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标聚焦

１. 了解放大镜的工作原理ꎮ







２. 会使用放大镜观察细小物体或物体的细节ꎮ







３. 能根据放大镜的特征ꎬ 利用简单的材料制作简易放大镜ꎮ







４. 激发学生用放大镜观察身边世界的兴趣ꎮ








　 　 关键点击

１. 正确使用放大镜观察身边的物体ꎬ 比较与眼睛观察的结果有什么不同ꎮ
２. 观察与放大镜同样有放大物体图像功能的物

体ꎬ 试着发现它们的工作原理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放大镜又叫(　 　 　 )ꎬ 它具有(　 　 　 )、 (　 　 　 )、 (　 　 　 )的特

点ꎮ
(２) 放大镜不仅能将物体图像( 　 　 　 )ꎬ 而且能让我们观察到(　 　 　 )

观察不到的细节ꎮ
(３) 圆柱形和球形的透明器皿装上水也有(　 　 　 )功能ꎮ

２. 我的理解ꎮ
(１) 我能说出正确使用放大镜的方法ꎮ

１



(２) 让我来告诉你们放大镜的工作原理吧!


 

二、实践操作

　 　 验证下列物品是否有放大作用ꎮ
我的实验记录表

我的猜测 验证 １ 验证 ２ 结论

烧瓶

烧杯

盐水瓶

水滴


 

三、课外拓展

　 　 　 　 大家在研究使用放大镜放大物体的活动中ꎬ 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
有的放大镜放大的倍数大ꎬ 有的放大镜放大的倍数小ꎮ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

你试着研究一下吧!


 

四、资料袋

　 　 
 

凸 透 镜

　 　 凸透镜是中央部分较厚的透镜ꎮ 凸透镜分为双凸、 平凸和凹凸 (或正弯

月形) 等形式ꎬ 薄凸透镜有会聚作用故又称聚光透镜ꎬ 较厚的凸透镜则有望

远、 发散或会聚等作用ꎬ 这与透镜的厚度有关ꎮ 凸透镜可用于放大镜、 老花

眼及远视的人戴的眼镜、 摄影机、 电影放映机、 显微镜、 望远镜的透镜等ꎮ

２



　 　 目标聚焦

１. 会使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昆虫的特殊构造ꎬ 发现昆虫王国的更多秘密ꎻ
知道使用工具比只用眼睛观察获得的信息更多ꎮ

















２. 知道蝴蝶的翅、 蝇的眼、 蟋蟀的耳、 昆虫的触角等方面的特殊构造ꎬ 了

解蚜虫和草蛉之间的生活习性ꎬ 从而获得对昆虫世界更多的了解ꎮ

















３. 在获得更多昆虫知识的过程中ꎬ 进一步激发自己探索昆虫世界的兴趣ꎮ














　 　 关键点击

　 　 在使用放大镜观察昆虫的构造时ꎬ 一定要耐

心、 仔细ꎬ 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更多的信息ꎬ 相

信你能行的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用放大镜观察发现ꎬ 蟋蟀的 “耳朵” 在(　 　 　 　 )ꎮ
(２) 蚜虫的天敌是(　 　 　 　 )ꎮ
(３) 昆虫的身体分为( 　 　 　 )、 ( 　 　 　 )、 ( 　 　 　 )三部分ꎬ 头部有

(　 　 　 )对触角ꎬ 胸部有(　 　 　 )对足ꎮ
２. 我会画ꎮ

　 　 我能画出用放大镜观察到的三种昆虫的触角ꎮ

　 　

３




 

二、实践操作

　 　 让我们走进大自然ꎬ 去观察活蹦乱跳的昆虫ꎮ
我的观察记录表

昆虫画像 观察记录

昆虫名称

地点

方法

内容


 

三、课外拓展

　 　 请观察蚂蚁的口器ꎬ 你发现了什么?


