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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 12 年（2008-2019 年）真题“实验与探究”部分内容分析

内容领域 学习内容数量 学生实验数量 出题数量

科学探究 5 2 5

物理 14 8 13

化学 5 3 6

生物 11 9 12

总计 35 22 36

二、各主题“实验与探究”内容梳理

说明：P6-5 指《初中科学学科教学基本要求（2018 版）第 6页第 5 题；2008-25 指 2008

年上海市初中科学学科学业水平考试真题第 25 题。

主题

序号

主题

名称

学习内容 学习

水平

具体要求 典型示例

或真题索引

1 科学

入门

1.3.1 基本实验仪器：

电子天平、刻度尺、

温度计、酒精灯、量

筒、停表、滴管

1.3.2 基本实验技能

（学生实验）：

测量质量、长度、体

积、温度和时间；移

取溶液；混合溶液

1.4.1 科学探究的基

B

B

B

1.3.1 知道试管、滴管、

酒精灯、刻度尺、量筒、

天平、温度计和停表等

基本实验仪器；初步学

会根据要求选择适当

的实验仪器。

1.3.2 学会使用电子天

平、刻度尺、量筒、天

平、温度计和停表测量

质量、长度、液体体积、

温度和时间的方法；说

出质量、长度、体积、

温度、时间等的常用计

量单位；学会移取液

体、混合液体及使用酒

精灯等基本实验技能。

1.4.1 知道科学探究的

P6-5，2008-25

P4-1

P4-2 ， P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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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素

1.4.2 简单科学探究

活动的设计和实施

B

基本要素包括提出问

题、形成假设、制定计

划、收集证据、处理信

息、表达交流等；在具

体情境中区分科学探

究的相关要素。

1.4.2 学会根据探究的

问题，设计科学探究活

动的方案；学会记录或

描述科学探究活动的

过程；逐步养成善于聆

听、乐于分享和团队协

作的习惯。

2008-27，2010-25

（波义尔酸碱指

示剂）， 2011-25

（洗衣粉去污能

力与水温关系），

2012-26（蜜蜂发

声器官）

P7-8 ， P7-9 ，

2009-25（探究影

响种子萌发的因

素）

2 面向

生物

世界

2.1.1 观察蜗牛的基

本特征（生物，学生

实验）

2.1.3 绘制和解释直

方图（生物）

A

B

2.1.1 初步学会观察动

物的基本方法；知道生

物的一些基本特征。

2.1.3 了解直方图的作

用；学会从直方图中获

取信息；学会整理数据

并绘制直方图。

P11-1，P12-4

P11-2，P12-4

3 细胞

与生

殖

3.1.1 使用显微镜（生

物，学生实验）

3.1.2 观察植物细胞

和动物细胞（生物，

学生实验）

B

B

3.1.1 认识显微镜的主

要结构和功能；学会使

用显微镜。

3.1.2 知道细胞是生物

体的基本结构单位；知

道细胞的基本结构和

功能以及动植物细胞

结构的异同；学会临时

装片的制作，辨别细胞

的结构。

P19-1，P22-3

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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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质

的粒

子模

型

4.2.1 测量水的密度

（物理，学生实验）

4.2.2 物体的浮沉（物

理）

B

B

4.2.1 知道密度的概

念、公式和单位，认识

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

性；学会测量水的密

度，学习减少测量误差

的方法。

4.2.2 理解物体浮沉与

其密度的关系。

P27-3，2009-26，

2010-26，2017-31

P28-5

5 水与

人类

5.1.2 探究影响蒸发

快慢的因素（物理，

学生实验）

5.2.1 净化水的方法

（化学）

C

B

5.1.2 设计并实施探究

影响蒸发快慢因素的

实验。

5.2.1 知道天然水中存

在的主要杂质；认识沉

淀、过滤、加氯、蒸馏

等净化水的方法及其

作用；初步学会制作简

单的过滤装置。

P32-2，2008-24，

2011-26，

2012-25，

2013-32，

2019-29

P33-3，P35-6

6 身边

的溶

液

6.1.2 探究影响溶解

快慢的因素（化学，

学生实验）

6.2.2 测定溶液的酸

碱性及其强弱（化学，

学生实验）

6.3.1 酸雨的危害与

C

B

A

6.1.2 知道溶液形成的

过程，列举影响溶解快

慢的因素；设计探究影

响溶解快慢因素的实

验方案，并交流与评价

方案；学会依照实验方

案独立完成探究实验。

6.2.2 学会用石蕊试

液、酚酞试液和 pH试

纸测定溶液的酸碱性

及其强弱；认识酸、碱

溶液混合后的酸碱性

变化。

6.3.1 初步学会检验雨

P39-2， P41-3，

2014-29,2017-30

P40-3，2015-31

P42-9，2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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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化学） 水的的酸碱性，知道酸

