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通
用13篇)

学习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学习进度，及时调
整学习策略。小编精选了一些教师总结的范文，希望能够给
大家提供一些写作思路和参考。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一

数位顺序表：

我国计数是从右起，每4个数位为一级;国际计数是每3个为一
节。

(1)什么叫数位、计数单位、数级?整数数位的排列顺序是怎
样的?从个位起依次说出各个数位。

把计数单位按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它们所在的位置，叫作
数位。

计数单位有：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十亿、百亿、千亿。从个位起，每四个数位是一级，一共分
为个级、万级、亿级。

(2)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有什么关系?

10个一万是十万;10个十万是一百万;10个一百万是一千万;10
个一千万是一亿。每相邻的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都是10，
这种计数方法叫十进制计数法。

2.复习多位数的读、写法。

(1)多位数的读法。



从高位读起，一级一级地往下读。读亿级或万级的数，先按
照个级的读法读，再在后面加上一个“亿”字或“万”字。
每级中间有一个0或连续几个0，都只读一个零;每级末尾的零
都不读。

(2)多位数的写法。

先写亿级，再万级，最后写个级，哪个数位上一个单位也没
有，就在那一位上写0。

3.复习数的改写及省略。

改写。可以将万位、亿位后面的4个0、8个0省略，换
成“万”或“亿”字，这样就将整万或整亿的数改写成
用“万”或“亿”作单位的数。

省略。省略时一般用“四舍五入”的方法。是“舍”还
是“入”，要看省略部分的尾数最高位是小于5、等于5还是
大于5。

4.比大小

位数不同，位数多的数就大;

位数相同，左起第一位的数大的那个数就大;

如果左起第一位上的数相同，就比较左起第二位上的数。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二

1.检查列式是否正确。读题，看是否该用加法、减法、乘法
或是除法来算。

2.列式正确后，看算式中的数字是否抄错，是否和题中给我



们的一样。

3.用估算的方法检查得数，如259+487，我们一看至少要等于
六七百，如果得数是四百多，或三百多等，那计算一定错了!

4.精确地再算一遍，以得到正确的结果。注意一定要笔算，
五年级后，小数计算用口算很容易错，而且要规范使用草稿
本，不要以为是草稿本就可以乱写乱画!往往一些数由于书写
不规范，抄答案都抄错!

5.检查单位和答有没有填写齐全。

6.操作题，要用铅笔，尺、三角板画图，切不可信手乱画，
画完后记得标明条件(如：直角符号、长2厘米、高3厘米等)，
是否和题目要求一致。

7.解方程题，要记得写“解”，应用题还要先“设”。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三

(欢快)地游(快乐)地成长(静静)地看书(飞快)地行驶

(飞快)地跑(仔细)地察看(紧紧)地盯着(热情)地拥抱

(认真)地写字(深情)地唱道(亲切)地问候(惊奇)地问

(不住)地叫(大声)地喊(慢慢)地下沉(轻轻)地走

(美美)地开着(大声)地争辩(急促)地喘气(拼命)地飞

(叽叽喳喳)地叫(大口大口)地吃(无忧无虑)地生活

看(日落)唱(京戏)钻(山洞)刮(风)

收起(光芒)洗(衣服)造(云房子)唱(歌)



荡(清波)带(孩子)采(花蜜)商量(事情)

吃(苹果)吐(泡泡)听(音乐)打(电话)

做(手工)读(课文)写(作业)跳(长绳)

踢(足球)背(书包)背(古诗)捉(害虫)

堆(雪人)打(雪仗)飘(雪花)弯(腰)

回答(问题)参加(革命)失去(亲人)冲到(房屋)

淹没(农田)带领(百姓)吃尽(苦头)察看(地形)

挖通(大河)劈开(大山)治理(洪水)动摇(决心)

紧盯(鸽子)注视(鱼儿)生产(粮食)消除(疲倦)

感动得(流下眼泪)跳得(高、远)飞得(高、快)

跑得(快、远)看得(仔仔细细)听得(非常专心)

问得(清清楚楚)写得(认认真真)笑得(合不拢嘴)

痛得(哇哇大叫)显得(十分壮丽)变得(更红)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四

答：家庭其乐融融，学习更有动力，生活更有情趣、更美
好……

2、你做过对他人和社会有益的事情吗?如果有，是什么事情?
你的感觉怎样呢?

