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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测试卷（一）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0分）

1．具有比较疏松、柔软、支持力 （ ） 的茎的植物称为草本植

物，如 （ ）、（ ）、（ ）。具有比较紧

密、坚硬、支持力（ ）的茎的植物称为木本植物，如（ ）、

（ ）、（ ） 。

2．鸟的共同特征是身体表面有 （ ），取食靠 （ ），

用 （ ） 繁殖后代。鸵鸟 （ ）（填“属于”或“不属

于”）鸟类。

3．地球上已知的动物大约有 （ ） 种，其中具有脊柱的叫

（ ），没有脊柱的叫 （ ）。鱼属于 （ ）

动物，蝴蝶属于（ ）动物。

4．利用细菌或病毒制成的（ ）可以预防疾病。

5．（ ）可以分解动植物的尸体。

6．蘑菇、霉菌等都是（ ）。

二、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18分）

1．植物可以根据（ ）的特征分为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

A．根 B．茎 C．叶 D．花

2．在下列动物中，不属于鸟类的是（ ）。

A．鸡 B．鸽子 C．鸭子 D．蝙蝠

3．我们借助（ ）可以看到细菌。

A．放大镜 B．平面镜 C．眼镜 D．显微镜

4．在下列动物中，（ ）属于爬行动物。

A．鸭子 B．蛇 C．猫 D．蜻蜓

5．鳄鱼属于（ ）。

A．爬行动物 B．哺乳动物 C．鱼 D．两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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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夏天我们要经常把棉被、衣物晒一晒，这是为了（ ）。

A．通风 B．防止衣物受潮发霉

C．防止长虫 D．增加衣物的热量

7．在下列动物中，（ ）是脊椎动物，（ ）是无脊椎动物。

A．青蛙 B．蛇 C．蜜蜂 D．蜗牛

8．下面的做法，（ ）是健康的。

A B

C D

三、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16分）

1．植株很小的植物一定都是草本植物，高大的植物一定都是木本植物。

（ ）

2．有翅膀会飞的动物一定是鸟。 （ ）

3．乌龟既能在水里生活，又能在陆地上生活，所以它是两栖动物。

（ ）

4．只要身体表面有毛、胎生、哺乳，它就是哺乳动物。 （ ）

5．霉菌可以用于食品加工，所以发了霉的食物是可以吃的。 （ ）

6．所有的蘑菇都可以食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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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珙桐，又名中国鸽子树，是观赏植物。 （ ）

8．病毒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 ）

四、连线。（20分）

1．将下图中的鸟喙与工具对应起来。（8分）

北美红雀

鹈鹕

沙锥鸟

秃鹫

2．将下列动物和它相应的特征连起来。（12分）

鱼 身体表面有鳞或甲，肚皮贴地爬行。

爬行动物 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具有三对足，两对翅。

昆虫 体表有羽毛，取食靠喙，靠产卵繁殖后代。

鸟 体表有毛，在“妈妈”腹中长成“小胎儿”，幼时吃母乳。

哺乳动物 小时候在水里生活，用鳃呼吸；长大后在陆地生活，用

肺呼吸。

两栖动物 终身生活在水中，用鳍游泳，用鳃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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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答题。（6分）

1．生活中常用的消毒方法有哪些？

2．请你列出几种能食用的真菌。

六、实验题。（20分）

实 验 报 告

实验题目：食物在（ ）条件下会发霉。

实验目的：研究食物发霉的条件。

实验材料：

实验方法：

实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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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测试卷（二）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0分）

1．动物、植物、（ ）、（ ）、（ ）等，共同构成了

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

2．身体表面有鳞或甲，肚皮贴地爬行的动物是（ ），例如

（ ）、（ ）、（ ）。

3．可以食用的真菌有（ ）、（ ）、（ ）。

4．甲型H1N1流感是由（ ）引起的。利用细菌或病毒制成的

（ ）可以预防疾病。

5．食物在（ ）、（ ）条件下最容易发霉。

6．科学家按动物有无脊柱，把动物分为两大类：（ ）、

（ ）。

7．生态农场利用的植物栽培新技术有：（ ）、（ ）、

（ ）。

8．地球上已知动物大约有（ ）种。

二、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22分）

1．在下列植物中，（ ）是观赏植物，（ ）是经济作物，（ ）是

珍稀植物。

A．大豆 B．珙桐 C．银杏 D．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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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答题。（6分）

1．生活中常用的消毒方法有哪些？

2．请你列出几种能食用的真菌。

六、实验题。（20分）

实 验 报 告

实验题目：食物在（ ）条件下会发霉。

实验目的：研究食物发霉的条件。

实验材料：

实验方法：

实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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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测试卷（二）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0分）

