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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光》 

第 1 课 有关光的思考 

1.我们把那些（自身能发光）并且（正在发光）的物体称为光源。

例如：太阳、点燃 的蜡烛、正在发光的灯泡、萤火虫、发光鱼等。 

2.有些物体自身不能发光，但能（反射）其他物体的光，给人感觉

很亮，这样的物 体不是光源。例如：月亮、汽车后视镜、人眼看

到的鲜花等。 

3.因为有了（光），我们才能看到周围的一切。 

4.（太阳）是最重要的光源。 

5.夜空中的星星很多，有些是恒星，恒星能自己发光，所以是光源；

有些是行星，行星能反射太阳光但自己不能发光，所以不是光源。 

6.太阳、激光笔等光源发出的光非常强烈，（不能直接用肉眼去看）

它们会对我 们的眼睛造成伤害。 

7.（没有处在发光状态的物体）不是光源。如没有通电的电灯，没

有点燃的蜡烛， 它们没有处在发光的状态，所以不是光源。 

8.我们是如何看到物体的： 

（1）来自光源的光或来自物体的反射光（进入眼睛），都能使我

们看到光源或该物体。 

（2）完全黑暗的房间里有一个红苹果，无论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待

多久，（都不能看到）这个红苹果。 

9.（夜视仪）可以在“黑暗”的环境中，将人眼看不见的光转换成

电子信号，让我 们看到物体。 

第 2 课 光是怎样传播的 

1.我们在幕前，能够听到幕后说话人的声音，却看不见说话的人。

这是因为光沿（直线）传播，而声音是向（四面八方）传播的。 



2.光是以（直线）的形式传播的 

(1) 生活中看到的手电筒、激光笔的光束，都可以说明光是以直线

的形式传播的。 

(2)（小孔成像、日食、月食、影子）等现象是由光的直线传播造

成的。 

（3）光的直线传播在生活中有很多应用，例如激光准直、纵队看

齐、射击瞄准等 

3.验证光是沿直线传播的 

（1）当所有卡纸上的小孔在同一条直线上时，手电筒发出的光在

纸屏上形成了光 斑。 

（2）当把中间的一张卡纸向左或向右移动大约 5 厘米后，手电筒

发出的光在纸屏 上没有形成光斑。 

（3）实验中要关闭所有灯光，拉上窗帘，保证手电筒是唯一光源。

这样做的主要目 的是使实验现象更明显。 

4.光传播的速度很快，每秒约（30 万千米）。太阳离地球的距离

约为（1.5 亿千米），从太阳发出的光到达地球约需要（8）分钟。 

第 3 课 光的传播会遇到阻碍吗 

1.光照射玻璃、纸和书的探索 

（1）光能穿过玻璃，能看清玻璃前方物体的细节，像玻璃这样的

物体是（透明物体）。 

（2）光能穿过纸，但不能看清纸前方物体的细节，像纸这样的物

体是（半透明物体）。 

（3）光不能穿过书，不能看到这本书前方的物体，像书这样的物

体是（不透明物体）。 

2.光照射烟雾的探索 



（1）在水槽中放入点燃的线香，让线香的烟气充满水槽。用激光

笔照射可以看到一道清晰的笔直光束，说明（光沿直线传播）。 

（2）烟气阻挡了部分光并将一些光反射到人的眼睛，所以我们可

以看到一道清晰的笔直光束。当烟气越多时，烟气反射的光越多我

们看到的光束也就越清晰。 

（3）不能用激光笔发出的光照射眼睛。 

3.光在传播中遇到透明物体或半透明物体时，能穿过物体或部分穿

