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情境新趋势】第一单元《微小世界》素养检测卷

小学六年级教科版科学试题

(时间:40 分钟)

一、我会选。(共 60 分，每题 2 分)

肉眼看不到的微小世界是什么样的？它们能告诉我们哪些自然界的奥秘？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有

着怎样的关系？学习《微小世界》单元后，小虞对微小世界非常感兴趣，与他一起遨游微小世界吧！

1．（2分）小虞做了一个水滴放大镜观察采集来的一片叶子。下面是玻璃片上的四处水滴的侧俯图，

透过水滴，能把叶脉放得最大的是（   ）

 
 A.A         B.B         C.C

2. （2 分）小虞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了许多标本，感叹显微镜下的微小世界丰富多彩。但（   ）无

法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被观察到。

 

3.（2分）下图是小虞用放大镜和简易显微镜观察标本的图像，观察（   ）时的视野是最小的。

A.蝴蝶的触角    B.蔬菜上的蚜虫     C.蚕豆叶的气孔

4.（2分）在实验室里小虞用光学显微镜观察身边的微物体，以下属于正确使用显微镜步骤的是（   ）

A.a-b-c-d          B.c-a-b-d       C.c-a-d-b

5.（2 分）小虞同学写了一个很小的“上”（如图甲），他从目镜里看到这个字的图像有点偏上了

（如图乙），他需要将玻片（   ）移动才能将其移至视野中央。



A.向上      B.向下         C.向左

6.（2分）在微小世界中，人类不断探索，观察工具也不断发展，以下发展顺序正确的是（   ）

 

A.④-②-①-③       B.②-④-①-③       C.④-①-②-③

7.（2分）在显微镜下，小虞观察到如图１所示，视野中的这些气泡是他在（   ）操作失误导致的。

 