1．动物、植物、（ ）、（ ）、（ ）等，共同构成了

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

2．身体表面有鳞或甲，肚皮贴地爬行的动物是（ ），例如

（ ）、（ ）、（ ）。

3．可以食用的真菌有（ ）、（ ）、（ ）。

4．甲型H1N1流感是由（ ）引起的。利用细菌或病毒制成的

（ ）可以预防疾病。

5．食物在（ ）、（ ）条件下最容易发霉。

6．科学家按动物有无脊柱，把动物分为两大类：（ ）、

（ ）。

7．生态农场利用的植物栽培新技术有：（ ）、（ ）、

（ ）。

8．地球上已知动物大约有（ ）种。

二、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22分）

1．在下列植物中，（ ）是观赏植物，（ ）是经济作物，（ ）是

珍稀植物。

A．大豆 B．珙桐 C．银杏 D．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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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下列动物中，（ ） 是哺乳类动物，（ ） 是爬行类动物，

（ ）是两栖类动物，（ ）是鱼类。

A．鲸 B．甲鱼

C．娃娃鱼 D．旗鱼

3．在下列动物中，（ ）不是昆虫。

A．蝴蝶 B．蜜蜂 C．蜗牛 D．蜻蜓

4．哺乳动物的共同特征是（ ）。

A．身体表面有毛 B．胎生、哺乳

C．身体表面有羽毛 D．卵生

5．食品保鲜的方法有（ ）。

A．风干 B．冷藏

C．放在温暖的地方 D．放在水中

6．馒头长毛了，是长出了（ ）。

A．细菌 B．真菌 C．病毒 D．植物

三、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16分）

1．向日葵是木本植物。 （ ）

2．蝙蝠不是鸟类，是哺乳动物。 （ ）

3．哺乳动物都生活在陆地上。 （ ）

4．橡胶来源于植物的汁。 （ ）

5．利用霉菌可以提炼出药品。 （ ）

6．流行性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 （ ）

7．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土壤，无土栽培技术不可能实现。 （ ）

8．危害人类的细菌或病毒只是一小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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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类。（26分）

1．将下列植物按茎的特点分类。（10分）

蟋蟀草 雪松 向日葵 芦苇 柳树

仙人掌 芒果树 榕树 杨树 爬山虎

2．把下面的动物分类，并写出这类动物的共同特征。（16分）

青蛙 蝗虫 乌龟 蝴蝶 鲤鱼 蝾螈 鳄鱼 比目鱼

动物类型

鱼类

两栖类

昆虫

爬行动物

动物名称 共同特征

五、看图做题。（6分）

图中哪些动物属于鸟类？在圆圈里打“√”，写出理由。

蜻蜓 蝙蝠

—— 7

猫头鹰 企鹅

蜂鸟 蜘蛛

六、问答题。（10分）

1．什么叫脊椎动物？什么叫无脊椎动物？它们各包括哪几类动物？（4分）

2．写出有利于健康的几种生活方式。（3分）

3．怎样保护生物资源？（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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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测试卷（一）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0分）

1．我们的周围每时每刻都有各种（ ）存在。

2．植物中的能量来自（ ），并以另一种形式贮藏在（ ）

中。太阳光的能量形式主要是（ ），贮藏在淀粉中的能量形式是

（ ）。

3．能量的单位是（ ）。

4．人和动物是通过（ ）获取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而食物的最

终来源是（ ）。

5．能量可以通过某种物体从（ ）转化成（ ）。

6．电磁铁通电后（ ），断电后（ ）。电磁铁是一种

将（ ）能转化成（ ）能的装置。

7．电磁起重机可以将（ ）能转化成（ ）能。

8．过多或过少地获取能量，都（ ）身体健康。只有保证身体中

的（ ），才能保持我们的健康。

9．在食物链中，（ ）和（ ）在不断地流动着。

二、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18分）

1．我们家里的冰箱、电视机使用的是（ ）。

A．光能 B．声能 C．电能 D．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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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 企鹅

蜂鸟 蜘蛛

六、问答题。（10分）

1．什么叫脊椎动物？什么叫无脊椎动物？它们各包括哪几类动物？（4分）

2．写出有利于健康的几种生活方式。（3分）

3．怎样保护生物资源？（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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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测试卷（一）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0分）

1．我们的周围每时每刻都有各种（ ）存在。

2．植物中的能量来自（ ），并以另一种形式贮藏在（ ）

中。太阳光的能量形式主要是（ ），贮藏在淀粉中的能量形式是

（ ）。

3．能量的单位是（ ）。

4．人和动物是通过（ ）获取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而食物的最

终来源是（ ）。

5．能量可以通过某种物体从（ ）转化成（ ）。

6．电磁铁通电后（ ），断电后（ ）。电磁铁是一种

将（ ）能转化成（ ）能的装置。

7．电磁起重机可以将（ ）能转化成（ ）能。

8．过多或过少地获取能量，都（ ）身体健康。只有保证身体中

的（ ），才能保持我们的健康。

9．在食物链中，（ ）和（ ）在不断地流动着。

二、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18分）

1．我们家里的冰箱、电视机使用的是（ ）。

A．光能 B．声能 C．电能 D．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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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下列装置中，能把电能转化成风能的是（ ）。