 

 四、资料袋

　 　 
 

昆虫的复眼

昆虫的复眼是由六边形的小眼构成的ꎬ 复眼的体积越大ꎬ 小眼面的数量

就越多ꎬ 它们的视力就越强ꎻ 反之ꎬ 复眼的体积越小ꎬ 视力就越弱ꎮ 在所有

的昆虫中ꎬ 蜻蜓的复眼最大ꎬ 它们鼓鼓地突出在头部的两侧ꎬ 占了头部总面

积的三分之二以上ꎬ 大约由 ２８０００ 个小眼面组成ꎮ 蜻蜓的视力是很发达的ꎬ
能在飞行中捕捉小昆虫ꎮ

４



　 　 目标聚焦

１. 认识周围常见的晶体物质ꎬ 知道物质内部是有一定结构的ꎬ 晶体是物质

存在的一种形式ꎮ

















２. 用放大镜观察常见的晶体物质ꎬ 并用图进行记录ꎬ 培养学生准确画图的

能力ꎮ

















３. 能自己动手制作晶体ꎮ








　 　 关键点击

１. 观察晶体ꎬ 认识晶体ꎮ
２. 在了解、 探究晶体的基础上制作晶体ꎬ 制作

时注意食盐或味精溶液的浓度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我选择ꎮ
(１) 下列不属于晶体的是(　 　 　 )ꎮ

Ａ. 食盐　 　 　 Ｂ. 雪花　 　 　 Ｃ. 玻璃　 　 　 Ｄ. 味精

(２) 我们在课堂上制作晶体的方法是(　 　 　 )ꎮ
Ａ. 过滤　 　 　 　 　 　 　 Ｂ. 蒸发

２. 我会填ꎮ
(１) 晶体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ꎬ 它是(　 　 　 　 )的固体ꎮ
(２) 透明的物体(　 　 　 ) (一定ꎬ 不一定) 是晶体ꎮ
(３) 制作晶体的方法有(　 　 　 )和(　 　 　 )ꎮ


 

二、实践操作

　 　 １. 我知道制作食盐或白糖晶体的步骤ꎮ

５



２. 我会画出用放大镜观察到的食盐和白糖晶体的形状ꎮ

　 　 　 　 　

　 　 　 　 　 　 　 食盐　 　 　 　 　 　 　 　 　 　 　 　 白糖


 
三、课外拓展

　 　 　 　 在大自然中还有许多晶体ꎮ 选择你喜欢的一种晶体ꎬ 试着了解它的形成

过程ꎬ 把你搜集到的资料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四、资料袋

　 　 
 

我们身边的晶体

　 　 我们身边的固体物质中ꎬ 除了常被我们误以为是晶体的玻璃、 松香、 琥

珀、 珍珠等之外ꎬ 几乎都是晶体ꎮ 我们吃的盐是氯化钠的晶体ꎬ 味精是谷氨

酸钠的晶体ꎬ 冬天窗户玻璃上的冰花和天上飘下的雪花ꎬ 是水的晶体ꎮ

６



　 　 目标聚焦

１. 通过自制显微镜的探究活动ꎬ 知道两个不同放大倍数的凸透镜的组合可

以把物体的图像放得更大ꎮ

















２. 阅读列文虎克自制显微镜并发现微生物的故事ꎬ 了解显微镜发展的历

史ꎮ


















　 　 关键点击

　 　 比较用一个凸透镜和用两个凸透镜看到的物

体有什么不同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我判断ꎮ

(１) 在显微镜没有发明以前ꎬ 人们只能依靠眼睛探索和认识世界ꎮ

(　 　 　 )

(２) 世界上最早的显微镜是列文虎克制成的ꎬ 可以放大近 ３００ 倍ꎮ

(　 　 　 )

(３) 今天的电子显微镜可以把物体放大到 ２００ 万倍ꎮ (　 　 　 )

２. 我会填ꎮ

(１) (　 　 　 )的发明ꎬ 使人类步入了微观世界ꎮ

(２) 迄今为止ꎬ 最先进的显微镜是(　 　 　 )ꎮ

７




 

二、实践操作

　 　 我的观察记录表

物体名称 放大镜的观察发现 自制显微镜的观察发现


 

三、课外拓展

　 　 用自制显微镜观察研究身边的生命世界ꎬ 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ꎮ


 

四、资料袋

　 　 
 

电子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是根据电子光学原理ꎬ 用电子束和电子透镜代替光束和光学

