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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经常可

以看到一些物质发

生了变化，如铁钉生

锈、蜡烛燃烧。其 

中，有些变化是缓

慢发生的，我们察

觉不到；有些变化

则非常剧烈，瞬间就

能完成。发生变化

的物质与原来的还

是同一种物质吗？

第一单元 物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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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铁制品生锈了。铁制品在什么情况下容易生锈？

铁在什么条件下生锈

1. 铁在什么条件下容易生锈？说一说我们的观点与理由。

  我觉得在干燥

的地方铁不会生锈。   在有水的地方，

铁容易生锈。

生锈与防锈1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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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实验，研究铁钉在什么条件下容易生锈。

（1）准备4个小瓶并编上号码，再准备4枚无锈的铁钉。

（2）在1号瓶装满油，3号瓶装满凉开水，4号瓶装入一半的水。然后将

4枚铁钉分别放入瓶中，其中1、3号瓶盖上盖子。

（3）一段时间后，观察4枚铁钉的变化，并做记录。

3. 根据上述实验，说一说铁在什么条件下容易生锈。

铁和铁锈是同一种物质吗

1. 用小刀刮下铁锈，用放大镜观察，我们有什么发现？

1号

（油)

4号

（水、空气）

2号

（空气）

3号

（凉开水）

4



2. 用手捻一捻铁锈，再用磁铁吸一吸铁锈，我们有什么发现？

3. 将无锈的铁钉接入简单电路，观察电路中灯泡的亮与灭。如果将生锈的

铁钉接入电路，会出现什么现象？

铁和铁锈的性质不同，它们不是同一种物质。铁生锈后变成了另

一种物质。

5



 拓展与应用

怎样防锈

生活中有不少物品是用铁制成的。这些铁制品生锈了，不仅会缩短使

用寿命，还会带来潜在的危险。怎样防止铁制品生锈？选择一件铁制品做

防锈处理。

铜编钟生锈 铝桶生锈

其他金属也会生锈吗

刷防锈漆

刷点儿油？

  把杯子表

面的水擦干！

6



蜡烛的燃烧

蜡烛在燃烧过程中会出现哪些现象？

蜡烛燃烧的变化

1. 点燃蜡烛后，将它的头部朝下，

把蜡油滴到小容器里，观察蜡

油发生的变化。滴到小容器内

的蜡还是原来的蜡吗？怎样证

明我们的观点？

  小容器内的蜡

还能燃烧吗？

操作时注意安全，避免烫伤。

    蜡的这种变化

有什么特点？

科学实践

2

7



2. 取一只干燥的烧杯，把它罩在蜡烛火焰

的上方，观察烧杯内壁出现的现象。

3. 蜡烛燃烧的过程中会产生二氧化碳吗？

怎样验证我们的推测？

4. 说一说蜡烛在燃烧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其中哪些变化产生了新物

质？哪些变化没有产生新物质？

支持蜡烛燃烧的气体

1. 点燃蜡烛，用蜡油将蜡烛固定在玻璃片上，把它们一起放入水槽。再把

集气瓶罩在燃烧的蜡烛上，观察发生的现象。

2. 根据上述实验和有关生活经验，推测蜡烛燃烧需要的气体条件。

石灰水

8



 拓展与应用

3. 用手按紧玻璃片，把上述实验中的集气瓶从水槽中取出，并翻转过来。

将点燃的小木条伸进集气瓶口，小木条还能燃烧吗？

4. 根据上述实验现象，说一说什么气体支持蜡烛燃烧。

空气的成分

古人曾认为空气是一种单一物质。200 多年前，法国科学家拉瓦锡

（1743—1794）通过实验证明了空气是一种混合气体。他把少量汞放到密闭

容器里低温加热，结果一部分液态的汞变成了红色粉末，容器里的空气也减

少了1/5 ；他又研究了剩余的气体，发现它是氮气。后来，拉瓦锡又把汞表

面生成的红色粉末高温加热，得到了液态的汞和氧气，并且氧气的体积等于

密闭容器里减少的空气的体积。由此，拉瓦锡认为空气由氧气和氮气组成。

氧气就是空气中支持燃烧的气体。

后来，科学家通过更多的实验发

现，空气是由多种气体组成的。现在

通过精确测量知道，空气体积中，氧

气约占21%，氮气约占78%，其他气

体约占1%。

氧气21%

氮气78%

其他气体1%

空气成分示意图

    集气瓶里的气体与空

气有哪些不同？

9



科学实践

颜色变化

用淀粉溶液在白纸上写字，然后用喷壶往纸上喷碘酒，纸会显现出字迹

吗？为什么？

物质的颜色变化

1. 剥开或切开后的香蕉和马铃薯，放置一段时间

后，它们的颜色有什么变化？

2. 紫甘蓝汁遇不同的物质会发生怎样的颜色变化？

（1）将紫甘蓝切碎后加入热水浸泡一会儿，将汁液过滤到小烧杯里，再