答：因为给了别人快乐，一份快乐给了别人，就变成了两份



快乐了。

3、有些烦恼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我们却无法回避，我们
该怎么做?

答：自我宽慰、倾诉、宣泄、情绪转移如唱歌、听音乐等。

4、有了烦恼时我们要积极地去处理，去消遣，让自己尽早走
出烦恼，我们可以怎么做?

答：方法(1)自我宽慰：尝试改变自己的想法;(2)倾诉：把烦
心事向好朋友及自己信赖的人说一说;(3)宣泄：有了烦恼不
要憋在心里，有时可以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心里就好受多
了;(4)情绪转移：用一些快乐的事转变自己不快乐的心情，
如唱歌、想一些高兴的事情，做一些自己爱做的事，以使自
己尽快从烦恼中解脱出来。

5、从霍金的故事中明白了什么道理?

答：面对疾病、困难、挫折，他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去面
对，乐观地去面对，迸发出了他的人生光彩。

6、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

答：因为文化遗产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和社会信息，如果没
有文化遗产，我们就无法领略祖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
化。文化遗产有不能再生的特点，一旦损毁，就不会再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文化遗产。

7、为什么说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答：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土地和水，人们在土地上种植作物，
放牧牲畜和开发资源，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地球上的江河湖
泊给人们提供了运输和灌溉的便利，人的生存是时刻离不开



水。由此可见，地球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
境和自然资源。

8、我们生活的地球被划分为七大洲和四大洋，它们的名称各
是什么?

答：七大洲是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
南极洲。四大洋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五

()火通明、()高望远、一步()天

2、(李礼理)赔()、()子、()炮、道()、

()由、敬()、()想、()物、桃()、

3、(深伸)()浅、()展、()入、()手、

()张正义、()秋、()进、()情、延()

4、(苗描瞄)禾()、()写、()红、()准、

树()、()画、()条

5、(教骄郊较)()外、()书、()阳、()室、

比()、()游、()傲、()量

6、(京经惊)北()、吃()、()过、()常、

打草()蛇、()天动地、一鸣()人、已()

7、(场厂)广()、工()、会()、市()、农()



8、(手首)()要、对()、()先、()足、

()都、动()、歌()、一()歌、()长

9、(易意)()思、()见、容()、()义、

简()、平()近人、三心二()

10、(邻领)()居、带()、相()、()近、()队

11、(代待)()替、()表、接()、对()、等()

12、(望忘)失()、()记、一()无边、难()、希()、看()、
远()、()怀

13、(同童)()意、儿()、()话、()学、()年

14、(停亭)凉()、()子、()车、()电

15、(及级极)()时、北()、年()、()早、

()格、()点、南()、来不()、留()

16、(工公功攻)()打、进()、()击、()共、

成()、围()、()人、()用、()课、()厂

17、(治制)()理、()服、()度、()安、

()水、()造、()病

18、(行形)()走、()状、地()、()容、不()

19、(摇遥)()头、()远、()摆、千里之()



20、(忙芒)光()、连()、帮()、()种、()果

21、(完玩)()耍、()全、()笑、()成、做()

22、(作做座坐)请()、()客、()位、()文、

()()业、()伴、让()、

23、(住注助)()手、()所、()视、帮()、

引人()目、()意、()理、抱()

24、(州舟)归()、神()、广()、渔()、龙()

25、(文闻)新()、()化、()名、()明、

语()、见()、课()、

26、(留流)()水、()学、()血、()传、雁过()声

27、(喝渴)口()、()水、()茶、()望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六

11.《江南春》是唐代杜牧所作，诗题的意思是江南春天的绮
丽景色，作者在描绘千里江南明媚可爱的春光的同时，也慨
叹南朝的覆灭，流露兴亡之感，寄托了讽喻之意。

12.《江南春》一诗，前两句写今，展现了一幅生机勃勃、春
色无边的画面，后两句是怀古。

13.《春日偶成》是宋代诗人程颢所作，描写了风和日丽的春
日景色，抒发了诗人春日郊游时的愉快心情。这首诗前两句
写景，后两句抒情。



14.这两首诗的共同点是：都描写了春天的美丽景色，情景交
互，融为一体。

15.“迈开轻快的脚步”、“欢声笑语”表现了少先队员积极
参加植树活动的愉悦心情。

16.“伴随金色童年的是一棵棵青翠的小树。”这句话是说：
少年队员是祖国的未来，他们今天像栽下的小树，在阳光雨
露下，健康、蓬勃地成长，将来就是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17.“亿万棵树连起来，就染绿了祖国美丽的版图。”一句中，
“版图”指国家的疆域，“染”字形象地表达了只要我们大
家坚持植树造林，我们的祖国就回成为一个绿色世界的含义。

