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生科学三十字 小学生科学类演
讲稿(汇总9篇)

决议是在面临困境和抉择时，通过明确目标和制定计划，下
定决心解决问题的过程。决议的撰写需要充分考虑时间和工
作安排，确保及时完成和实施。以下是一些成功企业家的决
策经验和故事分享，希望能够给大家在制定决策时提供一些
借鉴和思路。

小学生科学三十字篇一

各位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伟大的科学家的贡献之
源”。谨以此向各位为国为民族做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致
以崇高的敬意。

然而，我想在这突出贡献的背后，同样少不了的是老一辈科
学家们高尚的思想道德素养。

昔日，正因有那些愿意放弃国外优厚待遇，依然回国的钱学
森们，中国才有了两弹一星事业的人才基础；正因有那些愿
意为国家事业隐姓埋名数十年的于敏们，中国才有了威慑强
敌的国家重器；正是有了不图名利捐献奖金的钱七虎们，中
国才有了一代代得以延续的科技阶梯。有才无德是为国家蛀
虫，只会白白消耗国家的资源。就像20xx年3月那位一言不合
就向室友水杯中投毒致人死亡的复旦研究生林森浩，谁也不
能否认他是有知识，有才华的，但是又有谁会认为他将会成
为国家栋梁呢？由于缺少最基本的道德素养，他断送了他人
无辜的生命，自己也锒铛入狱，还白白浪费了这些年来国家
为培养他提供的资源，可谓害人害己。

同样道理，如果那些老科学家们没有高尚的思想道德，他们



或许一生是外国的“二等公民”，或许也会因为一念之差害
人害己，又怎会做出如今的卓越贡献呢？从老一辈科学家的
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要想做出卓越的贡献，高尚的思想道
德与坚实的科学文化素养缺一不可。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
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那么
作为新一代青年的我们，在致敬科学前辈的同时，更要吸取
他们的优秀品质，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养兼备，从老一辈
科学家肩上接过振兴祖国的使命，勇于担当，投身到祖国未
来的经济建设中去，为未来的科技强国事业做出我们自己的
贡献！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小学生科学三十字篇二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科学小实验，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
下面我要做的是瓶子“吃”鸡蛋的实验。

上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在家里一边吃着煮鸡蛋，一边把一
只剥掉蛋壳的鸡蛋放在玻璃杯上。突然，我的脑海里闪过一
个念头，玻璃杯能把鸡蛋“吃”进去吗？我以前在书上看过
玻璃杯能“吃”鸡蛋的实验介绍。于是，我吃完早餐，就开
始动手操作。

我先准备实验的材料：一只煮熟了的鸡蛋、一只瓶口比鸡蛋
略小的玻璃杯、一些沙子、酒精、棉球、打火机。把一些沙
子铺在玻璃瓶里，酒精洒在棉球上，用打火机点燃棉球，干
冰是二氧化碳经过超低温处理后结成的固体。那么，要证明
干冰不是水的.原理，就让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吧。



首先，收集一两块干冰放入水中（注意：水不需要加得太
满），过一会儿，杯子就水喷出如同火山喷发般的白色气体，
那就是二氧化碳。因为如果你伸手去感受这白色的气体，不
会感到如同水汽般的潮湿，手也不会变湿，因为二氧化碳是
气体。那干冰遇到火会发生怎样的现象呢？先准备一个小蜡
烛，将上一项实验中的干冰水冒出的气体倒入小蜡烛上（注
意：水不要倒出），只见，不一会儿蜡烛就熄灭了。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干冰释放的二氧化碳气体把火和空气隔
绝了，使其不能吸收空气中的氧气，当然也就不能燃烧了。
干冰遇到泡泡液会发生什么现象呢？继续把干冰与水的混合
体在旁边摆好，用手指沾一下泡泡液涂在瓶口，过一会儿，
瓶口就会吹出一个个泡泡，而且会越来越大，那又是为什么
呢？原来干冰释放的二氧化碳气体把气泡吹鼓了，相当于吹
气球一样。但过一会儿，那气泡就会被吹破，但有时气泡刚
破裂，旁边就会滋生非常多的小气泡，这些小气泡就会自行
蔓延开去，爬到瓶底、桌子上，清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同
理，我们把气球套在干冰和水的瓶口，就能吹气球了。那为
什么每一个瓶子吹气球的速度和大小会不一样呢？那是和干
冰量的多少有关系的，量多吹得又快又大，量少吹得又慢又
小。

其实干冰也可以改变颜色，如果你把一棵紫甘蓝榨成汁，再
把紫色的汁倒入放干冰的水中，那过一会儿，那紫甘蓝汁的
水就会变成蓝绿色，那是因为干冰把水的性质变成碱性，从
而使紫甘蓝的颜色发生了变化，过一会儿，颜色又变成了深
蓝色，接着又变成了淡紫色。

