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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才能让肥皂泡吹得更大？为什么肥皂泡呈现

彩色？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产生的？6500 万年前出现过

的恐龙为什么会灭绝？为什么会发生地震、火山等自然灾

害？……人类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回答，科学家已解决了很

多，但仍然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而且现在或今后

还会出现更多的新的科学问题等待我们研究。科学的任务

就是运用一些方法来发现、回答或解决关于自然和人类遇

到各种问题，发现科学规律并为人类服务。

让我们一起进入科学的大门，探究科学的奥秘，领略科

学的力量。

第 章1
科  学  入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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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多年前，我国古
人发明了火药

2008年，我国用火箭将神
舟7号送宇航员到太空迈步

图1-4  秋天的枫叶 图1-5  铅笔在水

中的“折断”

图1-3  壮观的火山爆发

古代指南针的发现开
启了远洋航海时代

现代人出行用通过卫星导航的GPS

图1-1  从火药到火箭 图1-2  从指南针到GPS

根据你的所见所闻，说说随着科学发展而出现的高科技项目

或产品。

科学并不神秘第 节1

我们周围有许多奇妙的现象。火山为什么会爆发？枫叶为什么会变

红？铅笔为什么会在水中“折断”？你想知道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吗？

科学在我们身边

人类的文明过程与科学发展密切相关。科学（science）的不断进步与发

展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

思考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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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长成幼苗 昆虫蜕皮 闪电

图1-6  不断变化的自然界

图1-7  乒乓球实验

当一只乒乓球略有凹陷时，你有办法使它恢复球形吗？

1．将稍微有点凹陷的乒乓球放入一只杯子中。

2．将热水倒入杯中，热水中的乒乓球会 __________。

你能解释这个现象吗？

长期的科学探索中，人们已经找到了自然界中许多问题的答案，但还

有许多问题不能合理地解释或解答。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们在不断地解

决问题的同时，也会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因此，科学是无止境的，需要

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和发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从而不断推进科学与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如果你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周围的各种事物都在发生变化。种子在

一定条件下会发芽，昆虫会蜕皮，天上会有闪电……你想知道发生这些变

化的原因吗？

科学要研究各种自然现象，寻找它们产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因此，

学习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各种事物和现象以及变化。

科学研究是从疑问开始的。一个小小的疑问都有可能引发科学发现。

牛顿（Isaac Newton）因好奇于苹果落地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瓦特（James 

Watt）则好奇于水蒸气顶起壶盖的现象而改进了蒸汽机。因此，我们只要留

心观察，从发现周围的问题着手，我们都可以进入科学的世界，科学就在

我们身边。

活动

将自己最感兴趣的自然现象或问题与同学讨论、分享一下。

思考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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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改变着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使人类利用和保护

环境的能力逐渐提高。蒸汽机的发明使人们进入了工业化的时代 ；电磁学

的创立使人们进入了电气与电子时代 ；计算机技术的发明使人们跨入了发

达的信息时代 ；现代航天技术使人们能够探索宇宙的奥秘，傲游变化莫测

的太空 ；科学家发现了 DNA，为人们真正打开了生命科学的大门……很显

然，是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这些巨变。

图1-7  我国神舟7号宇

航员在太空出仓

图1-8  DNA双螺旋

结构的发现

图1-9  5000米深海潜

水器“蛟龙号”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使我们的生活更方便、舒适、

安全，生产效率更高。科技改变了我们生存的环境。

1. 向长辈了解近 30 年来你家的家用电器的（种类、功能、数量等

的）增加与变化的情况。分析这些变化体现了科学技术哪些方面的进步。

2. 了解并记录下列信息 ：________ 年买了电视机。________ 年买了

新的电视机。更新前后电视机的功能的不同点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1-10  利用机器人扫地 图1－11  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

为世界粮食生产作出了贡献

图1－12  CT检查能发现我

们身体内某些微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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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在改变我们生活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许

多不利的影响。

图1-13 第一颗原子

弹在广岛爆炸

图1-14 塑料薄膜

对环境的污染

图1-15  汽车

尾气的污染

人类在利用科学技术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地减少科技发

展对人类的危害。

科学并不神秘，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周围的各种自然现象都蕴含着

科学道理。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成果。当然，科学技术的不

恰当使用也会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危及我们生存的环境。因此，学好科

学，学会科学探究的方法，对我们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要学会科学

的思考方法，正确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互联网使我们进入了全球信息化时代，给人们的生活与生产带来极

大便利，但不合理的使用也会给社会与个人带来不利影响。请您谈谈互

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思考与讨论

科学的研究领域很广，初中阶段的科学

主要学习科学探究，物质科学，生命科学，

地球和宇宙，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等。

随着学习的深入，研究的学科会越分越细。

例如 ：到高中，物质科学可分成物理学与化

学 ；到大学，物理学又可分为力学、电学、

光学、热学和原子物理学，原子物理学又可

分为许多学科…… ；化学又可分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

理化学等，而无机化学又可分为许多学科……。

科学探究

物质科学

生命科学

地球和宇宙

科学、技术、社会、环境

科学
  科学·技术·
社会·环境 科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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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科学实验室第 节2
科学研究是以实验为基础的。我们提出的假说一般要设计实验来验证。

