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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真题解析

一、单选（共 15 题，每题 2 分,共 30 分）

1.【答案】C

【格木解析】风速的仪器是使用的是风速计（简称风表）进行测定。气温计主要是测量

温度的仪器，雨量器测量降水量，风向标测量风向。

2.【答案】B

【格木解析】中国地形是西高东低，西部多高原山地，东部多平原，因此 B表述错误。

3.【答案】A

【格木解析】因为光沿直线传播，所以当发生日食时，太阳、月球、地球三者的位置关

系是，月球在地球和太阳的中间，故本题选择 A。

4.【答案】D

【格木解析】苔藓大多生活在阴湿的陆地上，植株矮小，通常具有类似茎和叶的分化，

但是茎中无导管，叶中也没有叶脉，根非常简单，称为假根且不开花。

5.【答案】B

【格木解析】爬行动物是真正适应陆地环境的脊椎动物，身体结构和生活方式与两栖动

物差别很大。形态结构：头部后面有颈，头可以灵活转动，便于在陆地上寻找食物和发现敌

害；四肢短小，不能跳跃，但能贴地面迅速爬行；皮肤干燥，表面覆盖角质鳞片，既可以保

护身体，又能减少体内水分的蒸发。壁虎属于典型的爬行动物。

6.【答案】D

【格木解析】人体援取养分依靠的是消化系统。消化系统由消化道和消化腺组成。分子

大、结构复杂的有机物进入消化系统后，逐步分解成简单的物质被吸收。

7.【答案】D

【格木解析】生物最基本的结构单位和功能单位是细胞，细胞核包含遗传物质，细胞膜

是选择透过性膜，细胞质包括细胞基质和细胞器。

8.【答案】C

【格木解析】孩子的遗传物质来源父亲和母亲，之所以父子长得比较像主要取决于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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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的影响。

9.【答案】B

【格木解析】电线的使用主要是因为金属的导电性，轮胎的使用主要是因为压缩空气有

弹性，餐巾纸主要利用摩擦力原理，陶瓷茶杯的使用，主要是因为陶瓷的保温性比较好。

10.【答案】A

【格木解析】 表示可回收垃圾。

11.【答案】D

【格木解析】物体由于发生弹性形变而产生的力叫做弹力。在弹性限度内，物体的形变

越大，产生的弹力越大。

12.【答案】C

【格木解析】声音的响度取决于物体振幅的大小，声音的高低取决于频率的大小，频率

越大音调越高，而频率取决于物体振动的速度，速度越快频率越大。

13.【答案】B

【格木解析】光在同一种介质中沿直线传播，当遇到障碍物时，光会在障碍物的表面发

生反射，并改变传播方向。一般来说，各种物体的表面都能反射光，我们能够看到本身不发

光的物体，是因为物体反射的光进人了我们的眼睛。夜晚，我们能在灯光下读书、写字，利

用了光的反射。

14.【答案】A

【格木解析】地球上能量的最终来源都是太阳能。水力发电站是把机械能转化成电能，

普通电池是把化学能转化为电能，核电站的主要能量来源是原子核的裂变或者聚变。

15.【答案】B

【格木解析】人类对计时工具的研究，从简单到精细的一组是，水钟到太阳钟，太阳钟

也称之为日冕，太阳钟到机械摆钟最后到电子钟。

二、简答题（共 2 小题，每题 6 分,共 12 分）

16.【格木解析】

（1）水草、金银花、竹子、芦苇；小鱼、小虾、田螺、河蚌、蜻蜓、鸭子。

（2）小虾→青蛙→蛇；水草→小鱼→蛇。

17.【格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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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量转换定律，在运动员高台跳水过程中，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运动在起跳和

如水的时候直立，利用了压强原理，当压力一定是，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运动员在起

跳后抱膝团身利用了摩擦力原理，当压力一定是，物体之间接触面积越小，摩擦力越小。

（2）完整动作过程：起跳，蹲撑，两腿蹬直，同时曲臂、低头、提臀、团身向前滚翻。

前滚时，头的后部、肩、背、臀部依次着垫，当背着垫时，迅速屈小腿。上体与膝部靠紧，

两手抱小腿，向前滚动成蹲立，入水。

三、科学探究题（共 2 小题，每题 10 分）

18.【格木解析】

（1）绿豆种子发芽需要水

（2）清水

（3）绿豆种子发芽；对照组绿豆种子不发芽。

（4）种子萌芽需要的条件包括：温度、水和空气。因此为保证实验的顺利实施，在实

验过程应该使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相同的适宜温度和适宜的空气的情况下进行。

19.【格木解析】

D→A→C→E→B

四、综合题（共 4小题，其中第 20 小题 8 分，第 21、22、23 各 10 分，共 38 分）

20.【格木解析】

（1）量筒

（2）18ml；25ml；38ml

（3）①选择合适量程，一般情况下选择最接近测量值的量程的量筒，这样是为了避免

误差。②读数时要求视线要垂直与量筒壁，与液面的最低面保持水平。③量筒在量取液体时

不能量取具有腐蚀性作用的液体。

21.【格木解析】

（1）发现问题，提出假设两个环节。

（2）还缺少两个环节：验证假设以及获得结论。具体实验操作如下：

学生实验，验证假设：

①现在各组做完实验后，组长收拾好材料，记录员要做好记录。教师巡视并参与活动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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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哪个小组愿意先汇报你们的实验结果？学生汇报交流实验结果。教师根据汇报的实验

结果移动黑板上的材料名称。

师生合作，获得结论：

①现在请小朋友们仔细观察黑板，小组讨论一下：能被磁铁吸引的物体有什么共同的特

点？学生充分讨论，教师巡视并参与其中。

②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磁铁能吸引什么样的物体？

学生汇报结论，教师板书：磁铁能吸引铁制成的物体。

③科学家就把磁铁能吸引铁材料制成的物体的性质叫做磁性。教师补充课题有磁性

22.【格木解析】

（1）方案不可行。原因在于布置的任务超过了学生的可接受度，在结果要求中要求学

生绘制绘制图表：《气温变化折线图》、《降水量变化柱状图》、《云量和云的类型统计图》、

《风向风速统计图》、《PM2.5 折线图》等，任务太多，超过了小学生的能力水平。

（2）任务太多，超过了小学生的能力水平。建议：将任务分组进行。将班级成员分为

五小组，由五小组人员分别观测气温、降水量、云量和云的类型、风向以及风速等，最后由

班长汇总。

（3）①查阅资料不同地区气温、降水量、云量和云的类型、风向以及风速等数据，对

比与学校周边气候的不同，初步感知地域与气候之间的关系。②引导学生掌握观察记录的方

法，养成观察记录的良好习惯。

23.【格木解析】

（1）需要改变的是摆绳的长度。改变的方法是：第一组绳长保持不变；第二组绳长变

为原来的二倍；第三组变为原来的三倍。

（2）摆绳越短，摆越快；摆绳越长，摆越慢

（3）科学知识目标：知道摆的摆动快慢与摆绳的长度有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摆绳

越长摆动越慢，摆绳越短摆动越快。

科学探究目标：经历探索摆的快慢与哪些因素有关的探索，并依次展开实验研究，得到

实验结果的过程，提高自身科学探究能力。

科学态度目标：感受科学与生活的联系，体会科学源于生活，生活需要科学，激发学习

科学的兴趣。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掌握控制变量的实验方法，体会科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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