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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上册）
Liuniɑnji Shɑngce

1单元

誅学 习 目 标

................做做吧ZUO ZUO BA

显微镜下的世界
1..水滴里的生物

一、选择题
1. 观察水滴里的微生物，最适合的器械是（ ）。

A. 望远镜 B. 放大镜 C. 显微镜
2. （ ）第一个发现了微生物。

A. 爱因斯坦 B. 列文虎克 C. 牛顿
3. 有的地方河水变臭了，主要是因为（ ）。

A. 河水没有流动起来
B. 河水的自净能力丧失了
C. 大量的污染物排入河中

二、判断题
1. 微生物也是有生命的。 （ ）
2. 澄清的河水不含任何微生物。 （ ）

1. 能够运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微生物，并做好观察记录。
2. 知道微生物是个体微小、分布极广的生命体。
3. 知道列文虎克是第一个发现微生物的人。

按课文的要求制作“小水塘”，进行观察，记下你观察到的现象。

誅第 一 课 堂
................练练吧LIAN LIAN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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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bu Xunliɑn Kexue
同步训练 科学

显微镜的使用

1. 安放：把显微镜放在自己面前略偏左的桌面上，这样便于用左眼观察，并在
观察的同时用右眼看着画图。 安放时镜筒向前，镜臂向后，然后再安装目镜和
物镜。

2. 对光：转动转换器，使低倍物镜正对通光孔，并使物镜前端与载物台有2厘
米左右的距离，然后转动遮光器，让较大的光圈对准通光孔，并把反光镜对着光
源。 光线强时用平面镜，光线弱时用凹面镜，但是反光镜不能对着太阳。

3. 观察：对好光后，把玻片标本放在载物台上，并使标本对着通光孔的中心，
再用压片夹压住，然后慢慢转动粗准焦螺旋，直到接近玻片为止。 接着，用左眼向
目镜内注视，同时反方向转动粗准焦螺旋，当看到物像时再轻微转动细准焦螺旋，
直到看清楚为止。

4. 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物像是倒像，因此，要使物像朝某方向移动，必须反方向
移动玻片。

誅第 二 课 堂
................读读吧DU DU BA

你能想办法证明微生物是有生命的吗？ 写出你的实验方法，并与同学交流。

................做做吧ZUO ZUO BA

器材准备

操作方法

观察记录

实 验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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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上册）
Liuniɑnji Shɑngce

................做做吧ZUO ZUO BA

查找资料，了解哪些病菌危害人类的健康，会引发哪些疾病，怎样杀死它们。

病菌名称 引发疾病的名称 怎样杀死病菌

2..做 酸 奶

誅学 习 目 标

1. 能尝试自己动手做酸奶，知道酸奶是乳酸菌使牛奶发酵变
成的。

2. 知道细菌对人类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3. 知道减少致病细菌传播的方法。

誅第 一 课 堂
................练练吧LIAN LIAN BA

一、选择题
1. 在适宜的温度下，（ ）会使牛奶变成酸奶。

A. 大肠杆菌 B. 乳酸菌 C. 病毒
2. 对人类来说，细菌（ ）。

A. 有功 B. 有过 C. 有功也有过
3. 用哪些方法可以减少致病细菌的传播？ （ ）。

A. 勤用肥皂洗手 B. 用热水冲洗筷子 C. 捂住鼻子打喷嚏
二、填空题

1. 细菌有 、 、 三种基本形态。
2. 有的细菌利用 自己制造食物，有的细菌从 身上吸收养料。

3- -



Tongbu Xunliɑn Kexue
同步训练 科学

怎样预防细菌性食物中毒？

1. 保证食物新鲜。 一定要注意食物的质量，无论是原料还是成品，都要求
新鲜。

2. 及时加工食物。 新鲜食物应及时加工，尤其是肉类、水产品等，易因滋生细
菌而腐败。 及时清洗可把黏附在食物表面的细菌去掉一部分，及时烹调可将细菌
杀灭，有效地防止食物腐败变质引起食物中毒。