瞧，多么奇妙的干冰呀，它既能灭火，又能吹气球，还能变
颜色。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是科学，只是我们没有仔
细观察、善于发现、认真思考罢了。



小学生科学三十字篇三

养成预习的习惯

勤动脑、勤动嘴

上课专心听讲，紧跟老师思路，不开小差，积极主动思考老
师提出的问题。积极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去。多举手回答老师
提出的问题，并向老师多提问，同学之间多讨论。

勤动手

上课时及时快速地做好课堂笔记，记下重点、要点、难点，
容易忘记点，以及对老师讲的一些拓展知识和典型例题，最
好也能及时记下来，便于课后复习巩固。对老师课堂上做演
示实验，一定要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实验过程中的每一个细
节，在学生实验课以及课外要养成勤动手的习惯。亲自完成
有关的实验，不仅可以培养动手能力，感受科学实验的乐趣，
还可以促进同学们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加深对实验内容和所
学相关知识的理解。

探索总结

一些初浅看法，更具体更有效的方法需要自己在学习过程中
不断地探索总结，只要同学们能主动培养自己学习科学浓厚
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
相信大家通过努力科学学科一定能够学好。

小学生科学三十字篇四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如今，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可视电视、电脑上网、
心脏起搏器，已经不算新鲜了。从1920年发明的真空吸尘器，
到人造地球卫星、载人宇宙飞船，科技在不同领域里显示出
了强大的力量。电子产业、通讯技术的日益普及，纳米技术、
超导材料的广泛应用，不久的一天，也许就在你的餐桌上，
会出现像太空青椒、人造牛排等生物工程食品。学习科学技
术，不仅仅是为了成为科学家，也是为了能适应生活，更为
了能成为新世纪的主人，担起新世纪，为国家建设，为人类
文明做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发展突飞勐进，人工合成胰岛
素、断手再植、杂交水稻、爆炸原子弹和氢弹、发射人造卫
星和飞船等等，这些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大大缩短了我
国和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差距，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
了活力。邓小平爷爷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确如
此，科学为我们祖国的腾飞插上了翅膀。毛泽东主席曾对青
年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这句话，饱含了长辈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如果说长辈们用
辛勤的劳动建设了20世纪的祖国，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知识、
以科学担起新世纪的重担。

同学们，我们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学习科学，让我们从小
做起。我们要努力学好各种文化课，因为这是一切学习的基
础;同时，对各种适合我们小学生看的科普书籍、报刊，最好
在课余多阅读一些;还应该积极动手搞各种科学小实验、小制
作，写科学小论文等，培养对科学的兴趣。长此下去，我们
一定能够热爱科学，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

人类的智慧是无限的，无论是美国的挑战者号爆炸，还是全
球计算机病毒的升级，从来都不能阻止人类的科技进
步。“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句脍炙人口的格言不知激励
了多少渴求知识的人。如今，让我们也用它来勉励自己，做
一个热爱科学的新一代，担起新世纪的重任，为我们祖国的
明天，谱写出更加辉煌的诗篇!



小学生科学三十字篇五

天哗啦啦的下雨了，大家跑来跑去，找避雨的地方。

小蚂蚁找到一个胖胖的蘑菇，躲在在下面避雨。啊，在这里
避雨正好，蘑菇像把小花伞。

小蝴蝶找到一篇圆圆的绿绿的叶子，躲在下面避雨。啊，在
这里避雨正好，绿叶像顶小帐篷。

小蜜蜂找到一朵香香的红红的花朵，躲进花心里避雨。啊，
在这里避雨正好，花儿像间香香的小房子。

只有毛茸茸的小黄鸡找不到避雨的地方，急得叽叽直叫。

这时候，鸡妈妈来了，它张开翅膀，让小鸡钻了进来。现在
小黄鸡也有避雨的地方了，他再也不冷了。可是，鸡妈妈还
站在雨里挨淋呢，冻得鸡妈妈制哆嗦。

这时候，忽然有谁在鸡妈妈头顶上张开了一把伞，鸡妈妈抬
起头一看，哦，原来是小姐姐。

现在，小姐姐、鸡妈妈、小鸡都站在雨伞下避雨，他们就像
回到家一样温暖。

小学生科学三十字篇六

科学知识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
总和，它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那么你们想知道科学小
知识吗?下面就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些科学小知识，一起来了解
了解吧!