透镜ꎬ 使物质的细微结构在非常高的放大倍数下成像的仪器ꎮ 电子显微镜的

分辨本领虽已远胜于光学显微镜ꎬ 但是因为电子显微镜需要在真空条件下工

作ꎬ 所以很难观察活的生物ꎮ 此外ꎬ 电子束的照射也会使生物样品受到辐照

损伤ꎮ

８



　 　 目标聚焦

１. 在探究过程中进一步明确显微镜的作用ꎮ










２. 使用显微镜观察洋葱表皮细胞ꎬ 对细胞形成初步认识ꎮ










３. 学会制作洋葱表皮细胞切片的方法ꎮ










４. 掌握正确使用显微镜的方法及步骤ꎮ











　 　 关键点击

　 　 正确使用显微镜观察洋葱表皮细胞切片ꎬ 比

较一下用肉眼或用放大镜观察到的图像有什么不

同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我知道我们使用的光学显微镜有几部分ꎮ

２. 我知道制作洋葱表皮细胞切片所需要的材料和工具ꎬ 我能把它们都写出

来ꎮ

９




 

二、实践操作

　 　 　 　 我的观察记录表

洋葱表皮细胞结构 我的发现

　 １. 　 　

　 ２. 　 　

　 ３. 　 　

　 ４. 　 　


 

三、课外拓展

　 　 洋葱表皮细胞是由几部分构成的? 你能说出它各部分的名称吗?


 

四、资料袋

　 　 
 

细　 胞

　 　 绝大多数细胞都非常微小ꎬ 超出人的视力极限ꎬ 观察细胞必须用显微

镜ꎮ １６６３ 年ꎬ 罗伯特胡克在观察软木的切片时看到软木中含有一个个小

室ꎬ 就把它命名为 “细胞”ꎮ 其实这些小室并不是活的细胞ꎬ 而是细胞壁所

构成的空隙ꎬ 但细胞这个词就此被沿用下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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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聚焦

１. 进一步对生物细胞进行观察ꎬ 知道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ꎮ







２. 了解细胞对生命体的意义ꎮ







３. 培养观察能力和归纳概括的能力ꎮ








　 　 关键点击

　 　 仔细观察ꎬ 知道什么是细胞ꎬ 获得关于细胞

的丰富的感性认识ꎮ


 

一、智能积累

　 　 １. 生物体都是由(　 　 　 )组成的ꎮ
２. 第一个发现和提出 “细胞” 这个名称的人是(　 　 　 　 　 )ꎮ
３. ( 　 　 　 　 　 )的建立被誉为 １９ 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ꎮ


 

二、实践操作

　 　 我整理的细胞作用的网状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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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外拓展

　 　 　 　 人体也是由各种细胞组成的ꎬ 如果人体某个部分的细胞大量死亡ꎬ 将会

怎样?


 

四、资料袋

　 　 
 

人体细胞

１. 人体最大的细胞是成熟的卵细胞 (直径约 ０.１ 毫米)ꎮ
２. 人体最小的细胞是血小板 (直径约 ２ 微米)ꎮ
３. 人体寿命最长的细胞是神经细胞ꎮ
４. 人体寿命最短的细胞是白细胞ꎮ

　 　 目标聚焦

１. 利用显微镜观察水中的微生物ꎮ







２. 能够用多种方式描述观察到的水中的微生物ꎬ 并对照搜集到的资料ꎬ 了

解更多关于微生物的知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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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点击

　 　 学会用科学的方法观察水中的微生物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水中常见的微生物有(　 　 　 )、 (　 　 　 )、 (　
　 　 )、 (　 　 　 )等ꎮ

２. 我们可以利用(　 　 　 )培养微小生物ꎮ
３. ( 　 　 　 )也是生物ꎬ 具有同其他生物一样的共同特征ꎮ


 

二、实践操作

　 　 我的观察记录表

水中微生物画像 查阅资料的信息

１.

２.

３.


 

三、课外拓展

　 　 　 　 生活中有很多发霉的物体ꎬ 你能试着选择一种霉菌进行观察吗? 把你的

发现写下来与大家一起分享吧! (注意不要直接接触霉菌ꎮ)


 

四、资料袋

　 　 
 

微生物

　 　 微生物是包括细菌、 病毒、 真菌以及一些小型的原生动物等在内的一大

类生物群体ꎬ 它们个体微小ꎬ 却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ꎮ 微生物在自然界中可

谓 “无处不在”ꎬ 涵盖了有益有害的众多种类ꎬ 广泛涉及健康、 医药、 工农

业、 环保等诸多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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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聚焦

１. 体会由于观察工具的改进ꎬ 扩大了人类的观察范围ꎬ 激发进一步探究微

小世界的欲望ꎮ

















２. 对获得的信息进行整理ꎬ 培养分析综合能力和归纳概括能力ꎮ








　 　 关键点击

　 　 知道人类观察工具的发展与人类观察视野拓

展的关系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有些微生物能为我们提供食物或帮助我们生产食物ꎬ 下面哪一种食物不是