雨的危害与防治。

7 能与

能源

7.3.1 认识金属的导

热性（物理，学生实

验）

7.3.2 制作保温装置

（物理）

B

C

7.3.1 知道内能可以转

移；知道热传递有对

流、传导和辐射三种方

式，能用粒子模型解释

对流和传导现象；学会

探究不同物质的导热

性。

7.3.2 能应用热传递原

理设计制作保温装置。

P45-2， P47-4，

P47-5，2018-31

P47-6，P47-9

8 电力

与电

信

8.1.1 /8.1.2 连接简单

的串、并联电路（物

理，学生实验）

8.1.4 探究电流随电

压的变化规律（物理，

学生实验）

B

B

8.1.1/8.1.2 知道电流的

基本组成，知道断路和

闭合电路；能区分简单

的串、并联电路；能根

据实物连接图（或电路

图）连接简单的串、并

联电路。

8.1.4 学会用电流表和

电压表探究电流岁电

压的变化规律；描述电

路中电流随电压的变

化规律。

P52-1

P52-2 2019-28

9 空气

与生

命

9.1.1 找出空气中的

氧气、二氧化碳和水

蒸气（化学，学生实

验）

9.3.1 探究光合作用

需要光和二氧化碳

（生物，学生实验）

B

C

9.1.1 知道空气由多种

气体组成；学会氧气、

二氧化碳和水的检验

方法；学会用检验气体

的方法找出空气中的

主要成分。

9.3.1 知道光合作用的

条件、原料和产物；理

解光合作用相关实验

步骤的原理和对照实

P62-2 ， 2012-24

（光合作用产生

氧气的检验），

2016-29（呼吸作

用产生二氧化碳

的检验）

P58-1， P62-6，

P62-7，2008-26，

2009-24，

2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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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作用；设计实验并

根据实验现象推断光

合作用需要光和二氧

化碳。

2013-31，

2014-27，

2015-32，

2016-28，

2017-29，

2018-29,

2019-27

10 平衡

与健

康

10.2.1 检验葡萄糖、

蛋白质、脂肪的方法

（生物，学生实验）

10.2.2 小肠的解剖和

观察（生物，学生实

验）

B

B

10.2.1 知道食物中主

要的营养成分和作用；

学会葡萄糖、蛋白质和

脂肪的检验方法；学会

日常食物中部分营养

成分的检验。

10.2.2 知道消化系统

的组成及各种消化器

官的作用；知道食物中

各营养成分在人体内

的消化、吸收的基本国

策；学会解剖、观察小

肠结构的方法，理解小

肠是消化吸收营养物

质的主要场所。

P67-1， P69-4，

2011-24（探究唾

液 对 淀 粉 的 消

化）

P67-2，P69-6，

11 感知

与协

调

11.2.2 解剖牛眼（生

物，学生实验）

11.3.1 认识声音的产

生与传播（物理）

B

B

11.2.2 知道眼的主要

结构与功能；学会解剖

眼球的技巧；阐明远视

和近视的成因及正确

的矫正方法 （ 11.2.3

C）。

11.3.1 知道声音是由

物体振动产生的；知道

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

度不同；知道频率的概

P76-3， P76-4，

P76-5， P76-6，

P74-2，

P77-8 ， 2014-28

（真空瓶响铃），

2016-30（弦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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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测试训练前后

