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科学下基础训练答案 

三年级下册科学基础训练答案 

三下科学基训一单元答案 

P1 2. 怎样让小车跑得又快又远？ 

用手推小车。静止的小车动起来了。 

用积木搭个山洞，让小车钻。小车能否过去山洞跟山洞的大小，

和用的力大小有关 

P2 有关系. 

1（1）力，力（2）力，推力，拉力。推力，拉力。 

2.设计一个高且光滑的滑梯，小车从滑梯上部滑下，会跑得又快

又远。 

P3 

2、滑梯里有哪些学问？ 

双手按在桌面上向前推。感觉很费劲。 

找个同学，在地面上推拉他。感觉很费劲。 

与物体表面粗糙程度有关。与物体接触面积、表面粗糙程度有关。 

P4 

1、（1）摩擦力（2）粗糙程度，粗糙，大，光滑，小（3）重，

轻 

2、润滑油有润滑的作用，减少了摩擦力。 

P5 

2、玩跷跷板时，有哪些有趣的现象。 

找个比我瘦的同学一起玩。我一下就把他翘起来了。 

P6 

在杠杆左右两边，多次放钩码试验。 

只要距杠杆尺中心一样长，两边放的钩码数一样，杠杆尺就可以

平衡。 

（1）一样多，中心相等（2）平衡原理，托盘、指针盘、游码、

砝码、镊子（3）左盘，右盘，镊子（4）跷跷板、天平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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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 

2、弹簧里有哪些用处？ 

找个带弹簧的圆珠笔弹弹试试。圆珠笔里的弹簧能使笔弹起来。 

找个拉力器试试。拉力器的弹簧有力量。 

不同材料的物品压缩或拉伸后形状的变化不一样。 

P8 

1、（1）要恢复到原来形状的（2）沙发，弹簧秤，拉力器，圆珠

笔，皮球。 

2、做沙发和车辆的减震。 

P9 

2、利用磁铁能做哪些游戏？ 

磁铁的朋友应该是铁制品。拿着磁铁，吸实验。 

P10 

能吸住的就是磁铁的朋友。 

不一样，实验材料：回形针数个，磁铁一个，实验过程：用磁铁

的左端，中间，右端分别吸回形针。 

能隔着物体吸铁。实验材料：磁铁，白纸一张，回形针数个，隔

着白纸用磁铁吸回形针。磁铁能隔着物体吸铁。 

P11 

拿一根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无论站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它的正

极总是指北，负极总是指南。找两块磁铁，互相吸引。同极相斥，异

极相吸。 

有干扰。把磁铁放在正在收听的录音机旁边。录音机会受到干扰。 

1.（1）圆形磁铁、长方形磁铁，形状。（2）吸附，吸铁。 

(3)磁铁两端的磁性大。（4）南北，两，南极，S，北， 

2.冰箱门，磁性围棋。 

P12 

2.指南针有什么作用？ 

3.指南针有哪些种类。 

4.迷路了，应该怎样辨别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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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同学交流，讨论。1.树叶茂盛的一面是南 2.用指南针。 

我们组交流指南针。指南针可以辨别方向，它是用磁铁做成的。 

把指南针放平。等指针停止摆动时，就能指出南，北方向。 

1.（1）指示南北（2）磁针，底盘（3）司南，罗盘（4）指南针，

太阳，北极星（5）同一个（6）放平 

P14 

一、1（1）×（2）对（3）错（4）错 

2. （1）A（2）B（3）B（4）B（5）C 

二、1.增大摩擦力 

P15 

2. 增大摩擦力 

3 减小摩擦力 

4.靠中间位置。 

三．怎么样制作计时工具。 

四．（1）.研究了小车的运动与什么因素有关。（2）.探究摩擦力

的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3)指南针的制作和应用。 

三下科学基训二单元答案 

太阳与时间 

7.认识太阳 

我想研究的问题： 

1、太阳是什么样的？ 

2、太阳石怎么燃烧的？或是太阳的温度是多少？ 

观察与实验 

我了解的太阳 

我的交流：太阳很大，很圆，很热。 

我的发现：太阳已经燃烧了 50 亿年估计它的寿命还有 50 亿年 

太阳的结构。 

我的交流：太阳由内向外分别日核、辐射层、对流层、光球层。 

我的发现：太阳有很多层组成，太阳的表面经常会出现太阳黑子、

耀斑和日珥。太阳的表面温度大约有 6000 摄氏度内部温度大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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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万摄氏度。 