我们学习科学也需要经常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科学实验室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科学实验室。

1. 学校实验室中共有存放仪器的仪器室（实验准备室）____ 间，存放

仪器的柜子共有 ____ 个，供学生做学生实验的大间实验室（实验操作室）

共有 ____ 间。你认识哪些仪器，它们有什么用途？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哪些仪器不认识？试着寻找仪器的名称，并将它们填入下表。

仪器 用途

1.

2.

3.

4.

5.

6.

1. 在 3 只相同的啤酒瓶里分别加 1/4、1/2、3/4 的水，用铅笔或筷子分别敲打 3

只瓶子，听听发出的声音有什么不同？

2. 结合自己生活的村子或小区，谈谈科技的发展给生活带来的好处。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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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各种仪器

 酒精灯加热装置

秒表

电流表

天平

放大镜

显微镜

试管、试管架和试管夹

● 取少量液体的器皿 ：滴管、试管、试管夹。

● 加热的仪器 ：铁架台、石棉网、酒精灯、烧杯

等。

● 测量的仪器 ：温度计、秒表、电流表、电压表、

天平等。

● 观察的仪器 ：放大镜、显微镜等。

除了上述实验室一般设备以外，实验室内有大量可供我们做实验时使

用的仪器和试剂。实验仪器和试剂的存放点必须符合环境要求（如温度、湿

度、光线与通风情况等）。它们被存放于实验仪器柜子内，并按物理用、化

学用和生物用等实验用途有序存放，特殊的具有危险性的试剂或器材必须

按其规定要求存放于规定位置供实验时选用。

下列是实验室里常见的器材，你知道它们有什么用途吗？

电源插座 防护用品急救箱 灭火器 灭火沙桶

图1-16  实验实里的设备

2. 下列设备在实验室的什么地方？

电压表

你校实验室里的仪器是怎样分类摆放的？

思考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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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守则

1. 听从老师的指示，未经老师的允许不能擅自进入实验室。

2. 察看实验室灭火器、防护用品急救箱等应急情况处理器材的位置，并

牢记在心。

3. 不要在实验室内游戏、追逐打闹，以免发生危险 ；不要在实验室早餐

或吃零食。

4. 不能用湿手接插实验室电源，不能用小刀、螺丝刀等物品插入电源插

孔，以免发生触电事故。

5. 没有老师的指令不得试嗅或直接接触任何化学试剂。

6. 没有老师允许不得随意改变实验程序或所用的试剂等实验材料，以免

发生意外。

7. 打翻化学试剂或器皿时需立即处理，并及时向老师或实验室管理员

汇报。

8. 任何物品在使用前先看说明书或产品指示语，挥发性、腐蚀性、有毒

溶剂应在排风柜子下提取，用完后即封住容器。

9. 如果发生烫伤、烧伤、化学试剂灼伤皮肤或眼睛时，应及时用正确方

法处理。实验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10. 不能将固体垃圾或有害有毒溶剂直接倒入水槽，以免造成管道堵塞或

环境污染。实验完毕要洗手。

我们实验室有哪些安全守则？它们与上述守则有哪些不同？

思考与讨论

实验室内有一些危险品存放于特别指定的地点。危险品的容器外有相

应的警告标识。我们必须在使用这些物品前看清物品上警告标识，采取相

应的防备措施。

实验室的安全

实验时，会用到电源、火源、各种试剂和刀具等物品或工具，如果我

们没有按实验室规则进行操作或使用不当，就有可能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因此，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安全守则，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下面

是某中学的实验室安全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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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常见的危险警告标志

有毒 易燃 有害 腐蚀性

如果在实验室发生了意外伤害事故，如皮肤烫伤、被化学试剂灼伤、火

灾等，应立即报告老师，并保持镇定，也可参考图 1-19中的方法进行处理。

图1-19 意外事故的处理方法

如果意外伤害较严重，则应在老师指导下及时去医务室或医院 ；如果

实验室发生严重火灾，必须有序撤离并报火警 119。

读图

图1-20  实验室里的操作

图 1 - 2 0

中哪些同学不

符合实验室安

全守则？

意外事故 正确处理方法 意外事故 正确处理方法

用缓缓流水冲洗
1分钟以上

烧伤或烫伤 用大量冷水冲
洗受伤处

被化学试剂灼伤

常用实验操作

科学实验中，我们经常会使用一些仪器，还会经常遇到一些操作，如

物品加热、取用少量溶液、试剂的配制等。只有按规范的方法进行实验操

作，才能保证实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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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溶液的取用。

