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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与气候第一单元

天气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天气的变化有什

么规律？我们从哪些方面观测天气？怎样观测？

从一天、一个月到一年的天气变化中，我

们能发现怎样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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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量气温

1. 认识气温计，学习使用气温计测量气温。

科学实践

一天的气温

描述天气时经常提到气温。人们是怎样测量气温的？一天中的气

温是怎样变化的？

刻度

液柱

玻璃
泡

    读数时，要平

视液柱中的液面。

温度
单位

3



2. 在室外背阴和阳光照射的地方分别测一测气温，有什么发现？

3.  每隔一段时间测量一次气温，把测得的气温数据记录下来。

4.  把气温数据绘制成折线统计图，并分析一天中气温变化的大致规律。

8: 00 9: 00 10: 00 12: 00 15: 00 18: 0011: 00
0

4

12

8

16

20

24

28

32

36

14: 00 17: 0013: 00 16: 00 19: 00 时间

气温 / ° C

 
  天气预报中的气温是指在室外空气流通、不受阳光

直射的空旷处、距离地面约1.5米测得的空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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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小常识——百叶箱

拓展与应用

干球温度表

湿球温度表

湿度表

最高温度表

最低温度表

气象人员一般用安装在百叶

箱中的温度表测量气温。百叶箱

一般安放在草坪上，箱门向北开，

以免阳光直射入箱内。箱内温度

表的玻璃泡要距离地面 1.5 米左

右。百叶箱中除了安装着温度表

外，还安装着测量大气湿度的湿

度表。此外，大百叶箱中一般安

装带有传感器的温度计和湿度计，

可以自动、连续地记录温度和湿

度数据。

天气预报中的气温有定时气温（一

般基本站每日在2 ： 00、8 ： 00、14 ： 00、

20 ： 00 观测，共观测4次；基准站每

日观测24次）、日最高气温、日最低

气温，根据需要，还会有日均温、月

均温和年均温。

想办法查找当地的气温资料，

了解当地气温的月变化和年变化是

怎样的。

5



2 风向和风力

风是一种常见的天气现象。怎样观测风呢？

观测风

1. 今天的风是什么方向？风向是怎样确定的？

科学实践

  风吹来的方向叫风向。比

如，从东面吹来的风叫作东风。

北

北风

西风 东风

南风

西 东

东北

东北风西北风

西南风 东南风

西北

西南 东南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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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级举伞步行艰

9级屋顶飞瓦片

7级迎风走不便

10级拔树又倒屋 11、12级陆上很少见

8级风吹树枝断

3级叶动红旗展 4级风吹飞纸片 5级带叶小树摇

0级烟柱直冲天 1级青烟随风偏 2级风来吹脸面

2.  在天气预报中，常听到如“北风3到4级”之类的用语，这里的“3到4

级”是指风力。风力是怎样确定的？

  风力是指风的强度。一般根据风吹到地面或海面的物体上产生的各种现

象，把风力的大小分为13级，最小是0级，最大是12级。现在，气象部门又把

12级以上、摧毁力极大的风补充到18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根据下面的“风级歌”来估测风力。

7



 