过物体继续进行传播，但光不能穿过不透太阳明的物体。 

4.日食：当（月球转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并且（三者在同一直线

上时），月球就挡住了射向地球的太阳光，形成日食。 

5.月食：当（地球转到月球和太阳之间），并且（三者在同一直线

上时），地球就挡住了射向月球的太阳光，形成月食。 

第 4 课 光的传播方向会发生改变吗 

1.观察射入水中的光在水面发生的变化 

（1）光由空气（垂直射入）水中，光的传播路线不会发生变化。 

（2）光由空气（斜射入）水中，光的传播路线会发生变化。 

2.光由空气斜射入水中时，光的路线发生变化的现象，叫光的（折

射现象）。 

3.铅笔倾斜放入盛有水的玻璃杯中，可以观察到铅笔在水面处折断

了，这是因为铅笔反射的光从水斜射入空气中时发生了光的（折射

现象）。 

4.从玻璃鱼缸的一条棱处，透过鱼缸的两个面观察鱼缸中的一条鱼

看起来是两条鱼。这是因为鱼反射的光在两块玻璃面上都发生了光

的折射现象。 

5.从长方体水槽的一个角上观察水中的物体，能使一个物体看上去

是（三）个。 



6.生活中光的折射现象 

（1）潭清疑水浅。 

（2）海市蜃楼。 

（3）叉鱼时应瞄准鱼的下方。 

（4）近视眼镜、放大镜等透镜。 

第 5 课 认识棱镜 

1.光由空气斜射入玻璃等其他透明物体中时也能发生（折射现象）。 

2.三棱镜是由透明材料（如玻璃、水晶等）做成的，可以（改变光

的传播方向）。 

3.让一束强光（白光）通过三棱镜照到白屏上，可以观察到在白屏

上形成了一条彩色光带，颜色依次是（红、橙、黄、绿、蓝、靓（dian）

紫）。这种现象叫（光的色散）。 

4.尽管太阳光用肉眼看上去几乎是白色的，但它是由许多不同颜色

的光组成的（复色光）。其他物体发出的光也具有不同的混合颜色。 

5.当白光进入棱镜时，由于不同颜色的光发生折射的程度不一样就

出现了红、 橙、黄、绿、蓝、靛、紫等各种颜色的光。 

6.彩虹是大自然中的一种光学现象（主要成因是光的折射），当太

阳光照射到半空中的水滴时，光发生色散，在天空上形成拱形的七

彩光谱，由外圈至内圈呈红、橙、黄、绿、蓝、靓、紫七种颜色。

彩虹的形成原理和我们用（三棱镜）得到彩色光带的原理相同。 

7.利用彩色轮研究光的混合 

（1）彩色轮上三个扇形的颜色分别是（红、绿、蓝）。 

（2）快速旋转彩色轮，观察到彩色轮快速旋转时变成了（白色）。 

（3）结论：色光可以混合成白光。 

8.红、绿、蓝三种色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可以产红各种不同的色光，

（红、绿、蓝）三种色光叫色光的三原色。 



第 6 课 光的反射现象 

1.光碰到镜面改变了传播方向，被反射回去，这种现象叫（光的反

射），也叫（反光）。反射光也是沿（直线）传播的。 

2.在光线与镜面的交点处，画一条垂直于镜面的虚线，我们会发现，

反射光线与虚线的夹角等于入射光线与虚线的夹角，我们把这两个

夹角称为（反射角）和（入射角），垂直于镜面的虚线称为（法线），

并可得到光的反射规律：光在反射过程 中，（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3.任何物体都能反射光，只不过是光在不同物体表面的反射情况有