做实验时，经常需要把少量的溶液加入试管中，如果直接

用手来倾倒溶液，溶液取用的量就很难控制。下面练习用滴管

的方法来取用少量溶液。

1. 在一只烧杯中注入液体到约 1/3 的位置。

2. 轻压滴管的胶头，并将滴管口伸入烧杯的液体中。放

松胶头后滴管内就吸入了一部分液体。

3. 将滴管移出烧杯，取 1 支空试管，将滴管竖直、悬空、缓慢地向试管

内滴入 10 滴液体。

4. 重复练习以上动作，直到熟练为止。

一、酒精灯加热物品 。

1. 酒精灯是用来加热固体和液体的常用仪器。按图 1-22 中正确的方法点

燃酒精灯。

图1-22  酒精灯点燃与熄灭的

正确和错误的方法

2. 仔细观察酒精灯火焰，你可以发现火焰可分为外焰、内焰和焰心三

层，如图 1-23 所示。

3. 将 1 根小木棒放到酒精灯焰心位置 1~2 秒钟，如图 1-24，然后迅速拿

出，观察小木棒的颜色变化，并将所观察到的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4. 再将另外两根小木棒分别放在酒精灯的内焰和外焰处加热 1~2 秒钟后

迅速拿出，观察这两根小木棒的颜色变化，并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图1-23  酒精灯的火焰 图1-24  小木棒在

焰心加热

注意：①使用滴管时，胶头在

上，管口在下。②滴管口不能伸入

受滴容器。③滴管用后应立即冲洗，

未经洗涤的滴管严禁吸取其他试剂。

用滴管吸取溶液或压放溶液

时，为什么要轻压或缓压胶头，

不能用力过猛？

思考与讨论

活动

图1-21  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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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溶液的方法。

很多科学实验中，需要混合两种溶液，以观察它们反应后的变化，因此

溶液的混合也是最常见的实验操作之一。

1. 实验台上有 6 种溶液，将这 6 种溶液分别倒入

6 支试管，液体高度约 1/4 试管长度，并分别标注溶

液的字母 A、B、C、D、E、F，如图 1-25。请你观

察这 6 种溶液的颜色，并将结果填在下表中。

溶液 A B C D E F

颜色

图1-25  6种有色液体 图1-26  液体的混合

5. 比较小木棒在酒精灯的不同位置加热时的现象，证明酒精灯火焰三部分

的温度高低。

 木棒摆放的部位  小木棒的颜色变化  结论 ：各层火焰中 ：

 焰心  温度最高的是 ：_______ 

 内焰  温度最低的是 ：_______

 外焰  温度居中的是 ：_______

6. 从上述探究可知，用酒精灯加热物体时，物体放在 ___ 处温度升高最快。

溶液混合 颜色呈现 是否有沉淀 是否有气泡产生 清澈或混浊

A+B

……

2. 混合溶液 ：用滴管将 10 滴 B 溶液滴入 A 试管中，然后将滴管在清水中洗净

后备用，如图 1-26，再将试管摇匀，观察试管中溶液颜色的变化，并将观察的结

果记录在下表中。

3. 用上述相同的方法，将 6 种溶液相互混合，观察其变化，并将观察的结果

记录在下表中。

倾倒溶液时，如

果有溶液滴在手上，

请立即用水冲洗。

如果取少量液体时用 2 支试管直接倾倒的办法来混合
思考与讨论

溶液，其观察过程与用滴管滴入混合溶液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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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室里常用的加热仪器有 ______、______、______ 等。

2. 熄灭酒精灯时，正确的方法是 ______。

  A．用嘴吹灭 B．用灯帽盖灭  C．用手熄灭 D．用书扇灭

3. 滴管使用后，不经清洗不能用于吸取其他液体，其原因是 ________。

4. 当手上沾了实验试剂时，应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练习

科学观察第 节3
观察（observation）是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是我们学习科学的重要

方式。许多科学事实需要经过认真、仔细和准确的观察，并对观察结果进

行严密的分析和思考后，才能总结出来。

活动
1. 先用肉眼仔细观察自己十个手指的指纹，

比较指纹的纹路是否相同。____________

2. 再用放大镜观察一个手指的指纹。与肉眼

直接观察相比较，用放大镜观察到的指纹大小与

清晰程度有什么变化？ ___________

3. 将自己右手的食指的指纹用印泥清晰地印

在白纸上，并将其与同学的指纹比较，你发现了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从这个活动可得出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1-28  指纹

用心观察

科学发明往往源于用心的观察与研究。只有具备

有准备的头脑，科学发现才有可能降临。1895 年德国

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Röntgen）偶尔发现放在阴极射

线管附近用黑纸包裹得很严实的照相底片发生了严重

的感光现象，通过用心的观察和研究，使他发现了伦琴射线（X 射线）。

图1-27  伦琴制作的

第一张X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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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情况下，观察会受环境与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单凭我们的

