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沉和浮（★代表重要内容，个数越多越重要）

一、填空：

1.石块放入水中，沉下去了，木块放入水中，浮起来了。

2.从井中提水时，同样是盛满水的桶，离开水面后要比在水中感觉重很多。

3.在水中沉的物体如：橡皮、回形针、小石块；在水中浮的物体如：泡沫塑料块、

萝卜、带盖的空瓶。

★4.由同种材料构成的物体，在水中的沉浮与它们的轻重、体积大小没有关系。

同时改变它们的轻重和体积的大小，它们在水中的沉浮情况是不会改变的。

★5.同质量时，两个物体的沉浮与它们的体积有关，同体积时则与它们的质量有

关。

6.把一块橡皮泥做成不同的形状，虽然它的轻重没有变，但它在水中的沉浮可能

发生改变。

★7.我们把物体在水中排开水的体积叫做排开的水量。“物体在水中受到的浮力

等于物体排开水的重力”，这就是著名的阿基米德定律。

8.船是人类的伟大发明，自从有了船，人们可以自由方便地在水面上行驶，也可

以把很多的货物运送到远方。

9.造船计划包括：准备、制作、改进和完成。

★10.在水中的物体，都受到一个向上的力，这个力就是浮力。浮在水面上的物体

会受到水的浮力作用，沉入水中的物体也会受到水的浮力作用，它的方向是竖直

向上的。

★11.不同的液体产生的浮力大小不同。同一个物体在不同的液体中，有的浮，有

的沉。

★12.在约旦与巴勒斯坦之间，有一个名叫死海的咸水湖，海水的含盐量比普通海

水高出六七倍。

13.“沉浮子”为什么能够沉浮自如呢，它在瓶中的重量并没改变，那么改变的因

素只能是体积。

★14.物体在水中受到的浮力等于物体排开水的重力。（阿基米德定律）

15.一个杯子中装着油、水、糖浆、最下层的应是糖浆。

16.将钩码分别放在清水、盐水、糖水、酒精中，它在酒精中受到的浮力最小，在

盐水中受到的浮力最大。

17.有一种能够比较液体轻重的仪器，叫做比重计。

二、问答题：

★1.把橡皮和萝卜切成大小不同的块，做在水中的沉浮试验，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课本 P3）

答：同一种材料构成的物体，在水中的沉浮与它们的轻重.体积大小没有关系。改

变它们的重量和体积大小，沉浮状况不会改变。

★2.由同一种材料构成的物体，在水中的沉浮变化有什么规律？（课本 P4）

答：答案同第一题。

★3.不同材料构成的物体，在水中的沉浮有什么规律？（课本 P6）

答：不同材料构成的物体，在体积相同的情况下，重的物体容易沉，轻的物体容

易浮；在重量相同的情况下，体积小的物体容易沉，体积大的容易浮。

★4.潜水艇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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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潜水艇有一个很大的压载舱。打开进水管道，往压载舱里装满海水，潜艇会

下潜，打开进气管道，用压缩空气把压载舱里的水挤出舱外，潜艇就开始上浮。

【体积一定，改变自身轻重】

★5.有的物体在水中是沉的，有的是浮的，我们能想办法改变它们的沉浮吗？（课

本 P7）

答：能。把物体做成实心的物体，物体在水中是沉的；把物体做成空心形状.船形

或盒形，物体在水中是浮的。

★6.把一块橡皮泥做成不同形状，虽然它的轻重没有改变，但它在水中的沉浮可

能发生改变，是什么原因呢？（课本 P7）

答：是物体在水中排开的水量和受到的浮力大小发生了变化。【排水量变大了】

★7.铁块在水中是沉的，钢铁造的轮船却能浮在水面上，这如何解释呢？（课本

P8）

答：铁块浸入水中的体积小，排开的水量就小，它受到的浮力就小。造成轮船后

浸入水中的体积大，排开的水量就大，它受到的浮力就大。所以铁块在水中是沉

的，而钢铁造的轮船能浮在水面上，还能载货物。

8.我们用什么方法保持船的平稳？（课本 P9）

答：①在小船底部粘上一些橡皮泥；②将小船的底部做成斜锥体；③可以在小船

的四周加上船沿，尽量使小船的四周重量相等；④可以通过把船分隔成几个船舱

来保持船的平稳。

★9.泡沫塑料块受到浮力大小与什么有关？（课本 P14）

答：泡沫塑料块受到浮力大小与它浸入水中的体积（排开的水量）有关，浸入水

中的体积越大，受到的浮力就越大。

★10.石块受到的浮力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为什么把石块放入水中它就会下

沉？（P16）

答：石块受到浮力大小与它浸入水中的体积（排开的水量）有关，浸入水中的体

积越大，受到的浮力就越大。

答：石块放入水中下沉了，是因为石块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小于它本身的重力。

★ 11.把泡沫塑料块压入水里，一松手，为什么它会上浮？（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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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在水面上时，泡沫所受浮力等于重力） （压在水中时，泡沫所受浮力大于