(1)自然科学：是形成体系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它是由一系
列概念、假说、原理、定律所构成的知识体系，它的诞生
是16～17世纪间的事。

(2)复合工具：人类经过长期摸索，发明了用绑扎、粘合等方
法，使以不同材料制成的几个部件组成一件工具，这就
是“复合工具”，例如使石斧装上木柄，它的效能就好得多。
弓和箭是旧石器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复合工具，它的出现大约
在一万多年之前。

(3)自然哲学：是古希腊人的聪明才智在理性思维方面的表现。
自然哲学就是研究自然界各种问题的学问。古希腊的自然哲
学丰富多彩，与后世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深的渊源
关系。

(4)毕达戈拉派的自然哲学：古希腊以毕达戈拉为代表的派别
认为，作为万物本原的应当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物而又为万
物所具有、可以准确认识的东西。他们说这种东西就
是“数”。数不仅是万物的本原，而且决定着万物的性质和
状态，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都服从数。数其实只是物的属性，
毕达戈拉派把物和数的关系弄颠倒了。

(5)四根说：是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的哲学观点。他认为世界
万物都是由水、火、土、气这四种基本物质所构成，有如画
家用几种颜色就能描绘出绚丽多彩的图画那样。四根说也就
是早期的元素说。

(6)种子说：是古希腊的阿那克萨戈拉的哲学观点。他认为构
成万物的是无限小的，种类又是无限多的“种子”。一些物
由同类种子构成，另一些物则由多种类种子所构成，种子的
结合与分离就是万物的变化。实物有生有灭，而种子则是永
恒的。阿那克萨戈拉的说法比前人更进了一步。

(7)原子论的自然哲学：原子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最大成



就之一。创始人是留基波，主要阐述者是德谟克利特、伊壁
鸠鲁。这个派别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原子是肉眼
看不见的物质微粒，其自身是密实的，不可分割的。它在种
类上和数量上都是无限的，永恒的运动是原子的本性，自然
界中的一切变化的实质就是原子的聚散和原子的运动。整个
世界由原子和虚空构成。古希腊原子论是现代原子学说的前
身。

(8)穷竭法：是古希腊的数学家阿基米德在计算圆面积和螺线
所围面积时运用的方法，实际上是微积分方法的先声。中国
三国时魏人刘徽也曾用穷竭法算得圆周率。

(9)本轮——均轮模型：是古希腊的伊巴谷所建立的天体模型。
他也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他设想恒星都在远离地球的天
球之上，日月和行星则沿着各自的圆形轨道(本轮)匀速运行，
而它们的本轮的圆心又在围绕地球的不同的圆形轨道(均轮)
上匀速运行。

(10)四体液说：是古希腊最着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医
学观点。他认为人体和生命的基本元素是血液、粘液、黄胆
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四种体液调和即为健康状态，不调
和便是生病。这显然是元素说思想在医学领域中的反映。

(11)三灵气说：是古罗马时期着名医学家盖伦创立的医学学
说。他认为人的静脉血带着从食物营养中来的“自然灵气”，
与空气接触后变成带有“生命灵气”的动脉血，再流经大脑
变成“动物灵气”，动物灵气通过神经系统支配全身的感觉
和运动。他的学说直到16世纪才被人们抛弃。

(12)阴阳说：是我国商周之际出现的自然观。阴阳说认为世
间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之分。所谓“阴”指的是柔弱、安静、
消极等性质及具有这些性质的事物： “阳”指的是刚健、活
泼、积极等性质以及具有这些性质的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
以及任何事物内部，阴阳的矛盾无所不在。阴阳又不是绝对



的，是相对的，而且某阳性事物内部亦有阴阳之别，反之亦
然。阴阳的对立统一，便是万物之所以产生和运动变化的内
在原因。

(13)五行说：是我国商周之际出现的自然观。五行即金木水
火土。古人曾认为万物都是由五行构成的，因此五行与元素
的概念有相似之处。世上万物的'属性都可以用五行来区分，
五行之间又有相生相克的关系，后人主要是以五行的观念来
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研究事物的构成。

为甚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

我们看到星闪闪，这不是因为星星本身的光度出现变化，而
是与大气的遮挡有关。大气隔在我们与星星之间，当星光通
过大气层时，会受到大气的密度和厚薄影响。大气不是绝对
的透明，它的透明度会根据密度的不同而产生变化。所以我
们在地面透过它来看星星，就会看到星星好像在闪动的样子
了。

为甚么向日葵总是朝着太阳开花?

向日葵花盘下面茎部的地方，含有一种叫做「植物生长素」
的物质。这物质有加速繁殖的功用，但却具有厌旋光性，每
遇到光线时，便会跑到背光的一面去。 所以太阳升起时，向
日葵茎部便马上躲到背光的一面去，看起来整棵植物就向着
太阳的方向弯曲了。

为甚么萤火虫会发光?