18.一身乌黑光亮的羽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
的尾巴，这就是活泼机灵的小燕子。

19.二三月间，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毛毛细雨从天上洒落下来。
千万条柔柳展开了鹅黄色的嫩叶。青的草，绿的芽，各色鲜
艳的花，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烂漫无比的春天。这
段话描绘了生机勃勃、明媚动人的美好春景。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七

1、人全身的骨骼分为(四个)部分，它们分别是(头、躯干、
手臂和腿脚)。

了人身体重量的20%即占五分之一。

但有生命，它可以生长。

4、骨头中间的软物质叫骨髓。它能制造血细胞。(即：骨头
里有骨髓和血管)



5、骨骼有哪些作用?(骨骼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支撑人
的身体，支持运动，保护内脏器官等作用)

6、一只手上的骨骼共有27块。

7、头骨保护人的大脑，脊柱、肋骨和胸骨保护人的内脏器官。

8、骨头与骨头相连接的地方叫关节。

9、四种常见的自由活动关节分别为铰链关节、旋转关节、球
状关节、鞍状关节。

10、人体的关节按照能否活动分为固定关节和活动关节(固定
连接和活动连接)。

11、人体的六大关节是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髋关节、
膝关节、踝关节。

12、大腿和小腿之间的自由活动关节膝关节。

13、最灵活的自由活动关节是球状关节，位于身体的肩部和
髋部。

14、膝的弯曲和伸直是典型的铰链关节的功能。

15、拇指关节属于鞍状关节。

16、肘部的旋转关节允许前臂运动。

17、、关节有什么作用?(有固定、连接小骨、运动和缓冲的
作用。)

18、关节为什么可以自由转动?(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旋转关
节，如：手腕关节和踝关节。能够自由转动就是旋转关节所
起的作用。)



19、人体有600多块肌肉，占到了人身体重量的40%即占五分
之二，骨骼占了20%即占五分之一。

20、肌肉也可以分为三部分：(头颅肌、躯干肌、四肢肌。)

21、人体的各种动作都是由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带动骨骼、关
节运动而实现的。22、骨头上的肌肉总是成对的在一起工作，
一个收缩，另一个就舒张(放松)。收缩后的肌肉摸上去又紧
又硬，还会变短。如果肌肉连接着两块骨头，那么当肌肉收
缩时，两块骨头就会相互靠近。

23、肌肉是人体活动的重要枢纽，它是由肌凝蛋白和肌动蛋
白组成的。

24、做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图中需要的材料有：木棒、木片、
软管、气球皮。

25、我们感觉骨骼、关节、肌肉的主要方法是(摸)。

26、不运动时身体有些部位的肌肉仍在工作?(心肌、呼吸肌、
消化肌、肠壁、胃壁等肌肉仍在工作。)

27、肌肉是我们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组成单位是
蛋白质，生命体最小的单位是细胞。

28、怎样在运动中注意安全，避免肌肉受伤?(1、使用适当的
保护性措施2、运动前做一下准备活动3、遵守合理的运动规
则4、选择安全的运动场所等5、不要让肌肉过于疲劳，运动
量不要突然增大，要循序渐进。)29、骨骼关节受伤怎样处
理?(如果受了伤，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急救措施：将一块冰敷
在受伤的部位并高高地抬起;受伤后一定要告诉家长、老师或
长辈。医生给你医疗指示，一定要配合他们。若伤口没有痊
愈，不要马上就参加运动，应有充分愈合的时间，这样可避
免病伤复发)



30、体育运动可以强健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使我们的身体更加
健康。

31、经常运动可以改善人体的柔韧性;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增
大肺活量，使人更有耐力;肌肉更发达且收缩力强，体力充沛。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八