A.撕取洋葱表皮时       B.进行染色时       C. 盖盖玻片时

8.（2分）小虞想要设计一个简易显微镜，下列哪种镜片比较合适？（   ）

A.平面镜             B.奶奶的老花镜片        C.近视眼镜

9.（2分）如图所示，小虞在长方体鱼缸甲和球形玻璃鱼缸乙中各养了一条小鱼。从容器侧面观察，

两条小鱼大小相同。若两条小鱼从水中取出比较，发现（   ）

A.甲中鱼大            B.乙中鱼大             C.两条鱼一样大

10.（2分）小虞用老师提供的甲、乙、丙３个直径相同、放大倍数不同的放大镜，观察书本上相同的

文字，分别观察到以下图像，这３个放大镜的最大放大倍数（   ）

A.甲最大 B.乙最大           C.丙最大



11.（2分）小虞观察了很多生物的细胞，以下哪个是叶片表皮细胞（   ）

 
12. （2分）小虞将报纸紧靠在下面四个玻璃杯的后面，透过玻璃杯观察杯后的报纸文字，文字会被

放大的是（   ）

 A.    B.      C.

13.（2分）显微镜中的科学微观虽然小，奇景真不少。小虞在观察洋葱表皮细胞实验的过程中，出现

以下情形，其中描述正确的是（   ）

 
A.甲图③号是反光镜，调整③可以让视野更亮　　　 

B.乙图物镜长短不同，①②放大倍数相同　　　　 

C.丙图物像要移到视野中央，应将载玻片往左上方移动

14.（2分）下图是小虞和同学记录的洋葱表皮细胞。关于洋葱表皮细胞相同点描述不正确的是（   ）

A.洋葱表皮细胞的颜色和大小都是相同的 

B.洋葱表皮细胞之间都是紧密相连的   

C.一个洋葱表皮细胞内一般都有一个小圆点

15.（2分）小虞用干稻草放入水中制成培养液(如图),甲杯中的液体最好选用（   ）

 
A.矿泉水       B.自来水       C.池塘水 



16.（2分）如图所示，小虞在显微镜的视野中看到了一行细胞，此时显微镜的物镜和目镜分别标有

“１０Ｘ”和“１０Ｘ”。如果将物镜换成“４０Ｘ”，那么在视野中可以看到的细胞数目是（   ）

 
A.1个          B.2个        C.4个  

17.（2分）小虞带领科学小组使用手持显微镜观察昆虫，发现飞蛾的触角像羽毛一样，它是（   ）

18.（2分）小虞想将叶子图像放大，进行细致仔细观察，下列几组镜片组合中，能让物体放得最大的

是（   ）

 
19.（2分）如图所示，小虞发现自己放在桌上的橘子发霉了，主要原因是（   ）

    
A.桶子熟透了     B.橘子里面自己产生了霉菌      C.霉菌落在橘子上繁殖的结果

20.（2 分）2022 年 4 月 6 日，跟随神舟十二号太空旅行后的江山珍贵中药材黄精迎来了种子落种的

日子，过了一段时间黄精长势喜人，为了深入了解黄精，小虞先用一个放大镜对黄精叶片进行观察，

他能观察到黄精叶片的（ ）。　　　

A.叶片上非常清晰的纹路          B.液泡          C.叶绿体  

21.（2分）如图，当培养微生物的烧杯中出现了一些霉点后，小虞用滴管取一滴液体用于制作临时装

片，此时滴管应从（   ）吸取液体。

A.水底沉淀物处      B. 搅拌后中间水位处    C.靠近水面处

22.（2分）为了能尽可能看清微小物体的内部结构，小虞应该挑选的目镜、物镜组合是如下的（   ）



 
A.甲和丙      B.甲和丁       C.乙和丙  

23.（2分小虞跟小组同学利用郊游的机会带回一瓶池塘水，他们反复调试显微镜，终于观察到如下图

（   ）的草履虫。

24.（2分）甲、乙、丙三位同学在教室里交流各自的观点，你猜小虞赞同（   ）的观点。

A.甲同学说：“蝇的复眼只能看到周围１８０°范围内的物体。”

B.乙同学说：“昆虫的嗅觉很灵敏，是因为它们都长着形状相同的触角。”　

C.丙同学说：“罗伯特·胡克第一个发现细胞。”

25.（2分）观察水中微生物需要制作玻片标本，盖上盖玻片的方法要正确，不然会影响观察效果。下

列方法正确的是（   ）

 
26.（2分）小虞用显微镜观察洋葱表皮细胞，要将视野由图甲转换成图乙，下列操作不需要的是（ ）

 
A.移动装片       B.调节反光镜     C.转动物镜转换器

27.（2分）小虞的奶奶用放大镜看报时，为了看到更大更清晰的像，她常常这样做（   ）

A.报纸与放大镜不动,眼睛离报纸远一些 

B.报纸与眼睛不动, 放大镜离报纸远一此 

C.报纸与放大镜不动,眼睛离报纸近一些

28.（2分）小虞发现人们在制作馒头或面包时，常会加入（　　），使其变得松软多孔。

A.酵母菌         B.乳酸菌       C.大肠杆菌

29.（2分）下列属于微生物的是（   ）



30.（2分）.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最早发现并提出“细胞”这个名称的科学家是（   ）

A. 列文虎克       B.罗伯特·胡克      C.简·施旺麦丹

二、综合探究与应用（共 40 分）

31．（10分）探究一：小虞利对放大镜、显微镜十分感兴趣，让我们跟随他一起观察它们的使用吧。

（1）昆虫的触角相当于“鼻子”，小虞在放大镜下看到的蝴蝶触角是（    ）。

A． B． C．

（2）小虞找来了不同放大倍数的凸透镜镜片，其中放大倍数最高的镜片是（    ）。

A．面积最大的 B．凸度最小的 C．凸度最大的

（3）小虞做了下列几种放大倍数的简易显微镜，用来观察同一物体时，视野最大的是（    ）。

A．15 倍 B．30 倍 C．50 倍

（4）组装简易显微镜的步骤：①找到最大、最清晰的图像；②固定镜片；③上下调整镜片距离。正

确的顺序是（    ）。

A．②③① B．③①② C．①③②

（5）使用简易显微镜时，上下调整镜片到物体的距离相当于光学显微镜使用步骤中的（    ）。

A．调焦 B．对光 C．上片

32．（10分）探究二：圭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天文仪器，它可以研究地球的公转与四季之间的关系。

（1）在使用简易圭表时，应该（    ）。

A．在每天正午的时候进行测量

B．要在不同的位置进行测量

C．根据影子的方向来判断季节

（2）2022 年 12 月 22 日是冬至日，正午时候太阳高度最低。由此判断，这一天正午物体的影子最有

可能是（    ）。

A． B． C．

（3）观察地球公转示意图，能发现地球公转周期是（    ）。



A．一天 B．一月 C．一年

（4）地球公转导致了四季变化。以下描述中，正确的是（    ）。

A．地球公转时与太阳的距离是固定不变的

B．地球公转过程中，地轴倾斜的方向随着季节不同而不同

C．地球上南北半球的季节是相反的

（5）下列现象与地球公转有关的是（    ）。

A．猫换季时掉毛 B．昙花总在夜晚开放 C．猫头鹰昼伏夜出

33.（10分）探究三：根据小虞研究“斜面”的实验，完成练习。

（注：斜面甲、乙表面光滑度相同，高度 h 相同）

（1）小虞将物体 G 沿斜面甲往上拉，和直接提升相比较，（    ）。

A．直接提升更省力 B．沿斜面往上拉更省力 C．两者用的力一样

（2）小虞设计了图 1 和图 2 两个实验，想要探究的问题是（    ）。

A．利用斜面是否能更省力

B．斜面倾斜角度的大小和省力程度的关系

C．斜面倾斜角度的大小和运动速度的关系

（3）如果沿斜面甲缓慢地匀速拉动物体 G 时，测力计示数是 0.8N，那么沿斜面乙缓慢地匀速拉动物

体 G 时，测力计的示数（    ）。

A．等于 0.8N B．小于 0.8N C．大于 0.8N

（4）学习了斜面知识后，小虞决定骑自行车上坡时，在坡上走“S”形路线，这是为了（    ）。

A．省距离 B．省力 C．省时间

（5）下列选项中没有运用斜面原理的是（    ）。

A．筷子 B．盘山公路 C．螺丝钉



34.（10分）探究四：这学期,小虞在科技社团里组装了一些科技模型,有太阳能电风扇、电动小车、

小型电磁起重机. 为了进一步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科技社团成员将这些模型一拆解,取出里面的装