3.  我们可以制作简易的“风向标”或“风旗”来观测风。

    风向标静止后，箭头所指

示的方向就是风向。

  风不仅有方向，还有速度，即风速。不同的风速对应不同的风力等级。气

象观测部门常用风向风速仪观测风向和风速。其中，风向标箭头的指向即为来

风方向，根据风杯的转速可以计算出风速。风速一般以米/秒（m/s）为单位。

风向标

风杯

手持风速仪

气象观测站风塔的风向风速仪

8



3

观测云

1. 到室外观察天空中的云，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下来。

2. 我们观察到的天空中的云是多还是少？怎样描述和记录天空中的云量？

科学实践

观测云和雨

云和雨也是常见的天气现象。怎样观测云和雨呢？

 
  云量是指云遮蔽天空的

情况。把观察范围内的天空

均分为10份，估计云遮蔽的

份数，就是云量。根据云量

的多少，可以把天气分为晴、

少云、多云和阴。

    云量的多少与天

气之间有什么关系？

9



    观测前加清水

至最低刻度。

1. 天空中的降雨有时大，有时小。怎样知道降雨的多少呢？

2. 了解气象观测站是怎样测量降雨量的。

3. 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雨量器，并尝试用它测量降雨量。

4. 雨、雪、冰雹等都属于降水。想一想，怎样测量降雪量？

测量降雨量

    如果没有下雨，我

们可以用喷壶模拟降雨。

    下雨时，是否可以用

容器将雨水收集起来，再

测量降了多少雨呢？用哪

种容器合适？

 
  一定时间内，降落在平地上（假定无蒸发、渗漏、流失等）的雨水深度，称为降

雨量。通常用雨量器测定，以毫米为单位。

    漏斗式雨量器是气象观测站测量降雨量的基本仪器。降雨时，雨水通过漏斗流入

储水瓶。测量时，将储水瓶取出，把雨水

倒入量杯内，从量杯上读出的刻度数就是

降雨量。

    根据单位时间内降雨量的多少，气象

部门把降雨划分成小雨、中雨、大雨、暴

雨等不同等级。

    现在常使用具有自动记录功能的测量

仪器，使降雨量的测量更加方便、准确。漏斗式雨量器

10



4 气候和气象灾害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一年又一年，每年春天的天气变化有相似

的现象吗？

了解气候

科学实践

1. 搜集资料，了解我们所在的地方春、夏、秋、冬的天气特点。每

年四季的天气变化有什么规律吗？

    我们这里，每年夏

天高温，下雨比较多。

    但是，冬天寒冷

干燥，偶尔会下雪。

11



了解气象灾害

1. 在自然界中有哪些气象灾害？它们在什么季节比较常见？

2. 我们所在的地方容易发生哪种气象灾害？怎样防御气象灾害？

暴雨台风 霜冻

2. 其他地方春、夏、秋、冬的天气有什么特点？它们的变化有什么

规律吗？

    我住在东北的哈尔滨，

这里四季分明，冬季漫长寒

冷，夏季短暂凉爽。

    我住在南方的昆明，

这里四季如春，冬天也很

温暖，海鸥都会飞来过冬。

气候是指经过多年观察得到的一定地区内的平均气象情

况。天气总在发生着变化，气候却具有一定的规律。

12



单元回顾

    在本单元，我们使用简易观测工具，对气温、风向、风力、云量、降雨量等天气情

况进行观测，并记录、分析，从而学习了描述天气及其变化。我们还了解了气候，知道

气候和天气的概念不同；知道一些极端天气会引发气象灾害，了解了防御气象灾害的一

些措施。科学观测贯穿本单元的学习过程，基于观测获得描述天气现象和变化的信息，

从中我们能感受到工具在科学观测中的作用。

特征：

有一定

规律

天气现象

阴

晴

雨 雪

风

雷电

多年的平均

气象情况

天气测量气温

风向 风力

云量

降水量

气象灾害

暴雨

台风

霜冻

其他

特征：

经常变化

防御灾害

天气

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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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蚕第二单元