A．电灯 B．电扇 C．电车 D．洗衣机

3．植物可以自己制造（ ）。

A．淀粉 B．钾盐 C．二氧化碳 D．氮气

4．人造卫星表面设计是受到了（ ）的启发。

A．蝴蝶 B．蜻蜓 C．蜜蜂 D．小鸟

5．电吹风输入的是（ ），输出的是（ ）。

A．电能 B．热能 C．风能 D．光能

6．植物利用太阳光的能量使二氧化碳和水变成淀粉和氧气，这是（ ）。

A．氧化作用 B．光合作用 C．蒸腾作用 D．呼吸作用

7．下面的食物链，正确的是（ ）。

A．麻雀→小麦→蛇→鹰 B．鹰→蛇→麻雀→小麦

C．小麦→麻雀→蛇→鹰 D．小麦→蛇→麻雀→鹰

8．电铃是利用（ ）工作的。

A．电磁铁 B．线圈 C．风能 D．声能

三、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16分）

1．能量是无处不在的，看不见，摸不到，无法控制。 （ ）

2．各种食物中含的能量是不同的。 （ ）

3．淀粉能燃烧证明淀粉中有能量。 （ ）

4．如果自然界没有植物，人和动物就会死亡。 （ ）

5．能量的转化需要一定的装置。 （ ）

6．在食物链中，一种生物减少，其他生物也会受到影响。 （ ）

7．既然我们的生存离不开能量，那么吃得越多，身体越健康。 （ ）

8．所有的电磁铁磁力大小都是一样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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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连线。（20分）

1．下面的这些装置工作时利用的主要是什么能？请你用线连起来。

电冰箱 化学能

汽车运行 光能

太阳能热水器 风能

转动的风车 机械能

橡筋飞机模型 电能

2．请你根据下边动物和植物的相互关系，画出食物网。

—— 11

五、问答题。（6分）

如果没有绿色植物，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六、实验题。（20分）

1．在研究电磁铁磁力大小与电流的关系时，小华只增加了电池的节数，

其他因素不变，得到下面的实验数据。

实验次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改变因素

用1节新的干电池

用2节新的干电池串联起来

用3节新的干电池串联起来

测试结果

一次吸住6枚大头针

一次吸住15枚大头针

一次吸住29枚大头针

实验中改变的因素是： 。

不改变的因素是： 。

分析实验中记录在表格中的数据，归纳出实验的结论是：

。

2．下图是研究电磁铁的磁力大小与 有关的对比实

验。该实验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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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测试卷（二）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0分）

1．声能、光能、（ ）、（ ）、（ ）等都是能量。

2．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用到各种能量控制的装置，如（ ）、

（ ）等是控制电能的装置，（ ）、（ ）等是控制光能的

装置。

3．电磁铁磁力的大小和（ ）、（ ）有关。

4．动物与植物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存在“吃”与被“吃”的食物关

系。根据（ ）关系，可以把一些（ ）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就像一条有很多链环组成的锁链一样，人们把动植物之间的这种食物关系

叫做（ ）。

5．太阳光的能量形式主要是（ ），贮藏在淀粉中的能量形式是

（ ）。

二、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18分）

1．绿色植物在阳光照射下，进行光合作用所需要的“原料”是（ ）。

A．二氧化碳和水 B．氧气和淀粉

C．氧气和二氧化碳 D．空气

2．电动车把（ ）变成（ ）。

A．风能 B．电能 C．机械能

3．下面电池相同的电磁铁，通电后磁力大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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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答题。（6分）

如果没有绿色植物，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六、实验题。（20分）

1．在研究电磁铁磁力大小与电流的关系时，小华只增加了电池的节数，

其他因素不变，得到下面的实验数据。

实验次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改变因素

用1节新的干电池

用2节新的干电池串联起来

用3节新的干电池串联起来

测试结果

一次吸住6枚大头针

一次吸住15枚大头针

一次吸住29枚大头针

实验中改变的因素是： 。

不改变的因素是： 。

分析实验中记录在表格中的数据，归纳出实验的结论是：

。

2．下图是研究电磁铁的磁力大小与 有关的对比实

验。该实验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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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测试卷（二）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0分）

1．声能、光能、（ ）、（ ）、（ ）等都是能量。

2．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用到各种能量控制的装置，如（ ）、

（ ）等是控制电能的装置，（ ）、（ ）等是控制光能的

装置。

3．电磁铁磁力的大小和（ ）、（ ）有关。

4．动物与植物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存在“吃”与被“吃”的食物关

系。根据（ ）关系，可以把一些（ ）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就像一条有很多链环组成的锁链一样，人们把动植物之间的这种食物关系

