上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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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10.1.2
10.1.5

什么是滑轮？

滑轮是一种简单机械，能用来提起重物并运
到高处，使人们的工作变得较为容易。

在周会的升旗仪式上，你们
也许已观察到每当负责升旗
的同学把绳子向下拉，旗帜
就会往上升。你们知道这是
怎样做到的吗？

活动本
第79页

给 老 师 的 话
 通过以上的课文和图片，引导学生理解什么是滑轮及滑轮的用处。

有些滑轮可以让
我们在提起重物
时节省力气。

旗杆顶部的轮子叫
作滑轮，它帮我们
升上旗帜。什么是
滑轮？ TP 1

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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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察模型上的定滑轮装置。
2  如何使物体往上升？每名

组员轮流试一试。
3  描述定滑轮的操作方法。

滑轮的轮子周缘有
槽，能套上绳子或
链条。

以下是一个定滑轮。

滑轮的位置固定。把绳子向下
拉，重物就会上升。

操作模型时须小心。

有槽的
轮子

绳子

物体

给 老 师 的 话
 使用定滑轮提起重物虽不省力，但却比直接用手抬起重物容易。因为，我们
主要是用胳膊的力量来向上抬起重物，但在向下拉定滑轮的绳子时，我们可
以用到全身的力量，使工作更容易。

 在活动 1 中，教师也可展示真实的定滑轮，以巩固学生的理解。

10.1.2
10.1.5

活动本
第80和

81页

 
巩
固  活动 1  定滑轮是如何操作的？ TP 3  

活动本
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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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哪些活动使用了定滑轮、动滑轮和
滑轮组？搜集资料，以有创意的方式呈献。

� 动滑轮 � 滑轮组

10.1.3
10.1.5

除了定滑轮，滑轮还可分为动滑轮和滑轮组。

大 开 眼 界

 这些活动如果没有滑轮的帮助会怎样？
 滑轮在我们的生活中重要吗？为什么？

 
巩
固  活动 2  小小滑轮，大大作用 TP 2, 5, 6

给 老 师 的 话

 可让学生知道，与定滑轮不同，动滑轮和滑轮组能省力。
 学生能以海报、集锦簿、演示文稿等方式呈献他们所搜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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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轮在生活中的应用很广泛。除了升旗外，
来看看其他应用滑轮的例子及其重要性吧！

动 动 脑 袋 瓜

这位清洁工没有用梯子来擦
高楼的窗户。他是如何完成
工作的？想一想。

升起帆船的帆 

从井里取水

帮助攀岩者爬上岩石
使物体从低处升到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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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老 师 的 话

 应用滑轮的例子还包括缆车、钓鱼竿、锻炼拉力的健身器械等。
 通过第 132 页和 133 页的课文，引导学生知道科学与工艺对我们的生活的重
要性。

10.1.3
10.1.5

滑轮的
应用

说一说，你家
里有哪些应用
滑轮的用具？

活动本
第82至
84页

拉起渔网

卷起或放下竹帘

起重机提起建筑材料

使晾衣杆上升或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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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员一起动动脑，创造一个可操作的滑轮
模型来帮你们解决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吧！

创造滑轮模型

10.1.4
10.1.5

选择适当的材料，
制作可操作的滑轮
模型以解决问题。

CT

1  确认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2  设计能解决上述问题的滑轮模型。然后，

画出设计图。
3  选出最合适的设计。
4  准备材料并动手制作。
5  测试模型。收集老师和
 同学的意见，加以改进。
6  示范并讲解你们的滑轮
 模型是如何操作的。
 活动本

第85页

7  你们应用了哪一类滑轮
 来解决问题？说一说。

活动本
第85页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以工程设计过程即思考、制作、沟通和改良来进行以上活动。
 自制滑轮的其中一种方法：把几张小的圆形纸板粘在两张大的圆形纸板中间
以做成轮子，在轮子中间穿孔并插入铅笔，最后套上绳子。

 
巩
固  活动 3  动手做一做 TP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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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 答

1  什么是滑轮？滑轮有什么用处？ TP 1

2  观察右图，这是哪一类滑轮？说明这类滑轮
的操作方法。 TP 3

3  根据以下地点，说出应用滑轮的一项活动。
滑轮对有关活动有什么重要性？ TP 2, 5

(a) 学校                        (b) 建筑工地

 滑轮是一种简单机械，能用来提起重物并
运到高处，使人们的工作变得较为容易。

 滑轮的种类：定滑轮、动滑轮和滑轮组。
 定滑轮的操作方法：

 滑轮的应用：

向下拉绳子

重物往上升

  我学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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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滑轮是一种简单 。
2  滑轮能够帮助人们把重物从  处提到   

 处，使工作变得较容易。
3  当我们向下拉定滑轮的绳子时，物体会往

哪个方向移动？滑轮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
会怎样？

4  如果要使旗杆上的旗帜往上升，你应该怎
样做？

5  下图显示博伦正在应用定滑轮。

说明定滑轮在这项活动中的重要性。
6  举例生活中应用滑轮的两项例子。

快问
快答课后测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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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乐趣多