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开始种桑、养蚕、

缫丝、织绸了。2 000 多年前，西汉的张骞开辟

了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后，逐步形成了一条沟通

东西方的商贸通道，其中，丝绸是中外贸易最重要

的商品。这条商贸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养蚕不仅是一项生产劳动，还是一项有趣的

科学活动。通过养蚕，可以观察蚕一生的生长变

化，从中发现很多科学奥秘。

14



5

观察蚕卵

  蚕通过蚕卵的孵化产生下一代。蚕卵是什么样的？

科学实践

蚕出生了

幼蚕白白胖胖的，不停地吃着桑叶。蚕是怎样出生的？

    一粒蚕卵有多

大？我们怎样测量

和描述它的大小？

15



2.  用羽毛或毛笔将刚孵出的蚁蚕扫到养蚕盒里，观察蚁蚕的样子。

 拓展与应用

养蚕日记

蚕出生后，持续观察它们的生长变化，将观察到的现象和有趣的

发现记录下来。

孵化蚕卵

1.  在蚕卵上喷洒少量水后放到孵化盒里，再把孵化盒放到 25 ℃左右

的通风环境中。每天观察并记录蚕卵的变化，我们有什么发现？

 
    接触蚕卵和蚕

后，要把手洗干净！

16



怎样养好蚕

1. 通过调查、访问或查阅资料，了解人们是怎样养蚕的。

科学实践

怎样养蚕才能让蚕健康成长？

6 怎样养蚕

17



2.  蚕喜欢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给蚕安置一个舒适的家吧！

3.  蚕喜欢吃什么食物？蚕是怎样吃食物的？把有趣的发现记录下来。

除了桑叶，蚕吃其他食物吗？

    把养蚕盒放到25℃

左右、通风的环境中。

18



 拓展与应用

养蚕注意事项

1. 保证桑叶新鲜、干净。

  ● 保证桑叶的来源卫生，不要轻易采摘绿化

带中的桑叶。

  ●为了保证新鲜，要把桑叶放在冰箱里存放。

  ●把桑叶从冰箱里拿出来后，要静置一会儿，

让桑叶的温度上升到室温，并让桑叶上的水珠

自然变干或用纸巾擦干后，再喂给蚕吃。

2. 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喂养方法。

  ● 喂蚁蚕时，要选用黄中带绿的嫩桑叶。每

天喂4次，每隔4〜5小时喂1次。

  ● 喂幼蚕时，要选用较嫩的桑叶。每天上午

和下午各喂1次。

  ●蚕长大后，可适当选用较老的桑叶喂养。

3. 注意蚕室的环境卫生。

  ●每天做好蚕室的打扫工作。

  ●要及时清理死蚕，以免感染其他蚕。

  ●清扫时，不要用手抓蚕，要用蚕夹小心

地夹取或用羽毛、毛笔等工具赶蚕。

19



7 蚕的生长变化

蚕在生长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做了哪些观察记录？

观察蚕的生长变化

1. 蚕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仔细观察并记录下来。

科学实践

    蚕的身体一共有几

节？有几对足？

20



2. 在生长过程中，蚕的身体有哪些变化？

3.  蚕蜕皮前后有什么变化？蚕的一生会经历多少次蜕皮？

4.  蚕在什么时候开始吐丝？它是怎样吐丝和结茧的？

    蚕吐丝的时候尽

量不要挪动它！

    搭好结茧架，帮

助蚕结茧吧！

21



5.  蚕茧是什么样的？蚕结茧以后会发生什么变化？蚕茧里面有什么？

    蚕蛹有什么

特点？

2. 蚕蛾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蚕蛾和蝴蝶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观察蚕蛾

1. 蚕蛾是怎样从蚕茧里出来的？蚕蛾和蚕、蚕蛹有什么不同？

22



 拓展与应用

怎样抽丝

蚕丝是怎么得来的？让我们来试一试 “抽丝” 吧！

    1. 去掉蚕茧表面的乱丝。

    2. 将蚕茧放到盛水的锅内加热，水中加入少量的小苏打。

    3. 水沸腾后，继续煮10 ~ 15分钟，直到茧壳变松软。

    4. 向锅内加入一些凉水，使水温保持在60 ℃左右。然后在锅内轻轻搅动蚕茧，找

到丝头。

    5. 一边抽丝线，一边将抽出来的丝线缠绕起来。

    一根蚕丝有多长？比

一比谁抽的蚕丝最长！

1 2

3 4 5

3. 持续观察几天蚕蛾的生活，

有什么发现？

23



8

认识蚕的一生

1. 整理养蚕日记，说一说蚕的一生中身体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科学实践

蚕的一生

回顾我们的养蚕过程，蚕的一生是怎样的？

24



2. 根据蚕身体发生的变化，可以将蚕的一生分为几个阶段？

3. 蚕从卵孵化出幼虫开始，经历蛹、蛾（成虫）的变化，到最后死亡，

这一过程叫作蚕的生命周期。其他动物的生命周期是怎样的？还

有哪些动物也经历变态发育的过程？

卵 幼虫

成虫 蛹

 
  蚕的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在这些阶段

蚕的形态特征差别很大，像这样的生长变化叫作变态发育。

25



单元回顾

本单元是一个长周期的科学实践活动。通过近两个月的饲养和观察活动，我们亲历

了蚕一生的变化，了解了蚕的一生各个阶段的特征，认识了蚕的生命周期，从而知道蚕

在身体结构、生命周期等方面与其他动物有相同点和不同点。科学研究有时需要经历很

长时间，坚持观察，保持好奇心，是我们更好地学习科学所应持有的态度。

蚕的一生
其他动物

的一生

身体
结构

生命周期

幼虫卵 蛹

腹

成虫

头

3对足胸

1对触角

变态
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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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的生物第三单元