1、曾子杀猪是为了教育孩子从小要言而有信。

2、一个诚信的小学生应做到不说谎话，说到做到，心口如一

3、发票是顾客购物的凭证。购买袋装食品时，要先看看保质
期和生产日期。

4、“三无”商品是指无厂名厂址、无生产日期、无保质
期。“三包”商品是指包退、包换、包修。

5、购物时，我的文明用语有：请、谢谢、对不起、再见等。
做文明小顾客，我们无论走到哪儿，都应该讲文明，懂礼貌。

6、国家制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消费者协会帮助解决。

7、我们吃的、穿的、与农产品密不可分。树连树，根连根，
衣食之源在农村。大米是由水稻加工成的，馒头是由小麦加
工而来的。

8、我国国徽图案的四周是稻麦穗。

9、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袁隆平被世界公认为“杂交水稻之父”，我国政府授予



他“国家最高科技奖”。

11、塑料是19美国化学家贝克兰德人工合成的一种材料。

12、塑料具有便宜、弹性好、重量轻、色彩多样，坚固耐用
等优点。

13、“白色污染”是指塑料废弃品。

14、人体内的水分约占体重的65%。水是生命之源。

15、地球上有很多水，但大部分是咸水，淡水很少。

16、我国是水资源缺乏的国家，水污染和水浪费的现象十分
严重，水资源的使用效率较低。

17、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18、再生纸是全部或部分用废纸作原料制成的纸，这样可以
保护森林，减少能源消耗。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九

如：3+13=16中，3和13是加数，和是16。

从一个数里面去掉一部分求剩下的是多少用减法。被减数-减
数=差

如：19-6=13中，19是被减数，6是减数，差是13。

(一)熟记表内加法和减法的得数

(二)知道以下规律

1、加法



(1)两个数相加，保持得数不变：如果相加的这两个数有一个
增大了，则另一个数就要减小，且一个数增大了多少，另一
个数就要减少多少。

(2)两个数相加，其中的一个数不变，如果另一个数变化则得
数也会发生变化，且加数变化了多少，结果就变化多少。

(3)两个数相加，交换它们的位置，得数不变。

2、减法

(1)一个数减去另一个数，保持减数不变：如果被减数增大，
结果也增大且被减数增大多少，结果就增大多少;被减数减小，
则结果也减小，且被减数减小多少，结果也减小多少。

(2)一个数减另一个数，保持被减数不变：如果减数增大，结
果就减小，且减数增大了多少，结果就减小多少;如果减数减
小，则结果增大，且减数减小了多少，结果就增大多少。

(3)一个数减另一个数，保持的数不变：被减数增大多少，减
数就要增大多少;被减数减小多少，减数也要减小多少。

3、掌握20以内进位加法的计算方法---“凑十法”

“凑小数，拆大数”，将小数凑成10，然后再计算。

如：3+9(3+7=10,9可以分成7和2,10+2=12)

“凑大数，拆小数”，将大数凑成10，然后再计算。

如：8+7(8+2=10,7可以分成2和5，10+5=15)

注意：孩子喜欢和熟悉的方法才是最佳方法而且只掌握一种
就可以了。



4、20以内不进位加法和不退位减法：

11+6(个位相加，1+6=7)11+6=17

15-3(个位上够减，5-3=2)15-3=12

5、加强进位和不进位、及不退位的训练。

6、看图列式解题时候，要利用图中已知条件正确列式。常用
的关系有：

(1)部分数+部分数=总数：这时?在大括号下面的中间。

(2)总数-部分数=另一个部分数：这时?在大括号的上面一边。

(3)大数-小数=相差数：谁比谁多几，或谁比谁少几。

(4)原有-借出=剩下：用了多少，求还剩多少时用。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十

11.鸟和家禽(1)画鸟儿和家禽，常会画得站不稳。你只要仔
细观察，适当调整两条腿的高低位置即可。(2)恐龙灭绝后，
一种高约三米的巨鸟称霸过地球，被称为“元鸟”。(3)用铅
丝做骨架，上面裹上胶带，再贴上各种纸张，鸟就做成
了。(4)陶鹰尊(新石器时代)青铜鸮尊(商代)瓷钵(晋代)玉
鸟(汉代)陶鸟哨(清代)鸟壶(古印加文化)镀金铜鸟(古印加文
化)科学家说鸟是恐龙的后裔，他们是一种和人类生活习性最
相近的脊椎动物。哪个地方生存着鸟，那个地方的生态环境
一定很好。鸟是天生的歌唱家，它们的鸣叫，有时是在交流
信息，有时是在沟通感情，有时只是自娱自乐。