倒入滴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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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白糖放到蒸发皿里加热，观察白糖发生的颜色变化。

（3）将紫甘蓝汁滴在刚切的香蕉片

和苹果片等物体上，观察并解释出现的

现象。

（2）做一朵白色的纸花，用毛笔蘸一些白醋（酸性）抹在“花瓣”上，

再在“叶片”上抹一些小苏打水（碱性）。放置一会儿后，往纸花上喷紫甘蓝汁，

观察出现的现象。

  加热后的蒸

发皿很烫，不能

用手去摸！

 紫甘蓝汁是一种酸碱

指示剂，遇酸性物质变成

红色，遇碱性物质变成绿

色，遇中性物质不变色。

11



 拓展与应用

危险化学物品

危险化学物品是指具有爆炸、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等危险性质

的化学物品。危险化学物品发生事故时，会产生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下面是一些常见危险品标志，我们要尽

量远离危险化学物品。

4. 通过上述实验，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物质的变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出现发光、

发热、颜色改变或形成沉淀等现象，这类变化产生了新的物质，如蜡

烛燃烧、铁生锈、白糖加热后变色等；另一类变化仅仅是物质状态的

改变，并没有生成新的物质，如蜡烛熔化、水结冰、弹簧被拉伸等。

剧毒品 放射性物品

爆炸品 易燃品

12



单元回顾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物质组成的，物质总在发生变化。通过对比实验，我

们发现有些变化生成了新的物质，有些变化没有生成新的物质。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包括

铁生锈、二氧化碳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等。没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包括水结冰、蜡烛熔化、

弹簧被拉长等。研究物质变化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制造和利用各种各样的物质。

物质的变化

没有新物
质生成

有新物质
生成

弹簧被拉长

二氧化碳使

澄清石灰水

变浑浊

淀粉遇碘

酒变蓝色

紫甘蓝汁

遇酸或碱

变色
其他

其他

蜡烛熔化

水结冰

马铃薯片和

香蕉片变色

铁生锈

13



田野里不仅生长着多种多样的植物，还有动物、微小生物等。各

类生物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生命活动需要的能量分别是怎样获

取 的？

第二单元 田野里的生物

14



怎样给植物分类

1. 观察几种植物，将它们的主要特征记录下来。

植物的简单分类

田野里有哪些植物？怎样将它们分类便于我们识别与利用？

 每种植物都有多种特征，如蚕豆的叶片是椭圆形的，花是蝶形的。

根据植物的一些特征，可以对植物进行分类。

茄 甘薯油松

垂柳银杏蚕豆

4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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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植物的一种特征，将上述植物分成两类，说一说我们的分类结果。

3. 选择其他的特征，对以上两类植物进一步分类，画出我们的分类图。

根据植物的一种特征，可以将植物分成两类；再选择其他的特征，

对这两类植物进一步分类……直到将所有的植物分开，这种分类方法

叫作二歧分类法。

  我选择根据茎

的特征进行分类。

第一类：草质茎

第二类：木质茎

蚕豆 茄 甘薯

蚕豆 油松 茄 甘薯 垂柳银杏

油松 垂柳 银杏

木质茎与草质茎

还可以继续往下分吗？

16



 拓展与应用

一
年

生

一年生

两
年

生

两年生

多
年

生

多年生

叶
子

的
形

状

叶子的形状

叶子的形状

落
叶

植
物

落叶植物

落叶植物
常

绿
植

物

常绿植物

花
的

形
状

花的形状

木
本

草
本

考
察

记
录

卡

考察记录卡

枫
树

水稻

考

    
    

 样
子

：

名称

考察地点

考察时间

考察

圆
形

椭
圆

形

针
形

掌

带
形

其
他

圆形

椭圆形

针形

扁形

掌形

 