在我国云南的热带雨林中，生活着孔雀、大象等动物，

生长着望天树、榕树等植物。在其他环境中生活或生长

着哪些动物或植物？除了动物和植物，环境中还有哪些

物体？它们与动植物有什么不同？动物和植物有哪些适

应环境的特点？

27



9 生物与非生物

自然界中有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还有岩石、土壤等。它们哪些

是有生命的？哪些是没有生命的？

区分生物与非生物

1. 比较小狗和玩具狗、鲜花和人造花，找出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2.  找一找身边的环境中，哪些是有生命的物体，哪些是没有生命的

物体。

科学实践

28



4.  机器人能下棋、打扫房间，甚至能回答问题。它们是生物还是非生

物？为什么？

3. 什么是生物？生物有哪些共同特征？

繁殖出生 获取营养 生长、发育

生长 开花 结果萌发

自然界中，植物、动物等具有生命的物体叫生物；生物需要

从外界获取营养，能够生长、发育和繁殖。岩石、土壤等没有生

命的物体叫非生物；非生物不需要从外界获取营养，不能繁殖。

29



 拓展与应用

生物与非生物的关系

生物的生存离不开水、空气、土壤等非生物。

生物也会影响和改变环境中的非生物因素。

    植物枯败后落入土

壤，使土壤更加肥沃。

    蚂蚁、蚯蚓等动物

在土壤中生活，使土壤

更加疏松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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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比较不同环境中的植物

1. 观察水中生活的植物，它们的哪些特点有利于它们在水中生存？

科学实践

不同环境中的植物

叶宽大的芭蕉生活在水分充沛、气温较高的南方，在干燥、寒冷 

的北方很少能看到它们。植物的形态特点和它生活的环境有什么关系？

31



2. 生活在干旱环境中的植物有哪些特点？

3. 我们还了解生活在其他环境中的哪些植物？它们的形态有什么特

点？这些特点对它们在环境中生存有什么作用？

松树 椰子树

红树

榕树

猴
面
包
树

骆驼刺仙人掌

胡杨龙
舌
兰

仙
人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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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查当地有哪些植物资源，了解它们的形态特点和生活的环境。

  植物的形态是与它们的生长环境相适应的。例如，水生植物一般具有发达的

通气组织，如莲的叶柄和藕中都有能通气的孔眼，孔眼彼此贯穿形成输送气体的通

道网，这样使莲能够生长在缺乏氧气的淤泥中；沙漠植物的叶一般为细长的刺（减

少蒸发），茎粗大肥厚（贮存水分），根系发达（吸收水分），这样使它们能够适应

长期缺水的环境。

 
拓展与应用

栽培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是指根、茎、叶中至少有一种器官是肥厚多汁并具备贮

存大量水分功能的植物。这样，在土壤缺水时，这些植物可以暂时脱

离外界水分的供应而独立生存。

选择一种多肉植物进行栽培。为了使多肉植物更好地生长，应当

为它营造怎样的生活环境？

保留根部 选择透气的土壤 准备一些小石块

放在阳光充足、通风的环境中

    少浇水，浇水时

用晒过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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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同环境中的动物

企鹅生活在冰天雪地、气候寒冷的南极地区。企鹅是怎样适应寒

冷环境的？

比较不同环境中的动物

1. 不同的动物分别生活在什么环境中？它们有哪些特点？

科学实践

丹顶鹤

骆驼

金丝猴

非洲象

变色龙

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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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物是怎样适应环境的？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动物，它们的呼吸、