重力）

答：泡沫塑料块完全浸入水中受到的浮力远远大于它本身的重力，因此一松手，

它就会上浮。

★12.你能用重力和浮力的关系来解释物体在水中沉浮的原因吗？（P16）

答：当物体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小于重力时就下沉，大于重力时就上浮，浮在水面

的物体，浮力等于重力。

13.①把同一个马铃薯分别放入两杯液体中，一个沉，一个浮，你能解释这种现象

吗？（P19）

答：用同一个马铃薯做实验，此时影响马铃薯沉浮的因素只与所浸入的液体有关。

马铃薯在清水的杯子里沉；在浓盐水（糖水）中浮。

②怎样让马铃薯浮起来：加一定量的盐；怎样让马铃薯下沉：加一定量的水。

14.物体在水中的沉浮与什么因素有关？在液体中的沉浮与什么因素有关？（P20）

答：物体在水中的沉浮与同体积的水的重量有关，物体比同体积的水重，下沉，

相反要上浮；

物体在液体中的沉浮与同体积的液体的重量有关，物体比同体积的液体重，要下

沉；相反要上浮。

★15.船从大海进入江河时，船身要下沉些，而从江河进入大海时，船身要上浮些，

你能解释为什么吗？

答：因为海水的密度大于河水，所以轮船在海水中受到的浮力比河水中的大，所

以船身要上浮些。

第二单元 热

一、填空：

1.我们平时说的热，实际上是一种能量，它很容易“跑来跑去”。当两个物体接

触时，热量可以从一个物体直接传给另一个物体。

2.当我们觉得手冷时，用力搓一搓手，就会感觉热起来了。这是因为两只手互相

摩擦产生了热。此外，食物能提供我们能量，太阳能为我们带来热量。

3.水在变热的过程中，重量不变，体积变大，放入冷水中会发生上浮现象。

解释：【给冷水袋子加热后为什么会浮起来，原因是体积变大了，重量不变。】

4.把盛有冷水的容器放入盛有热水的容器中，容器中的冷水会逐渐变热；热水会

逐渐变冷，这两个容器中的水温度最终会一样高。

5.水受热时体积膨胀，受冷时体积缩小，我们把水的体积的这种变化叫做热胀冷

缩。

★6.常见的物体都是由微粒组成的，而微粒总在那里不断地运动着。

★7.物体的热胀冷缩和微粒运动有关，当物体受热以后，微粒运动加快了，微粒

之间的距离增大，物体就膨胀了；当物体受冷时，微粒的运动减慢，微粒之间的

距离缩小，物体就收缩了。

8.钢铁造的桥在温度变化时会热胀冷缩。因此，铁桥通常都是架在滚轴上。

9.大多数金属会热胀冷缩，可是有两种金属就与众不同，它们是热缩冷胀，这两

种金属就是锑和铋。（ti 和 bi,第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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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空气、金属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许多物体

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11.夏天架设电线时，一般要松一些；用水泥浇注路面时，用薄板隔成小块，目