 

圆形

椭圆形

针形

 

 

 

 

十
字

形

蝶
形

唇
形

漏
斗

状

钟
状

    
筒

状

其
他

十字形

蝶形

唇形

斗状

状

     

 

田
野

田野

植物分类学家林奈

林奈（1707—1778）出生于瑞典，是现代生物

分类学的奠基人。他自幼喜爱花草，8岁便有“小

植物学家”的绰号。那时，林奈就开始采集植物标本。

大学期间，林奈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植物。1735年，

他出版了《自然系统》一书，书中采用的是人为分

类系统，因这种分类方法便于使用，此书广受好评。

1753年，林奈出版了《植物种志》，该书奠定了近

代植物分类学的基础。林奈不断增补与修订《自然系统》，并在第10版中用

双命名法对动物和植物分别命名。他鉴定并命名了数以万计的动物和植物，

结束了生物分类与命名的混乱局面，推动了生物分类学的发展。

给田野里的植物分类

制作植物分类卡片，用它们记录田野里植物的特征，并对植物进行分类。

一年生 两年生 多年生

叶子的形状

落叶植物 常绿植物

花的形状

木本 草本

考察记录卡

枫树
名称

考察地点

考察时间

考察人

它的样子：

圆形

椭圆形

针形

扁形

掌形

    形

其他

十字形

蝶形

唇形

漏斗状

钟状

    筒状

其他

田野

一年生

一年生

两年生

两年生

多年生

多年生

叶子的形状

叶子的形状

落叶植物

落叶植物

常绿植物

常绿植物

花的形状

花的形状

木本

草本

考察记录卡

枫树

名称

考

考
名称

考察地点

考察时间

考察人

它的样子：

圆形

椭圆形

针形

扁形

掌形

    形

其他

圆形

椭圆形

针形

扁形

掌形

带形

其他

十字形

蝶形

唇形

漏斗状

钟状

    筒状

其他

田野

    在符合特征的选

项上打“√”；将不

符合特征的选项所对

应的小孔剪开。

    把分类卡片上下、左

右对齐，叠放在一起。     选取一种特征，将吸管穿进

对应的小孔里。符合这个特征的

卡片保留，不符合的取下来。再

选取一种特征，对留在吸管上的

卡片进行穿孔“分类”，如此下

去，直到不能再“分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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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养分从哪里来

1. 根据我们的观察与生活经验，推测植物生长所需养分的来源。

植物的光合作用

动物靠吃食物获得养分，植物又是怎样获得养分的？

  植物需要的

养分都在土壤里。

  爷爷说庄稼种得太密

会长不好。
  光线差的地方，

植物长得不好。

5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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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阳光对植物获得养分有什么影响？我们通过实验来研究一下。

（1）将一株天竺葵放在黑暗处一昼夜。然后用黑纸片将它的一片叶从两

面贴上并夹紧，使叶的局部被黑纸片遮挡，再将天竺葵放到阳光下，两天后

取下黑纸片。被黑纸片遮挡的部位出现了什么变化？

（2）将这片叶放在酒精里隔水加热，一段时间后取出。在这片叶的不同

部位滴上碘酒。我们观察到了什么现象？这说明了什么？

滴碘酒

    淀粉遇碘变蓝。利

用这一特性，可以检测

叶片内是否含有淀粉。

19



植物的叶片中有许多叶绿体，它们就像一个个绿色的加工厂。在阳

光的照射下，叶绿体能将根吸收的水分和由叶片进入的二氧化碳制造成

植物生存所需要的养分并释放氧气，这个过程叫作光合作用。

 叶的光合作用不仅为植物自身制造养分，还为人和动物提供营养物质和氧气。煤

炭、柴草燃烧时释放的能量就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贮存的太阳能。可以说，没有光

合作用，就没有生机勃勃的地球。

    将一支燃烧的蜡烛放进密

闭的玻璃钟罩内，观察蜡烛的

燃烧情况。

    将一盆植物与燃烧的蜡烛

一同放进密闭的玻璃钟罩内，

再观察蜡烛的燃烧情况。

3. 阳光下，植物除了能够制造养分，还会产生什么物质？

光合作用示意图

叶绿体

怎样解释出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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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海尔蒙特的发现

