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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训》P2.四. 人们是怎样通过地震

波了解地球内部情况

的？ 

《训》P77. 第 1 课的 第四题. 

答：① 地震波能够向四面八方传播，有的可以一直传到地心。 

② 地震波在传播过程中碰到不同的物质，就会有不同的反射和折射，

用仪器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再进行分析研究，就可以推知地下物质的状态

和分布情况了。 

 

 

 

 

 

 

 

 

 

 

 

 

 

 

 

 

9. 4 

(2) 《训》P2. 

快乐探究 

请你写出制作地球结

构模型的方案，并根

据这个方案制作地球

结构模型。 

使用材料： 

使用工具： 

制作步骤： 

1. 地球结构模型的制作 

材料 各种颜色 (黄、橘红、棕色) 的橡皮泥。 

工具  

 

制 作

步骤 

1. 用黄色的橡皮泥做成球状，代表地核。 

2. 用橘红色的橡皮泥在黄色球形的外面再包围一层，把 

黄色的球形裹起来，代表地幔。 

3. 再用棕色的橡皮泥在橘红色的橡皮泥外层包围一层， 

代表地壳。这样一个地球结构模型就制作好了。 

注意 1. 注意各个橡皮泥圈层的厚度。 

2. 可将球状模型切开，展现剖面，以便观察。 

 

 

2. (1) 《训》P5.四. 火山喷发给人类

带来哪些影响？ 

《训》P4. 三. 判断 2.  5. 答： 

① 火山虽然经常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害，但它也并非一无是处。  

② 在火山灰冷却后，往往会生成肥沃的土壤，这往往是人们选择在火山周

围定居的原因。 

③ 许多火山成了著名的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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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训》P5. 

快乐探究 

实验：探究火山的成

因。 

实验材料： 

实验过程： 

实验结论： 

名称 2. 探究火山的成因 

实验

材料 
三脚架、小瓷盘、酒精灯、火柴、土豆泥、番茄酱。 

实验

过程 

1. 用番茄酱做岩浆，土豆泥做地壳，把土豆泥放在小瓷盘中，

摊成薄饼状，中间倒入适量番茄酱包好，做成山的形状。 

2. 把小瓷盘放到铁架台上，隔石棉网加热，看到“岩浆”从

地壳薄的地方或有裂缝的地方喷出，形成火山。 

3. 看到番茄酱会穿过土豆泥冒出来。 

实验

结论 

地壳越往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岩浆像烧红了的玻璃似的，

通过岩石空隙向上运动。随着岩浆不断上升，遇到薄弱的地表

时，岩浆会喷出地表形成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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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训》P7.四. 人们应该如何躲避地

震？ 

《训》P77. 第 3 课 四. 科学与生活  

答：① 地震发生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可燃气源，打开逃生出口。 

② 来不及逃出时，应选择到重心低、结实坚固的家具下躲避，在没有

坚固家具可供藏身时，可用坐垫等物品保护好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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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训》P7. 

快乐探究 

实验：写出模拟地震

的实验报告。 

名称： 

目的： 

器材： 

过程： 

结论： 

 

名称 3.模拟地震实验 

目的 
通过演示模拟地震发生时的情景，让学生了解地震现象，

认识地震的危害。 

器材 纸箱、木块、记号笔。 

步骤 

① 在纸箱上画上街道的图形。 

② 在每个街道的拐角处都用小木块垒成楼房。 

③ 在纸箱底部敲击，使楼房倒塌。④ 根据楼房倒塌情况，

判断地震的中心和强弱。 

现象 离震中最近的“楼房”形变最大，最先倒塌。 

结论 地震的危害性很大。 

注意 盖“楼房”的材料以小木块或泡沫塑料等低密度物质为好。 

4. (1) 《训》 P10.

四. 

什么叫风化？什么叫

风化作用？ 

《训》P78. 第 4 课的四. 

答：① 位于地壳表面或接近地面的岩石受到温度、水、植被等因素的影响，

会发生破碎或成分变化，逐渐崩解、分离为大小不等的岩屑或土层，岩石的

这种变化称为风化。 

② 引起岩石这种变化（风化）的作用称为风化作用。 

 

 

 

 

 

 

 

 

(2) 《训》P10. 