的是避免路面因热胀冷缩而损坏。

12.热总是从较热的一端传向较冷的一端，或是从温度高的物体传递到温度低的物

体。

13.通过直接接触，将热从一个物体传递给另一个物体，或者从物体的一部分传递

到另一部分的传热方法叫做热传递。

14.热传递主要通过热传导、热对流、热辐射三种方式来实现的。

★15.物体的材料不同，导热性能也不同，像铝、铁、不锈钢等金属材料，有良好

的导热性能，被称为热的良导体。导热性能好的物体，往往吸热快，散热也快。

16.饭锅的锅身多用铜、铁、铝制作；锅柄都用塑料或木头来做。

利用热传递: 烫斗前面部分用金属制成，很多机器的散热器，锅具的加热部分用

金属制成。

防止热传递: 锅柄用塑料制成，夏天停电可用棉被包裹冰箱，羽绒衣等。

17.我们用冰块冷藏食物的时候，把冰块放在食物的上面 效果好。

18.拿一个试管，用气球皮把试管口蒙住，并用橡皮筋扎紧，把试管插入盛有热水

的烧杯中，气球皮会胀鼓，把试管插入冷水中时，气球皮会凹进去。

★19.水在 4℃以上时，是热胀冷缩的，但是在 4℃以下却会出现冷胀热缩的反常

现象。

二、问答题：

1.冬天里，我们常用哪些方法使自己热起来？这些方法是怎么使我们的身体热起

来的？

答：如运动（跑步）、晒太阳、烤火、多穿衣服、吃食物、取暖器取暖等。

运动可以使血液循环加快；取暖器、太阳等为我们带来热量；吃入的食物给我们

提供能量；衣服能起到保温作用，可以阻止身体已有的热量散发出去，又阻挡外

面的冷空气进入。

2.为什么多穿衣服身体会觉得热起来？

答：衣服本身不会产生热，但它能保温，可以阻止身体已有的热散发出去，还可

以阻挡外面的冷空气进入。

3.晚上，我们钻进被窝，感觉被子是凉的还是热的？早上醒来时，被窝里又是什

么感觉？晚上再去睡觉时被窝还热吗？为什么？（P27）

答：晚上，当我们钻进被窝时，感觉被子是凉的。当早上醒来时，感觉被窝里是

热的。晚上再去睡觉时，被窝就不再热了。

这说明了被子不能产生热，如果被子能产生热，那被窝应该一直是热的。

4.要使一杯冷水变成热水，我们有哪些方法？（P28）

答：可以用酒精灯加热；放在火炉上加热；放在热水中。

5.把装有热水的塑料袋放入冷水中，会看到什么现象？我们对热水上浮的原因怎

样解释呢？（P28）（P29）

答：装有热水的塑料袋会浮在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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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受热后的体积变大了，受到的浮力也会增大，所以会上浮。【同体积，冷水重；

同重量，热水体积大。】

★6.啤酒瓶或饮料瓶里的啤酒、饮料都不会装满，为什么？（P32）

答：瓶里的啤酒、饮料不装满是为了防止液体受热膨胀时把瓶子胀裂。

7.中午妈妈刚盛好一碗汤，可过了一会儿，大家还没有开始吃，汤却少了一点儿，

这是为什么？

答：这是由于液体的热胀冷缩性质，汤冷后体积变小，所以感觉汤少了。

★8.与水相比，空气的热胀冷缩有什么特别的地方？（P34）

答：空气的体积变化比水明显。

★★9.物体的热胀冷缩是怎样引起的？（P35）（同填空 7）

答：物体的热胀冷缩和微粒运动有关，当物体吸热升温以后，微粒运动加快了，

微粒之间的距离增大，物体就膨胀了；当物体受冷时，微粒的运动减慢，微粒之

间的距离缩小，物体就收缩了。

10.怎样观察铜球的热胀冷缩？（P36）

答：①用一个铜球和一个铜球刚好能通过的铜环。②用酒精灯加热铜球；③加热

后的铜球不能通过铜环；④将铜球放入水中冷却；⑤铜球冷却后，又能通过铜环

了。

这个实验说明铜球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11.观察铜球的热胀冷缩的实验中要注意什么？（P36）