叫做（ ）。

5．太阳光的能量形式主要是（ ），贮藏在淀粉中的能量形式是

（ ）。

二、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18分）

1．绿色植物在阳光照射下，进行光合作用所需要的“原料”是（ ）。

A．二氧化碳和水 B．氧气和淀粉

C．氧气和二氧化碳 D．空气

2．电动车把（ ）变成（ ）。

A．风能 B．电能 C．机械能

3．下面电池相同的电磁铁，通电后磁力大的是（ ）。

—— 13

A． B．

4．将食物链补充完整：（ ）→（ ）→青蛙→（ ）→（ ）

A．蝗虫 B．蛇 C．老鹰 D．草

5．在下列装置中，控制光能的是（ ）。

A．遮阳伞 B．炉灶开关 C．电扇开关 D．变色镜

6．手摇发电机转化能量的方式是（ ）。

A．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B．热能转化为电能

C．电能转化为光能

7．只改变电磁铁线圈的缠绕方向，这时电磁铁（ ）。

A．南北极改变 B．南北极不变 C．磁力强弱发生变化

8．来自地球以外的天体的能源，最重要的是（ ）。

A．化学能 B．风能

C．潮汐能 D．太阳辐射能

9．下列物品没有用到电磁铁的是（ ）。

A．扬声器 B．电磁起重机 C．电话 D．电冰箱

三、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20分）

1．电磁铁和磁铁一样，都有南极（S）和北极（N）。 （ ）

2．电磁铁的磁力大小与电流的方向、电流的大小都没有关系。 （ ）

3．风动小鼓只能将风能转化成声能。 （ ）

4．电磁铁是一种将磁能转化成电能的装置。 （ ）

5．动物在睡觉的时候不需要能量。 （ ）

6．电磁起重机是根据电磁铁的原理制成的。 （ ）

7．每种动物或植物只能形成一条食物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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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能量可以通过某种装置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 ）

9．人们可以不依赖绿色植物而生存。 （ ）

10．人体进行各种活动都需要消耗能量。 （ ）

四、连线。（16分）

你知道下图中物体工作时主要用到了什么能量吗？连一连。

放风筝 声纳探测水中沉船 磁悬浮列车 光合作用

化学能 磁能 风能 光能 声能 电能 热能

烹调饭菜 人吃的食物 磁铁吸铁 电铃

五、分析题。（10分）

下面的物体是怎样进行能量转化的？

—— 15

六、实验题。（16分）

实验：将带有绝缘外皮的导线按照相同的方向缠绕在一根铁钉上，然后靠

近小磁针（如图）。

（1）按下开关后，小磁针没有任何变化，其原因是什么？怎么办？

（2）按下开关后，小磁针发生摆动，若让小磁针指向发生改变，应该怎样

做？若不让其改变，上述做法应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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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测试卷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9分）

1．自然界中能够产生、提供某种能量的物质或资源叫做（ ）。

没有（ ），就无法提供能量。

2．目前人们可以使用的能源主要是：（ ）、（ ）、

（ ）等。

3．煤炭在开采时对（ ）、（ ）、（ ）造成

严重的影响。

4．（ ）是能源的表现形式，能源是（ ）的来源。

5．地球上的新能源：（ ）、（ ）、（ ）、

（ ）、（ ）、（ ）等。

6．目前人类每年要燃烧（ ）吨煤、（ ）吨

石油，并以每年（ ）的速度增长。据此计算，地球上的煤

还可以维持（ ）多年，石油就只有（ ）多年

的用量了。

7．能源可以分为（ ）能源和（ ）能源。

8．（ ）、（ ）、（ ）是当今社会的热

点问题，其中（ ）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

9．太阳灶在工作过程中，是将（ ）能转化成了（ ）能。

—— 1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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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题。（16分）

实验：将带有绝缘外皮的导线按照相同的方向缠绕在一根铁钉上，然后靠

近小磁针（如图）。

（1）按下开关后，小磁针没有任何变化，其原因是什么？怎么办？

（2）按下开关后，小磁针发生摆动，若让小磁针指向发生改变，应该怎样

做？若不让其改变，上述做法应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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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测试卷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9分）

1．自然界中能够产生、提供某种能量的物质或资源叫做（ ）。

没有（ ），就无法提供能量。

2．目前人们可以使用的能源主要是：（ ）、（ ）、

（ ）等。

3．煤炭在开采时对（ ）、（ ）、（ ）造成

严重的影响。

4．（ ）是能源的表现形式，能源是（ ）的来源。

5．地球上的新能源：（ ）、（ ）、（ ）、

（ ）、（ ）、（ ）等。

6．目前人类每年要燃烧（ ）吨煤、（ ）吨

石油，并以每年（ ）的速度增长。据此计算，地球上的煤

还可以维持（ ）多年，石油就只有（ ）多年

的用量了。

7．能源可以分为（ ）能源和（ ）能源。

8．（ ）、（ ）、（ ）是当今社会的热

点问题，其中（ ）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

9．太阳灶在工作过程中，是将（ ）能转化成了（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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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16分）