3. 缩短存放时间。 加工烹调好的食物，应尽量缩短存放时间，最好做到现烧
现吃。

4. 妥善保存。 暂时不吃或吃不完的新鲜食物，要及时放入冰箱保存。

人体中为什么有正常寄生的细菌？

人体有些地方是不能有任何细菌的，如血液、骨髓内；但有些地方却必须有细
菌存在，如肠道、皮肤、口腔等。 当然，这些细菌是不具有通常的致病性的。

按照在人体居留时间的长短，可将寄生于人体的细菌分为两类：长期居留于
人体的，称为常居菌；暂时寄居的，称为过路菌。

大肠中有许多细菌，细菌中含有的酶能使食物残渣和植物纤维分解，其中的
有益物质由肠壁吸收，有害物质则以大便形式排出体外。 大肠内细菌还能利用肠
内较简单的物质，合成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K，它们由肠壁吸收，对人体具有营养
作用和凝血功能。 不适当地使用抗生素，会大量杀死肠道内正常的寄生菌，其后果
往往会导致真菌性肠炎，原因便是肠道菌群的改变。

正常皮肤表面寄生的细菌有小球菌、棒状杆菌、糠秕孢子菌等，它们可将皮脂
分解成游离脂肪酸，对皮肤表面的致病菌有抑制作用。

在人生活的环境中，细菌无处不在，所以人体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各种各样
的细菌。 而正常寄生在人体的细菌对人体是无害的，在人体的长期进化过程中，寄
生细菌与人体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

按照课文的要求，模拟细菌的繁殖速度，算出第21代细菌的数量是多少。

................做做吧ZUO ZUO BA

誅第 二 课 堂
................读读吧DU DU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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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上册）
Liuniɑnji Shɑngce

一、选择题
1. 下列哪些是霉菌的功劳？ （ ）。

A. 做腐乳 B. 甘蔗、花生发霉
C. 生产抗生素 D. 发酵饲料

2. 可以防止物品发霉的方法有（ ）。
A. 真空包装 B. 太阳曝晒
C. 低温保存 D. 放干燥剂

二、判断题
1. 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馒头容易发霉。 （ ）

3..馒头发霉了

誅学 习 目 标

1. 能利用显微镜观察物品上的霉。
2. 能设计探究性实验，研究物体发霉的条件。
3. 能画图表示显微镜下霉菌的特点。
4. 知道霉菌也是微生物的一种。
5. 知道霉菌对人类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6. 知道发霉的原因,了解防霉的方法。

第几代 细菌数量 第几代 细菌数量 第几代 细菌数量

1 1 8 15

2 2 9 16

3 4 10 17

4 8 11 18

5 16 12 19

6 13 20

7 14 21

誅第 一 课 堂
................练练吧LIAN LIAN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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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bu Xunliɑn Kexue
同步训练 科学

................做做吧ZUO ZUO BA

2. 霉菌都是有害的。 （ ）
3. 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首先发现青霉素。 （ ）
4. 霉是没有生命的。 （ ）

准备一块新鲜面包，将它放在温暖的地方，几天后，观察面包上会出现什么。
把观察到的现象画出来，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如 何 防 霉

一、针对“四怕”采取措施
研究表明，霉菌怕光、怕氧、怕冷、怕燥。
1. 曝晒。 霉菌怕阳光，特别害怕阳光中的紫外线。 因此，把易霉的东西放在太

阳下曝晒，霉菌就无法生存。
2. 通风。 霉菌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 因此，经常开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霉

菌数量就会减少。
3. 降温。 霉菌在5摄氏度以下就不能繁殖，所以把食物放在冰箱、冰柜里冷藏、

冷冻，可达到防霉的效果。
4. 干燥。 保持周围环境干燥，可使易霉物体表面的水分挥发，室内湿度也会降

低，使霉菌缺乏生长繁殖所必需的水分。
二、日常起居防霉菌
梅雨季节，要保持室内空气干燥和流通，避免霉菌进入人体引发疾病。 适当参

加体育锻炼，能帮助体内湿气和热量散发。 多吃清淡食品，少吃油腻食品，这样有
利于人体消化吸收。 不要食用被霉菌污染的食物，否则容易引起急性或慢性食物
中毒，有些霉菌毒素还能致癌。 注意空调房间的通风，长期使用空调而不注意通
风，会引发室内霉菌污染。

誅第 二 课 堂
................读读吧DU DU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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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上册）
Liuniɑnji Shɑngce

誅学 习 目 标

1. 能用显微镜观察洋葱表皮细胞和人体表皮细胞。
2. 知道构成生命体的基本单位是细胞。
3. 知道细胞有不同的形态、结构和功能。

三、降低室内霉菌浓度
室内霉菌可在衣物、家具、家电等表面大量生长繁殖，除了影响物品的美观

外，还会产生许多代谢物质，给人体健康造成隐患。 在梅雨季节应尽可能少开储物
箱，以免吸湿性较强的棉、麻、毛等织物霉变。 衣物不宜装在塑料袋中存放，以免湿
气聚集，引起霉变；也不宜用电熨斗加热的方式弄干衣物，因为电熨斗不能完全烫
干衣物，反而容易引起霉变。