答：要注意：①注意使用酒精灯的安全。②禁止触摸铜球，加热后的铜球会烫伤

皮肤。

12.在一段铁丝上每隔一定距离用蜡粘上一根火柴，将铁丝固定在铁架台上，火柴

都向下悬挂，用酒精灯给铁丝的一端加热。观察哪端的火柴先掉下来？（P39）

答：靠近酒精灯那端的火柴先掉下来。

13.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热是怎样传递的？（P40）

答：热总是从较热的一端传向较冷的一端。通过直接接触，将热从一个物体传递

给另一个物体，或者从物体的一部分传递给另一部分。

★14.铜、铝、钢这三种材料的传热性能怎样排序？哪一种是最好的导体？（P44）

答：铜的传热性能最好，其次是铝和钢。

★★15.日常生活用品中，为什么锅用铁或铝制作？而水杯.保温瓶却用塑料或玻

璃制作？

答：锅用铁或铝制作是因为铁和铝是热的良导体，这样可以很快把饭煮好；水杯

和保温瓶用塑料和玻璃制作是因为它们是热的不良导体，这样便于保温和不烫手。

★★16.卖冰糕的阿姨为什么总用白色的棉被把冰糕包得严严的？棉被、羽绒服为

什么具有较好的保暖效果？

答：因为棉被中有不流动的空气，而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不易把外界的热传进

去，这样可使冰糕融化得慢些。而棉被、羽绒服中有棉絮、羽毛，它们蓬松多孔

隙，内有很多不流动的空气，而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因此棉被、羽绒服可以用

来保暖。

17.明明家买了一只木桶，为了耐用，爸爸将木桶拿到铁铺去请师傅用铁环箍木桶，

方法是先把铁环加热后再箍在木桶上。想想为什么要这样做？

答：利用固体的热胀热缩，铁环加热后胀大，箍在木桶上，冷却后收缩，很结实

耐用。

18.水泥路面为什么要做成一块块的，而且块与块之间还留有缝隙？

答：因为水泥路面也有热胀冷缩现象，如果没有预先留下整齐的缝隙，水泥路面

会因热胀冷缩被挤得四分五裂，整个路面就会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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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冬天里水管被冻裂是怎么回事呀？

答：这是因为水在 4℃以下时会出现热缩冷胀的反常现象，是水受冷体积膨胀把

水管胀裂了。

第三单元 时间的测量

一、填空：

1.钟表以时、分、秒计量时间的，钟面上的秒针每转动一格，表示时间流逝了 1

秒，秒针转动一圈则表示时间流逝了 1分。

2.在远古时代，人类用天上的太阳来计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昼夜交替自然

而然成了人类最早使用的时间单位——天。

3.古埃及人把天空划分为 36个星座，一昼夜定为 12 个小时。通过观测这些星座

在一年里横贯天空的情况，利用星座计算时间。

4.古代人还用光影来计时。日晷又称日规，是我国利用日影测量时间的一种计时

仪器，由晷针和晷面组成的，是根据阳光下直立物体影子移动的规律制作的。

★5.在太阳底下，随着时间的变化，一根直立细棒的影子的方向、长短也会慢慢

发生变化。

6.一天中，太阳在天空中是自东向西移动的，阳光下物体的影子是自西向东移动

的。

7.古代人们还曾经利用流水来计时，水钟又叫刻漏，古代水钟有泄水型水钟、受

水型水钟等类型。

8.泄水型水钟容器内的水面随水的流出而下降，从而测出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

9.受水型水钟水滴以固定的速度滴入圆筒，使得浮标会随水量的增加而逐渐上升，

从而显示流逝的时间。

★10.影响水钟计时准确性的因素有盛水容器的形状、滴水的快慢、水位的高低等。

11.虽然像日晷、水钟以及燃油钟、沙漏等一些简易的时钟，已经可以让我们知道

大概时间，但是人们希望有更精确的时钟，而摆钟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时钟的精确

度。【最精确的钟—原子钟】

12.各种摆钟的摆每分钟都是摆动 60次，摆钟的精确度与摆的长度有直接关系。

★13.摆摆动的快慢与摆锤的重量、摆动的辐度没有关系，但与摆线的长短有关系，

摆线越长，摆动的速度越慢；摆线越短，摆动的速度越快。

★★14.摆绳的长度不等于摆的长度，摆长是指支架到摆锤重心的距离。

15.要想把摆钟调快一点，就必须让摆锤上升；要想把摆钟调慢一点，就必须让摆

锤下降。

16.许多动植物都会精确记录它们的成长过程。以树为例，每一年都会增加一个新

的年轮，我们可以从树干的横切面中清晰地看出它的成长记录。

★17.最先发现了摆的秘密的科学家是意大利的伽利略。

二、问答题：

1.根据自身的感觉来计量时间，准确吗？怎样能比较准确地计量时间？（P51）

答：不太准确；比较准确地计量时间的方法是用手表或钟表。

★2.水钟漏完一杯水的时间和什么因素有关？怎样控制水滴漏出的快慢？

答：水钟漏完一杯水的时间和滴漏流出水的快慢有关。

控制水滴漏出的快慢与孔的大小和水的多少有关。孔大，水滴漏出得快；孔小，

水滴漏出得慢；水多，水滴漏出得快；水少，水滴漏出得慢。

★3.影响水钟计时准确性的因素有哪些？（P57）

答：影响水钟计时准确性的因素有盛水容器的形状、滴水的快慢、水位的高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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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两根长度分别为 20 厘米和 30厘米粗细相同的木条做成两个摆，绳子的长