运动等方式有什么不同？ 

3.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动物怎样适应季节的变化？

  动物依季节不同而变更栖居地区的习性叫作迁徙。在鸟类中，有迁徙

习性的叫作候鸟，无迁徙习性的叫作留鸟。哺乳类中的蝙蝠类、驯鹿以及

昆虫中的蝗虫、美洲王蝶等也有迁徙现象。鱼类和鲸、海豚等的洄游也是

一种迁徙。

迁徙

换毛

储藏食物

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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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与应用

动物的巢穴

巢穴是动物栖息的地方。有的动物会依赖植物筑巢，有的动物会

打土洞或把天然的岩洞作为庇护所。

观察一些鸟巢的特征，并试着用身边的材料制作一个鸟巢。把它

挂到树林里，为小鸟安一个家吧！

    我们还知

道哪些形式的

动物巢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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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水 空气

不同环境中的植物

具有不同的形态特点

不同环境中的动物

呼吸、运动等方式不同

水生
植物 

沙漠
植物 

热带雨林
植物 

植物 动物

构成不同环境

森林
动物

水生
动物

草原
动物

其他环境
动物

其他
生物

在本单元，通过观察，我们知道了生物与非生物具有不同的特点，认识了生长在不同

环境中的植物其外部形态具有不同的特点，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动物其呼吸、运动等方式

不同；通过一些资料，我们知道了一些动物为了适应季节变化而具有的行为，了解了一些

动物依赖植物筑巢或作为庇护所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为我们认识动植物能够适应环

境，以及动植物之间、动植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奠定了基础。

非生物

其他环境
植物 

土壤 其他岩石

人类和动植物的家园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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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太阳

月球  

第四单元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白天常看到太阳东升

西落，夜晚常见到不同形状的月亮挂在空中。地

球、太阳和月球都是我们熟悉的天体，它们是

什么样的？

第四单元

38



12

地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

科学实践

认识地球的形状

地球是我们生活的家园。我们了解地球吗？

1. 生活在海边的人，观察从大海的远方行驶来的船，总是先看到船

的上部。这是为什么？

39



 

3. 找出更多的证据，证明地球是什么形状的。

  大约500年前，航海家麦哲伦率领船

队，从西班牙启程，向西航行，寻找通往

东方古国的航线。他们穿越大西洋，绕过

南美洲南端的海峡——今天的麦哲伦海

峡，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之后

继续向西，横越印度洋，绕过非洲南端的

好望角，历时大约3年，最后（部分船员

和船）回到了出发地——西班牙。

2. 地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提出我们的假设，再做模拟实验证实。

在地球仪上把麦哲伦船队航行的

路线标出来。从中我们能发现什么？

现在，宇航员

在太空中看到的地

球是什么样的？

40



 ：

4. 查阅资料，与同学们交流关于地球的知识。

古人对地球形状的认识

古人活动的地域非常有限，他们认为的地球形状是怎样的？

中国古人认为：天圆

如张盖，地方如棋局。

古代印度人认为：大

地由站在海龟背上的大象

们驮着。

古代苏美尔人认为：

世界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半

球，半球上空布满天体。

拓展与应用

4千米／时

用不同的运动方

式，大约多长时间能

绕地球赤道转一周？

900千米／时

300千米／时

  地球是在椭圆轨道上围绕着太阳运转

的一颗行星，运转一周为一年。

赤道周长 

约4万千米

赤道半径 

约6 378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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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太阳和月球

太阳、月球是我们最常见的天体。它们是什么样的？

认识太阳

1. 想办法观察太阳，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下来。

科学实践

 
    不能用肉眼直

接观察太阳，否则

会灼伤眼睛！

    我用观察太阳的护

目镜观察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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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月球

2. 查阅资料，与同学们交流关于太阳的知识。

耀斑

约139.2
万千米

黑子

日珥
  太阳距离地球大

约1.5亿千米。太阳的 

表面温度约为5 500摄

氏度，内部温度高达约 

1 570万摄氏度。太阳

的直径约为139.2万千

米，大约相当于地球直

径的109倍。如果它是

中空的，它的里面大约

可以装下130万个地球。

  太阳是由炽热气体组成的、能自身

发光发热的一颗恒星。

    这是我观察到

的月球！

1. 观察月球表面有什么特征，把观察到的现象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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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阅资料，与同学们交流关于月球的知识。

