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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答 案

1. 听听声音

活动记录

 听听我们周围的声音

编

号

我听到了什

么声音？

我对这些声音的

描述是……

① 读书声 声音很小

② 鸟叫声

叽叽喳喳，一会

儿高，一会儿低，

很好听

③ 喇叭声 很吵，比较刺耳

④ 风声 沙沙地，很小

⑤

 将听到的声音进行分类

按照　声音的大小　进行划分， 

　①②④　是一类，　③　是另一

类。

按照　声音是否为动物发出的　进

行划分，　②　是一类，　①③④　

是另一类。

按照声音是否为人类发出的进行划

分，　①③　是一类，　②④　是

另一类。

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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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测评

一、1. B　2. A

二、高　低　强　弱

2. 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活动记录

 观察发声的物体，思考声音的产生

活动 1：观察正在发声的橡皮筋，思考

橡皮筋发出的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发声物体

              

我看到的

现象（文

字、图画

均可）

橡皮筋上下反复运动

我的想法
橡皮筋发出的声音是橡

皮筋振动产生的。

通过活动 1 的实验，我认为声音是物

体振动产生的 , 我的理由是当橡皮筋发出声

音的时候，我看到橡皮筋上下反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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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2：观察正在发声的钢尺、小鼓、音叉，想一想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发声物体

我看到的现象

（ 文 字、 图 画

均可）

钢 尺 上 下 反 复

运动

鼓面上的水上下反

复运动

音叉与水面接触，从接

触点向外产生一圈一圈

的水波

我的想法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活动 3：用手轻轻触碰正在发声的物体，我感受到了什么？

发声物体

我感受到 钢尺振动 鼓面振动 音叉振动

通过活动 1、活动 2 和活动 3，我可以

得出声音是物体振动产生的，我的理由是

橡皮筋、钢尺、小鼓和音叉在发出声音的

时候物体都在振动，而当用手触碰后，物

体的振动停止，同时声音停止。

同步测评

一、1.B　2.C　3.C

二、×

三、 

   

                  ①                              ②

               ③                               ④

3. 声音是怎样传播的

活动记录

 敲击鼓面实验

鼓面→空气→耳朵

 抓挠桌面实验

桌子→耳朵

桌子→空气→耳朵

 水中发声物体实验

音叉→水→空气→耳朵

 土电话实验

嘴→空气→纸杯→线绳→纸杯→空气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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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4. 我们是怎样听到声音的

活动记录

 纸喇叭实验

声音 直接听
用纸喇

叭听

轻轻敲击

音叉

声音小，听

不清

声音大

一些

叹气
声音小，听

不清

声音大

一些

翻动书页
声音小，听

不清

声音大

一些

轻挠桌面
声音小，听

不清

声音大

一些

 模拟鼓膜实验

物体发
出声音

看到的现象 结论

声
音
强

距离远
细沙蹦得不高，
“鼓膜”振动
不太明显

声音传
到“鼓
膜”上，

“鼓膜”
振动，
使我们
听到声
音

距离近
细沙蹦得很高，
“鼓膜”振动
明显

声
音
弱

距离远
细沙几乎不动，
“鼓膜”几乎
无明显振动

距离近
细沙轻微跳动，
“鼓膜”振动
较明显

同步测评

一、1.B　2.D　

二、1.×　2.×

5. 声音的强与弱

活动记录

 声音的强弱与振动物体的关系实验

振动物体
振幅大小

（可用示意
图表示）

声音强弱

钢
尺

轻轻
拨动

 声音强

√声音弱

用力
拨动

√声音强
 声音弱

实验中，用力大小、振幅大小与声音

强弱 √有关系　  没有关系。
用力（大），振幅（大），声音强。
用力（小），振幅（小），声音弱。

振动物体
振幅大小（可
用示意图表

示）
声音强弱

橡
皮
筋

轻轻
拨动

 声音强

√声音弱

用力
拨动

√声音强
 声音弱

实验中，用力大小、振幅大小与声音

强弱  √有关系　  没有关系。
用力（大），振幅（大），声音强。
用力（小），振幅（小），声音弱。

振幅　幅度　强　幅度　弱

同步测评

1. C

2. 用力敲锣面的中心，因为这样锣面

振动的幅度大，声音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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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声音的高与低