设计一个研究发霉条件的实验

研究的问题：在哪些条件下馒头容易发霉?
我的假设：

实验设计：

!!!!!!!!!!!!!!!!!!!!!!!!!!!!!!!!!!!!!!!!!!!!!!!!!!!!!!!!!!!!!!!!!!!!!!!!!!!!!!!!!!!!!!!!!!!!!!!!!!!!!!!!!
!!!!!!!!!!!!!!!!!!!!!!!!!!!!!!!!!!!!!!!!!!!!!!!!!!!!!!!!!!!!!!!!!!!!!!!!!!!!!!!!!!!!!!!!!!!!!!!!!!!!!!!!!
! ! 实验记录：
!!!!!!!!!!!!!!!!!!!!!!!!!!!!!!!!!!!!!!!!!!!!!!!!!!!!!!!!!!!!!!!!!!!!!!!!!!!!!!!!!!!!!!!!!!!!!!!!!!!!!!!!!
!!!!!!!!!!!!!!!!!!!!!!!!!!!!!!!!!!!!!!!!!!!!!!!!!!!!!!!!!!!!!!!!!!!!!!!!!!!!!!!!!!!!!!!!!!!!!!!!!!!!!!!!!
!!!!!!!!!!!!!!!!!!!!!!!!!!!!!!!!!!!!!!!!!!!!!!!!!!!!!!!!!!!!!!!!!!!!!!!!!!!!!!!!!!!!!!!!!!!!!!!!!!!!!!!!!!
! ! 实验结论：

4..搭建生命体的“积木”

................做做吧ZUO ZUO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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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bu Xunliɑn Kexue
同步训练 科学

一、填空题
1. 是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
2. 植物细胞由 、 、 和 组成。
3. 伤口化脓就是病菌和人体的 展开激战后的结果。

二、判断题
1. 细胞的体积都是非常小的。 （ ）
2. 细胞也是有生命的。 （ ）

借助显微镜，观察洋葱表皮细胞和人体表皮细胞，在圈中画出它们的样子，并
比较它们有什么不同。

................做做吧ZUO ZUO BA

细胞的发现

1665年，英国人罗伯特·胡克用自己制造的显微镜观察软木薄片，发现薄片上
有许多小孔，状似蜂窝，他便称之为“细胞”（细胞的英文名cell，原意是小房间）。 细

洋葱表皮细胞 人体表皮细胞

观察对象 两者的不同之处

洋葱表皮细胞

人体表皮细胞

誅第 二 课 堂
................读读吧DU DU BA

誅第 一 课 堂
................练练吧LIAN LIAN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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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上册）
Liuniɑnji Shɑngce

细胞名称： 细胞名称：

胞里还有什么？胡克没有进一步说明，只是十分简单地说其中还有空气或液汁。现
在知道胡克在软木组织中看到的仅仅是死细胞的细胞壁。 后来，许多学者在不同
的生物体中都重复看到细胞。 植物有细胞，动物也有细胞，但这些学者同样没有注
意到细胞内含物是些什么东西。 1831年，罗伯特·布朗从兰科植物的叶片表皮细胞
中发现了细胞核。 1835年，有人在低等动物根足虫和多孔虫的细胞中发现了细胞
的内含物———细胞质。 这样，细胞基本结构和形状逐渐为人所知。

细胞的形状和大小

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只是不同的生物体细胞的大小和形状有
所不同。 有的细胞人的眼睛可以看得见，如鸟类的蛋，最大的直径近10厘米（鸵鸟
蛋）。有的细胞直径只有0.1微米，要用高倍显微镜才能看到，如原始的细菌。大多数
细胞的直径是10～100微米，用低倍显微镜就能看到。 细胞的大小，即使在同一生物
体的相同组织中也不一样。 同一个细胞，当处在不同发育阶段时，它的大小也是会
改变的。