度相同，摆动的快慢会一样吗？

答：不一样。短摆锤的摆摆动的速度快。（摆长不等于摆绳的长度，真正的摆长

是支架到摆锤重心的距离）。

5.利用木条和金属圆片，我们能做成一个每分钟正好摆动 30 次的摆吗？金属圆片

的位置如何调整？

答：我们可以调整摆长和金属圆片在木条上固定的位置来实现。

★6.金属圆片在木条上固定的位置不同，对摆动的快慢有影响吗？

答：有影响。金属圆片固定的位置离支点越近，摆的速度越快。

★★7.摆的快慢与什么因素有关的实验

研究

问题
摆的快慢与摆锤轻重有关吗？

摆的快慢与摆幅大小有

关吗？
摆的快慢与摆绳长短有关吗？

控制

不变

因素

摆幅大小 摆绳长短 摆绳长短 摆锤轻重 摆幅大小，摆锤轻重

要改

变因

素

摆锤轻重 摆幅大小 摆绳长短

实验

方法

做一摆，不改变摆幅大小和摆绳

长短，改变摆锤轻重，分别测出

一倍摆锤重量，两倍摆锤重量，

三倍摆锤重量下，在 15 秒摆动

的次数。

做一摆，不改摆绳长短和

摆锤轻重，改变摆幅大

小，分别测出大小幅度

下，在 15 秒摆动的次数。

做一摆，不改摆幅大小和摆锤

轻重，改变摆绳长短，分别测

出一倍摆绳，两倍摆锤重量，

三倍摆锤重量下，在 15 秒摆动

的次数。

实验

结论
摆的快慢与摆锤轻重无关

摆的快慢与摆幅大小无

关
摆的快慢与摆绳长短有关

1.★★地球的运动

运动

方式

自转 公转

方向 自西向东（或逆时针） 自西向东

周期 24 小时 一年

特点 地球是围绕着一个假想的轴在转动，称作

地轴。北极星就处在地轴的延长线上。地

球转动时，地轴始终倾斜着指向北极星，

这就是北极星不动的秘密。因此，地球仪

也就是做成倾斜的样子。【地轴倾斜】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过程中，地球总是倾斜

的，而且倾斜的方向.角度不变。【四季的

形成与地球的公转.地轴的倾斜有关。】

开始

学说

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提出了“地心

说”的理论；

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的理论，他相

信研究天文学只有两件法宝：数学和观测，并在临

终前出版了他的史著《天体运行论》。

证明

人

法国一位物理学家名叫傅科，他用实验证

明了地球在自转。傅科摆作为地球自转的

有力证据，现已被世界所公认。

恒星的周年视差是【贝塞尔】观察到的，证

明了地球确实在围绕太阳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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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地球的运动

一、填空：

2.地球上水平运动的物体，无论朝着哪个方向运动，都会发生偏向，在北半球向

右偏，在南半球向左偏。

★3.人们以地球经线为标准，将地球分为 24 个时区，将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

文台的经线，定为 0度经线。从 0度经线向东 180 度属东经，向西 180 度属西经。

经线每隔 15度为一个时区， 相邻两个时区的时间就相差 1小时。

★4.由于地球自转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或逆时针），也就意味着越是东边的时区，

就越先迎来黎明。地球的自转方向决定了不同地区迎来黎明的时间不同，东边早，

西边晚。

5.人们在夜间观星时，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北极星的位置好像始终没有变化，而

其他的星星每天都围绕北极星顺时针旋转。

6.北极星的位置并不在头顶正上方，而是在人们视线往上倾斜的北方的天空中。

7.地球是围绕着一个假想的轴在转动，称作地轴。北极星就处在地轴的延长线上。

地球转动时，地轴始终倾斜着指向北极星，这就是北极星不动的秘密。因此，地

球仪也就是做成倾斜的样子。

8.公转就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动。公转一周是一年。

9.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过程中，地球总是倾斜的，而且倾斜的方向、角度不变。

四季的形成与地球的公转、地轴的倾斜有关。

10.人们在不同夜晚的同一时间观察星座时发现，天空中的星座的位置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逐渐由东向西移动，比如北斗七星就是如此，这可以说明地球在公转。