1．煤的使用属于（ ）能源时代。

A．第一代 B．第二代

C．第三代 D．第四代

2．我国水电资源约70%集中在（ ）。

A．西南地区 B．华北地区

C．东北地区 D．东南地区

3．生物能源是一种（ ）。

A．可再生能源 B．不可再生能源

4．我国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占世界可采资源量的（ ）。

A．88.6% B．66.8%

C．68.6% D．89.6%

5．我国石油产量居世界第（ ）位。

A．2 B．3 C．4 D．5

6．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沼气的国家是（ ）。

A．埃及 B．印度 C．英国 D．中国

7．我国人均煤炭探明储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

A．40% B．50%

C．60% D．70%

8．在下列措施中，不利于节能的是（ ）。

A．汽车的外形做成流线型

B．开发利用热电厂的余热给居民供热

C．大面积种植温室栽培植物

D．用乙醇作为汽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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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15分）

1．海洋可以通过各种物理过程接收、储存和释放能量。 （ ）

2．开发新能源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好处。 （ ）

3．地球上核能原料可以供人类使用上千亿年。 （ ）

4．现在我们已经全部用上了新能源。 （ ）

5．我们小学生也有节约能源的责任。 （ ）

四、分类题。（20分）

在下列能源中，哪些属于可再生能源，哪些属于不可再生能源？分别填入相

应栏内。

①煤 ②海洋能 ③氢能 ④石油 ⑤地热能

⑥天然气 ⑦潮汐能 ⑧太阳能 ⑨核能 ⑩生物能

可再生能源 不可再生能源

—— 19

五、列举题。（10分）

生活中浪费能源的现象 自己的节能措施

六、问答题。（10分）

1．人类使用能源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2．煤、石油的开采和利用对环境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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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测试卷（一）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35分）
1．动物、（ ）、（ ）、（ ）、病毒等，共同

构成了丰富多彩的（ ）世界。
2．根据动物（ ）脊柱，把动物分为（ ）和（ ）两

大类。脊椎动物包括 （ ）、（ ）、（ ）、（ ）、
（ ），无脊椎动物包括（ ）、（ ）、（ ）等。

3．细菌、病毒和真菌，有些对人有益，有些对人（ ）。
4．依赖于自然界宝贵的（ ），人类才得以繁衍生息。
5．（ ）使火车行驶、电灯发光，使小草变绿、牛儿长高，使我们

更强壮、有力……
6．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能量，常见能量有 （ ）、（ ）、

（ ）、（ ）、（ ）、（ ）等。
7．吊兰的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可以将（ ）能转化成（ ）能。
8．利用电灯可以实现由（ ）能到（ ）能和（ ）能的转化。
9．电磁铁通电后（ ），断电后（ ）。它是一种

将（ ）能转化成（ ）能的装置。
10．电磁铁的磁力大小与（ ）和（ ）有关。

二、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10分）
1．人是通过食物获取能量的。 （ ）
2．多年生的植物都是木本植物。 （ ）
3．霉菌可以用于食品加工。 （ ）
4．用香皂洗手可以减少手上的细菌。 （ ）
5．过多或过少地获取能量，都不利于健康。 （ ）
6．线圈多的电磁铁一定比线圈少的电磁铁磁力大。 （ ）
7．汽油中储存着化学能。 （ ）
8．风力发电机是将风能转化成电能的装置。 （ ）
9．蝙蝠、鲸、鸭嘴兽等都是哺乳动物。 （ ）
10．木耳、蘑菇都是食用真菌。 （ ）

三、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14分）
1．引起“非典”的是（ ）。
A．细菌 B．病毒 C．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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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列举题。（10分）

生活中浪费能源的现象 自己的节能措施

六、问答题。（10分）

1．人类使用能源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2．煤、石油的开采和利用对环境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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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测试卷（一）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35分）
1．动物、（ ）、（ ）、（ ）、病毒等，共同

构成了丰富多彩的（ ）世界。
2．根据动物（ ）脊柱，把动物分为（ ）和（ ）两

大类。脊椎动物包括 （ ）、（ ）、（ ）、（ ）、
（ ），无脊椎动物包括（ ）、（ ）、（ ）等。

3．细菌、病毒和真菌，有些对人有益，有些对人（ ）。
4．依赖于自然界宝贵的（ ），人类才得以繁衍生息。
5．（ ）使火车行驶、电灯发光，使小草变绿、牛儿长高，使我们

更强壮、有力……
6．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能量，常见能量有 （ ）、（ ）、

（ ）、（ ）、（ ）、（ ）等。
7．吊兰的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可以将（ ）能转化成（ ）能。
8．利用电灯可以实现由（ ）能到（ ）能和（ ）能的转化。
9．电磁铁通电后（ ），断电后（ ）。它是一种