细胞的形状多种多样，有球体、多面体、纺锤体和柱状体等。 由于细胞具有内
在的结构并受自身表面张力、外部机械压力的作用，所以总是保持一定的形状。 细
胞的形状和功能之间有密切关系。 例如，神经细胞会伸展一定的长度，这是因为伸
长的神经细胞有利于接受内外环境的刺激，传递信息，传导兴奋，等等。 高大的树
木能长得郁郁葱葱，是因为植物内的导管、筛管细胞是管状的，有利于水分和营养
的运输。

................做做吧ZUO ZUO BA

收集各种细胞的图片，贴在或画在下面的方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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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bu Xunliɑn Kexue
同步训练 科学

单元自测题

一、选择题（每题3分，共21分）
1. 下面不是水滴里的微生物的是（ ）。

A. 鼓藻 B. 草履虫
C. 水蚤 D. 青霉菌

2. 下列属于微生物的是（ ）。
A. 蚊子 B. 沙粒
C. 病毒 D. 树叶

3. 晚上刷牙的主要目的是（ ）。
A. 使牙齿变白 B. 容易睡着
C. 清理微生物

4. 对于微生物的特点，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 种类繁多 B. 生长繁殖慢
C. 分布广泛

5. 馒头发霉的条件是（ ）。
A. 温暖、干燥 B. 寒冷、干燥
C. 寒冷、潮湿 D. 温暖、潮湿

6. 构成生命体的“积木”是一种微小的结构，胡克把它命名为（ ）。
A. 细菌 B. 病毒
C. 轮虫 D. 细胞

7. 让牛奶变成酸奶不需要（ ）。
A. 放入水果 B. 适宜的温度
C. 加入乳酸菌

细胞名称： 细胞名称：

10- -



六年级（上册）
Liuniɑnji Shɑngce

二、填空题（每空2分，共20分）
1. 细菌、霉菌及病毒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所以通常把它们称做 。
2. 在适宜的温度下， 会使牛奶发酵变成酸奶。
3. 细菌的繁殖速度 。
4. 青霉菌分泌出的某种物质能杀死一些细菌，这种物质叫 。
5. 食物在 和 的环境条件下容易发霉。
6. 是构成生命体的基本单位，皮肤、骨骼、肌肉、血液和脂肪等都是由
这种微小结构组成的。

7. 大多数细胞都是非常小的，但个别细胞却很大，如 。
8. 生物体的生长发育过程就是 的生长发育过程，生物体的衰老、死亡
也是由 的衰老、死亡造成的。

三、判断题（每题2分，共20分）
1. 在空气中、水中、地下、动植物体内，都有微生物。 （ ）
2. 所有的微生物都是有害的，如霉菌、病毒等。 （ ）
3. 发霉主要是霉菌造成的，霉菌不是微生物的一种。 （ ）
4. 霉菌引起疾病，对人类只有危害。 （ ）
5. 电冰箱能保鲜食物，主要是利用它产生较冷的环境，创造使食物不容易发霉
的条件。 （ ）

6. 服用抗生素，可以有效地治疗各种疾病。 （ ）
7. 植物、动物的细胞是完全相同的。 （ ）
8. 注射疫苗是预防传染病的一种方法。 （ ）
9. 有的微生物是有生命的，而有的微生物是无生命的。 （ ）
10. 细胞都很小，不借助显微镜就看不到。 （ ）

四、连线题(用线把下面的科学家与他们的发现连起来)（9分）
列文虎克 细胞
弗莱明 微生物
胡克 青霉素

五、简答题（每题10分，共30分）
1. 小明放学回家，口渴得厉害，他随手在水缸里舀了一杯生水喝了起来。 如果
你去劝阻他，你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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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训练 科学

2. 用哪些方法可以减少致病细菌的传播？

3. 怎样防止食物和物品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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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上册）
Liuniɑnji Shɑngce

我们的地球
1..地球的形状

22单元

一、选择题
1. 帆船从远处驶来，我们先看见（ ），后看见（ ）。

A. 船身 B. 船帆 C. 船尾
2. 对地球形状的认识，古代中国人提出了（ ），东汉的张衡提出了（ ）。

A. 浑天说 B. 盖天说 C. 龟驮说
二、填空题

1.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根据 分析认为：地球是球体或近似
球体。

2. 第一个环球航行的航海家是 ，第一位在太空给地球照相的人是
，第一个飞入太空的中国人是 。

3. 地球赤道半径是 千米，赤道周长是 千米。
三、简答题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知道地球是球形的？

1. 知道人类探索地球形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2. 知道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誅学 习 目 标

誅第 一 课 堂
................练练吧LIAN LIAN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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