人们曾认为，植物生长需要的养分来自土壤。比利时科学家海尔蒙特

（1579 —1644）对此产生怀疑，便做了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实验。

海尔蒙特的观点正确吗？他的发现有哪些贡献？对此，我们有哪些看法？

    海尔蒙特将土壤烘干并称重，装到橡木

桶里，并在桶里栽了一棵称过重的小柳树。

此后，他只浇水，不施肥。

5年后，小柳树长大了。     他将柳树与土壤分开，再分别称柳树

和烘干的土壤。他惊讶地发现：柳树增长

约74千克，而土壤只减少0.1千克。于是

海尔蒙特认为，柳树的养分主要来自水。

21



食 物 链

生物之间有怎样的食物联系

1. 动物进行各种生命活动如捕食、行走都需要能量，这些能量是从哪里

来 的？

草原上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和植物。这些动物和植物之间、动物和动

物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食物联系？

下列动物分别以什么为食？

蜻蜓 青蛙 松鼠

羊 猫头鹰 猎豹

6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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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图是东非大草原。草原上

生活着长颈鹿、猎豹和金合

欢树等。

（1）找一找这些生物之间

的食物联 系。

（2）按照吃与被吃的关系，

把这些生物的名称填写在卡片

中，然后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看一看像什么。

3. 多条食物链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食物网。如果食物网中的一个链环消失

了，会对其他生物产生哪些影响？

生物之间的食物联系就像链环一样，把动物、植物等紧密联系起来，

这种食物联系被称为食物链。食物链通常从绿色植物开始，到凶猛的肉

食动物终止，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在食物链中逐级传递。

    还能将这个链条加

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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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天  敌

自然界中的一些动物专门捕食或危害另一些动物，前者是后者的天敌，

如猫头鹰是田鼠的天敌，七星瓢虫是蚜虫的天敌。

我们还能列举哪些动物的天敌？

生物入侵

1859年，一位移民将12只欧洲野兔带到澳大利亚。由于澳大利亚没有这

种野兔的天敌，于是它们在澳大利亚迅速繁殖。到1907年，欧洲野兔已遍布

澳大利亚大陆。它们大量啃食牧草，致使澳大利亚畜牧业受到巨大损失。

这个例子带给我们哪些启示？结合自己的生活，制作一个保护生态环境、

注意生物安全性的宣传海报。

猫头鹰捕食田鼠 七星瓢虫捕食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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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通过对植物进行简单分类，我们初步学会了二歧分类法。通过叶片的淀粉实验等，我

们知道了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养分。通过生物之间的食物联系，我们知道了生物之间，

如植物与动物、动物与动物，存在着吃与被吃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食物链。生物之间

的能量传递通过食物链进行，这些能量最终来自太阳能。相互交织的食物链构成了一个生

物之间相互依存的食物网。

田野里的

生物

绿色植物 植食动物

田野里的
植物

食肉动物

二歧分类法

草本

植物

木本

植物

光合作用

产生

氧气

制造

养分

食物链

草质茎与木质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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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天气现象，有的地方正在下雨，

有的地方正在下雪，有的地方正在起雾……

这些天气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天上的雨水为什么总降不

完？……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入本单元的学习。

天气的成因第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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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蒸发

1. 准备两张同样大小的纸，把它们浸泡在水中。过一会儿从水中取出这两

张纸，一张放在空气中，一张放入塑料袋中密封起来，预测并观察发生

的现象。

水到哪里去了

在晴朗的天气，潮湿的衣服在室外晾晒一段时间后变干了。衣服里的水

跑到哪里去了？“跑掉”的水还能“变回来”吗？

2.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了什么？尝试对实验现象进行解释。

  水在平常温度下，会慢慢变成水蒸气散失到空气中，这种现

象叫作蒸发。我们肉眼看不见水蒸气，因此也觉察不到水的蒸发。

7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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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晾晒的衣服有时干得快，有时干得慢。结合我们的生活经验推测哪些因