太阳与地球的比较 

我的交流：太阳很大,太阳的直径是地球的 109 倍、体积是地球的

130 倍、质量是地球的 33 倍。 

我的发现：太阳是恒星，地球是太阳的卫星，围绕着太阳公转因

而产生的四季交替。 

我的收获 

1.太阳是银河系中一颗普通的恒星，大约有 50 亿岁了，估计它的

寿命还有 50 亿年。 

2.太阳表面温度大约是 6000℃，内部温度大约是 1500 万℃。 

3.太阳是一个旋转的高密度炽热气体球，大部分气体是氢气，其

次是氦气 

4.太阳的表面经常会出现太阳黑子、耀斑、日珥 

5.太阳的直径约为 139 万千米，是地球的 109 倍，体积是地球的

130 万倍，质量是地球的 33 万倍 

6、填图： 

略 

8、太阳和影子 

我想研究的问题 

1、产生影子的条件有哪些？ 

2、影子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密切关系？ 

观察实验 

做影子游戏 

我的做法：用手摸拟狼和老鹰的形状 

我的发现：只有在有光的地方才能用手摸拟狼和老鹰的形状 

一天中，阳光下同一物体影子的变化 

我的猜想：影子随着阳光的移动会产生变化 

我的方案：用手电筒来代替太阳，用一支铅笔当做阳光下的物体，

模拟太阳东升西落。 

我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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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电筒的位置影子的方向影子的长度 

东方西方比较长 

南方北方比较短 

西方东方比较长 

我的发现：影子的方向和太阳的方向正好相反，影子随着太阳移

动的变化而变化。 

我的收获 

1．产生影子的条件是光和不透明的物体 

2．一天中，中午影子最短，早晨和傍晚的影子最长 

3．物体的影子总是在物体背光的一面 

2．生活中的科学 

怎样利用太阳位置辨别方向？ 

答：太阳东升西落早晨的时候太阳在东方，傍晚的时候太阳在西

方，中午的时候太阳在南方。当太阳在东方的时候我们的影子在西方，

当太阳在西方时我们的影子在东方，当太阳在南方时我们的影子在北

方。 

9、用太阳计时 

我想研究的问题 

1、怎样用太阳计时？ 

2、古人是如何计时的？或是怎样做计时工具？ 

观察实验 

古人计时的方法 

我的交流：天色计时法，地支计时法等 

我的发现：也能够大体的估计时间，但是不够准确。 

用太阳计时。 

我的方法：查阅资料，问老师。 

我的发现：日晷是把一天中影子的样子记录在纸板上并注明时间，

计时比较准确但是比较麻烦。 

做个日晷来计时 

我的方法：制作一个日晷（晷针和晷面）放在校园空旷的地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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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观察，验证我们的研究成果。 

我的发现：日晷计时比较准确但是有点麻烦，需要坚持。 

我的收获 

1．人们根据一天钟阳光下物体影子的变化规律，制作了计时仪器，

叫做日晷。 

2．日晷有晷针和晷面两部分组成。 

3．从古到今，人们计时的方法有天色计时、地支计时、现代计时

法等。 

4．圭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天文仪器之一，包括硅和表两部分。古 

人利用圭表度量正午的表影长度来判断夏至、冬至及其他节气。 

5．天色计时法中的黄昏大约是现代的 19 时至 21 时 

6．仔细辨认下面的计时工具，写出相应的名称 

圭表日晷沙漏水钟 

10 、制作计时工具 

我想研究的问题 

1、怎样制作沙漏？ 

2、怎样让沙漏漏的更准确？ 

观察实验 

制作沙漏 

我的方案： 

准备两个矿泉水瓶，分别把瓶底割去，并用透明胶布封好，然后

装上细沙， 

再把两个瓶口口对口接好用透明胶布封住，这样一个沙漏就做好

了。 

我的发现：制作沙漏不是很难，但是沙漏计时不是很准确！ 

我的个性计时工具 

我的方案：制作一个水钟，和同学一起合作完成 

我的发现：计时时间不是很长，水流出的时间也不好控制 

我的收获 

1．现代计时工具主要有手表、手机、闹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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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们根据古代计时工具日晷，发明了现代计时工具表。 

3．沙漏是测量时间的仪器。 

4．我制作的沙漏大约能计时 3 分钟。 

单元活动 

一、我的收获 

1．填一填 

（1）太阳的结构层次，由核心开始，依次是日核、辐射层、对流

层。 

（2）在研究太阳与影子的关系时，我们用手电筒代替太阳，用铅

笔代替阳光下的物体，手电筒的移动相当于太阳的移动。通过实验知

道太阳运动的方向和影子的方向相反。 

（3）阳光下，物体影子的方向、长短会慢慢地发生变化。日晷与

圭表是根据日影的变化规律制成的计时器。 

（4）人类根据在一定的装置里，水能保持以稳定的速度往下流这

一特点制作了水钟，用来计时 

2．小法官。 

（1）黑子是太阳活动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T ） 

（2）对于太阳表面的现象，我们不能直接用眼睛去观察（T ） 

（3）在同一时刻，阳光下任何直立物体的影子方向都是相同的

（T ） 

（4）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的变化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 F ） 