将（ ）能转化成（ ）能的装置。
10．电磁铁的磁力大小与（ ）和（ ）有关。

二、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10分）
1．人是通过食物获取能量的。 （ ）
2．多年生的植物都是木本植物。 （ ）
3．霉菌可以用于食品加工。 （ ）
4．用香皂洗手可以减少手上的细菌。 （ ）
5．过多或过少地获取能量，都不利于健康。 （ ）
6．线圈多的电磁铁一定比线圈少的电磁铁磁力大。 （ ）
7．汽油中储存着化学能。 （ ）
8．风力发电机是将风能转化成电能的装置。 （ ）
9．蝙蝠、鲸、鸭嘴兽等都是哺乳动物。 （ ）
10．木耳、蘑菇都是食用真菌。 （ ）

三、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14分）
1．引起“非典”的是（ ）。
A．细菌 B．病毒 C．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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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下细菌，通常情况下对人有益的是（ ），对人有害的是（ ）。
A．双歧杆菌 B．乳酸杆菌 C．大肠杆菌

D．结核杆菌 E．伤寒杆菌

3．细菌比病毒（ ），比真菌（ ）。

A．大 B．小

4．我们收获的粮食总是在晒干后才入库存放，因为这样（ ）。

A．可以防止长虫 B．可以减轻重量、减小体积、好存放

C．可以防止发霉

5．地球上的生物种类繁多，已知的植物约有 （ ） 种，动物约有

（ ）种，其中脊椎动物约有（ ）种，无脊椎动物约有（ ）种。

A．130多万 B．46900 C．30万 D．150万

6．电磁铁和磁铁相比，其优点是（ ）。

A．磁力大 B．磁极可以改变 C．磁力大小可以改变

7．防止皮鞋发霉最好的办法是（ ）。

A．保持皮鞋干净 B．往皮鞋里放樟脑片

C．保持皮鞋干燥

四、制定分类标准，并分类。（16分）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分类标准：

我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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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测试卷（二）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2分）

1．鸟的共同特征是：体表有羽毛，取食靠（ ），靠（ ）繁殖后代。
2．根据有无脊柱，生物学家将动物分成（ ）和无脊椎动物两大类。
3．脊椎动物包括鸟类、（ ） 类、（ ） 类、（ ） 类、

（ ）类等。
4．与细菌相比，病毒（ ），不能独立生存，必须寄生在其他生物的

（ ）。
5．细菌的特点有（ ）、（ ）等。
6．木耳和银耳都是（ ）。
7．食物在阴暗潮湿、（ ）的条件下最容易发霉。
8．国际单位中，能量的单位是（ ）。
9．人体进行各种活动都需要消耗能量，这些能量是从（ ）中获得的。
10．大多数细菌和病毒对人类（ ），但有些细菌和病毒对人类是

（ ）的。
11．行进中的汽车消耗汽油是因为汽油中储存着（ ）能。
12．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能量，（ ）利用了风能，（ ）

利用了磁能，（ ）利用了电能，（ ）利用了光能。
二、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20分）

1．植株矮小的植物一定都是草本植物。 （ ）
2．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我们自己。但老虎会攻击人，所以不必善待老虎。

（ ）
3．我们制作的电磁铁具有磁铁的性质。 （ ）
4．鸟会飞，蝙蝠也会飞，所以蝙蝠是鸟。 （ ）
5．电磁铁的磁性永久都有。 （ ）
6．食虫植物是指捕捉动物的植物，比如猪笼草。 （ ）
7．无土栽培是植物栽培新技术。扦插也是植物栽培新技术。 （ ）
8．昆虫都有六条腿。 （ ）
9．鲸鱼、草鱼、鳄鱼、娃娃鱼都是鱼类。 （ ）
10．电磁铁产生的磁性比永久性磁铁产生的磁性还要强。 （ ）

三、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20分）
1．按展台给植物分类，其中不正确的是（ ）。
A．粮食作物：玉米、小麦、高粱、水稻、谷子

—— 25

五、技能题。（20分）

1．制作技能。

下面是红红制作的电磁铁，亮亮要制作一个比她的电磁铁磁力还要大的电

磁铁，请你帮助他。可以画下来。

2．实验技能。

下面是亮亮关于电磁铁磁力大小与什么有关的实验设计与记录。

实验猜想

磁力大小是否与

电池多少有关

磁力大小是否与

线圈匝数有关

相同条件

线圈匝数

（40匝）

电池数量

（2节）

不同条件

电池

数量

线圈

匝数

1节

2节

3节

20匝

40匝

60匝

吸铁钉数量

10

16

24

12

16

26

仔细阅读，分析：

（1）电磁铁磁力大小与什么有关系？假设的内容有哪几项？每项内容用实

验验证时，不变的条件是什么，可变的条件是什么？

（2）从实验结果来看，初步得出什么结论？

—— 23

（3）如果实验多做几次会更具科学性，实验结果怎样确定？

3．设计技能。

设计一个能够将电能转化成磁能的垃圾分拣机，用于垃圾处理厂分离铁制

垃圾。

我设计的能量转化装置

装置名称：

主要功能：

设计草图：

六、问答题。（5分）

搜集生活中的各种病例，探索是病毒还是细菌引起的。

—— 24—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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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测试卷（二）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2分）