活动记录

 声音的高低与振动物体的关系

琴片长　  振动快　　　  声音高  

　　　　√振动慢　　　√声音低

琴片短　√振动快　　　√声音高

　　　　  振动慢　　　  声音低

簧片长　  振动快　　　  声音高

　　　　√振动慢　　　√声音低

簧片短　√振动快　　　√声音高

　　　　  振动慢　　　  声音低

钢尺振动实验记录表

钢尺伸出桌面的

长度

声音

高低

振动

快慢

5~6cm 高 快

10~11cm 较高 较快

15~16cm 较低 较慢

20~21cm 低 慢

钢尺伸出桌面长，振动（慢），声音（低）。

钢尺伸出桌面短，振动（快），声音（高）。

频率　快　高　慢　低

7. 让弦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

活动记录

 弦的音高和哪些因素有关

我选定的弦乐器

我的推测：

弦的粗细、松紧会影响弦的音高。

我的理由：

因为橡皮筋就像琴弦，橡皮筋越

松、越长，声音越低，越紧、越短，

声音就越高，所以琴弦也会这样。

琴弦与音高的关系记录表

影响因素
音高变化

预测
试弹结果

粗、细
粗—低  

细—高

粗—低  

细—高

松、紧
松—低  

紧—高

松—低  

紧—高

其他
（合理即

可）

（合理即

可）

同步测评

1.BD

2. 三根弦的松紧、

长短不同。因为短而细

的物体发出的声音高，

而物体越长越粗，发出

的声音就越低。

3. 发出的声音高 吸管长           

 吸管短

　发出的声音低 吸管粗

 吸管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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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8. 制作我的小乐器

活动记录

 自制乐器设计图

1. 可以采用画图和文字叙述的方式对

自己的设计想法做出说明。

2. 在设计过程中可以将几次修改的想

法都记录下来。

3. 一些重要的难点，最好在图中进行

标注。

 设计工程笔记

1. 可以将设计制作中的一些重要的过

程，重要的技术方法记录在这里。

2. 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有争议的想

法，可以记录在这里。

同步测评

1. 吸管的伸缩功能能够方便调试声音

的高低。比用剪刀修剪更加方便、安全。

2. 在乐器的设计制作过程中，我们需

要细心，对材料长短、粗细的每一点调整

都会影响声音的高低，所以不能“差不多

就行了”。

单 元 测 评

一、选择。

1.B　2.D　3.A　4.C　5.C　6.A　7.A　

二、连线。

耳蜗 把声音信号报告给脑   

听觉神经 收集声音 

耳郭 传递振动 

听小骨 产生振动 

外耳道  把振动变成大脑能接收的

信号 

鼓膜 传送声音 

三、探究。

有差异。主要是从外形上看，琴弦长

度差异比较大，这会影响声音的高低。

四、阅读并回答问题。

1. 猫的脚垫很软，落地也轻，就像我

们轻轻地敲击海绵一样，让振动不明显，

所以声音就小了。

2. 略（合理即可）

呼吸与消化

1. 感受我们的呼吸

活动记录

 感受呼吸的过程

有气流 吸气时，胸腔
扩张
呼气时，胸腔
收缩

 模拟人体的呼吸

①气管

②肺

③胸廓

④膈肌

1. 下凹，变大　复平，缩小

2. ①让气体进出；②收集（交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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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③扩张胸部；④提供动力