搜集更多关于地球、太阳、月球的资料，制作一份“地球、太阳

和月球”科普小报吧！

拓展与应用

月球是一颗本身不能发光、围绕着地球

运转的卫星，运转一周大约为30天。

  1609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经过潜心钻研，用风琴

管和透镜制造出能放大30多倍的望远镜，并用来观测天体。

通过望远镜，他惊奇地发现，月球表面原来不是平的，而

是有许多高低不平的山脉、大面积的平原和大大小小的坑

穴。根据这些观测，伽利略绘制了一幅月面图。

月陆

月海

山脉

环形山

约 3 476
千米

伽利略绘制的月面图

月陆和月海有

什么区别？

制作科普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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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观察月相的变化

1. 持续观察一段时间的月相，并记录下来。

科学实践

月相的变化

月亮的样子每天都不一样，它的变化有规律吗？

    月亮弯弯的，这应

该是蛾眉月吧？

    满月了，今天

的日期是多少呢？

    这是上弦月。

45



2. 交流月相观察记录，按照时间顺序给月相排序，寻找月相变化的

规律。

3. 月相的变化和月球的什么运动有关？做模拟实验进行研究。

2

3

4

1

    下半月的月相

会怎样变化呢？

地球上看到的月球被太阳照亮的样子叫作月相，

月相变化的周期大约是一个月。

小球“亮”的一面

要始终朝向太阳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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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和月相

拓展与应用

农历是我国的传统历

法，其中月的天数是按照月

相的变化周期来编排的。

农历每月初一完全看不见

月亮，这时的月相称为新

月，也称为“朔”。从初

一到十五，月相逐渐变

成蛾眉月、上弦月、凸

月，直到满月——又称为

“望”。从十五到三十，月

相又逐渐变成凸月、下弦月、蛾眉月，再回到新月。从一个新月

到下一个新月要经历一个月的变化，平均为29.5天。

我国的传统节日大多是按照农历确定的，如春节、元宵节、

中秋节等。这些节日的月相分别是什么样的？试着画一画吧！

    我们实际观察到的月

相多是“倾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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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地球、太阳、月球是我们最熟悉的天体。在本单元的学习中，通过实地观察、长期

观测、模拟实验、查阅资料等研究方法，我们了解了地球、太阳、月球的基本特征及相

互关系，进一步认识了月相变化的规律。在探究的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宇宙中天体的

巨大，体验到探究天体的乐趣，也对进一步探索宇宙的奥秘充满了向往。

是一颗

是太阳系的一颗

是地球的

月球

地球

太阳

绕
太
阳
运
转

绕
地
球
运
转

恒星

炽热气体

自身发光

黑子、日珥、耀斑……

月陆、月海、环形山……

近似球体

较大天体

自身不发光

月相变化

行星

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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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的变化第五单元

我们经常看到影子，影子有时长，

有时短，有时在我们前面，有时在我

们后面。它们是怎样产生的？

第五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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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们玩过影子的游戏吗？影子是怎样形成的？

探究影子形成的条件

1. 试着利用手和手边的材料制造影子。

2. 影子的形成需要哪些条件？

科学实践

会变的影子

  行进中的光被

阻挡时，就形成了

阻挡物的阴影。

光源 屏阻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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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影子的变化

2. 利用影子变化的规律，想办法用同一个物体制造一组不同的影子。

1. 想办法制造不同的影子，说一说我们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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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发光强度很大的一系列灯排列成圆形，

合成一个大面积的光源，可以把光线从不同角

度照射到工作台上，这样既能保证有足够的亮

度，同时又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子。人们把这样

的灯称为无影灯。

编排影子戏

试一试，我们能造出什么形状的影子？

 拓展与应用

    还可以制作

一些道具来编排

影子戏哟！

与同学合作，创设

情境，编排一部影子戏，

并进行表演吧！

    我们自己能制造一个

“无影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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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观测阳光下物体的影子

1. 制订观测阳光下物体影子的计划。

科学实践

阳光下的影子 

旗杆的影子在一天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准备观测材料和工具

选择观测地点

明确观测
和记录方法

    再标注好方向。

    为了方便读数，可以在

记录单上画一些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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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测并记录一天中阳光下物体的影子。