快乐探究 

你是怎样制作卵石

的？请你把制作过程

写在下面（为了方便，

可以用砖块替代制作

卵石）。 

实验名称  5. 卵石磨圆的模拟实验 

实验步骤 

1、模拟实验：用石子或碎砖头代表河道中的石头，用装有

水的有盖的大塑料瓶代表流水的河道。 

2、把碎砖头放入盛有水的大塑料瓶里，把瓶口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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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力摇晃瓶子，过 5 分钟以后观察。 

实验现象 
观察到水变浑浊了，水中有一些砖屑；砖头变小了，棱

角变光滑了。 

实验结论 

在水的冲刷和碎砖块的相互碰撞、摩擦的过程中，碎砖

块棱角消失变得光滑起来。从而推想：卵石是在河道中不断

受到水的冲击和相互碰撞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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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训》 P12.

四. 

岩石是由什么组

成的？什么是矿产？

说明。  

《训》P78. 第 5 课的四. 答： 

① 岩石由矿物组成。 

② 聚集在一起具有开采价值的矿物称为矿产。 

③ 煤、石油、天然气等属于能源矿产；铁矿石、铜矿石等属于金属矿产；

石英、石膏等属于非金属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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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训》 P12.

快乐探究 

能源是当今世界

关注的重大问题。请

你调查：人类有哪些

保护、节约能源矿产

的良策？把调查结果

写在下面。 

答：① 无外乎开源和节流。 

② 开源：就是加大对传统能源矿产的勘查力度，寻求新型替代能源，

拓展能源矿产资源的勘查范围，甚至探索外星能源矿产……  

③ 节流，先是我们常说的节约用电、煤……其次可以采用梯度电价等。

另外的关键就是，能源资源的开采过程中的节约保护，如要有政策保护那些

厚度较小但大于最低可采厚度的煤层，以免造成永久性的浪费，为人类多提

供一部分能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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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训》 P14.

四.1 

随着人类社会进程的

发展，人类活动对地

表的影响越来越大，

人类活动对地表的变

化有哪些影响？ 

《训》P78. 第 6 课 四. 科学与生活 1.  

答：开挖河道、开山修路，填海造田、修建水库，乱砍森林、过度放牧等

对地表变化有很大的影响，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这种影响会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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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训》P15. 

四.2 

人类活动对地表改变

有哪些影响？请你从

两方面举例谈一谈。 

答：人类的许多活动都已经或正在使地表发生着变化。 

① 有些活动是有利于保护地表的，如那些遵循着自然规律改变了地表，

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活动，像植树造林、退耕还林中我国三北防护

林的建成就对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防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② 还有些则是不利于保护地表，会破坏自然环境的，如乱砍滥伐、毁

林造田、过度放牧、交通建设、采矿等，这些活动会加剧自然灾害甚至导

致多种人为自然灾害的发生，如水土流失、泥石流、沙尘暴，地面沉降等。 

(3) 《训》P15. 

快乐探究 

如何保护地表？ 答：① 不违背自然规律，并按它去改变和塑造新的地表形态，如停止毁林

开荒、恢复天然草场，减少砍伐、封山育林，建设防护林、设立保护区，

退耕还林还草、改善植被条件；不过量抽取地下水、开挖河道、修建水库、

绿化沙漠等。 

② 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减少对环境的的污染和破坏。 

7. (1) 《训》 P18.

四.1. 

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探究声音产生的主要

过程。 

《训》P78. 第 7 课的四. 1.  

答：（1）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2）探究声音产生的主要过程是： 

① 做固体振动发声、液体振动发声、气体振动发声三个实验。 

② 归纳以上三个实验，说明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2) 《训》 P18.

四.2. 

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声

音停下来？ 

《训》P78.第 7 课的四.2.  

答：想办法让物体停止振动，声音也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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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训》P19. 

 

快乐探究 用小槌敲响音叉，听清音叉发出的声音，并立即将音叉放入水中，观

察到的现象： 水面有波纹，音叉振动。 

实验说明：  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9. 25 

8. (1) 《训》 P21.

四.1. 

下雨时为什么先看到

闪电，后听到雷声？ 

《训》P79. 第 8 课的四.1.  答：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

所以先看到闪电然后才听到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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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训》 P21.

四.2. 

在月球上能不能传播

声音？月球上的宇航

员是怎样解决这个问

题的? 