同步测评

1.D　2.C

2. 呼吸与健康生活

活动记录

 比较呼吸前后气体变化

氮气　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　氧气　

氧气　二氧化碳

同步测评

1. C　2. A　3. B

3. 测量肺活量

活动记录

 测量肺活量

3. 表格数据（略） 　根据标准判断是

否达标。加强体育锻炼，注重营养健康

同步测评

1. 不准确，肺活量是指尽力吸入气体

后再尽力呼出的气体量。

2. 只要推测合理均可。比如男生的第

二次测量有可能是因为实验过程中气管与

测量袋漏气，有可能最后收集时没及时扎

紧袋口，也可能吸气不充分等。女生的第

一次结果可能出现了鼻孔再次吸气的情况

导致结果偏高，也有可能这是个爱运动的

孩子，肺活量比较突出，而后两次测量出

现了漏气等情况。

4. 一天的食物

活动记录

 按照早、午、晚餐的顺序，将自己一天吃

的食物记录在表格中

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给食物分类

学生确定一个标准分类，合理即可。

比如按主要营养成分来分，按烹饪程度来

分（生、熟或生熟皆可），按摄入量来分等。

同步测评

1. 萝卜、牛肉、小白菜、土豆、莲藕、

排骨、食用油以及盐、醋、酱油等调味料。

2. B

3. 略

5. 食物中的营养

活动记录

 检验食物中营养成分的实验

1.（1）A　紫色的碘酒滴在食物上，

食物变成蓝色

（2）B　在纸上会留下油迹

2．

肥肉 土豆 芝麻 米饭 白萝卜

淀粉 √ √

脂肪 √ √

3.

淀粉 脂肪 其他

土豆、米饭 肥肉、芝麻 白萝卜

同步测评

1. A　2. C

6. 营养要均衡

活动记录

 判断一天中吃的食物的营养是否均衡

根据学生真实情况填写。

根据膳食宝塔的分层，将一天的食物

填入膳食塔中。

（1）将自己的膳食塔和“中国居民平

衡膳食宝塔”进行对比，判断自己的饮食

是否在标准范围内，如在为合理，不在为

不合理，并具体描述自己的饮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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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2）对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对自己的饮食做出合适的调整。

同步测评

1. D　2. C

7. 食物在口腔里的变化

同步测评

1.（1）②犬齿　（2）①门齿　

（3）③臼齿

（4）犬齿：锋利牙尖，便于把整块食

物碎裂成小块。

门齿：形状像凿子，便于咬断食物。

臼齿：宽大，凹凸不平，像磨子一样

能磨碎食物。

2. 他们四个人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1）小红，（4）小琳； 不正确的是：（2）

小明，（3）小东。

判断的理由是

1. 口水吐多了，口腔内会变得很干燥，

影响食物消化。

2. 辣、冰食物刺激牙齿，经常吃会损

坏牙齿。

3. 牙签太宽大，会增大牙齿缝隙，应

该多用更细的牙线剔除牙缝里的食物残渣。

4. 牙齿不仅影响消化，还会影响发音

和美观。

8. 食物在身体里的旅行

同步测评

1. 1——（口腔）

2——（食道）                       

3——（胃）                       

4——（小肠）                                  

5——（大肠）                                         

1

2
3
45

2. 

特点和作用 名称

粗短，吸收水分，存放食物

残渣
大肠

一个大口袋，不停蠕动，会

下“酸雨”，再次把食物磨

碎，分解成糨糊状

胃

内有牙齿和唾液，能初步磨

碎食物
口腔

弯弯曲曲很长，能进一步消

化食物，内壁褶皱有很多绒

毛，吸收食物中营养

小肠

细细长长的通道，运输食物 食道

单 元 测 评

一、选择。

1.A　2.C　3.B　4.D　5.A　6.C

二、探究。

1. 小刚运动后的呼吸次数比运动前的

呼吸次数还要少。

你觉得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测

量错误（计时或计数错误）。 

2.（1）C 

（2） 这证明方便面中含有淀粉这种营养

成分。 

3.（1）坚硬如石磨的“怪物”是（臼齿）；

（2）垂直的“悬崖”是（食道）；

（3）装满稀糊，又下“酸雨”的“大口袋”