感官进行观察还不能对事物做出可靠的判断，因此经常要借助于一些仪器

和工具来帮助我们做出准确的判断。

图1-30  图中两只小狮子一样大吗

有时，科学观察是通过精密计划或研究后进行的。

例如 1845年，剑桥大学的学生亚当斯（J.C.Adams）和法国

科学家勒维烈（Le Verrier）通过对太阳系中天王星轨道的

数学计算，预言了天王星外有一颗新行星存在，1846年，

人们果然在他们预言的位置发现了新的行星，并命名为

海王星。因此，海王星又称为“笔尖上发现的行星”。 图1-31  海王星

图1-29  图中的横线是直线吗 

拓展观察力

在浩瀚的自然界，仅靠我们的感官观察，其范围会有很多的局限。我

们的肉眼看不到很远的物体和微小的物体，也看不清运动极快的物体。为

了扩大我们观察的内容和范围，科学家们研究和发明了很多方法，设计与

研制了许多观测仪器，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观察能力。

图1-32  用显微镜观察

到的血细胞

图1-33  用天文望远镜观

测遥远的星体

图1-34 用频闪照相机拍摄

物体运动的照片

列举你周围（家里、学校里、医院、商场、社区等）见到过的观测

仪器。试着通过查资料，了解这些仪器的用途和简单原理，并与小组

内同学交流与讨论。

思考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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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结果的记录与整理

有效的观察不仅要认真、仔细，更重要和是要有客观、有效、规范的记

录。因此，在任何一个观察活动中，都要及时记录与整理观察到的现象与数

据，这往往是科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材料。

观察记录的方式很多，常见的有描述性观察记录、表格记录、图形记录

等。我们可以根据观察对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记录方式。例如，在前面指纹的

观察中，我们采用的是描述性记录法。

下表是太阳系八大行星的一些观测数据，比较这些数据你可得出什么结论？

读图

大行星
与太阳的距离 R
（设地球为 1）

绕太阳转 1 周的时间 T
（日）

水星 0.387 87.969

金星 0.723 224.701

地球 ★ 1.000 365.256

火星 1.524 686.980

木星 5.205 4332.589

土星 9.576 10759.2

天王星 19.18 30685.4

海王星 30.13 60189

★ 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为 1.496×108 千米

结论 ：①八大行星与太阳的距离由近及远的顺序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八大行星中，绕太阳运动速度最快的是 ___________，最慢的是 ________。

海王星绕太阳 1 周的时间约为地球上的 ___________ 年。

从观察到实验

人们观察到苹果常会从树上落到地面，指南针的指针总是指向同一个

方向等现象。但是，人们往往不满足于这些观察，还想知道这些现象是否

会反复出现，以及其中的道理。为此，人们需要进行反复的观察和精确的

测量，并进一步设计各种实验，从中总结出普遍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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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验（experiment）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许多有趣的现象。例如，化

学反应实验中产生燃烧、爆炸、气泡、沉淀等现象。在实验过程中，我们

应仔细观察实验现象，记录、整理和分析实验数据，在对实验现象认真地

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结论。

活动
1．如图 1-35 所示，将生鸡蛋

放在盛有清水的烧杯里，观察鸡

蛋的沉浮情况。

2． 在 烧 杯 里 先 加 入 少 量 食

盐，不断搅拌并使食盐溶解在水

中，观察鸡蛋的沉浮情况。继续

在烧杯里加入食盐，直到鸡蛋浮在水面为止。

认真操作、仔细观察是我们进

行实验时应有的态度。在实验时，我

们要逐步学会正确使用各种仪器，仔

细观察各种实验现象，正确记录实验

现象和所测数据，然后通过分析记录的实验结果，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

观察与实验是密不可分的，是科学研究的最基础和重要的手段。

1. 列举你曾经用于观察的工具和仪器。

2. 仔细观察《科学》课本，你能记录下哪些观察数据？

3. 每个人的指纹都不相同，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正像每个人的面部特征

（容貌）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一样。因此，人们开发了各种身份识别系统。

请你通过查资料或访问，了解目前使用的身份识别系统。

练习

图1-35  鸡蛋放在溶液里的实验

你能说出图 1-35中各种实验器具

的名称和用途吗 ?