在微生物的帮助下生产的? (　 　 　 )
Ａ. 面包　 　 　 Ｂ. 馒头　 　 　 Ｃ. 白酒　 　 　 Ｄ. 米饭

２. 微生物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污水ꎬ 下面处理污水的过程中哪一个部分用到了

微生物? (　 　 　 )
Ａ. 格栅　 　 　 Ｂ. 初沉池　 　 　 Ｃ. 生化池　 　 　 Ｄ. 二沉池


 

二、实践操作

　 　 我的调查报告

　 我感兴趣的专题: 　 　

　 我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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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外拓展

　 　 　 　 微生物对人类的作用很大ꎬ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它对食物的作用ꎮ
(试用酵母菌发面ꎮ)
　 　 准备面粉 １００ 克ꎬ 干酵母 １０ 克ꎮ 用约 ５０ 毫升温水将干酵母化开ꎬ 加入

面粉和匀ꎬ 揉成面团ꎮ 观察面粉的发酵ꎮ
为了观察发酵时面团体积的变化ꎬ 可以准备一个 ５００ 毫升的量筒ꎬ 把面

团压入量筒ꎬ 记下体积ꎬ 加上棉塞ꎮ 置于适宜的温度环境中ꎬ 每隔 ３０ 分钟

记录一次面团的体积ꎬ 观察三到四次ꎬ 并把结果记录下来ꎮ


 

四、资料袋

　 　 
 

抗生素

　 　 你知道吗? 微生物也有有益的一面ꎮ 最早是弗莱明从青霉菌抑制其他细

菌的生长中发现了青霉素ꎬ 这对医药界来讲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ꎮ 后来大量

的抗生素从放线菌等的代谢产物中筛选出来ꎮ 抗生素的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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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聚焦

１. 知道科学探究是为了解决与科学有关的问题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ꎮ










２. 初步认识物质是我们能直接或间接观察到的实际存在的东西ꎬ 整个世界

都是由物质构成的ꎮ

















３. 初步知道物质的变化有两大类ꎬ 一类仅仅是形态的变化ꎬ 另一类会产生

新的物质ꎮ

















４. 掌握使物质产生变化的方法ꎬ 培养自己动手实践的能力ꎮ











　 　 关键点击

　 　 认真观察物质发生变化的全过程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我的理解ꎮ
(１) 我知道身边的物质有哪些ꎮ

(２) 我能举例说明物质发生了什么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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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我会填ꎮ

　 　 像蜡烛熔化、 纸折叠、 铁熔化这样的变化ꎬ 仅仅是　 　 　 　 发生了变

化ꎻ 像蜡烛、 木块燃烧这样的变化ꎬ 不仅仅是　 　 　 　 发生了变化ꎬ 还会

　 　 　 　 　 　 　 　 　 　 　 　 　 ꎮ


 
二、实践操作

　 　 我的实验记录表

让物质发生变化

物　 质 方　 法 产生的变化


 

三、课外拓展

　 　 　 　 在燃烧蜡烛的实验中ꎬ 蜡烛燃烧会放出光和热ꎬ 同时蜡烛会变软、 熔

化ꎮ 这说明了什么?


 

四、资料袋

　 　 
 

物质三态

　 　 通常所见的物质有三态: 气态、 液态和固态ꎮ 物质是由分子、 原子构成

的ꎮ 处于气态的物质ꎬ 其分子与分子之间距离很远ꎻ 对于液态物质来说ꎬ 构

成它们的分子彼此已靠得很近ꎻ 对于固态物质来说ꎬ 构成元素的原子一个挨

着一个ꎬ 组成一个 “点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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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聚焦

１. 知道有些物质变化明显ꎬ 有些物质变化不明显ꎮ










２. 通过观察白糖、 蜡烛的变化过程ꎬ 进一步认识物质变化的两大类型———物

理变化和化学变化ꎮ



















　 　 关键点击

　 　 认真观察实验现象ꎬ 你会有很多发现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我选择ꎮ

(１) 把沙和豆子混合后ꎬ 再用筛网分离开ꎬ 发现它们(　 　 　 )ꎮ

Ａ. 有明显变化　 　 　 　 　 　 Ｂ. 没有明显变化

(２) 物质有些变化只改变了物质的状态、 形状、 大小等ꎬ 没有产生新的不

同于原来的物质ꎬ 这类变化称为( 　 　 　 )ꎻ 有些变化产生了新的物

质ꎬ 我们把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称为(　 　 　 )ꎮ

Ａ. 化学变化 Ｂ. 物理变化

２. 我判断ꎮ

(１) 物体可以发生形态变化ꎬ 也可以发生产生新物质的变化ꎮ (　 　 )