（5）沙漏是根据流沙从一个容器到另一个容器的数量来计算时间

的（F） 

（6）一天中，太阳由东向西移动，投向晷面的晷针影子也由东向

西移动（F） 

3、我会选 

（1）太阳与地球的距离大约是（ B ） 

A 1.5 万 

B 1.5 亿 

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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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 A ) 

A 130 万 

B 30 万 

C 33 万 

(3)古代人们制作的利用太阳来计算时间的仪器是（ A ） 

A 日晷 B 浑天仪 C 滴漏 

（4）我国古代吧一天分为（ C ） 

A 36 B24 C 12 

(5)用流水计时，主要应解决（ B ） 

A 盛水多少 B 水流量 C 水质处理 

（6）经过实验研究，我们认为滴漏的滴水速度与（ B ）无关 

A 漏水孔的大小 B 容器的样色 C 滴漏中的水位 

二、生活中的科学 

1、当我们在大自然中迷失方向的时候，怎样利用太阳来辨别方向？ 

答：太阳东升西落早晨的时候太阳在东方，傍晚的时候太阳在西

方，中午的时候太阳在南方。当太阳在东方的时候我们的影子在西方，

当太阳在西方时我们的影子在东方，当太阳在南方时我们的影子在北

方。 

1、制作水钟时，要控制漏水孔的大小和滴漏中的水位，这是为什

么？ 

答：是为了保持流水的速度大小适度。 

三、探究能力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了太阳与时间的相关内容。关于太阳和

时间，你想继续研究什么问题呢？ 

答：怎样制作一个日晷？怎样利用太阳辨别方向？等等 

四、反思回顾 

1、一个单元过去了，你学到了哪些知识？和小伙伴们合作的怎么

样？相信你一定有很多收获，把它记录下来，让伙伴们分享吧! 

答：沙漏是测量时间的仪器；怎样制作一个日晷。 

2、在学习中遇到什么问题？你有好的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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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怎样在日晷上标刻度。 

三下科学基训三单元答案 

11 灯泡亮了 

观察与思考 

我想研究的问题 

1、灯是怎样亮起来的? 

2、手电筒是怎样亮起来的？ 

探究与体验 

我需要的材料：手电筒、电池、导线、小灯泡、开关 

观察实验 

手电筒亮起来的秘密。 

我的方案：拆开手电筒，看它有哪几部分组成？仔细观察拆下来

的部分，想一想它们各有什 

么作用？ 

我的记录：手电筒内有电池、灯泡、弹簧、铜片 

我的发现：电池有正负极，手电筒里的铁片和下面的弹簧相当于

导线，开关一闭合，电路就通了，手电筒亮了。手电筒具备了一个完

整的电的回路：电池、灯泡、导线、开关。 

小灯泡亮起来的方法。 

我的方案：把电池、开关、小灯泡依次用导线连接起来，接通和

断开开关，观察现象。 

我的记录：接通开关，小灯泡亮了；断开开关，小灯泡不亮。 

我的发现：一个完整的电路主要包括电源（电池）、开关、导线、

用电器（小灯泡）四部分。电从哪里来？ 

我的交流：一、电来源于电池，如：太阳能电池、干电池、蓄电

池、银锌电池等。二、电来源于发电站，如：风力发电、水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核能发电等。 

我的发现：电的来源形式不同，有的能产生较强的电力，有的清

洁无污染，有的使用非常便利。 

我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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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电路由电源、电器、开关、导线 4 部分组成。 

2、填出下图中的名称，用这些元件连接电路，并画出电路图。 

12 让更多的灯泡亮起来 

观察与思考 

我想探究的问题 

1、多个灯泡是怎样一起亮起来的？ 

2、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有何不同？ 

探究与体验 

我需要的材料:小灯泡、电池、开关、导线 

观察实验 

两个灯泡同时亮起来。 

我的方案：把两个小灯泡就像串在一根竹签上的两个糖葫芦一样

用导线连接在一个闭合的电路里，观察现象。 

我的电路图： 

我的发现：接通开关，两个小灯泡就亮了。 

控制每一个灯泡的亮灭。 

我的方案：把两个小灯泡的连接导线一端连在一起，另一端也连

在一起，就像两组小朋友并排站立那样，两端接入闭合电路，观察现

象。 

我的发现：只有在每个分支上接入开关才能实现自由控制每个灯

泡的亮灭。 

我的收获 

1、在同一电路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用电器首尾相连，这种电路叫

串联电路。 

2、在同一电路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用电器，各个用电器都用不

同的开关控制，这种电路叫并联电路。 

3、连接两节电池时，必须把一节电池的正极和另一节负极相连。 

4、在电池节数相同的情况下，两只灯泡成串联地接在电路里发出

的光暗，并联地连接在电路里发出的光亮。 

拓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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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盏灯，每盏灯的亮灭均与其他电灯无关。请你用小