素会影响水的蒸发，并想办法让玻璃片上的水滴蒸发得更快。

1. 往两个烧杯里倒入同样多温度相同的热水，然

后在两个杯口分别盖上冷玻璃片和热玻璃片。

过一段时间后观察这两块玻璃片，我们有什么

发 现？

2. 根据以上实验，说一说空气中的水蒸气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变成小水珠。

水蒸气的凝结

水蒸气遇冷变成小水珠的现象叫作凝结。同样条件下，温

度越低，水蒸气凝结的速度越快。

冷玻璃片

热水

热玻璃片

热水

加热玻璃片和倒热

水时要小心，避免

被烫伤。

    水的蒸发和沸

腾现象有什么相同

点和不同点？

28



 拓展与应用

生活中的蒸发现象

几天后，杯里的水变少了。

雨过天晴，马路上的积水很快变干了。 湖泊里的水在阳光照射下减少了。

用湿海绵擦拭黑板，水痕很快消失了。

冬天室内窗户玻璃上凝结着水珠。 烧水时锅盖里凝结着水珠。

生活中的凝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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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 和 云

有时我们会看到云雾缭绕的景象，雾和云是怎么形成的？

雾和云的形成

1. 在大雾中行走时，头发和衣服常常会被打湿……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

想一想雾可能是什么。

8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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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变成小水滴，看起来白白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云

或雾。云是在高空中形成的，雾则是发生在地面附近。云和雾是同一种事物。

在半山腰，当云飘过来时，身处其中的人感觉它是雾，而在山脚下的人会认

为它是云。

3. 根据以上实验和有关资料，说一说自然界中的雾和云是怎样形成的。

2. 生活中有哪些“雾”现象？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和观察，尝试制造“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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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各种各样的云

天上的云，千姿百态，各种各样，有卷云、积云、卷积云、高积云、雨

层云等。

卷云：轻盈，很薄，阳光可以透过它照到

地面。

卷积云：成群成行地排列在空中，好像微

风吹过水面产生的鳞波。

积云：像棉花团一样一朵朵地分散着。

高积云：块状或扁球状的云块，排列很匀

称，远远望去，就像草原上雪白的羊群。

雨层云：暗灰色，云块密密层层地分布。

    不同的云与天

气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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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和 霜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有时候，在早晨我们会发现路边的小草上

挂满了晶莹的露珠，而到中午露珠又不见了。露是在什么天气下形成的？

露的形成

1. 生活中有哪些“露”现象？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和所学的知识，推测露

是怎样形成的。

9

科学实践

33



2. 根据我们的推测，设计实验模拟露的形成。

3. 根据以上实验和有关资料，说一说自然界中的露是怎样形成的。

霜的形成

1. 冬季的早晨，在树叶、瓦片上有时会看到一些冰晶，人们把它叫作霜。

结合露的成因，推测霜是怎样形成的。

在金属罐里放一些冰。     把它放置在潮湿的地方，过一段时间后观察

金属罐外壁出现的现象，并测一测罐壁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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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我们的推测，设计实验模拟霜的形成。

3. 根据以上实验和有关资料，说一说自然界中的霜是怎样形成的，它和露

的形成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往金属罐中装入大半罐的碎

冰块，再向冰块中撒入一些食盐。

    静置一段时间后，观察金属罐外壁发生的

现象，并测一测罐壁的温度。

拓展与应用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白露节气到来，闷热的暑天

基本结束，天气由热转凉。霜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八个节气。霜

降节气的特点是早晚天气较冷，中午则比较热，昼夜温差大，很多地方有

结霜现象。霜降节气后，深秋景象明显，天气渐渐转入寒冷。

白露和霜降都是秋天的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里的这

句诗描写的是深秋时节芦苇结霜的景象，也反映了古人对露和霜的认识。

“白露”和“霜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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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形成

1. 我们都经历过下雨的天气。下雨前的天气有什么特征？这些特征和雨的

形成有什么关系？

雨 和 雪

下雨、下雪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雨和雪是怎样形成的？

10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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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我们的观察，设计实验模拟雨的形成。

3. 根据以上实验和有关资料，说一说自然界中的雨是怎样形成的。

雪的形成

1. 下雪时天气有什么特征？这些特征与雪的形成有什么关系？

2. 结合雨的形成，推测雪是怎样形成的，并查阅资料与同学进行交流。

金属盒

玻璃箱

起雾器

冰

    形成“雨滴”的

水是从哪里来的？

往金属盒里加入冰块，然后向玻璃箱里喷雾气，观察金属盒底部发生的现 象。

雪花是什么形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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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的形成