脑对刺激的反应时间

的变化（生物，学生

实验）

B

念和单位；尝试利用弦

音计探究影响音调的

因素。

11.4.1 认识大脑对环

境变化具有接受、分析

和应对的作用；学会测

试人的反应时间，并知

道训练可以缩短人对

刺激的反应时间。

P77-10，2013-33，

12 地球、

矿物

与材

料

12.3.1 认识金属的特

性（物理，学生实验）

B 12.3.1 知道金属的特

性；理解金属的用途与

其特性的关系。

P83-6，2015-30，

13 海洋

与海

洋开

发

13.1.2 探究水压与水

体深度的关系（物理，

学生实验）

C 13.1.2 了解海水的组

成；理解海水环境随深

度改变而改变；根据水

体压强随水体深度变

化的特点，推断海水压

强随深度增加而增大。

P86-2，P88-3，

14 宇宙

与空

间探

索

14.2.2 用弹簧测力计

测物体的重力（物理，

学生实验）

14.2.3 探究影响摩擦

力大小的因素（物理）

B 14.2.2 知道重力是由

于地球对物体的吸引

二产生的；知道弹簧测

力计的结构，学会用弹

簧测力计来测量物体

重力的大小；认识物体

重力与质量之间的关

系；描述重力对地球上

的物体运动的影响。

14.2.3 探究影响摩擦

力大小的因素；知道摩

擦力，以及增大或减小

摩擦力的方法；能用摩

擦力的知识来解释有

P92-1

P94-5，P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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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生活现象，辩证分析

摩擦力在日常生活中

的利与弊。

15 人与

自然

的协

调发

展

15.1.1 设计制作生态

瓶（生物）

B 15.1.1 知道生态系统的

组成及其相互关系；知

道食物链、食物网，并

认识生态系统的复杂

性；初步学会制作生态

瓶，说明生态瓶维持平

衡或失去平衡的原因。

P98-1，P98-2，

P101-1，P101-2，

三、重点实验（含学生实验）要点整理

1.3.1 基本测量仪器

测量项目 仪器名称 常用单位 注意事项

长度（身

高、距离）

刻度尺 米（m）

厘米（cm）

1. 会识别：什么项目用什么仪器

2. 会选择：选择合适量程的仪器

3. 会使用：注意基本操作规范

4. 会读数：注意视线和最小刻度

5. 会记录：数值+单位

6. 误差不可避免，但可减少：选

择合适的测量工具；多次测量取平

均值。

质量（体

重）

天平、电子天平 千克（Kg）

克（g）

温度（体

温）

温度计 摄氏度（℃）

时间 停表、电子停表 秒（s）、分（min）

体积 量筒 毫升（ml）

立方厘米（cm3）

力 弹簧测力计 牛顿（N）

电流 电流表 安培（A）

电压 电压表 伏特（V）

1.3.2 基本实验技能：液体的移取和混合

实验项目 基本方法 注意事项

液体移取 倾倒法：适用于移取大量液体 1）瓶塞倒放；2）标签向手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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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取法：适用于移取少量液体

试管倾斜；4）瓶口紧靠试管；5）

缓缓倒入液体；5）倾倒完毕，盖

上瓶盖。

1）正确握持滴管；2）滴加液体时，

竖直悬空于容器上方；3）滴管不

能倒置或平放于桌面上；4）滴管

使用完立即用清水洗净；5）专管

专用。

液体混合 振荡法：混合试管中的液体

搅拌法：混合烧杯中的液体

1）试管内液体量不超过试管容积

的 1/3；2）正确捏持试管，横向振

荡。

1）玻璃棒在液体中做圆周运动；2）

玻璃棒不要碰到烧杯壁和底部。

2.1.1 观察蜗牛

观察项目 观察过程 注意事项

观察蜗牛 1）外部形态特征

2）运动方式

3）对外界刺激的反应

4）食物

5）生活环境

观察前：明确观察目的、制定观察

计划、设计观察记录表；

观察中：使用各种感觉器官（禁用

嘴尝）和工具（如放大镜）、记录

观察现象；

观察后：总结观察结论，反思问题

2.1.3 测量指距及绘制直方图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绘制

直方图

1）采集数据

2）汇总并统计数据

3）绘制直方图

1）统一指距标准，真实记录数

据；2）明确每组数据的起止范围

（含小不含大，如 16-17cm组）3）

直条高度为人数，宽度为指距范

围，直条间无间隙。

3.1.1 使用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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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显微镜的