仔细观察老师实验操作的动作，

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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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测量第 节4
科学不仅要解释自然，更需要定量地描述自然现象。因此，我们必须

对研究对象进行测量。测量是一个把待测的量与公认的标准进行比较的过

程。长度、质量、温度是我们经常需要测量的量。

长度的测量

设想一下，如果你的书桌在现有高度的基础上提高或降低一个茶杯的

高度，你会有什么感觉？我们造一幢楼，制作一个桌子或椅子都需要根据

使用者的舒适程度规定一定的高度和宽度。这就需要进行测量。

要测量物体的长度，首先要规定长度（length）的标准—长度单位，以

利于科学地测量与信息交流。

长度的常用单位是米（m）。

测量较大的距离时一般用千米（km）；测量较小的距离一般用厘米

（cm）和毫米（mm）；在研究微观世界时，还会用到微米（μm）和纳米

（nm）等单位。这些单位之间的关系是 ：

1 千米 =1000 米   1 米 =100 厘米 =1000 毫米  

1 毫米 =1000 微米  1 微米 =1000 纳米

纳米是很小的长度单位，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六万分之一。

图1-36  不同物体的空间尺度（单位：米）

原子半径 红细胞直径 蚱蜢体长 中学生的身高 高山海拔 地球半径 日地距离 银河系直径

~10-10

~10-6
~10-2

~100

~103

~106 ~1011

~1020

用科学记数法

可以将 1000记作 103，

1000000记作 106，而

把 0.001记作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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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尺、卷尺等是生活中最常用的长度测量工具。我们可以用刻度尺

来测量各种物体。

生活中也常用一些粗略的方法来测量长度。例如，

知道自己的指距后，就可用它来估测物体的长度。你能

用指距估测一下课桌的长度吗？

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测量时，人们还会用其他一些测

量的仪器和方法。例如，潜水艇在水下航行时常用声纳

来测量潜水艇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雷达用电磁波反射

的原理来测量飞机与雷达站的距离 ；激光测距仪用激光

发送与接收反射的时间长短来测量测距仪与被测对象之

间的距离，等等。 图1-39  激光测距仪

1. 你能用普通的刻度尺测量《科学》教科书中一张纸的厚度吗？

2. 你能用自行车当做里程表来测量路程吗？试说出具体方法。

思考与讨论

图1-38  长度测量工具

错 错

对

图1-37  刻度尺的使用方法

活动
用刻度尺测量一下，《科学》教科书的长是 ______，宽是 ______。如果

《科学》教科书的宽度在 18.3 厘米和 18.4 厘米之间，你应该怎样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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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用毫升做单

位的液态商品

对形状规则的物体，如长方体，只要用米尺测量出它的长、宽、高，把

具体的数据代入相应的公式便可计算出它的体积。

测量液体的体积，我们一般用量筒或量杯。

使用量筒测量液体的体积时，首先要看清它的测量范围和最小刻度。测

量前，量筒必须平放在桌面上。大多数液体在静止时，液面在量筒内呈凹

形。读数时，视线要与凹形液面

中央最低处相平，如图 1-42。

如果遇到形状不规则的物

体，如何简便、准确地测量它的

体积呢？如图 1-43中，把不溶

于水也不吸水的小石块浸没在水

中，水位上升了，你知道上升的

水的体积与该石块的体积有什么

关系吗 ?
图1-42  量筒的使用方法 图1-43  用排水法测量不

规则物体的体积

国际单位制

长期以来，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测量单位，例如，我国曾用市尺

作为长度单位，英、美等国用英尺作为长度单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国际交往的日趋频繁，人们都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作为测量单

位。1960年，国际计量大会通过了一套单位制，称为国际单位制（SI），

推荐给世界各国使用。

我国现行的量和单位的国家标准就是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的。一

切属于国际单位制的单位都是我国的法定计量单位。

体积的测量

体积（volume）是物体占有空间

的大小。固体体积的常用单位是立

方米（m3）。较小的体积单位是立方

厘米（cm3）。液体的体积单位还用升

（L）和毫升（mL），它们之间的关系

为 ：1立 方 米 =1000升 ；  1升 =1000

毫升 ； 1毫升 =1立方厘米。

  科学·技术·
社会·环境

1厘米

1厘
米

图1-40  1毫升

体积的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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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物体的长度和体积

1. 学会使用刻度尺测量物体的长度 ；练习根据不同的测量要求选择刻度尺。

2. 初步学会用量筒测量液体的体积 ；初步学会用量筒测不规则物体的体积。

目 标

器 材

实验

带有毫米刻度的直尺、卷尺、三角尺、量筒、烧杯和水，圆柱体、细

线、小石块（大小能放入量筒）。

过 程

1. 观察各种刻度尺的测量范围和最小刻度，填入下表。

刻度尺 测量范围 最小刻度

米 尺

学生用直尺

45°三角尺

60°三角尺

卷 尺

2. 测量物体的长度。

⑴ 估计待测物体的长度 , 填入下表。

⑵ 根据测量要求选择适当的刻度尺 , 填入下表。

⑶ 正确读数 , 填入下表中。

测量内容 测量工具 估计长度（厘米） 测量结果（厘米）

橡皮的长度、宽度
和厚度

课桌长度

3. 观察量筒、量杯的测量范围和刻度，填入下表。

仪 器 测量范围 最小刻度

量 筒

量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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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量筒测量小石块的体积。