所不同。 

4.我们能够看到物体就是因为（它们反射的光进入了我们的眼睛）。 

5.科学家利用光的反射原理，计算出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约为

（38.4 万千米）。 

6.光的反射在生活中的应用： 

将向上发射的光反射向下方，平面镜成像，灯罩，汽车后视镜，医

用额镜 

7.光的反射也会带来一些不便和危害，如黑板反光“晃”眼，玻璃

幕墙反光造成 光污染等。 

第 7 课 制作一潜望镜 

1.潜水艇在水下航行时，用（潜望镜）观察海面和空中的情况。 

2.潜望镜是利用光的反射观察物体的。在潜望镜的窥测口，能看到

（经过两次反 射后的）物体。做一个潜望镜时，需要用到（两面

平面镜）。两个镜片的放置方向是（平行的），而且与镜筒的夹角

是（45°）。 

4.制作一个潜望镜 

（1）根据潜望镜的原理图在纸盒相对的两面上画出安装镜片的位

置（4 条斜线），并 用剪刀剪开。 



（2）将两面镜子插入纸盒开口，并保持镜子的反射面是相对的。

在镜子的反射面前各开一个窗口。 

5.万花筒里的三个小镜子互相反射形成对称的图案，随着转动万花

筒的筒身，彩 纸碎屑变化出千奇百怪、五颜六色的美丽花形。 

第二单元《地球表面的变化》 

第 1 课 地球的表面 

1.地形（又称地貌）是指地势高低起伏的变化，即地表的形态。地

球表面的地形地 貌是复杂多样的，也是不断变化的。 

2.常见的陆地地形有高原、山地、平原、丘陵、盆地等。 

（1）高原：海拔较高，在 1000 米以上。特点面积较大，外围较陡

内部起伏较为 缓和。 

（2）山地：海拔较高，在 500 米以上。特点地势起伏很大，有耸

立的山峰，陡峭的 山坡，幽深的山谷。 

（3）盆地：无一定标准。特点四周高，中间低。 

（4）丘陵：海拔起低，在 500 米以下。特点地势起伏较大，山顶

浑圆，坡度不大。 

（5）平原：海拔较低。特点地势起伏很小，宽广平坦。 

3.峡谷是一种特殊的地形地貌。当山谷间形成大江大河时，由于河

流不断地向下 侵蚀而形成的两坡陡峭的深谷。 

4.观察世界地形图 

（1）地球表面的地形是多种多样的，地球表面是高低起伏、崎岖

不平的。 

（2）在地形图上，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形。如蓝色表示海洋

绿色表示平原，黄色表示低山和丘陵，棕褐色表示山地和高原，还

有些地形图会用白色或淡紫色 表示积雪和冰川。 



5.我国地形多种多样，地势西高东低。西部高，多高原、山地；东

部低，多平原、 丘陵。 

6.影响地形变化的因素有地震、火山、风的作用、水的作用等。 

第 2 课 地球的结构 

1.地球从表面到地心可以分为三个圈层。 

（1）地壳：地球固体圈层的最外层，由岩石组成，厚度各处不一

样。 

（2）地幔：位于地壳以下地核之上，是岩浆的发源地。 

（3）地核：地幔以下到地球中心的部分。 

2.组成地壳的岩石可分为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三大类。 

（1）由岩浆冷却凝固形成的岩石，叫岩浆岩。玄武岩、浮石、花

岗岩都是岩浆岩。 

（2）由泥、砂、岩石碎屑在水中沉积形成的岩石叫沉积岩。砾岩

砂岩、页岩都 是沉积岩。沉积岩里常有化石——古代动植物的遗

骸或痕迹。 

（3）地表的岩石被深埋于地下时，在高温和高压下发生变化形成

的岩石，叫变质 岩。大理岩、板岩都是变质岩。 

3.地壳在不断地运动，地球内部的岩浆在不停地涌动，有时会通过

地震和火山喷 发让我们感受到。 

4.地壳的运动常常会使岩层发生弯曲，年轻岩层较古老岩层变形。 

第 3 课 地震的成因及作用 

1.地震成因的模拟实验 

（1）迅速拉开时，可以看到泥层断裂。迅速挤压时，可以看到泥

层隆起。 

（2）泥层模拟的是岩层。 



2.地震的成因：地壳在不断运动，当地下的岩层发生弯曲、断裂、

错动等会儿引起地表的震动，这就是地震。 

3.地震的危害 

（1）地震发生时，地下传来轰鸣声，吊灯在摆动，房屋在摇晃。

地震后，房屋倒塌，道路损毁，人员伤亡，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

难。 

（2）地震会使地面出现裂缝、塌陷，铁轨也扭曲变形。 

（3）地震会使山体滑坡，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 

4.地震对地表的改变是剧烈的。 

5.地震发生时如何自救 

（1）能逃离室内的要尽量快速逃到室外，迅速逃离至开阔处。在

室外不要私自盲目避震，要避开已倒塌物体，野外要远离桥、湖及

山边等。 

（2）在不能逃离室内时，应立即找结实、不易倒塌的物体掩护身

体。如结实的柜子下、靠立在墙根，地震时一定不要乘坐电梯。 

4.火山喷发的成因及作用 

1.地壳运动是火山喷发的原因。火山喷发时，会使地面产生裂缝，

并有熔岩喷涌。 

2.火山喷发会改变地球表面的地形，形成火山岩小山、火山岛、火

山口湖等。地震和火山喷发是引发地表变化的内在因素，其主要能

量来源于地球内部。 

3.长白山天池是一个火山口湖，由火山喷发形成。火山喷发喷射出

大量熔岩之后，在火山口处形成盆状凹陷，时间一长，积水成湖。 

4.火山喷发成因的模拟实验 

用酒精灯加热→火山喷发→火山的成因 

（1）用番茄酱模拟熔岩，用土豆泥模拟地壳。 



（2）注意事项：①必须戴护目镜，防止加热后的番茄酱喷射到眼

睛。②用酒精灯的外焰加热。③用薄薄的土豆泥封住洞口可以使熔

岩更容易喷发出来。 

（3）实验现象：洞口处薄薄的土豆泥裂开形成“火山口”，“火

山口”喷发出“熔岩”，还可能发生“山体”裂开，流出“熔岩”

的现象。 

（4）实验结论：在地球的深部，越往下去，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地球内部的压力会使熔岩不断上升，遇到薄弱的地壳时，就会喷出