操作

1）对光

2）观察

3）收镜

1）使用低倍镜对光，对准通光孔；

2）先从侧面观察，调节粗准焦螺

旋让物镜与载玻片最近，再眼睛

看目镜并调节粗准焦螺旋，让物

镜与载玻片距离增大，直到看到

物象；3）使用高倍镜，并调节细

准焦螺旋，直到物象清晰。

3.1.2 观察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制作临时

装片

1）净片

2）滴水

3）取材

4）展平

5）盖片

6）染色

1）洋葱样本要薄而透明；2）滴

水量适中；3）样本放在水滴中，

并用解剖针展平；4）盖片时将盖

玻片一边先接触载玻片，并使它

与水滴边缘成 45°左右的角，然

后缓缓放下，盖住标本；5）用引

流法染色时，用染液滴于盖玻片

一侧，用吸水纸在另一侧吸。

4.2.1 测量水的密度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测量水的

密度

1）把适量的水倒入烧杯中，用天平测出烧

杯和水的总质量；

2）将部分水倒入量筒中，读出量筒中水的

体积；

3）用天平测出剩余水和烧杯的总质量，两

次质量之差就是倒入量筒内水的质量；

4）利用密度公式计算水的密度；

5）再重复步骤 1-4 两次，得到三组水的密

度值，取平均值。

为了减小实验误差，应注意：

1）设计合理的实验步骤；

2）采集多组数据，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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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探究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

实验项目 设计与实施过程 注意事项

探究影响

蒸发快慢

的因素

设计过程：

1）因素分析：液体温度、液体表面积、液

体表面空气流动情况

2）探究对象与控制条件分析：

根据“控制变量法”设计实验时，在对某一

因素进行探究时，其他因素要保持不变。如：

当探究对象为“液体温度”时，要改变的因

素是“液体温度”，保持不变的因素是“液

体表面积”、“液体表面空气流动情况”等其

他因素。

3）选择实验材料、设计实验步骤

实施过程：

1）根据实验设计，进行实验

2）记录实验现象或数据

3）得出实验结论

为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应注意：

1）进行因素分析；

2）根据“控制变量法”和给定的

实验材料设计实验步骤。

5.2.1 水的净化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水的净化 1）沉淀法：加入凝聚剂（如明矾，使水中

小颗粒凝聚成较大颗粒），搅拌后静置，使

水中较大颗粒沉淀下来；

2）过滤法：使用简易过滤器，除去水中细

小的固体颗粒；

3）加氯消毒法：杀死水中的微小生物；

4）蒸馏法：将水先汽化再液化，得到纯净

的水。

1）净化水之前需要知道天然水

中的杂质：固体颗粒（悬浮物、

沉淀物）、已溶解物、微小生物等；

2）知道每种净化水的方法的作

用；

3）知道各种净化水的方法在自

来水厂净水流程中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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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探究影响溶解快慢的因素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探究影响

溶解快慢

的因素

设计过程：

1）因素分析：溶剂的温度、溶质的颗粒大

小、是否搅拌；

2）探究对象与控制条件分析：

根据“控制变量法”设计实验时，在对某一

因素进行探究时，其他因素要保持不变。如：

当探究对象为“溶剂温度”时，要改变的因

素是“溶剂温度”，保持不变的因素是“溶

质的颗粒大小”、“是否搅拌”等其他因素。

3）选择实验材料、设计实验步骤

实施过程：

1）根据实验设计，进行实验

2）记录实验现象或数据

3）得出实验结论

为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应注意：

1）进行因素分析；

2）根据“控制变量法”和给定的

实验材料设计实验步骤。

6.2.2 测定溶液的酸碱性及其强弱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测定溶液

的酸碱性

及其强弱

1）测定溶液酸碱性的方法：

 取待测溶液 1-2mL 放入试管中，分别

滴入 2-3 滴石蕊或酚酞试液，根据石蕊

或酚酞的变色情况，确定溶液的酸碱

性。

2）测定溶液酸碱性强弱的方法：

 将 pH试纸放在表面皿上，用玻璃棒蘸

取待测溶液在 pH试纸上，与比色卡对

照，得出溶液 pH，从而判断溶液的酸

碱性强弱。

1）知道紫色石蕊的变色规律：

“酸红碱蓝，中性紫”；

2）知道无色酚酞的变色规律：

“酸无碱红，中性无”，常用来鉴

别碱性溶液；

3）知道 pH 与溶液酸碱性强弱的

关系：pH=7，中性；pH<7，酸性；

pH>7，碱性；pH越大，碱性越强，

pH越小，酸性越强。

7.3.1认识金属的导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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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认识金属