(２) 鸡蛋在醋中会产生气泡ꎬ 说明产生了新物质ꎮ (　 　 )

(３) 加热白糖只是让白糖从固态变成液态ꎬ 是物理变化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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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操作

　 　 １. 混合沙和豆子的实验ꎮ

混合前的特点 混合后的变化 分离后的变化

沙

豆子

２. 加热白糖和蜡烛的实验ꎮ

加热前 预　 测 加热后的变化

白糖

蜡烛


 

三、课外拓展

　 　 　 　 你爱吃冰糖葫芦吗? 你能说一说它是怎么做成的吗? 回去试着做一做ꎮ


 

四、资料袋

　 　 
 

混合物

混合物是由两种及两种以上纯物质 (元素或化合物) 没有经化学合成而

组成的物质ꎮ 它没有固定的组成和性质ꎬ 而其中的每种单质或化合物都保留

着各自原有的性质ꎮ 混合物可以用物理方法将所含物质加以分离ꎮ 如: 含有

氧、 氮、 稀有气体、 二氧化碳等多种气体的空气ꎬ 含有各种有机物的石油

(原油) 以及天然水、 溶液、 泥水、 牛奶、 合金、 石灰石等都是混合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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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聚焦

１. 通过对淀粉踪迹的探究ꎬ 培养细致观察、 科学记录的探究能力ꎮ










２. 通过学习ꎬ 进一步了解淀粉与碘酒能发生变色反应ꎬ 这变色的物质是一

种新物质ꎮ



















　 　 关键点击

　 　 根据淀粉与碘酒发生变色反应的现象ꎬ

认真开展找淀粉的探究活动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我知道为什么米饭或馒头放到嘴里咀嚼一会儿会出现甜味ꎮ

２. 我知道什么是淀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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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操作

　 　 寻找淀粉的踪迹ꎮ

我的实验记录表

　 　 　 班　 组长　 　 　 　 　 　 　 年　 　 月　 　 日

食物名称 我的推测 验证方法 我的发现 结论


 

三、课外拓展

　 　 　 　 小明给小华制作了一张贺卡ꎬ 可是小华在贺卡上什么也没有看见ꎬ 小明

神秘地告诉小华说: “我在制作的过程中用到了淀粉ꎮ” 你能帮助小华看到贺

卡上的内容吗? 说说为什么ꎮ


 

四、资料袋

　 　 
 

淀　 粉

淀粉是植物体中贮存的养分ꎬ 存在于种子和块茎中ꎬ 各类植物中的淀粉

含量都较高ꎬ 大米中含淀粉 ６２％ ~ ８６％ꎬ 麦子中含淀粉 ５７％ ~ ７５％ꎬ 玉米中

含淀粉 ６５％~７２％ꎬ 马铃薯中含淀粉 １２％~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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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聚焦

１. 经历把小苏打和白醋混合的过程ꎬ 知道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后的变化ꎮ







２. 知道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后会产生二氧化碳ꎬ 通过实验探究二氧化碳的特

点ꎮ

















３. 培养细致观察、 乐于合作、 科学探究的精神ꎮ








　 　 关键点击

　 　 在把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前要掌握好两者的混

合比例ꎬ 以免影响实验效果ꎮ


 

一、智能积累

　 　 　 　 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后ꎬ 会产生( 　 　 　 )气体ꎬ 它是( 　 　 　 )的组成部

分ꎬ 它能使燃着的火焰(　 　 　 )ꎬ 它的产生属于(　 　 　 )变化ꎮ


 
二、实践操作

　 　 １. 我的观察记录ꎮ

混合前的特点 混合后的发现

小苏打

白　 醋

２. 二氧化碳特点的研究ꎮ

实验一: 往装有二氧化碳的杯子里插入燃烧的细木条ꎮ

观察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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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把杯中的二氧化碳倒在蜡烛的火焰上ꎮ

观察到的现象: 　

通过两个实验初步得出的结论: 　


 
三、课外拓展

　 　 二氧化碳在日常生产、 生活中的应用很广泛ꎬ 你能把你知道的告诉大家吗?