给 老 师 的 话
 引导学生以工程设计过程即思考、制作、沟通和改良来进行以上活动。

在不走动的情况下，你能把一支铅笔交到离
你有一段距离的同学手上吗？只要应用身边
一些简单的材料制作滑轮，就能办到了！

137



第 1 课   科学技能

课后测试站（第 16 页）

 1. 雨天，因为 P 图中的人物在抹干身上的雨水；Q 图中的
人物的雨伞是湿的。

 2. 热水

第 2 课   科学室规则

课后测试站（第 22 页）

 1. 接受任何合理的答案。
 2. (a) 不赞同。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发生。
  (b) 不赞同。文希可能会因不小心吃入科学物质而中毒。
  (c) 不赞同。避免发生意外。
  (d) 不赞同。他们可能会割伤自己。
  (e) 不赞同。不方便下一位使用者。
  (f) 赞同。可以让其他同学在干净的环境下学习。
  (g) 赞同。偷拿科学室的东西是违反科学室规则的行为。
   （接受任何合理的答案 。）

第 3 课   人类  
KBAT

第 38 页： 没有达到。我们的健康会受到影响。没有按照食
物金字塔来饮食会导致身体没有从各类食物中获
取适量的营养素。

第 39 页： - 接受任何合理的建议。（活动 8）
  - 不均衡。因缺少了食物金字塔所建议的蔬果。
第 44 页： 以便能有效地分解食物和吸收营养素。

课后测试站（第 49 页和 50 页）

 1. (a) P-犬齿；Q-门齿；R-臼齿
  (b) P-撕裂食物；Q-切断食物；R-磨碎食物
  (c) Y 牙齿比 Q 牙齿大。
 2. 戴牙套进行牙齿矫正。
 3. (a) J-水；K-蛋白质；L-碳水化合物
  (b) 不均衡。因为缺少了食物金字塔所建议的蔬菜或水

果，而且食用了太多含油量高的炸鸡。
 4. (a) P-胃；Q-大肠；R-肛门；S-口腔；T-食道；U-小肠
  (b) U 器官             (c)  口腔ª食道ª胃ª小肠ª大肠ª肛门

第 4 课   动物  
KBAT

第 61 页： 草食动物。因为该牙齿结构只有门齿和臼齿。

课后测试站（第 63 页）

 1. (a) 草食动物     (b)  R     (c)   Q。因为鸟吃植物也吃动物。
 2. (a) 马没有像豹一样长有犬齿。
  (b) 骆驼和马一样只吃植物。
 3.  猫为了适应环境从原先的肉食改变成杂食以继续生存。

第 5 课   植物  
KBAT

第 75 页： 保持原有品种的品质；帮助较弱的植物繁殖等。

课后测试站（第 78 页）

 1.  孢子，蕨；种子，辣椒；切茎，木槿；叶子，虎尾兰； 
吸芽，竹；地下茎，蒜。

 2. (a) 百合 - 地下茎、种子；蕹菜 - 切茎、种子

  (b) 地下茎、种子：蒜、洋葱等；
   切茎、种子：木槿、玫瑰等。
  (c) 有些植物可用不止一种方法来繁殖。
 3. 不能。因为人类和动物会因缺乏氧气和食物而死亡，有

些动物会因失去庇护所而无法生存。

第 6 课   测量

KBAT

第 90 页： 将水倒入量筒，放入石头，记录它们的体积。然
后用线绑着石头和木塞，一起放入水中，记录它
们的总体积。最后，用水、石头和木塞的总体积
减去水和石头的体积。

第 91 页： 重要。服用正确剂量的药物能避免危害健康，而
取得正确的测量结果才能购买正确尺寸的桌布，
避免浪费。

课后测试站（第 93 页）

 1. 平方米       2.  12 个；48 cm3       3.  量筒
 4. 不能。他没将量筒放在平坦的表面上，视线也没与水的

弯月面平行。
 5. 1 个橡皮的体积 = (80 − 50) ÷ 5
   = 6 cm3

 6. 没使用测量工具；可用量杯或以饭锅内的刻度为准。

第 7 课   密度

课后测试站（第 104 页）

 1. 因为铁块的密度大于水；木块的密度小于水 。
 2. 把鸡蛋放入盐水或糖水里。
 3. 食油、水、洗衣液、橡皮泥

第 8 课   酸与碱

课后测试站（第 116 页）

 1. (a) 糖水/盐水        (b)  漂白剂/碱水        (c)  酸奶/柠檬汁
 2. 碱性；它可能是肥皂。
 3.  Q 物质是酸性物质；通过味道。
 4.  不是。味道只能用来推测，不能用来确认物质是酸性、

碱性或中性，如汽水是甜的，却是酸性物质。

第 9 课   太阳系

课后测试站（第 127 页）

 1. 土星 2.  火星、木星 3.  轨道
 4.  行星离太阳越近，行星表面的温度就越高；行星离太阳

越远，行星表面的温度就越低。
 5.  P、R、Q 行星。因为 P 行星绕太阳运转的时间最短，所以

离太阳最近；Q 行星绕太阳运转的时间最长，所以离太阳
最远。

第 10 课   机械

KBAT

第 131 页： 重要。因生活中许多活动都使用了滑轮进行。
第 132 页： 他应用滑轮来升或降到有关的楼层擦窗户。

课后测试站（第 136 页）

 1. 机械 2. 低，高 3. 往上。位置固定。
 4. 向下拉定滑轮的绳子。
 5. 让人们能较容易地从井里取水。
 6.  使晾衣杆上升或下降、起重机提起建筑材料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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