地表，形成火山。 

5.火山喷发带来的危害：烧毁森林、房屋，掩埋农田和城市，污染

空气，导致滑坡、山崩、泥石流、地震等。 

6.火山喷发带来的好处 

（1）火山喷发后，落在火山周围的火山灰能提高土壤肥力； 

（2）火山地热是一种清洁能源，加热后的水能作为热源； 

（3）火山灰和火山岩还是筑路的好材料。 

5.风地作用 

1.空气流动形成风，风的作用会缓慢改变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 

2.我们可以用砂纸打磨岩石，来模拟风卷起的沙子对岩石不断磨蚀

的过程。 

3.当大风卷起的沙子从岩石上刮过时，可能会发生碰撞，这个过程

就像砂纸对岩石表面不断“打磨”使岩石表面变得光滑。 

4.敦煌的雅丹地貌是由风的作用形成的。风吹过干燥的地表，携带

起沙子→风中携带着沙子，不断打磨岩石→岩石经过长 时间风的

作用，形成造型独特的雅丹地貌。 

5.戈壁和沙漠的形成 



（1）大风或洪水的力量可以把大块岩石破碎后形成的细小的沙、

土搬运到远方，只留下大大小小的砾石，这便形成了戈壁滩。 

（2）被带走的沙子在风或流水速度减小时沉积下来，日积月累，

就形成了沙漠。 

6.风对地球表面的影响 

（1）当风刮过地面的时候，风能吹起黏土和细沙，风力越强，它

所能携带和输送 的颗粒就越大。 

（2）风化岩石具有侵蚀作用。当风中携带沙子时，会增强侵蚀的

效果。 

（3）当风减速或遇到障碍物，如石头、草丛时，风携带的沙子就

会降落并沉积下来。 

（4）与地震和火山喷发相比，风对地形地貌的影响是缓慢的，需

要日积月累的过程。 

第 6 课 水的作用 

1.在地表的变化过程中，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降落的雨水和众多

的河流都会改 变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 

2.认识降雨给土地带来的变化 

（1）在土壤表面撒上带有颜色的沙子的目的是便于观察实验现象； 

（2）实验中用喷壶喷水模拟降雨； 

（3）降雨前小山丘比较圆，红色沙子大多数在山丘顶部。降雨后

小山丘上出现了很多小沟，一些红色沙子被冲到了山丘底部； 

（4）结论：降雨会改变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 

3.降雨对地表产生的影响 

（1）雨水会把地表上的泥沙带走，汇聚成径流，在土地上留下沟

壑。 



（2）雨水因携带泥沙而变得浑浊，当水流平缓时，水中的泥沙又

会沉积在地面 上。 

4.河流的侵蚀作用和沉积作用 

（1）当河水流速快时，侵蚀作用为主；当河水流速慢时，沉积作

用； 

（2）乾坤湾的凹岸（凹进去的河岸）水流速度快，以侵蚀作用为

主；凸岸（凸出来的河岸）水流速度慢，以沉积作用为主。 

（3）一般河流入海口地地势平坦，水流速度慢，沉积作用强，泥

沙堆积会形成三角洲，如黄河入海口的沙洲、长江三角洲等。 

第 7 课 总结我们的认识 

1.几种地形地貌形成的主要原因 

（1）弯曲的岩层：地震（岩层受到挤压）； 

（2）长白山天池：火山喷发形成 

（3）敦煌的雅丹地貌：风的作用 

（4）黄土高原上的沟壑：水（降雨）的作用 

（5）黄河入海口的沙洲：水的作用（河水流速减慢，泥沙沉积） 

2.地面的岩石、沙土在水、风、重力等作用下，被破坏和搬走的现

象叫侵蚀。 

3.影响地表变化的因素有地震、火山、风的作用、水的作用，此外

还有冷和热的 作用、动植物的作用等。 

4.地震和火山喷发对地表的改变是剧烈的，风的作用和水的作用对

地表的改变是 缓慢的。 

5.探索植物对侵蚀的影响 

制作小山丘模型→模拟降雨→比较两个小山丘的变化 

（1）既是模拟实验，又是对比实验。对比实验只能改变一个条件。 

相同条件：地形（坡度）、降雨量、降雨高度等； 



不同条件：一个有植物覆盖，一个没有植物覆盖。 

（2）实验现象：有植物覆盖的山丘变化不明显，收集到的“雨水”

中含有的泥沙 比较少。没有植物覆盖的山丘上出现了小沟，收集

到的“雨水”中含有的泥沙比 较多。 

（3）实验结论：植物能减弱雨水的侵蚀作用。 

第三单元《计量时间》 

第 1 课 时间在流逝 

1.在远古时代，人类用天上的太阳来计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昼夜交替自然而然成了人类最早使用的时间单位——天。 