 

四、资料袋

　 　 
 

小苏打

　 　 小苏打即碳酸氢钠ꎬ 又叫酸式碳酸钠ꎬ 属酸式盐ꎮ 人们通常只知道可以

用它来发面包、 制汽水和做灭火剂ꎮ 其实ꎬ 它还有鲜为人知的用途ꎬ 如家庭

清洁ꎮ 对洗涤剂过敏的人ꎬ 不妨在洗碗水中加少许小苏打ꎬ 既不烧手ꎬ 又能

把碗、 盘子洗得很干净ꎮ

　 　 目标聚焦

１. 观察比较铁片与铁锈ꎬ 知道铁生锈变成了铁锈是一种化学变化ꎮ







２. 知道铁生锈的原因ꎮ







３. 能针对问题ꎬ 通过观察、 实验等方法搜集证据ꎻ 能根据需要ꎬ 从更多渠

道查阅有关资料ꎮ


















　 　 关键点击

１. 认识到证据在科学探究中的重要性ꎬ 能寻找更多的证据证明铁生锈变成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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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是化学变化ꎮ
２. 能做控制变量的简单探究性实验ꎬ 探究铁生

锈的条件ꎮ


 

一、智能积累

　 　 １. 铁生锈后ꎬ 表面会失去原有的 ( 　 　 　 　 )ꎬ 原来平整的表面会

(　 　 　 　 )ꎬ 严重的会(　 　 　 　 )、 (　 　 　 　 )ꎮ
２. 对比铁和铁锈的不同ꎮ

铁 铁　 　 锈

颜　 色

硬　 度

光　 泽


 
二、实践操作

　 　 探索铁生锈的原因ꎮ
我猜测铁生锈可能与(　 　 　 )、 (　 　 　 )、 (　 　 　 )有关ꎮ

我的研究报告

　 研究的问题: 　 　

　 我们的假设: 　 　

　 实验的方法: 　 　

　 　 　 　 　 　 　 　 　

　 观察到的现象: 　 　

　 实验结果: 　 　


 

三、课外拓展

　 　 在我们身边还有哪些物质会生锈? 试着描述不同物质生锈的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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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料袋

　 　 
 

不锈钢不生锈的秘密

首先要明白ꎬ 不锈钢不是不生锈ꎬ 而是不容易生锈ꎮ
不锈钢不容易生锈与它的成分有很大的关系ꎮ 不锈钢的成分中除了铁

外ꎬ 还有铬、 镍、 铝、 硅等ꎮ 一般的不锈钢含铬量一般不低于 １２％ꎬ 高的甚

至达到 １８％ꎮ 钢中加入铬等元素后ꎬ 就能改变钢的性能ꎬ 例如钢的分子结构

更均匀ꎬ 在钢的表面更易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物保护膜等ꎬ 从而大大提高了

不锈钢耐腐蚀的能力ꎮ 所以不锈钢能抵抗火、 水、 酸、 碱和各种溶液对它的

腐蚀ꎬ 不容易生锈ꎮ

　 　 目标聚焦

１. 知道在我们周围ꎬ 有许多化学变化在进行着ꎮ







２. 学会判断物质是否发生化学变化的方法ꎮ








　 　 关键点击

　 　 要正确操作配制硫酸铜溶液及把铁钉放入硫

酸铜溶液的实验步骤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我知道什么是化学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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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我知道物质发生化学变化时都会伴随哪些现象ꎮ


 

二、实践操作

　 　 我的观察记录ꎮ
１. 把碘酒滴在米饭上ꎮ

实验现象: 　

是否发生化学变化: 　

２. 把蜡烛点燃ꎮ

实验现象: 　

是否发生化学变化: 　

３. 把白醋倒入装有小苏打的瓶子ꎮ

实验现象: 　

是否发生化学变化: 　

４. 把铁钉放入硫酸铜溶液中ꎮ

实验现象: 　

是否发生化学变化: 　

　 　 我的实验结论: 　

　


 
三、课外拓展

　 　 　 　 这节课我们认识了一些化学变化伴随的现象ꎮ 在日常生活中ꎬ 是不是还

有其他判断物质是否发生化学变化的方法呢? 赶快去探究一番吧! 别忘了把

你的发现和我们一起分享啊!