11.阳光的直射和斜射造成了地球上不同地区气温的不同。

★12.在地球的同一地点，不同季节的正午观察阳光下物体的影子，冬季最长，夏

季最短，春季和秋季适中。

13.在地球的同一地点，夏至时的太阳高度比冬至时大。

14.北半球夏季时，太阳长挂在北极天空就是不会下落，北极中心的白天甚至长达

半年时间；而到了冬季，就几个月见不到太阳，北极点附近有半年的时间都处在

黑夜之中。人们把这样的现象叫极昼和极夜。

15.在北半球对着太阳时，南极附近会出现极夜现象。赤道地区不可能出现极昼或

极夜现象。

16.现在人们已知道，地轴倾斜度大约是 23度。

17.毛泽东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18.现在，人们通过太空望远镜、人造卫星等，能直接观察到地球确实在围绕太阳

公转。

19.地球是一个自转的球体，不同纬度的地方，自转的线速度快慢不一样，赤道上

自转的线速度最大，两极自转的线速度最小，两个极点上线速度为零。

二、问答题：

1.关于昼夜交替现象的假说有几种观点？哪一种是正确的？

带来

的现

象

由于地球自转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或逆时

针），也就意味着越是东边的时区，就越

先迎来黎明。地球的自转方向决定了不同

地区迎来黎明的时间不同，东边早，西边

晚。【地球自转产生了昼夜交替】

【地球公转形成四季变化】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过程

中，地球总是倾斜的，而且倾斜的方向.角度不变。

四季的形成与地球的公转、地轴的倾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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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①地球不动，太阳绕着地球转；②太阳不动，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地球不自

转）；③地球自转（但不公转）；④地球围着太阳转，同时也自转。第④种解释

是真实的。

2.为什么地球上昼夜会不断地交替呢？

答：是因为地球围着太阳转，同时自转形成的。

3.地心说和日心说两种观点有哪些异同？这两种学说能否合理地解释昼夜交替现

象呢？（P76）

答：两种学说的相同点是，地球是球形。不同点：“地心说”认为地球不运动，

处于宇宙中心，太阳围着地球运动。“日心说”认为地球在运动，并围绕太阳运

动，太阳处于宇宙中心。

这两种学说都能解释昼夜交替现象。

4.哪些证据能说明地球在自转？（P78）

答：①“傅科摆”摆动后，地面的刻度盘会与摆的摆动方向发生偏移；②太阳、

月亮和星星每天都东升西落的现象；③地球上南北方向水平直线运动的物体，会

发生偏西的现象。这些现象都能证明地球在自转。

5.北京、乌鲁木齐、东京、伦敦哪个最先看到黎明？

答：最先迎来黎明的是东京，其次是北京.乌鲁木齐，最后是伦敦。

6.地球上各国新年钟声会不会在同一时刻敲响？为什么？

答：不会。因为地球的自转使不同地区迎来黎明的时间不同，根据世界时区图的

时间差，各国新年钟声不会同一时刻敲响。

7.对于北极星“不动”，我们如何解释？（P82）

答：这是因为地球在围绕假想的地轴自转时，地轴始终倾斜着指向北极星，所以

看上去北极星好像“不动”。

8.地球上，为什么会有四季变化？（P87）

答：地球在公转过程中，地轴的倾斜导致阳光有规律性的直射或斜射某一地区，

造成了气温有规律地变化，形成四季。

9.如果地轴的倾斜度再大一些，会怎样呢？（P89）

答：如果地轴的倾斜度再大一些，那么极昼现象发生的范围会更大了。

10.如图所示（见教材 86 页）：当地球公转到 A、B、C、D 4 个方位时，太阳的照

射情况如何？该处是什么季节？

当转到位置 A时，北半球阳光斜射，是春季；南半球阳光斜射，是秋季；

当转到位置 B时，北半球阳光直射，是夏季；南半球阳光斜射，是冬季；

当转到位置 C时，北半球阳光斜射，是秋季；南半球阳光斜射，是春季。

当转到位置 D时，北半球阳光斜射，是冬季；南半球阳光直射，是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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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用学过的知识解释，我们在地球上看到太阳东升西落，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答：因为地球在自转而且自转的方向是自西向东。

12.本册书中的星体转动方向小结：

答：地球自转方向是由西向东；地球公转方向是由西向东；其他星星绕北极星也

是自西向东（顺时针方向）旋转。

http://21世纪教育网(www.21cnjy.com)
http://21世纪教育网(www.21cnj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