冰雹，也叫雹，在春夏之交和夏季最为常见。冰雹小的如绿豆、黄豆

大小，大的有栗子、鸡蛋那么大。冰雹可以毁坏农作物，砸坏建筑物、车辆，

甚至砸伤身体。

冰雹产生于强对流天气。空

气中的水蒸气在高空遇冷，凝结

为水滴或冰晶。水滴或冰晶在下

降过程中被上升的热气流托起，

再次上升。如此反复，冰晶逐渐

增大，直到成为较大的冰粒。当

上升气流无法托住它们时，冰粒

就会降落到地面，成为冰雹。

冰雹形成过程示意图

热气流

冰雹

遇冷

 拓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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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自然界的循环

地球上年年下雨、下雪，天空中的水为什么总降不完呢？

水在自然界是怎样循环的

1. 天空中的水来自哪里？它们又去了哪里？

11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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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身边的材料制作一个模型，解释水在自然界的循环。

3. 制作一组“水在自然界循环”的科学漫画，并尝试把它们改编为一个科

普 剧。

水

冰块

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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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人工影响天气

人工影响天气是指用人为手段使天气现象朝着人们预定的方向转化，如

人工增雨、人工防雹、人工消雾、人工防霜冻等。

人工增雨：向云中播撒催化剂，对一个地区上空可能下雨或正在下雨的

云层施加影响，使降水量增加的措施。

人工防雹：用播撒催化剂或爆炸等方法，抑制或削弱云中冰雹的生长，

以减轻或消除冰雹的危害。

人工消雾：使用冷却剂或吸湿性的颗粒物，使雾中的水汽凝结、沉积。

人工防霜冻：利用燃料给空气升温，起到防霜冻的效果。

通过发射火箭播撒催化剂增雨 通过飞机播撒催化剂增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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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界中有各种各样的天气现象，如云、雾、雨、雪、露、霜等，它们的形成都与自

然界中的水蒸气有关。江河湖海里的水通过蒸发变成水蒸气，水蒸气遇冷形成云、雾、露、

霜，云层里的小水珠遇冷形成雨、雪、冰雹等各种天气现象。通过下雨、下雪，这些水又

回到江河湖海中，这样就构成了水在自然界的循环。

  在本单元的科学实践中，通过模拟这些天气现象发生的条件，我们了解了这些天气现

象形成的原因。人们掌握了各种天气现象形成的原因，可以更好地指导生产和生活。

单元回顾

水蒸气

遇冷

霜

雪

露

凝结

云或雾雨 冰雹

蒸发

地球表面的水

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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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我们生活的家园，它为我们提供了哪些赖以生存的自然

资源？这些自然资源是不是可以被任意地开发和利用呢？它们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

第四单元 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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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和消耗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有哪些？

它们来自哪里？

了解自然资源

1. 调查我们的家庭每天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消耗了哪些物资，每种物资消

耗了多少。

消耗的物资 消耗的量
来自哪里

米饭
2 000克

牛奶
500毫升

纸张
10张

用电
5度

12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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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说一说我们消耗的物资来自哪里，提供这些物资的资源有什么特点。

了解海洋中的自然资源

1. 茫茫的大海中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海洋中有哪些自然资源？

航运资源 海水化学资源（制盐）

生物资源

  自然资源是指天然存在的、具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如土

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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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底还有很多珍贵的自然资源等待着人们去开采和利用。

我国对可燃冰的开采

可燃冰分布于深海沉积物或

陆地的永久冻土中，外观像冰一

样，而且遇火即可燃烧，是一种

价值很高的资源。可燃冰虽然价

值高，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一直不

能被大量开采。2017 年 5 月，我

国在南海海域进行可燃冰试采并

获得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全

球第一个可燃冰试采成功并能连

续产气的国 家。

 拓展与应用

海底矿产分布示意图

热液硫化物
    富含金属元素，
其中有铜、锌、铅、
银、金等。

石油和天然气
    分布在浅海的盆地。

多金属结核（锰结核）
    含 有 锰、 铁、 镍、
钴、铜等几十种元素，
主要分布在2 000米以
下的深海海底盆地中。

煤和铁等固体矿产
    分布在近岸海底。

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
    主要分布在1 000米
以下的深海沉积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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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石油和天然气

煤、石油和天然气是目前人类利用最广的能源矿产。它们大多深埋在地

下，部分裸露在地表。这些能源矿产是怎样形成的？

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形成

1. 仔细观察煤和它在地下埋藏的图片，推测煤是怎样形成的。

13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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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家根据一些事实证据，推测煤的形成过程如下。