电灯、干电池、导线、开关设计出这个电路。 

13 谁的本领大 

观察与思考 

我想探究的问题 

1、哪些物体容易导电？ 

2、哪些物体不容易导电？ 

探究与体验 

我需要的材料:铝片、干木条、铁钉、塑料尺、玻璃 

观察实验 

哪些物体容易导电？ 

我的猜想：金属类的物体容易导电。 

我的方案：将检测电路中的夹子分别夹住干木条、铁钉、铝片、

塑料、纸，观察灯泡是否亮。我的记录： 

材料名称现象 

铁钉灯泡亮 

干木条灯泡不亮 

铝片灯泡亮 

我的发现：像铁钉、铝片这样的金属类物体容易导电。 

辩论会：导体和绝缘体谁的本领大。 

我的交流：人们利用导体把电输送到人们需要它们的地方看，利

用绝缘体阻止电流到人们不需要它们的地方。假如没有导体，我们将

生活在黑暗之中，而假如没有绝缘体，我们的生活又充满了危险。 

我的发现：导体和绝缘体本领都很大，共同为人类服务。 

我的收获 

1、容易导电的物体叫导体，例如钉子、铁丝、铅条；不容易导电

的物体叫绝缘体，例如干木头、玻璃、纸。 

2、电从电线、开关等物体中流过，这种现象叫导电。 

3、人体，大地，不纯净的水，都是导体。 

4、干木材，塑料梳子，陶瓷，都是绝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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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中的电器，如电线、插座、插头、灯泡、电笔、电磁炉等，

哪部分属于导体，哪部分属于绝缘体？为什么这样设计？ 

导体部分绝缘体部分设计原因 

电线内部的铜丝外部的橡胶皮保证用电安全 

插座内部的铜簧片塑料外壳保证用电安全 

电笔笔尖、笔尾笔杆塑料外壳保证用电安全 

灯泡灯丝灯泡底和灯泡壁保证用电安全 

14 安全用电 

观察与思考 

我想探究的问题 

1、电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 

2、我们怎样安全用电？ 

探究与体验 

我需要的材料:有关图书、安全用电方面的录像资料 

观察实验 

电给我们带来的危害。 

我的交流： 

用电事故了解途径事故原因 

家用电器烧坏课前调查电负荷超载、自己乱接电线 

触电致死、致伤看电视违章操作 

电线失火课前调查电线老化、绝缘层受损 

我的发现：人们用电方法不当，往往会带来危害。 

怎样安全用电？ 

我的交流： 

事件正确的做法错误的做法 

擦灯泡关电源后用干布擦直接用湿布擦拭 

拔插座手不碰插座金属部分用力拉拽电线 

用手去直接救人 

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木棍将触电者与电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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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着火先断电源再灭火直接灭火 

私自接线触电身亡专业电工接线私自接线 

我的发现：生活中有很多安全用电方面的问题，绝不可大意。 

安全用电常识。 

我的交流：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切断总电源；

不用手或导电物体如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等去接触、试探电

源插座内部；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电器使用完毕

后应拔掉电源插头；不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插头等；哪

怕安装灯泡等简单的事情，也要切断电源，并在家长的指导下进行等。 

我的发现：人体是导体，要学会安全正确用电，防止受到伤害。 

我的收获 

1、当有较大电流通过人体时，会使人死亡或致人伤残。所以，我

们要注意安全用电。 

2、电工可以用钳子掐断电线，我们可以用手按开关，因为钳子的

把手用橡胶包裹，电源开关的外壳是塑料，它们都是绝缘体。 

3、不能在电线上凉湿衣服，因为人体和湿衣服都是导体，电线上

的电容易通过湿衣服电到晾衣服的人。 

4、使用家用电器之前，要认真阅读说明书。 

单元活动 

一、我的收获 

1、填一填。 

（1）电的来源很多，我知道的有来源于电池的和来源于发电站的。 

(2)把两只灯泡并联连接在一个电路里，可以分别控制每一只灯泡

的亮灭。 

(3)意大利物理学家、发明家伏打发明了能产生稳定、持续电流的

电池——伏打电池。 

(4)干电池有两个极：正极和负极。正极带正电，负极带负电。 

2、小法官。 

（1）干电池外面包的纸和膜，具有防潮和保护作用。（√）（2）

三年级科学下基础训练答案--第13页

三年级科学下基础训练答案--第13页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0512330433

0011314

https://d.book118.com/705123304330011314
https://d.book118.com/70512330433001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