3. 整理观测记录的信息。说一说一天中阳光下物体的影子是怎样变化的。

古人利用影子制造的测量仪器

拓展与应用

圭表  利用正午时表

的影子长短推算节气和一

年时间的仪器。

正方案  用于测定方向的仪器。

日晷  利用晷针

影子位置的变化计量

时间的仪器。

    每次观测时，记录单的方

向和位置不能改变。

表

表影

阳
光

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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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本单元围绕着光和影进行学习。通过探究活动，我们分析了影子形成的条件，并进

一步学习选择恰当的工具进行科学观测，记录一天中阳光下物体影子发生的变化，揭示

影子的变化规律。我们还了解了古人利用阳光下的影子制造的各种测量仪器。在探究的

过程中，我们可以感悟到自然界中各种现象和过程都有着内在的规律，掌握这些规律并

加以利用，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中很多实际问题。

影子

行进中的光被阻挡时，就形成了阻挡物的阴影

一天的变化规律 一年的变化规律

阳光下的影子

影子的形成

光源 屏阻挡物

光源照射

变化
影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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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计时器第四单元

现在，我们通过钟表知道时间。在古代，

没有钟表这样的精密计时工具，人们用简易的

计时工具计量时间。有哪些简易的计时工具？

让我们来设计和制作一个简易计时器吧！

第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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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简易计时器是怎样计时的

科学实践

认识简易计时器 

古人常用哪些计时工具计量时间？它们是利用什么原理来计时的？

1. 观察水漏的结构，了解它是怎样计时的。

  水漏，也叫水钟。

它是以壶盛水，因此又

称漏壶。根据水均衡滴

漏原理，通过观测壶中

浮箭上的刻度来计时。
青铜漏壶

提梁

浮箭

在壶盖和提

梁当中有3个长

方孔，用以安插

并扶直浮箭。

铜壶滴漏出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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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沙漏的结构，了解它是怎样计

时的。如果制作一个沙漏，怎样控

制它的计时？

3. 观察日晷是由哪些结构组成的。它是怎

样计时的？

4. 用日晷模型模拟计时，应当怎样摆放日晷？

晷针

晷盘

当地纬度

地平面

底座

连接
管道

  日晷由晷针和晷盘组成，在晷盘的正反两面各有12个大格，每个大格代表2

小时（古代的一个时辰）。日晷摆放时坐南朝北（南高北低）。当太阳光照射到日

晷上时，晷针的影子投向晷面。太阳由东向西移动时，晷针在晷面上的影子会慢

慢地由西向东移动。这样，根据晷针影子的位置变化就可以指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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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日晷

日晷是古人常用的计时工具。让我们用身边的材料制作一个日晷吧！

设计和制作日晷

1. 设计一个日晷，画出它的设计图。

    北京大约在北纬40°，

晷盘的倾斜角应当是多少？
    晷面的刻度

应当怎么画？

18

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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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自己的设计图制作日晷。

2. 选择制作日晷的材料和工具。

这里倾角的度

数应当是90°减去

当地的纬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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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和改进日晷

1. 试着用自制的日晷计量时间。

2. 根据测试时发现的问题，改进自制的日晷。

3. 向同学展示自己制作的日晷，说一说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

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稳固底座

更换合适长度的晷针 

检查并调整晷盘倾角

检查晷针是否垂直晷盘

    手表显示现在

是 14：10 ……

    日晷指针的

影子指向……

    注意，日晷摆

放的方向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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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回顾

为了更精确地计量时间，从古至今人们发明了许多工具。在本单元，我们认识了古

代的计时工具，了解了它们计量时间的原理。然后，我们根据日晷计量时间的原理，设

计并制作了一个日晷。在设计、制作、测试和改进日晷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使用计时

工具能够更加便利、精确地计量时间，也感受到古人的聪明才智。

利用随时间推移

具有持续变化特征

的事物而发明的工具

日晷 水漏 沙漏

简易
计时器

利用阳光下物体的

影子计量时间

利用水的均衡滴漏

计量时间

利用沙的流动

计量时间

计时器
计量时间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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