1．鸟的共同特征是：体表有羽毛，取食靠（ ），靠（ ）繁殖后代。
2．根据有无脊柱，生物学家将动物分成（ ）和无脊椎动物两大类。
3．脊椎动物包括鸟类、（ ） 类、（ ） 类、（ ） 类、

（ ）类等。
4．与细菌相比，病毒（ ），不能独立生存，必须寄生在其他生物的

（ ）。
5．细菌的特点有（ ）、（ ）等。
6．木耳和银耳都是（ ）。
7．食物在阴暗潮湿、（ ）的条件下最容易发霉。
8．国际单位中，能量的单位是（ ）。
9．人体进行各种活动都需要消耗能量，这些能量是从（ ）中获得的。
10．大多数细菌和病毒对人类（ ），但有些细菌和病毒对人类是

（ ）的。
11．行进中的汽车消耗汽油是因为汽油中储存着（ ）能。
12．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能量，（ ）利用了风能，（ ）

利用了磁能，（ ）利用了电能，（ ）利用了光能。
二、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20分）

1．植株矮小的植物一定都是草本植物。 （ ）
2．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我们自己。但老虎会攻击人，所以不必善待老虎。

（ ）
3．我们制作的电磁铁具有磁铁的性质。 （ ）
4．鸟会飞，蝙蝠也会飞，所以蝙蝠是鸟。 （ ）
5．电磁铁的磁性永久都有。 （ ）
6．食虫植物是指捕捉动物的植物，比如猪笼草。 （ ）
7．无土栽培是植物栽培新技术。扦插也是植物栽培新技术。 （ ）
8．昆虫都有六条腿。 （ ）
9．鲸鱼、草鱼、鳄鱼、娃娃鱼都是鱼类。 （ ）
10．电磁铁产生的磁性比永久性磁铁产生的磁性还要强。 （ ）

三、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20分）
1．按展台给植物分类，其中不正确的是（ ）。
A．粮食作物：玉米、小麦、高粱、水稻、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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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药用植物：金银花、草珊瑚、麦冬、三七
C．观赏植物：月季、蟹爪兰、茼蒿、常春藤
D．珍稀植物：水杉、珙桐、人参、望天树
2．动物活动所需的能量来自于（ ）。
A．睡眠 B．大气 C．食物 D．水
3．在下列动物中，属于鸟类的有（ ）。
A．飞鱼 B．蝙蝠 C．企鹅 D．跳蛙
4．食物链中能量在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能量在逐渐（ ）。
A．递增 B．递减 C．保持不变 D．消失
5．电风扇定时器是控制（ ），风速旋钮是控制（ ）。
A．使用能量大小的 B．使用能量时间的
6．鸬鹚适合在（ ）淘取食物，秃鹫适合吃（ ）食物。
A．水中 B．树上 C．肉类 D．硬壳种子
7．动物在进行活动时，（ ）消耗能量。
A．不需要 B．需要
C．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 D．不知道
8．煤炉子是用（ ）来控制火力大小的。
A．炉盖 B．炉门 C．炉灶
9．食物链是依据生物间（ ）的关系建立的。
A．吃与被吃 B．追与被追 C．同一种类 D．级别
10．草食性动物所需的能量来自于（ ）。
A．动物 B．绿色植物
C．细菌 D．动物和绿色植物

四、制定分类标准，并分类。（13分）
1．将下图中植物进行分类。

A B C

D E F

—— 26

（3）如果实验多做几次会更具科学性，实验结果怎样确定？

3．设计技能。

设计一个能够将电能转化成磁能的垃圾分拣机，用于垃圾处理厂分离铁制

垃圾。

我设计的能量转化装置

装置名称：

主要功能：

设计草图：

六、问答题。（5分）

搜集生活中的各种病例，探索是病毒还是细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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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测试卷（一）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2分）

1．月球是地球的（ ），在宇宙中是离我们（ ）的天体。

2．太阳是太阳系中唯一一颗（ ）、（ ）的恒星，它

以巨大的（ ），吸引着其他成员环绕自己运动。

3．由于地球的（ ），地球上产生了四季。

4．在夜空，有时会出现一个拖着一条长长“尾巴”的天体，这就是

（ ）。

5．地球与月球的距离是（ ）千米。月球的直径是地球平均直

径的（ ），质量只是地球的（ ）。

6．在科学探索中，（ ）、（ ）、（ ）

等科学家证实了“日心说”的正确性。

7．（ ）、（ ）和（ ）等星座，全年

都可以看到。

8．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是（ ），公转一周的时间是

（ ）天。地球自转和公转的方向都是（ ）。

9．为了便于观察星空，古代人用一些假想的线把相邻的几颗恒星连接起

来，并根据连接成的图案，以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动物名称来给它们命名，这

就是（ ）。国际通用星座有（ ）个。

—— 29

分类标准：

我的分类：

2．将下图中的动物进行分类。

A B C

D E F

G H E

分类标准：

我的分类：

—— 27

五、看图做题。（20分）
1．这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风车小鼓，请分析在风车转动过程中，能量是