答：① 不能。    ② 可以通过无线电来通话。 

(3) 《训》P22 快乐探究： 

当闹铃在真空密闭的

容器中振动时，为什

么我们听不到铃声？

请设计实验证明。 

答： ① 在真空密闭环境中不存在任何可以传播声音的介质，闹铃的震动

传不到耳朵里，所以就听不到铃声了。 

②  

真空不能传播声音的验证实验 

操作 在密封的玻璃罩里放进一只小闹钟，然后用抽气机将玻璃罩内

的空气慢慢抽净；再慢慢地向玻璃罩内充入空气。 

现象 在抽气过程中，闹钟铃声越来越小，最后只能看到闹钟的小锤

在敲，却几乎听不到铃声；在向玻璃罩内充入空气的过程中，

小闹钟的铃声则越来越大，最后变得与刚放进去的时候差不多

了。 

结论 空气能够传播声音，而真空不能传播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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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训》

P24.

四.1. 

根据耳朵的构造图填空（见右

图） 

（1）对照图填出耳的结构。 

外耳：耳廓和外耳道； 

中耳：鼓膜、听小骨 

等； 

内耳：耳蜗等。 

（2）写出声音传导的途径：     

.                 。 

《训》P79.第 9 课的四.1. 

 

答：（1）耳廓和外耳道；     鼓膜、听小骨等；     耳蜗等。 

（2）声波~ 耳廓~ 外耳道~ 鼓膜~ 听小骨~ 耳蜗~ 听神经~ 大脑  

 

 

 

 

 

 

 

 

 

 

 

 

 

 

 

 

 

 

 

10.9 

(2) 《训》

P24.

四.2. 

我们应该怎对待听力有障碍

的人？ 

① 和对待健听人的态度一样，不要有一丝丝的不耐心或嫌弃；② 不要认

为他听不清楚，就照顾他，不让他做一些事情，因为那样会让他们心里很

受伤，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一等，从而变得封闭、自卑。③ 尽可能多让他们

体验成就感，他们很需要别人的肯定与鼓励。 

(3) 《训》

P24. 

快乐探究：耳朵是人的听觉器

官，若受到伤害，听力就会下

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耳

朵呢？ 

《科学课本》P25.资料卡 或《训》P23.第 9课 第二 选择 1.ABCDE  

① 一是尽量避开噪声；② 二是不要用尖锐的工具掏挖耳朵，以免戳伤外

耳或鼓膜；③ 三是听到巨大声响时要张口，以免震破鼓膜；④ 四是鼻、

咽发生炎症时，要及时治疗，避免引起中耳炎；⑤ 五是不让污水进入外耳

道，避免外耳道感染。 

10 (1) 《训》

P27.四 

请设计相关的实验，探究声音

的不同，并根据实验给声音分

类。 

《训》P79.第 10 课的快乐探究 2. 为主。 

将自行车后轮支起来，一只手转动脚踏板，另一只手那一硬纸片，让

纸片的另一头接触自行车后轮的辐条（注意：不能把手伸进去），先慢慢

转，观察到的现象是轮子转动得慢，纸片振动得也慢，发出的声音低，这

样的声音叫低音。然后逐渐加快转动速度，又会观察到的现象是轮子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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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快，纸片振动得也快，发出的声音高，这样的声音叫高音。可见根据振

动频率的高低不同，可把声音分为低音和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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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训》

P27. 

快乐探究：1. 

用手轻轻摸着喉头，第一次你

用较低沉的声音说话，第二次

你用尖细的声音说话，前后两

次你发出的声音有什么不

同？两次你手的感觉分别是

怎么样的？ 

《训》P79.第 10课的快乐探究1 . 

答： 第一次声音低，第二次声音高。

② 第一次感到喉咙振动得慢，第二次感到喉咙振动得快。 

(3) 《训》

P27. 

快乐探究：2. 

将自行车后轮支起来，一只手

转动脚踏板，另一只手拿一硬

纸片，让纸片的另一头接触自

行车后轮的辐条（注意：不能

把手伸进去），先慢慢转，会

有什么现象？逐渐加快速度，

又会有什么现象？ 

《训》P79.第 10 课的快乐探究 2 . 

答：① 轮子转动得 慢， 纸片振动得 慢， 发出的声音 低； 

② 轮子转动得 快， 纸片振动得 快， 发出的声音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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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题 小题 位置 原题 参考答案 批阅 

11. (1) 《训》

P29.

四.1. 