的导热性

1）组装实验装置：每根火柴梗上凡士林用

量相同；

2）加热、观察：加热位置正确，观察同一

金属棒上火柴梗倒下的顺序；观察不同金属

棒上相同距离处火柴梗倒下的顺序；

3）分析现象，得出结论：同一根金属棒上，

热量从高温向低温处依次传递；不同金属的

导热性不同。

探究金属的导热性时，可以在金

属棒不同位置放置湿的氯化钴试

纸，观察氯化钴试纸的变色（由

红变蓝）顺序来推测热从金属的

高温部分向低温部分传递。

7.3.2 制作保温装置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制作保温

装置

1）了解保温瓶的结构和保温原理；

2）测试不同材料的保温性能；

3）设计保温装置

4）制作保温装置

5）测试装置的保温性能

6）提出改进意见

1）热在固体中传递主要是通过粒

子振动来实现的，这种热传递方

式叫做“传导”；使用热的不良导

体作为保温材料可以减少传导传

热。

2）热在气体或液体中主要通过粒

子的移动来实现，这种热传递的

方式叫做“对流”；制作真空夹层，

可意见减少对流传热。

3）热还可以通过“辐射”的方式

传递，辐射传热可以不需要介质，

也可以在介质中传递；制作镀银

外层，可以防止辐射传热。

4）设计实验方案时要体现“控制

变量”原则；得出实验结论要有

科学证据（数据、现象）支持。

8.1.1/8.1.2 连接简单的串、并联电路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连接简单

的串、并

1）根据实物图或电路图，选择所需电路元

件；

1）连接过程中，电键要保持断开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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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电路 2）连接简单电路或串联电路时，按照电流

的方向依次连接电路元件；

3）连接并联电路时，按照“先串后并”的

策略，先按照连接串联电路的方法连接

好其中一条回路，再将另一条回路并联

在合适的位置上。

2）导线要接到接线柱上；

3）按照电流的方向（电流从电源

正极流出，经过用电器等回到电

源负极）依次连接电路元件；

4）连接并联电路时，使用“先串

后并”的策略；

5）在合上电键测试前，再次检查

电路连接是否与实物图或电路图

一致。

8.1.4 探究电流随电压的变化规律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探究电流

随电压的

变化规律

1）根据电路图连接实物；

2）读取电表数值，记录数据；

3）改变电压，重复实验，测量并记录多组

数据；

4）分析数据，总结规律

1）连 接 电 路 的 注 意 事 项 同

8.1.1/8.1.2；

2）选择合适的电表量程；

3）电表接线柱连接正确（“正进

负出”）

4）电表接入的方式正确（电流表

要与用电器串联，电压表要与用

电器并联）；

5）电表读数时要看清量程和最

小刻度值。

9.1.1 找出空气中的氧气、二氧化碳和水蒸气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找出空气

中 的 氧

气、二氧

化碳和水

蒸气

1） 空气中存在氧气：

原理：氧气具有助燃性和帮助呼吸的性质

方法：点燃木条，根据现象推理；

2） 空气中存在二氧化碳：

原理：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方法：用洗耳球不断向澄清石灰水中鼓入空

气，根据现象推理；

3） 空气中存在水蒸气：

1）在此实验之前，应该知道氧

气、二氧化碳、水的检验方法；

2）结合相关原理，能根据实验现

象进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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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水能使蓝色的氯化钴试纸变红