 

四、资料袋

　 　 　 　 
 

化学变化

化学变化是指有新物质产生的变化ꎬ 又叫化学反应ꎮ 化学变化在生产和

生活中普遍存在ꎮ 如铁的生锈、 节日的焰火、 酸碱中和等等ꎮ 化学变化常伴

有光、 热、 气体、 沉淀产生或颜色气味改变等现象发生ꎬ 可以参照这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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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判断有无化学反应发生ꎮ 但要注意跟物理变化的区别ꎮ 物理变化也常伴有

发光 (电灯)、 放热 (摩擦)、 放出气体 (启开汽水瓶盖)、 颜色变化 (氧气

变成液氧) 等现象发生ꎬ 只是没有新物质生成ꎬ 这是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的

根本区别ꎮ

　 　 目标聚焦

１. 能提出探究活动的大致思路ꎻ 能做控制变量的简单实验ꎬ 探究铁生锈的

条件ꎻ 能利用简单表格整理有关铁生锈的资料ꎻ 能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式

表述研究过程和结果ꎮ























２. 认识铁生锈的条件ꎬ 认识铁生锈对人们生活的影响ꎮ








　 　 关键点击

　 　 能通过对比实验研究铁生锈快慢与哪些条件

有关ꎬ 并掌握好实验中的变量和不变量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我的理解ꎮ
(１) 我知道铁在什么条件下生锈的速度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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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我知道怎样做可以减缓铁生锈的速度ꎮ

２. 我会填ꎮ

铁涂上油漆能防止生锈是因为 　 ꎮ


 
二、实践操作

　 　 铁钉生锈快慢对比实验ꎮ

研究问题: 　

我们的猜测: 　

不变条件: 　

需要改变的条件: 　

我的观察记录ꎮ

放置位置

生锈速度

我的结论: 　


 
三、课外拓展

　 　 查找资料ꎬ 在小组中说一说金属生锈的利与弊ꎮ


四、资料袋

　 　 
 

埃菲尔铁塔与防锈

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高 ３２０ 米ꎬ 由 １２０００ 个金属部件连接ꎬ 共用钢 ９０００

多吨ꎮ 从它建成的那一天起ꎬ 人们就为它的防锈做着努力ꎮ 埃菲尔铁塔是用

油漆涂装防锈的ꎮ 埃菲尔铁塔的涂装是一项高难度的复杂工程ꎮ 悬空作业的

油漆工首先要用高压水雾喷枪喷洗 ２０ 万平方米的塔身表面ꎬ 彻底清除日积

月累的鸟粪等污垢ꎻ 接着ꎬ 严格检查原有油漆的状况ꎬ 并用手锤、 便携砂轮

敲除和打磨已经损坏腐蚀的油漆ꎻ 然后ꎬ 给塔涂上两层防锈漆ꎻ 最后ꎬ 再涂

一层褐色的面漆ꎮ 整个工程共需油漆 ６０ 吨ꎬ 由 ２５ 名油漆工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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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聚焦

１. 进一步了解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ꎬ 物质会发生变化ꎬ 物质的变化一般分

成两类: 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ꎮ

















２. 了解物质变化与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关系ꎮ








　 　 关键点击

　 　 认真学习物质产生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对

我们生产和生活的作用ꎮ


 

一、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物 质 的 变 化 分 为 ( 　 　 　 　 ) 和

(　 　 　 　 )ꎬ 它们的特点分别是(　 　 　 　 　 )和(　 　 　 　 　 )ꎮ
２. 我理解ꎮ

我知道物质的变化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ꎮ


 

二、实践操作

　 　 　 　 很多人都喜欢喝饮料ꎬ 你能试着自己制作饮料吗? 在制作过程中想一想

物质都发生了哪些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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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外拓展

　 　 　 　 请通过实验和查阅资料的方法ꎬ 试着写一写食物进入人体后ꎬ 都在哪些

部位产生了化学变化ꎮ


 

四、资料袋

　 　 
 

物理变化

　 　 物理变化是没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ꎮ 如固态的冰受热融化成水ꎬ 液态的

水蒸发变成水蒸气ꎻ 水蒸气冷凝成水ꎬ 水凝固成冰ꎮ 水在三态变化中只是外

形和状态发生变化ꎬ 并没有新的物质产生出来ꎬ 所以属于物理变化ꎮ 又如扩

散、 聚集、 膨胀、 压缩、 挥发、 升华、 摩擦生热、 铁变磁铁、 通电升温发

光、 活性炭吸附氯气等都是物理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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