12.深衣(战国)织棉(唐代)彩陶(汉代)凤袍图案(明代)



13.画鸟儿的眼睛，嘴和爪子时，用水要少些，以免过于渗化。

在宣纸上作画：当第一遍水墨未干时即在上面画第二遍，使
水墨产生渗化交融的效果，这种方法叫破墨法，常用的破墨
法有：破淡，即用浓墨加在未干的淡墨上。淡破浓，即先画
浓墨，未干时用淡墨画第二遍。点、线、墨块、干檫在破墨
时可以交替使用。

14.向画家学习时，既要学习、借鉴他们的方法和表现风格，
也可以加上自己的观察、想法和情趣。

15.鸟(中国画)清代朱耷猫头鹰(中国画)现在林风眠鸭子(中
国画)现在陈子庄

17.水墨小品(中国画)现在齐白石天山积雪(中国画)清代华喦
剪纸现在马蒂斯(法国)星星(油画)现在米罗(西班牙)杂技(油
画)现在毕加索(西班牙)风景(油画)现在亨德瓦瑟(奥地利)

19.油画棒刮画：先用浅色油画棒在纸上涂，再用深色油画棒
涂一层，最后用废圆珠笔在上面划出各种形象。

20.物体透过瞳孔投射在眼睛的视网膜上，就会出现“近大远
小”的现象。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十一

1.红、橙、黄是暖色，它们使人感到温暖、热烈和兴奋。以
红黄色为主画的风景是暖色调的风景。晚霞、秋景、丰收的
田野，大多是暖色调的，传达出和热情和温馨。

2.色彩的冷暖是相对的。

3.蓝、绿是冷色，使人感觉凉爽、寒冷、遥远和宁静。以蓝、
绿、紫色为主画的风景是冷色调的风景，显得静谧而幽深。



5.色彩的三要素：色相、明度、纯度

6.彩纸穿编步骤：画底稿、刻出横的或竖的小口、剪下比小
口略窄的纸条、用纸条上下穿编、将穿好的纸条向上挑起成
弓形，再将纸条两头在纸的反面固定。

7.风雨(水彩)现代霍克尼(美国)

风雨(油画)现代卢梭(法国)

现在雕塑(金属)亚历山大利伯曼(乌克兰)

8.有了单色纸板画，就逐渐出现了拼版套色和分版套色的纸
板画

9.多版多色的套印方法：(1)需要制作多张底板，分别在各分
色版上滚上不同的颜色，按先后顺序印制。(2)分版套色时，
要在印版和印纸的变焦对应处坐上标记，以奥正套印准
确。(3)等一版上颜色干透，再套印另一版。也可在半干时就
套印，以获得特殊效果。(4)可以用印刷油墨进行油印，也可
以用水粉色和水彩色、中国画颜料、生宣纸或过滤纸进行套
色水印。用水粉作业时，可在水中加入适量甘油，防止颜色
干得过快。(5)套色水印法是将纸盖在印版上，用喷壶将纸适
当喷湿，覆上一层报纸，然后逐步揭开部分印纸，再在底版
上涂色，一步步磨印完成。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十二

1、轴对称图形：沿一条直线对折，两边完全重合。对折后能
够完全重合的图形是轴对称图形，折痕所在的直线叫对称轴。

成轴对称图形的汉字：

一，二，三，四，六，八，十，大，干，丰，土，士，中，



田，由，甲，申，口，日，曰，木，目，森，谷，林，画，
伞，王，人，非，菲，天，典，奠，旱，春，亩，目，山，
单，杀，美，春，品，工，天，网，回，喜，莫，罪，夫，
黑，里，亚。