方法：用蓝色氯化钴试纸擦拭内装碎冰的广

口瓶外壁，根据现象推理。

9.3.1 探究光合作用需要光和二氧化碳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探究光合

作用需要

光和二氧

化碳

光合作用需要光：

1）黑暗处理：将盆栽天竺葵进行暗处理数

日（通过植物的呼吸作用消耗叶片中原有的

淀粉）；

2）实验对照：在同一张叶片上用黑卡纸进

行部分遮光（进行对照实验）；

3）阳光照射：将盆栽天竺葵放置在强光下

照射 3小时以上；

4）淀粉检验：用碘液对天竺葵叶片进行淀

粉检验（判断光合作用是否发生）

5）现象描述：分析实验现象，得出结论

光合作用需要二氧化碳：

1）黑暗处理：将盆栽天竺葵进行暗处理数

日（通过植物的呼吸作用消耗叶片中原有的

淀粉）；

2）实验对照：用已预先放置了少量碱石灰

的透明塑料袋把其中几张叶片包裹起来（碱

石灰可以吸收袋内的二氧化碳，进行对照实

验）；

3）阳光照射：将盆栽天竺葵放置在强光下

照射 3小时以上；

4）淀粉检验：摘取袋内和袋外的叶片，用

碘液对天竺葵叶片进行淀粉检验（判断光合

作用是否发生）

5）现象描述：分析实验现象，得出结论。

1）实验前要对植物进行暗处理；

2）要采用对照法对叶片进行相

关处理；

3）要保证植物有足够的光照时

间；

4）进行淀粉检验前，要先将叶片

放在沸水中约 1 分钟，目的是杀

死叶片细胞；在将叶片浸入装有

酒精的试管中，同时将试管放入

热水中加热 5 分钟，目的是把绿

色物质溶解出来，以免影响观察

后面叶片的颜色变化；当叶片差

不多变白时，取出叶片，放在冷

水中把叶片上的酒精冲洗干净。

5）淀粉的检验方法：滴加碘液，

淀粉变深蓝色。

10.2.1 检验葡萄糖、蛋白质、脂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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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检验葡萄

糖、蛋白

质、脂肪

的方法

葡萄糖的检验

1）取样，滴加 1mL班氏试剂，振荡；

2）加热至沸腾；

3）若有红黄色沉淀，则样品中含葡萄糖。

蛋白质的检验

1）取样，滴加 2mL10%氢氧化钠溶液，再

滴加 3-4 滴 3%硫酸铜溶液；

2）若溶液呈紫色或淡紫色，则样品中含蛋

白质。

脂肪的检验

1）样品滴（或擦拭）在滤纸上；

2）将滤纸对着光源照视；

3）若滤纸上呈现半透明亮点，则样品中含

脂肪。

淀粉的检验

1）取样，滴加 1-2滴碘液；

2）若样品变深蓝色，则样品中含淀粉。

1）若待测食物为固体，可根据实

际情况采用溶解、榨汁、碾碎等

方法处理后再检验；

2）注意有针对性地使用检验试

剂，并注意试剂的浓度和使用量。

10.2.2 小肠的解剖和观察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小肠的解

剖和观察

1）解剖猪小肠

2）观察、比较猪小肠的外壁和内壁的颜色、

光滑程度；

3）用放大镜观察小肠内壁的小肠绒毛；

4）用显微镜观察小肠绒毛的永久装片

5）结合小肠绒毛的形状、小肠绒毛壁的结

构特点，进行表达交流，理解小肠是吸收营

养物质的主要场所，理解“结构与功能相适

应”的观念。

1）正确使用解剖剪、放大镜、显

微镜等工具；

2）注意有序观察：从外到内，从

整体到局部；

3）注意观察比较；

4）注意证据意识基础上的归纳

总结。

11.2.2 解剖牛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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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解剖牛眼 1）观察牛眼外形：动眼肌、视神经、巩膜、

虹膜、瞳孔等；

2）解剖牛眼（结合视频）；

3）观察眼球构造：角膜、晶状体、玻璃体、

视网膜、巩膜、盲点；

4）思考眼球各部分的功能，理解“结构与

功能相适应”的观念。

1）正确使用解剖工具；

2）注意有序观察：从外到内，从

整体到局部；

3）注意从“结构与功能相适应”

的角度思考眼球的结构与功能。

11.3.1 认识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认识声音

的产生与

传播

1）振动产生声音：通过多个发声实验，归

纳发声体的共同特征：发声体都在振动；

2）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通过固体、液体、

气体等传声实验，归纳声音传播的共同特

征：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通过“真空罩响

铃”实验说明真空中不能传播声音。

1）普遍规律建立在大量实验现

象基础之上，单一的实验现象不

能得出普遍性规律。

2）即使对真空罩抽气很长时间，

外面还是能听到微弱的铃声，主

要原因是：真空罩内可能还有部

分气体没有抽完，能够传声；电

铃与底座或其他固体相连，通过

固体振动将声音传出。

11.4.1 测试训练前后脑对刺激的反应时间的变化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测试训练