置进行研究。

（1）太阳能电风扇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转动起来产生风,整个过程中的能量转化形式是（   ）

A.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B.太阳能转化为动能       C.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转化为动能

（2）如果要改变电动机的转子转动方向,可以改变（   ）

A.电池正负极接法 B.电池的数量  C.磁铁的数量

（3）下列适合做电磁铁线圈的材料是( )。

A.细棉线    B.细铁丝    C.导线  

（4）小虞制作电磁铁时应将导线( )缠绕。

A.向一个方向       B.先逆时针后顺时针     C.先顺时针后逆时针 

（5）闭合电路开关,然后再将电磁铁的钉帽靠近指南针一端,指南针出现下图中的现象,则电磁铁的

钉帽是( )。

A.N极            B.S极       C.N极或 S极  

参考答案



一、我会选。（共 60 分，每题 2 分）

1．（2分）小虞做了一个水滴放大镜观察采集来的一片叶子。下面是玻璃片上的四处水滴的侧俯图，

透过水滴，能把叶脉放得最大的是（   ）

 

 A.A         B.B         C.C

【答案】B

【详解】只要具有放大镜片透明、中间较厚的结构比如加满水后的烧杯、烧瓶等,就具有同样的放大

功能。放大镜的放大倍数与镜片中央凸度有关,中央凸度越大,其放大物体图像的倍数就越大。B水滴

的凸度最大,所以透过水滴, 能把叶脉放得最大。

2. （2 分）小虞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了许多标本，感叹显微镜下的微小世界丰富多彩。但（   ）无

法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被观察到。

 

【答案】C

【详解】病毒的结构非常简单,由蛋白质外壳和内部的遗传物质组成,没有细胞结构。病毒比细菌还小

得多,只能用纳米  (百万分之一毫米)衡量它的大小,只能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它。                   A

、草履虫可以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清楚,故A错误;

B、洋葱表皮细胞可以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故B错误;

C、新冠病毒比细菌还小得多,只能用纳米(百万分之一毫米)衡量它的大小,只能在放大倍数更高的电

子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它,光学显微镜下看不清其结构特点,故C正确。

3.（2分）下图是小虞用放大镜和简易显微镜观察标本的图像，观察（   ）时的视野是最小的。

A.蝴蝶的触角    B.蔬菜上的蚜虫     C.蚕豆叶的气孔

【答案】C

【详解】工具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涵盖各方各面,工具的使用推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放大镜

一般就是指一个凸透镜,镜片特点是中间厚边缘薄、透明,凸度越大,放大倍数越大。显微镜是由两个

或两个以上放大镜组成,显微镜的放大倍数等于所用物镜与目镜放大倍数的乘积。分析选项中,蝴蝶的

触角和蚜虫适宜用放大镜观察,放大镜放大倍数较小,但是与显微镜相比,观察范围较大;蚕豆叶的气

孔很小,适宜用显微镜观察。显微镜放大倍数大,所以用显微镜观察看到的图像较大,范围很小。故C选

项符合题意。



4.（2分）在实验室里小虞用光学显微镜观察身边的微物体，以下属于正确使用显微镜步骤的是（   ）

A.a-b-c-d          B.c-a-b-d       C.c-a-d-b

【答案】B

【详解】微镜是由一个透镜或几个透镜的组合构成的一种光学仪器,是人类进入原子时代的标志。根

据对显微镜的认识,使用显微镜的步骤应该是使用显微镜的步骤:（1）将显微镜向光摆放在平坦的桌

面上;（2）将显微镜向光摆放在平坦的桌面上,把一个较大的光圈对准通光孔;（3）将标本的载玻片

放在载物台上;（4）调节焦距一定要在低倍镜下调,先转动粗准焦螺旋,使镜筒慢慢下降,物镜靠近载

玻片,但不要让物镜碰到载玻片,在这个过程中眼睛要从侧面看物镜,然后用左眼朝目镜内注视,并慢

慢反向调节粗准焦螺旋,使镜筒徐徐上升,直当看到物像为止；（5）慢慢移动载玻片,观察标本的各个

部分。

5.（2 分）小虞同学写了一个很小的“上”（如图甲），他从目镜里看到这个字的图像有点偏上了

（如图乙），他需要将玻片（   ）移动才能将其移至视野中央。

A.向上      B.向下         C.向左

【答案】A

【详解】显微镜的成像特点:物像的移动方向与玻片标本的移动方向相反。图示中显示在目镜中观察

到的物体图像在上方,如果要将物像移到中央,应该把玻片继续往上方移动,物像就会移到视野中央。

可见A符合题意。

6.（2分）在微小世界中，人类不断探索，观察工具也不断发展，以下发展顺序正确的是（   ）

 

A.④-②-①-③       B.②-④-①-③       C.④-①-②-③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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