  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经过人类开采

利用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再生，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2亿 ~ 3亿年前，地球上的气候温

暖潮湿，植物生长茂盛。

    时间久了，泥沙越积越厚，植物

体被越埋越深。这些植物体在地下与

空气隔绝，同时受到高温高压的作

用，经过亿万年，变成了煤。

    在湖泊和海边有大量的植物体堆

积，并被沉积的泥沙覆盖起来。

    经过多次的地壳变动，有的煤层

被埋得更深，有的煤层露在地面。

3. 查阅资料了解石油、天然气的形成过程。说一说这些能源矿产在形成上

有什么共同特点，它们的形成

与太阳能有什么关系。

4. 煤、石油、天然气是目前人类使

用的主要能源，它们的储量有

限。如果有一天这些能源矿产

被开采完了，人类应当怎样应对

能源危机？

2018年世界能源消费结构图

石油核能

煤

天然气

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

4% 11%
34%

2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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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煤和石油的其他用途

煤和石油是重要的能源物质。除了提供能量外，它们还有哪些用途？

煤
煤焦油

焦炭

炼铁
炸药

合成纤维

香精

染料

药品

塑料

煤的用途

石油的用途

香精

塑料

合成纤维

蜡
合成橡胶

润滑油

沥青

药品

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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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和水能

大自然经常刮风、下雨。风和流水有力量，怎样利用它们来为我们做

事 情？

风能和水能的利用

1. 人们是怎样利用风能和水能的？

14

科学实践

水车 水力发电

放风筝 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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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作一个风轮或水轮，怎样才能让风轮或水轮转得更快？

3. 怎样把轮子转动的动能转化为电能？

小电机

皮带

轮子快速转动时可以产生电流吗？

水库
大坝

变压器

发电机

电磁铁

涡轮机

引水道

排出管

 水力发电是利用流水推动涡轮机转动，涡轮的机轴连接在发电机上，带动发电机

的线圈转动，将动能转化为电能，进行发电。

水力发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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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

风能、水能在使用过程中不产生污染物质，清洁环保，属于清洁能源。

除了风能、水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地热能等都是清洁能源。

太阳能 生物质能

潮汐能 地热能

4. 风能和水能在使用上有什么特点？它们与煤、石油和天然气相比，有什

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风能和水能在当前的自然条件下，能够持续更新，反复利用，

像这一类的自然资源就是可再生资源。

 拓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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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铁矿石是生产钢铁的主要原料。铁矿是否可以永远开采下去？我们该

如何合理利用这些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 模拟采矿过程，观察“地表”和“开采层”的变化，谈谈我们的体 会。

    把中间层或底层的

物质“开采”到表面。

15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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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有哪些好处和弊端？结合一些案例谈谈我们的看法。

开垦荒山变为农田

砍伐树木用于建造房屋、制作家具

在海洋中开采石油

在草原上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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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的保护

1. 空气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空气污染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危害？

它是怎样造成的？搜集有关的案例进行分析。

2. 调查社区或学校周围有哪些破坏自然

资源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制订一

个可行的改善方案。

  野外调查时须有成人陪

伴，注意安全。

 1952 年 12 月，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排放的废气积聚在伦敦的上空。浓厚的

烟雾，给市民的健康带来了严重危害。许多市民出现胸闷、窒息等不适感，发病率和

死亡率急剧增加。据统计，当月因这场大烟雾而死亡的多达 4 000 人。

    你还知道哪些自然

资源受到破坏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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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绿色承诺

作为一名小学生，为了保护自然资源，我承诺：

◎ 坚决不买、不吃野生动物。

◎ 积极配合家长把家中的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利

用，无论在哪里都不随便丢弃废弃物。

◎ 做家务时尽可能节约每一滴水。

◎ 努力说服家长饭菜吃多少做多少，避免浪费。

◎ 作业本坚持双面使用，节约每一张纸。

◎ 多用环保购物袋购物，少用或不用塑料袋。

 拓展与应用

绿色行动计划

为了保护自然资源，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力所能及的举措？以垃圾分类

为例 ，谈谈我们的做法。

设计我们的绿色行动承诺书，并在实际生活中兑现自己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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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地球为我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其中有些资源可以再生，有些资源不可以再