2.用日影来计时 

（1）圭表是古代科学家发明的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根

据圭表上的日影长度（每天最短），人们就可以确定节气的日期和

一年的长度。 

（2）日晷又称“日规”，是我国古代利用日影测量时间的一种计

时仪器。根据晷面上晷针的日影角度，人们就可以确定时刻。 

3.观察研究“一炷香”的时间 

（1）取一支香，分别在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处做标记。 

（2）燃香并记录香燃烧到每个标记的时间。 

（3）注意要在无风的环境下进行实验。 

（4）燃香时间记录表。 

燃香的长度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三 一整支 

测量的时间 15 分钟 30 分钟 45 分钟 60 分钟 

我的发现 同一根香，燃烧相同长度所用的时间相等 

4.蜡烛也可以用来计时。 

第 2 课 用水计量时间 



1.观察水流的速度：把一个透明塑料瓶去掉底部，倒过来盛水，在

瓶盖上扎一个小孔，让水可以从小孔中缓缓流出。仔细观察发现：

水流的速度不是均匀的。水流速度随着水位的降低而变慢。但对同

一个容器，我们控制初始水位高度和孔径不变时，流出相同水量所

需的时间相同。 

2.测量水流速度的变化 

（1）用瓶子（无底、瓶盖带孔）装 200 毫升水，用量杯接住从瓶

中流出的水。测量量杯内的水积聚到 50 毫升、100 毫升、150 毫升

时，分别需要多少时间。 

（2）实验记录 

水流量 所需时间（秒） 水流量 所需时间（秒） 

50 毫升 91 第 1 个 50 毫升 91 

100 毫升 198 第 2 个 50 毫升 107 

150 毫升 327 第 3 个 50 毫升 129 

（3）实验结论：随着塑料瓶中水的减少，水流的速度越来越慢，

流出一样多的水（50 毫升）时所用时间增加。 

3.当容器中水位不变时，水以均匀地速度从容器底部流出。 

4.古代水钟：让水滴以均匀的速度滴入圆筒，使得浮标会随水量的

增加而逐渐上升，从而显示流逝的时间。用水滴的好处是流速较慢，

计时更准确，而且不用频 繁地进行加水等操作。 

第 3 课 我们的水钟 

1.制作我们的水钟的流程 

（1）任务：制作一个计时 10 分钟的水钟； 

（2）设计方案：用画图的方法把我们的设计方案表示出来； 

（3）制作：按照自己的设计，加工组装我们的水钟； 



（4）测试：用钟表测试自制的水钟计时是否准确； 

（5）评估与改进：根据测试结果，改进我的水钟。 

2.水钟的设计方案和制作过程 

（1）剪开塑料瓶。 

（2）用工字钉给瓶盖打孔。 

（3）另取一个塑料瓶，重复（1）（2）两步。 

（4）像图中那样，将三个瓶重叠组装。 

（5）倒水计时，在最下面的容器上标上刻度。 

3.我们可以控制水流的速度，从而使水钟计时更加准确。 

4.制作水钟可能遇到的问题 

可能遇到的问题 产生原因 解决方案 

时间刻度过于密

集 

水流太慢 
使水位变高 

使小孔变大 

接水容器太粗 换用细高的容器 

不能测量到 10 分

钟 

水流太快 
使水位变低 

使小孔变小 

接水容器太小 
换用更大更高的容

器 

时间刻度不均匀 

水位不固定 
改进装置，使水位固

定 

接水容器的形状不

规则 

换用上下同样粗细

的柱 

状容器 

5.沙漏是利用能流动的沙来制作的计时工具。 