结合自身和周围环境谈

谈噪声有哪些危害。 

《训》P29.第 11课的三.3.  

答：噪声妨碍人的休息，影响人的健康，降低工作效率，使人烦躁不安，

强大的噪声还能引起耳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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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训》

P30.

四.2. 

人们如何消除噪声污染？ 《训》P79.第 11 课的四.2.  

答：人们为了消除噪声污染，采取了许多措施： 

改进设备和工艺流程，尽可能采用无噪声（或低噪声）设备和工艺以消

除噪声源；

② 将一些不可避免的噪声源与生活区隔开，比如飞机场均建在市郊； 

③ 在工程建设中，广泛地采用吸音与隔音设备来降低噪声； 

④ 植树造林也是降低城市和工矿企业噪声的方法。 

(3) 《训》

P30.

四.3. 

在学校里，要减少噪声。

你是怎样从我做起的？ 

答： 课堂上老师讲课时不小声说话 、下课后不在走廊内大喊大叫；②

课上课下在楼道里都要放轻脚步； ③ 平时听音乐时，音量不要开的过大，

防止影响他人；④ 还有轻声关门、阅览室里不大声喧哗等。 

（4） 《训》

P30. 

快乐探究：研究一下我们生活

中哪些材料更有利于降低或

消除噪声。 

答：① 矿棉吸声板、隔音泡沫板；② 隔音玻璃、空心玻璃砖；③ 窗帘、

地毯、壁纸或“软包”装饰等。 

12. (1) 《训》

P32.

四.1. 

为什么星座一天当中会

自东向西运动？ 

答：因为地球是自西向东自转的，所以在地球上以地球为参照物会看到地

球以外的星星、月亮、太阳等都是自东向西运动的。 

 

 

 

 

 

 

 

(2) 《训》

P32.

四.2. 

秋季晴朗的夜晚，如果你

在野外迷了路，你有几种方法

找到回家的路？ 

答：① 假如你带着荧光指南针，它就可以帮你辨别南北，走出野外。

② 在秋季北天夜空，先找大熊座，再找到北斗七星，然后再延斗口方

向延长 5 倍距离找到北极星，北极星就是正北方，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辨别

南北，走出野外。 

(3) 《训》

P33 

快乐探究：1. 

请你制作一个观星箱，写

《训》P80.第 12 课的快乐探究：1. 

答：① 准备一个较大的盒子、线、胶带、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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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制作的过程和使用方法。 去掉盒盖，并在盒底左下角或右下角挖一个小洞，作为观察孔；  

③ 在盒盖处用线编出大小一样的网格，线的端口用胶带固定在盒子

上； 

④ 将制作好的观星箱放置在便于观察的位置，固定不变，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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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训》

P33 

 

快乐探究：2. 

请画图，在图中填写北斗

七星和仙后座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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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 《 训 》 P35.

四.1. 

根据我们的观察，你

发现北斗七星有什

么变化规律？ 

《训》P80 .第 13课的四.1. 

答：秋季，北斗七星的斗柄指西；冬季，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北。随着季节

的变化，北斗七星的形状不变，位置发生改变。 

 

 

 

仙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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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训 》 P36.

四.2. 

猎户座是一个怎样

的星座，你形象地描

述一下吧。 

《训》P80 .第 13课的四.2. 

答： 冬季上半夜，在南天最引人注目的是猎户座。猎户座很像一个左手

持着盾牌、右手高举大棒、腰间斜挂宝剑的威武猎人。

    ② 在“猎人”的两个肩膀、左脚、右腿部位，有四颗亮星组成一个不

规则的四边形，其中左脚部位那颗星又白又亮；在“猎人”的腰带部位，

有三颗比较亮的星，斜着排成一排。这七颗亮星是识别猎户座的明显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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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训》P36. 

快乐探究： 

1.在下面的方框中

画出秋季和冬季时

的北斗七星图。 

    

 

秋 季                                     冬 季 

（4） 《训》P36. 

快乐探究： 

根据你的观察能写

出一年四季都能看

得到的星座吗？ 

答：能； 北半球一年四季都能看得到的星座有 大熊座（北斗七星），小

熊座（北极星），仙后座（W 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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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1) 《训》P39. 

期中质量检测 

五．1. 

画图标出地球内部

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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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训》P39. 

期中质量检测 

五．2. 

画图标出耳朵各部

分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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