怎样转化的。

2．下图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漫画图，请在括号中写出各种物质的名
称，并用简练的语言描述光合作用的全过程。

我的描述：

六、问答题。（5分）
夏天到了，怎样防止家里的衣物、皮鞋“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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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测试卷（一）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2分）

1．月球是地球的（ ），在宇宙中是离我们（ ）的天体。

2．太阳是太阳系中唯一一颗（ ）、（ ）的恒星，它

以巨大的（ ），吸引着其他成员环绕自己运动。

3．由于地球的（ ），地球上产生了四季。

4．在夜空，有时会出现一个拖着一条长长“尾巴”的天体，这就是

（ ）。

5．地球与月球的距离是（ ）千米。月球的直径是地球平均直

径的（ ），质量只是地球的（ ）。

6．在科学探索中，（ ）、（ ）、（ ）

等科学家证实了“日心说”的正确性。

7．（ ）、（ ）和（ ）等星座，全年

都可以看到。

8．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是（ ），公转一周的时间是

（ ）天。地球自转和公转的方向都是（ ）。

9．为了便于观察星空，古代人用一些假想的线把相邻的几颗恒星连接起

来，并根据连接成的图案，以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动物名称来给它们命名，这

就是（ ）。国际通用星座有（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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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球绕地球旋转一周的时间是（ ）。

二、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14分）

1．彗星是太阳家族的重要成员，它按照固定的（ ）轨道围绕太阳旋

转。

A．圆形 B．椭圆形 C．不规则形状

2．在旋转过程中，月球一直以 （ ） 的一面朝向地球，所以，人们

（ ）看到它的背面。

A．相同 B．不同 C．可以 D．不可以

3．八大行星中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星是（ ）。

A．金星 B．水星 C．木星 D．海王星

4．“日照时间长，气温高，雷雨多”的季节是（ ）。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5．由于地球的（ ），各个季节最适宜观测的星座有所不同。

A．公转 B．自转

6．第一位踏上月球的人是宇航员（ ）。

A．加加林 B．尼尔·阿姆斯特朗 C．哥白尼

7．在八大行星中，（ ）是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

A．水星 B．金星 C．火星 D．土星

三、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24分）

1．星座不是人为划定的，是自然划分的。 （ ）

2．太阳系中只有太阳一个天体可以发光发热。 （ ）

3．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是月球。 （ ）

4．地球上的昼夜交替以及太阳东升西落现象是由于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产

—— 30

五、看图做题。（20分）
1．这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风车小鼓，请分析在风车转动过程中，能量是

怎样转化的。

2．下图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漫画图，请在括号中写出各种物质的名
称，并用简练的语言描述光合作用的全过程。

我的描述：

六、问答题。（5分）
夏天到了，怎样防止家里的衣物、皮鞋“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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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测试卷（二）

时间：60分钟 满分：100分 成绩：

一、填空。（24分）

1．1543 年，当波兰天文学家 （ ） 第一次提出“日心说”

时，还没有多少人相信他。意大利科学家（ ）由于传播他的学

说，被教会判处死刑。

2．地球在太空中的运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绕着自己的（ ）

旋转，叫（ ）；另一种是沿着（ ）轨道绕着太阳旋

转，叫（ ）。

3．我们看到月球的不同形状叫（ ），农历初一的叫（ ），

农历十五的叫（ ）。

4．太阳是太阳系中唯一一颗发光、发热的（ ）。

5．月球绕地球自（ ）向（ ）公转。

6．地球绕太阳公转，形成地球上的（ ）。在冬季，（ ）

比 （ ） 长；在夏季，（ ） 比 （ ） 长；在春季和秋

季，白昼和黑夜（ ）。

7．月球上没有（ ）、（ ），但有环形山。

8．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 ）千米。

9．1969 年，美国的宇宙飞船阿波罗 11 号首次登陆月球，宇航员

（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踏上月球的人。

10．在极地，白昼会持续（ ）个月，然后是长达（ ）个

月的黑夜。

—— 33

生的。 （ ）

5．不同季节里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有变化。 （ ）

6．北天有很多星座，南天也能看到。 （ ）

7．至今在火星上没有发现有生命存在。 （ ）

8．在地球公转一周的过程中，同时自转了365周。 （ ）

四、看图做题。（24分）

1．写出下面星座的名称。

—— 31

2．看图连线。

海王星 金 星 木 星 土 星

太阳系中自转

最快的行星。

远日行星之一，

呈扁球形，是一

个狂风呼啸、乱

云飞渡的世界。

有 明 显 的 光 环 。

可算是太阳系中

最美丽的行星了。

我 们 常 称 为

“启明星”。

五、回答问题。（16分）

1．请将八大行星按照距离太阳远近由近及远地排序。

2．简述月球在天空中是怎样运动的。

—— 32—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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