⑴ 用烧杯将适量的水（估计能浸没石块）倒入量筒内，读出水的体积 V1，填

入下表。

⑵ 将小石块用细线拴住，缓缓放入量筒内的水中。当石块沉到筒底，并被水

完全浸没时，读出此时水面所指示的刻度值 V2，填入下表。（想一想 ：此时测得的

V2 是什么？）

⑶ 计算待测石块的体积，填入下表。

V1/（厘米 3） V2/（厘米 3） 小石块体积 /（厘米 3）

5. 取出小石块放回原处，把量筒内的水倒回烧杯中，整理好仪器。

讨 论

1. 你会测算不规则形状物体的面积吗？试测算图 1-42 中树叶的面积，并说说

你是怎样思考的。

                 

2. 观察图 1-43 所示的实验。

            

图1-44  测量叶的面积

图1-45  测量塑料盒的体积

50毫升

金属环

量筒

54毫升

塑料盒
金 属 环 及

塑料盒

51毫升
60毫升

实验中测出的塑料盒体积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种测量方法对

你有什么启示？



21

第

章

科

学

入

门

1

D
IY

IZH
A

N
G

 K
EX

U
ER

U
M

EN
G

温度的测量

物体的冷热程度称为温度（temperature）。

凭感觉来判断温度的高低是不可靠的，在相同的温度下，用手去摸大

理石桌面，感觉有点凉 ；去摸毛衣和棉被，会感觉到温暖。冬天和夏天的

气温相差很大，深井里的水温变化不大，因此我们会感到冬天的井水比较

温和，夏天里的井水比较凉快。要准确测量温度，需要使用温度计。

然 后 ， 两 个
手 指 同 时 浸
入 中 间 杯 子
的 温 水 中 。
两 个 手 指 感
觉 到 的 水 温
一 样 吗 ？ 为
什么？

图1-46  温度的感觉

右 手 指 浸 在 热 水
中 ， 左 手 指 浸 在
冰水中。

实验室中常用的温度计是利用水银、酒精等液体热

胀冷缩的性质制成的。图 1-47所示的是水银温度计的

基本结构。当温度计玻璃泡内的水银受热时，水银柱会

上升，观察水银柱的长度变化就可知道温度的高低。

常用的温度单位是摄氏度。用“℃”表示。摄氏温

度是这样规定的 ：把冰水混合物的温度定为 0，水沸腾时的温度定为 100*。

0和 100之间分为 100等份，每一等份就表示 1摄氏度。零度以下，应读作零

下多少摄氏度。

液体温度计的种类很多，各有不同的用途。

图1-48  液体的温度计

酒精温度计 水银温度计 体温计 家庭气温计

110o

100o

90o

80o

70o

60o

50o

40o

30o

20o

10o

0o

100℃水沸腾

58℃地球上
最高的气温

37℃人体正
常温度

0℃冰点

水银柱

玻璃泡

图1-47  温度计上的刻度

* 规定一个标准大气压下，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为 0℃，水沸腾时的温度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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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使用温度计吗？对照图 1-49，想一想为什么不能这样或一定要这

样操作？

读数时视线要
与温度计内液
面相平。

不能测量超过
温度计量程的
温度。

温度计的玻璃
泡要与被测物
体充分接触。

一般不能将温度
计从被测物体中
拿出来读数。

图1-49  使用温度计

序号 温度计名称 主要用途
测量范围

最小刻度（℃）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A

B

C

2. 用气温计测得当前实验室气温是 _____℃。

3. 测量水温 ：

⑴ 把开水倒入烧杯，将水银温度计插入烧杯内的水中（不要碰到烧杯的壁

和底，玻璃泡全部浸入水中）。观察温度计中的水银柱，当它不再上升时，温

度计所指示的温度值为 ____℃。

⑵ 在烧杯中适当加入冷水，温度计的水银柱逐渐下降。当温度计分别指

示为 50℃和 30℃时，将手指浸入水中，记下手指对水温的感觉。

水温为 50℃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水温为 30℃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动
1. 观察不同的温度计，熟悉它们的用途、测量范围和最小刻度，把

结果填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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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温度计的测量范围十分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测量温度的

方法越来越多，技术也越来越先进。常用温度计除了液体温度计以外，还

有电子温度计、金属温度计等。色带温度计能方便地跟踪动物的体温变

化 ；卫星的遥感能测出海水 0.1℃的温度变化 ；天文学中常用光谱分析的方

法研究恒星的温度。

电子温度计 图1-51  温度自动记

录器用不同的色彩显

示被加热的烧瓶中不

同温度的分布

光测高温计

双金属温度计

红外线测温仪

图1-50  其他的温度测量仪器

4. 观察体温计，它与水银温度计相比，在构造和功能上有什么不同？

 图1-52  体温计

⑴ 由于 ____________________，所以体温计离开被测人体后水银柱不会

回落，这样可以方便地读出所测的体温。

⑵ 体温计测量范围为 _____℃至 _____℃，最小刻度为 _____℃。

5. 用体温计测量自己的体温 ：

⑴ 先用手指捏紧体温计上部，用力甩几下，使体温计的水银柱回落到最低

值。

⑵ 把体温计夹在自己的腋下，过 3~5 分钟取出。

⑶ 读出自己腋下的温度为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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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上合适的单位 ：小丽同学的身高为 156 _____ ；北京到杭州的空中距离为