2、平移：当物体水平方向或竖直方向运动，并且物体的方向
不发生改变，这种运动是平移。只有形状、大小、方向完全
相同的图形通过平移才能互相重合。

3、旋转：物体绕着某一点或轴进行圆周运动的现象就是旋转。

(一)填空

1、汽车在笔直的公路上行驶，车身的运动是()现象

2、长方形有()条对称轴，正方形有()条对称轴。

3、小明向前走了3米，是()现象。

4、如果一个图形沿着一条直线对折，两侧的图形能够完全重
合，这样的图形叫做()图形，这条直线就是()

(二)判断

1、圆有无数条对称轴。()

2、张叔叔在笔直的公路上开车，方向盘的运动是旋转现
象。()

3、所有的三角形都是轴对称图形。()

4、火箭升空，是旋转现象。()

5、树上的水果掉在地上，是平移现象()



(三)选择

1、教室门的打开和关闭，门的运动是()现象。

a.平移b旋转c平移和旋转

2、下面()的运动是平移。

a、旋转的呼啦圈b、电风扇扇叶c、拨算珠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十三

1、空气是没有颜色、没有气味、没有形状、透明的，占据一
定的空间，有一定的质量，压缩后有弹性。

2、空气具有流动性，总是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中国古
代人利用热空气上升的原理，发明了“孔明灯”，法国人利
用热空气上升的原理，制造出载人热气球。

3、空气中支持燃烧的气体叫做氧气。空气是由多种气体混合
而成的，氧气大约占空气体积的21%，其他的主要是氮气，大
约占空气体积的78%。此外，还有少量的二氧化碳、水蒸气等。

4、二氧化碳不能支持燃烧，会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5、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物都需要空气。清洁的空气有利于我
们的健康。污染的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空气污染严
重时，会危害人类健康和动植物生长。

6、热水变凉的规律是：先快后慢，逐渐稳定。

7、热在固体中，从温度高的地方传到温度低的地方，这种传
热的方式称为“传导”。液体和气体受热上升、遇冷下降，
使冷热液体或气体互相混合，这种传热方式称为“对流”。，



不靠空气、水或其他物体也能传递热，这种传热方式称
为“辐射”。

8、绝大多数物体在受热时，体积会膨胀;冷却时，体积会收
缩，这种现象叫做热胀冷缩。

9、黑色物体比白色物体吸热快。水和油相比，水吸热性能强，
散热性能若;油吸热性能若，散热性能强。

10、云、雾、雨、露、霜、冰是大自然中水的多姿多彩的化
身。液体形态的水受热后变成气体形态的水蒸气，这种现象
叫做蒸发。水蒸气遇冷后，又从气态变成液态，这种现象叫
做凝结。

11、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声音是以声波的形式，朝着
四面八方传播的。声音在液体和气体中的传播较强，在空气
中传播较弱，因为声音在液体和固体中传播不容易损失，而
在空气中传播比较容易损失。

12、伏罂而听运用了声音在固体中传播的速度比在空气中传
播快的科学原理。

13、噪声是听起来不舒服的声音。长期遭受噪声侵扰，人就
容易得病，因此，我们要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制造噪声。噪
声和废气、废水一样，已被列为主要的环境污染之一。

14、声音有高低强弱之分。声音的强弱叫做“音量”，声音
的高低叫做“音调”。

15、虽然食物有不同种类，但它们都是由若干种基本营养成
分组成的。食物中含有的主要营养成分包括一下几种：米饭、
面条、面包等淀粉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供给我
们能量，支持我们的活动。鱼、肉、蛋、奶、豆类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是我们长身体的营养。油脂类食物含有丰富的脂



肪，可供给我们能量，保持我们的体温，但不能多吃。蔬菜、
水果类的食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是我们保持健
康所不可缺少的。

16、碘酒是淀粉探测器。碘酒滴到含淀粉的食物上会变蓝。

17、人身体里有一个近7米长的消化系统。食物进入口腔，牙
齿咀嚼食物，舌搅拌食物，唾液初步消化食物中的淀粉;食道
蠕动，推送食物进入胃;胃挤压、磨碎、搅拌食物，胃液初步
消化蛋白质，使食物变成糊状;小肠进一步消化食物，食物被
转化成人体可以吸收的营养，并被吸收进入血液;剩下的食物
残渣进入大肠，变成粪便，由肛门排出。

18、食用色素是一种添加剂，食品中添加食用色素，可以改
变食品的外观和口味。但多吃含有人造食用色素的食品会损
害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