第 4 课 机械摆钟 

1.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第一个发现并解释了摆的等时性。 

2.同一个摆在相同时间内摆动次数相同，这就是摆的等时性。根据

这种性质，人们制成了摆钟，摆钟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钟表的精确度。 

3.观察钟摆运动的特点 

(1) 钟摆由摆绳和摆锤两部分构成。 

(2)  钟摆往返一次记为摆动一次。 

(3) 测量钟摆 1 分钟摆动的次数（实验三次），并记录。 

实验次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摆动次数 60 60 60 

（4）实验结论：该钟摆 1 分钟总是摆动 60 次。 

4.自制摆在摆动的过程中，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小，但是同一个摆 1

分钟内摆动的 次数是相同的。 

5.统计各组的摆 1 分钟摆动的次数，发现：不同的摆在一定时间内

摆动的次数各 不相同。 

第 5 课 摆得快慢 

1.摆的快慢与摆锤的质量、摆动的幅度无关，与摆绳的长短有关。 

2.研究影响摆的摆动快慢的因素时的注意事项： 

（1）实验时，只改变一个因素（要研究的因素），其他因素保持

不变。 

（2）在安装摆时，摆绳上端必须固定住，不能在摆动过程中移动。 

（3）在摆动开始时，要让摆小幅度地自由摆动，要自由释放摆，

不能用手推动摆。 

（4）如果实验中摆锤碰到铁架台等物体，需要重新做实验。 

3.探究摆的快慢与摆锤质量的关系 

（1）不变条件：摆绳的长短、摆动的幅度。 



（2）改变条件：摆锤的质量。 

（3）实验结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摆的快慢与摆锤的质

量无关。 

4.探究摆的快慢与摆绳长短的关系 

（1）不变条件：摆锤的质量、摆动的幅度。 

（2）改变条件：摆绳的长短。 

（3）实验结论：摆的快慢与摆绳的长短有关。摆绳越长，摆动越

慢；摆绳越短，摆动越快。 

第 6 课 制作钟摆 

1.摆的快慢与摆绳长度有关。 

2.同一个摆，摆绳长度越长，摆动越慢；摆绳长度越短，摆动越快。 

3.为了让摆每分钟的摆动次数变为原来的 2 倍（或 1/2)，绳子的

长度需要变为原来来的 1/4（或 4 倍）。 

4.制作“钟摆”的流程 

（1）任务：让我们制作一个 1 分钟正好摆动 60 次的摆； 

（2）设计方案：利用铁架台、细绳、回形针、螺母、秒表等材料

制作，要确定摆绳的长度； 

（3）制作：利用材料，组装一个简易的“钟摆”； 

（4）测试：反复测试，不断调整和记录，使制作完成的摆正好 1

分钟摆动 60 次； 

（5）评估与改进：将各组的“钟摆”放一起进行对比，想办法让

“钟摆”更加准确。摆绳的长度摆动 60 次加准确 

（1）确定摆绳的长度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可以测摆 15 秒钟是

否摆动了 15 次，不须测 60 秒。 

（2）测试和评估时，要测摆 1 分钟是否摆动了 6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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