生。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自然资源

遭到了破坏，会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大自然给我们提供的自然资源并不都是

能够被无限利用的，通过案例分析和活动体验，我们可以体会到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的重要 性。

煤 其他水能

石油风能 天燃气

其他

保护野生动

物等资源
循环利用

其他

垃圾分类 资源回收

合理利用自然

资源

可再生资源

可以再生，能够反复持续利用

自然资源

不可再生资源

不能再生和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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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土壤、雨水等自然因素，植物也能够生长吗？随着种植技

术的发展，人们利用不受自然条件限制且能够实现植物高产的植物

工厂来种植植物。植物工厂可以解决土地资源紧缺带来的问题，可

以在有限的空间内生产出更多的植物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

那么，植物工厂里有什么？它包含了哪些种植技术？下面就让

我们去探索它的奥秘，并尝试建造一个“植物工厂”。

第五单元 建造“植物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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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工厂里的种植技术

1. 植物工厂利用哪些技术手段为植物提供生长需要的条件？

走进植物工厂

植物工厂里有哪些不受自然条件限制的种植技术？它是怎样实现自动化

控制和科学管理的？

立体化利用空间 提供人工光源

配制营养液，并通过管道实现自动灌溉

16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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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植物工厂是怎样实现自动化控制和科学管理的？

通风换气 保持适宜的温度

 管理人员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对植物工厂的营养供给、温度、光照

等条件实行远程状态监测和数据统计，还可以根据植物品种个性化设定灯光亮度、照

明时间、营养添加、通风气流和水泵循环等参数，让种植系统自动保持最适宜植物生

长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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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农业种植技术的发展

自人类开始种植农作物以来，种植方式主要是露地栽培。露地栽培虽

然可以实现大面积种植，但是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植物工厂是通过计算机和电子

传感系统等技术手段对农作物生长

需要的环境要素进行自动控制，实

现农作物连续生产的高效农业系统。

由于植物工厂充分应用了现代农业、

生物科技和信息技术等手段，因而

它是一种“智慧农业”。

设施栽培是采用一些工程技术手段，对农作物生

长环境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如建造塑料大棚、玻璃

温室，使农作物在适宜的环境中生长。

露地栽培

植物工厂

设施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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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植物工厂”

1. 在家庭或学校的一角设计并建造一个“植物工厂”，我们需要考虑哪些因

素？要建造的“植物工厂”是什么样的？画出它的设计图。

设计与建造“植物工厂”

在家里或学校种植的植物，在种植、摆放、管理等方面有哪些问题？可

否为它们建造一个利于种植和管理的微型“植物工厂”呢？

  根据教室

空间来设计。
  我们做好分工，

每个小组完成其中

一个小项目。

  我们可以设计一

个微型“植物工厂”。

17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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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我们设计的“植物工厂”，准备相关的材料和工具。

水泵

塑料软管

台灯

 塑料管

滴箭

建造“植物工厂”

1. 根据我们的设计方案和准备的材料，建造微型“植物工厂”。

自动灌溉

配制营养液进行喷灌人工光源

储水箱

喷灌系统

营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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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示我们建造的“植物工厂”并相互评议，说一说它们的优点和不足。

3. 通过相互评议，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发？针对不足之处，怎样改进我们

的“植物工厂”？

不足：没有灌溉设备。

不足：水不能循环流动。

改进：增加灌溉设备。

改进：增加回流管。

水的流量有点大。
水不能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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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与应用

无所不在的植物工厂

植物工厂使随时随地获得植物产品成为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有望

实现植物工厂的“无所不在”。

植物工厂既可以应用于生产领域，进行高品质蔬菜的规模化生产，也可

以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所，如家庭、办公楼、酒店、学校等，来美化环境，

清洁空气。

家里的植物工厂 办公楼里的植物工厂

酒店里的植物工厂 校园里的植物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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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一个工程项目往往是由很多个小项目组成的，通过多个团队合作来完成。建造“植物

工厂”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项目，需要先把这个大项目分解成若干个小项目，大家分工

合作，各自完成任务，如采光、灌溉、管理等，最后共同完成这个工程项目。

保温、隔热

技术

管理技术 灌溉技术

采光、防风

技术

湿度温度

设计

实施

评估

改进

二氧化碳

技术

工程 数学

科学

植物工厂

营养液 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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