1100 _____ ；一个楼层的高度一般为 3 _____ ；小明爸爸义务献血 400 _____ ；上个

月小明家用了 18 _____ 的自来水。

2. 图 1-53 所示的测量方法中，哪一种是正确的？为什么？

练习

图1-53  正确的测量方法

3. 用图 1-54 所示的刻度尺测量物体的长度。这把刻度尺的最小刻度值是 

_______，所测物体的长度是 _______ 厘米。

图1-54  测物体的长度

A

B C

图1-55  温度计所示的读数

甲 乙

1. 测量室内气温时，温度计应该怎样放置才能客观地反映室内的气温？

2. 杯子里的热水经过长时间冷却后，其温度与室温是否相同？

思考与讨论

4. 请 你 测 量 家 里 几 种 常 用 家 具 高 度 ：写 字 台

______ 厘米 ；茶几 ______ 厘米 ；门框 ______ 厘米 ；

板凳 ______ 厘米 ；洗手台 ______ 厘米 ；餐桌 ______

5. 0.5 米 3 ＝ _____ 升 ；500 毫升＝ _____ 米 3。
6. 你能测出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墨水瓶的体积吗？试写出测量的过程。

7. 液体温度计是根据水银、酒精等液体 _______ 的特性制成的。

8. 图 1-55 中温度计甲和乙所示的温度为 ：甲读作 _______ ；乙读作 _______。

9. 把手指浸入一杯水中，感觉不冷也不热，这杯水的温度大约是 _____℃，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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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是获得科学知识的基本方式。它是一个不断地发现问题，通

过多种途径寻求证据，运用创造性思维来解决问题，并通过评价与交流达

到共识的过程。

生活中的探究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在进行科学探究。例如，你家的电灯突然

不亮了，你会做什么？你首先得查找停电的原因，你可能会这样考虑问题 ：

检查自己

家的电路

故障

自己

家停

电了

同楼道

对门的

灯亮吗

可能是

自己这

幢楼停

电了

观察对面

居民楼的

灯是否还

亮

可能小区停电了

是否全镇停电

了？是否打电

话询问原因

继续……

真是本幢楼停电了

查找本楼停电的原因

亮的

不亮

亮的

不亮

生活中，许多问题都必须对产生的原因进行探究。我们一般会先假设

几种可能产生的原因，再对每一种原因可能产生的状态进一步探究。上例

中，如果只有我们这幢楼停电，那么另外楼的灯应该是亮的，观察结果对面

楼的灯都不亮了，可能整个小区或全镇停电了 ；如果观察到对面的楼亮着灯，

那么可能是我们这幢楼停电了 ；那么是整幢楼停电还是只有我们楼道停电

呢？……这样可以继续探究，直到找到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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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探究

为了探究科学，科学家们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下面是科学史上一位科学家一次成功的探究活动—天花和牛痘的故事。

天花是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18世纪前，

尚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每当天花流行，就有

大量患者丧生，即使有人幸存，也会在脸上留

下疤痕。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E.Jenner，

1749~1823）了解到，12世纪时中国人已发明了

往人的鼻孔里吹痘痂粉的方法预防天花，但这

种方法并不安全，有时会导致人的死亡。

琴纳决心寻找更有效、更安全的办法。

琴纳挨家挨户地调查后发现，几乎家家都

有天花的受害者，只有养牛场的挤奶女工中没

有人患天花。他还发现已经得过天花的人不会

再次感染天花。

挤奶女工告诉他，牛也会患天花，患病时

在牛的皮肤上会出现一些小脓疱，叫牛痘。挤

奶女工给患牛痘的奶牛挤奶，也会被感染而起

小脓疱，但很快就痊愈了，以后她们就不会再

得天花了。于是琴纳猜想其中必有奥妙。

琴纳想：或许得过一次天花，人体就会对

天花产生免疫力。挤奶女工得了一次轻微的天

花，就有了对天花的免疫力；得过天花的人也

因此而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所以他们都不会

再感染天花。

或许得过一次

天花，人体就对天

花产生了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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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5月的一天，琴纳从一位挤奶女工的手