前后脑对

刺激的反

应时间的

变化

训练前：

 释放者释放刻度尺，测试者捏住刻度

尺；

 重复三次，记录数据

训练：

 释放者和测试者角色互换，多次练习

训练后：

 释放者释放刻度尺，测试者捏住刻度

尺；

 重复三次，记录数据

1）释放者和测试者要紧密合作、

态度端正，遵守实验准则；

2）刻度尺下落距离读数要规范、

准确，数据要及时记录；

3）训练时要多次练习，保证有效

性；

4）测试时重复三次，取平均值，

减小实验误差。

5）多次训练可以缩短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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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训练前后反应时间的变化

12.3.1 认识金属的特性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认识金属

的特性

金属的导电性：

 设计一个串联电路，将铜、锌、铅、铁

等金属分别连在电路中，观察灯泡是否

发光。

金属的延性：

 选择合适铜丝（直径 0.2mm），悬挂合

适重物（5-10kg），记录重物不同时金

属丝伸长量的变化。

金属的展性：

 用锤子敲打不同的金属颗粒，金属颗粒

变扁。

1）可以将金属的导电性和《电

路》中“导体和绝缘体”内容合

并；

2）研究金属延性时为防止铜丝

被拉断，选择的重物要适中。

3）金属的其他特性可以通过资

料列表的方式提供，并运用“性

质决定用途”的观点分析信息，

解决问题。

13.1.2 探究水压与水体深度的关系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探究水压

与水体深

度的关系

1）猜测不同深度的水的射程情况；

2）在容器内装足够的水，将深度不同位置

的封住洞口的橡皮塞（或透明胶带）取

走，观察深度不同位置的水的射程情

况；

3）分析现象，得出结论。

1）经历猜测-验证-分析-表达的

过程，形成“水压水的深度增加

而增大”的结论；

2）明确深度的含义：从与空气相

接处的水面到该处的竖直距离。

14.2.2 用弹簧测力计测物体的重力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用弹簧测

力计测物

体的重力

1）观察弹簧测力计的组成：弹簧、指针、

刻度板、挂钩、拉环等；

2）了解弹簧测力计的使用注意事项；

3）使用弹簧测力计测不同质量钩码的重

力；

1）先校零，让指针指在零刻度；

2）估计物重，选择合适量程的弹

簧测力计；

3）让弹簧伸长方向与力的方向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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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物体重力和质量的数据，得出结论。 4）防止弹簧和指针跟外壳摩擦；

5）读数时，视线垂直于刻度板。

14.2.3 探究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探究影响

摩擦力大

小的因素

设计过程：

1）可能因素分析：物体对接触面的压力、

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接触面的面积大小

2）探究对象与控制条件分析：

根据“控制变量法”设计实验时，在对某一

因素进行探究时，其他因素要保持不变。如：

当探究对象为“接触面粗糙程度”时，要改

变的因素是“接触面粗糙程度”，保持不变

的因素是“接触面的面积大小”、“物体对接

触面的压力”等其他因素。

3）选择实验材料、设计实验步骤

实施过程：

1）根据实验设计，进行实验

2）记录实验现象或数据

3）得出实验结论

1）为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和可行

性，应注意：

 进行因素分析；

 根据“控制变量法”和给定

的实验材料设计实验步骤。

2）摩擦力大小与物体间的压力、

接触面粗糙程度有关，与接触面

积大小无关。通常滚动摩擦比滑

动摩擦小。

3）减小物体间的压力、使接触面

光滑、在接触面之间添加润滑剂、

用滚动代替滑动都可以减小摩擦

力；

4）摩擦力具有双重的作用，我们

一方面要消除和减小有害摩擦

（如在齿轮间滴润滑油），另一方

面要合理利用和增大有益摩擦

（如鞋底有花纹防滑）。

15.1.1 设计制作生态瓶

实验项目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设计制作

生态瓶

1）认识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生产者、消

费者、分解者、非生物成分；

2）设计生态瓶，模拟小型生态系统；

3）选择制作材料和成分；

4）制作生态瓶；

5）观察记录。

1）制作生态瓶的容器要透明，有

利于观察，也有利于生态系统获

得能量；

2）容器底部铺一层细沙（含分解

者），放入生命力强的水草和小

鱼、小虾、螺蛳等（属于生产者

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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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放入的生物数量和比例要适

中，一般生产者要多于消费者，

但也不宜太多，要与瓶子大小相

匹配；

4）自来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晒两天以上，再往瓶中加水至其

容积的 4/5，要流出一些空间储备

空气；

5）放置生态瓶的环境，最好具有

较强的散射光，不能采用强烈的

直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