是（胃）；

（4）弯曲细长的“迷宫”是（小肠）；

（5）粗短的“臭管道”是（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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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动 和 力

1. 让小车运动起来

活动记录

 研究小车运动快慢与拉力大小的关系

我发现：大　短　快

同步测评

C

2. 用气球驱动小车

活动记录

 气球运动方向与气体喷出方向的关系

我发现：气球运动的方向与气体喷出

的方向相反。

 怎样能使气球小车行驶得更远

探究活动一：

我发现：较大的气球使小车行驶得较远。

探究活动二：

我发现：较细的喷管使小车行驶得较远。

同步测评

一、B

二、

    

3. 用橡皮筋驱动小车

活动记录

 玩玩橡皮筋

1. 变长　恢复原来的长度

2. 往回拉的

 安装橡皮筋动力小车

1. 被拉长

2.  √车轴转动

√橡皮筋回到原来的长度

同步测评

1.B　2.C　3.C　4. A 

4. 弹簧测力计

活动记录

 认识弹簧测力计

1.A：提环    B：弹簧 　C：指针   

D：刻度板 　E：挂钩 　2. 5

3. 变长　向下　恢复原来的长度

4. 略

 弹簧测力计的正确使用

1. 弹簧测力计的正确操作是：

√先检查指针是否指“0”

√  先估测，不会超过最大测力限度的

物体才能挂在测力计的挂钩上

√读数时，视线要和指针相平

2. 略

同步测评

1.

　　

N
0
1
2
3
4

A A

A

5

0
1
2
3
4
5

N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2.（1）2　0.1　5　0.2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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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动与摩擦力

活动记录

 感受摩擦力

√用力向前推时，桌面会阻碍手向前

√毛巾阻碍的力量比桌面大

√  手向下的力量越大，感觉到的阻碍

运动的力就越大

 从垫铅笔到车轮

安装车轮和垫铅笔相比：

√运动方式一样

√  两种方式拉动小车用的垫圈数都比

实验 1 用得少

√车轮能随着重物移动，更方便

同步测评

答案建议思路：这是一个对比实验，

研究物体的重量是否会影响摩擦力的大小，

可以改变的条件就是物体的重量，其余条

件（接触面、运动方式等）应尽量保证相同。

我们可以仿照教材操作，找一个硬纸盒，

通过改变硬纸盒中的橡皮数量来改变运动

物体的重量，用垫圈拉动纸盒在桌面上运

动，记录刚好拉动纸盒运动起来时所需要

的垫圈数，就可以知道物体重量是否会影

响摩擦力的大小了。

6. 运动的小车

活动记录

 感知橡皮槌运动时的能量

1. ①③⑥

2. 声音更大，振动更明显，乒乓球被

弹开的幅度更大等。

3. √速度大时

同步测评

②③④⑤

7. 设计制作小车（一）

活动记录

 明确制作任务

√小车有自己的动力   

√  小车要有持续动力，还要有一定的

速度和载重量

√小车必须小于或等于 25 厘米

√小车可以用反冲力或弹力做动力

√  制作小车的材料只能在提供的材料

中选择

 初步设计并选择材料

（略） 

8. 设计制作小车（二）

活动记录

（略）

单 元 测 评

一、选择。

1.D　2.A  B　3.C　4.C

二、填空。

1. 重力　弹力　反冲力    

2. 运动　越快

3. 推力　反冲力

4. 小　大

三、判断。

1.×　2.×　3. √　4. √　5. √

四、看图回答。

1.（1）

   

（2）使用更大的气球，安装多个气球，

寻找更平整的路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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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AC　（2）3.6N 或 3.6 牛顿

五、简答。

在汽车轮胎上加装防滑链，可以增大

车轮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不容易打滑；

及时清理道路上的冰雪，以免路人或车辆

因为摩擦力太小而摔倒或刹车失灵；行人

穿鞋底上有明显花纹的鞋，可以增大与地

面的摩擦力，不易摔倒；汽车尽量减少载

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