上取出微量牛痘脓浆，接种到一个8岁男孩的胳臂

上。不久，种痘的地方长出痘疱，接着痘疱结痂脱

落。一个多月后，琴纳在这个男孩胳臂上再接种人

类的天花痘浆，竟没有出现任何天花病症。

实验证明：这个男孩已经具有抵抗天花的免疫

力，琴纳的假设被证实了。人类从此获得了抵御天

花的有效办法—种牛痘。

图1-56  天花和牛痘的故事

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从牛身上采

集牛痘脓浆，接种到人的身上，使他们也像

挤奶女工那样得轻微的天花，以产生对天花

的免疫力。

从科学家探究问题的过程可以发现，在科学探究时，首先要发现和提

出问题。然后，针对需要探究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已有经验、科学知识和

已掌握的有关该问题的信息，通过思考，建立猜测或假设。接着，对研究

的问题制定探究的计划，通过观察、实验等途径获取尽可能多的事实或证

据，对假设进行检验。如果事实或证据与假设不符，则须提出新的猜想或

假设，重新查找事实或证据……然后，用口头或书面报告等形式表达并与

他人讨论与交流探究的过程与结果。

我们一起来探究

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时要进行探究，我们在研究身边的事物与观察

时也要进行科学探究。科学探究也是学习科学的一种重要方式。那么，怎

样进行科学探究活动呢？

探究

一、怎样根据人的脚印的长度来判断人的身高

警察在破案时常根据脚印的长度来推断罪犯的身高。考古学家也

会根据古代人脚印的长度来确定古代人的身高。现在，让我们一起来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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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里面
会是什么
物体呢？

图1-58  黑盒实验

摇动盒子感觉盒
内物体大小。

掂掂盒子的质
量，估计盒内
物体是什么物
质制成的。

尝试从物体移动时发出
的声音来估计形状。

盒内是否放有铁
制的物件？

现在，你知道盒子里面放的大概是什么物体了吗？

1. 提出问题 ：

人脚印的长度与身高有什么关系？

2. 建立假设 ：

既然能用脚印的长度来确定一个人的

身高，那么人脚印的长度与身高可能存在着

某种关系。你认为这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3. 设计验证方案 ：

一个假设提出后，还需要设计验证方案来检验这个假设。你可以收集一

些事实证据来检验你所提出的假设。你准备收集哪些事实证据？通过什么方

法来收集？

4. 收集事实证据 ：

要检验一个假设，需要有足够的事实证据。在收集事实证据时，需要进

行记录，表格和图象等是很好的记录方式。你收集了哪些事实证据？

5. 检验假设 ：

根据收集的事实证据，你得出了什么结论？你的假设是否正确？

6. 交流 ：

把你探究的结果与其他同学交流，你有什么收获和感想？

二、黑盒里面有什么

给你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面放有一个小物体。在不打开盒子的前提下，

想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你会用什么办法呢？

图1-57  脚印的长度与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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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问题的解决过程就像一个不能打开的盒子，我们必须通过盒子可

能传出的信息来判断盒子里的物体可能是什么。例如，小孩发烧了，是什

么原因呢？是受凉了，还是吃了不干净食物，还是什么地方有炎症？……

医生就会测体温、用听诊器听诊、化验各种血或尿便等指标。医生得到这

些信息后就可基本确定小孩发烧的原因了。当然，这种黑箱方法来判断事

物有时也会失误的。我们可能得到和使用的信息越多，对信息的综合分析

越细致，得出的结论就越可靠。

收集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究的事例。

练习

研究方法

科学观察

科学实验

科学测量

科学·技术·社会

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

社会发展需要科学技术推动

应避免科学技术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温度的测量

长度与体积的测量

常见操作：酒精灯、取

少量液体、混合溶液

仪器观察

肉眼观察

科学探究

问题提出

猜想与假设

设计研究方案

获取分析证据

得出结论

评价与交流

科 
 

 
 

 
 

学

本章回顾

1. 思维导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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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界的发展与变化都有其原因，科学就是探究与解释发生变化的

原因的。科学现象无处不在，只要我们留心观察与研究，科学就在我们身

边。

3. 科学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技术的成果又改变了我们生产与生

活的环境。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美好生活的同时，由于不正确的使用也会

给我们带来不利影响。

4. 科学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科学实验必须规范操作，以保证实验

的安全与准确。

5. 科学观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科学事实、提

出研究的问题、发现与研究问题相关的证据或信息。科学观察可用肉眼直

接观察，但更多的是应用观察仪器进行观察。观察需要信息记录与整理，

并从整理的信息中尽可能地发现规律。

6. 科学测量是科学观察的深入或延续。长度与体积、温度等是科学研

究中经常需要测量的。长度的常用单位是米。1 米＝ 100 厘米＝ 1000 毫米。

规定水的冰点为 0℃，沸点为 100℃，它们之间等分 100 份，每一份就是

1℃。

7. 科学探究是科学学习的重要方式。科学探究源自发现问题，经历的

过程是 ：提出问题→提出假设→设计研究方案→实施方案（收集证据）→检

验假设→报告与交流。如果收集的证据不支持假设，则需要重新提出新的

假设并重新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