萤火虫会发光因为在它们的腹部末端有发光器，发光器内充
满许多含磷的发光质及发光酵素，使萤火虫能发出一闪一闪
的光。萤火虫发光的目的，除了要照明之外，还有求偶、警
戒、诱捕等用途。这也是它们的一种沟通的工具，不同种类
萤火虫的发光方式、发光频率及颜色也会不同，它们藉此来



传达不同的讯息。

为甚么松鼠的尾巴特别大?

别看轻松鼠的尾巴!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同时，它的尾巴正
发挥很大的功用。它能够令松鼠在树上跳跃时得到平衡，避
免掉下来受伤。此外，这条大大的尾巴更能于冬天发挥保护
的功用，紧紧围着松鼠的身躯，既方便，又实用。

为甚么海水大多是蓝、绿色?

望向大海，很多时也发现海水呈现蓝、绿色。可是，当你把
海水捞起时，你却只能看到它像往日的水般，透明无色。原
来，海水本身与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水没有大分别，也是透
明的。我们所看到的绿色，其实是海水对光吸收能力而产生
出来的现象。只有绿光能被海水吸收，从而反射出来;当海水
更深时，绿光也被吸收，海水看上去便成了蓝色。

为甚么树叶会变颜色?

树叶变色的原因与其蕴含的化学物质—叶绿素有关。当秋天
来临时，白天的时间比夏天较短，而气温更亦较低，树叶因
此停止制造叶绿素，剩余的养分输送到树干和树根中储存。
树叶中缺少了绿色的叶绿素，与此同时，其它化学色素因而
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多看到黄和褐等颜色的树叶。

冰糕为什么会冒气?

冰糕冒气是因为外界空气中有不少眼睛看不见的水汽，碰到
很冷的冰糕时，一遇冷就液化成雾滴包围在冰糕周围，看上
去似乎是冰糕在“冒气”一样。

蝉为什么会蜕皮?



蝉的外壳(外骨骼)是坚硬的，不能随着蝉的生长而扩大，当
蝉生长到一定阶段时，蝉的外骨骼限制了蝉的生长，蝉将原
有的外骨骼脱去，就是蝉蜕。

蜜蜂怎样酿蜜?

蜂先把采来的花朵甜汁吐到一个空的蜂房中，到了晚上，再
把甜汁吸到自己的蜜胃里进行调制，然后再吐出来，再吞进
去，如此轮番吞吞吐吐，要进行100～240次，最后才酿成香
甜的蜂蜜。

为什么人会打呵欠?

当我们感到疲累时，体内已产生了许多的二氧化碳。当二氧
化碳过多时，必须再增加氧气来平衡体内所需。因为这些残
留的二氧化碳，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活动，这时身体便会
发出保护性的反应，于是就打起呵欠来。打呵欠是一种深呼
吸动作，它会让我们比平常更多地吸进氧气和排出二气化碳，
还做到消除疲劳的作用呢。

为什么蛇没有脚都能走路?

蛇的身上有很多鳞片，这是它们身上最外面的一层盔甲。鳞
片不但用来保护身体，还可以是它们的「脚」。蛇向前爬行
时，身体会呈s形。而每一片在s形外边的鳞片，都会翘起来，
帮助蛇前进时抓住不平的路面。这些鳞片跟蛇的肌肉互相配
合，并能推动身体向前爬行，所以蛇没有脚也可以走动呀!

为什么人老了头发便会变白?

我们的头发中有一种叫「黑色素」的物质，黑色素愈多头发
的颜色便愈黑。而黑色素少的话，头发便会发黄或变白。人
类到了老年时，身体的各种机能会逐渐衰退，色素的形成亦
会愈来愈少，所以头发也会渐渐变白啊!



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

肚子饿了便会咕噜咕噜地叫，这是因为之前吃进的食物快消
化完，胃里虽然空空的，但胃中的胃液仍会继续分泌。这时
候胃的收缩便会逐渐扩大，内里的液体和气体便会翻搅起来，
造成咕噜咕噜的声音。下次不要再为肚子咕咕叫而感到尴尬
啊!因为这是正常的生理动作呢。

为什么驼鸟不会飞?

身型庞大的驼鸟类的一种，但它们却不会飞上天啊!这不是因
为它们的翅膀不管用，而是它们的羽毛都太柔软，翅膀又太
小，根本不适合飞行。另外，驼鸟的肌肉不发达，胸骨又平
平的，对飞行都没有帮助。驼鸟生活在非洲，由于长期居于
沙漠地区，身体为了适应环境，便逐渐演化成现在的样子。

为什么罐头里食品不容易变坏?

午餐肉、豆豉鲮鱼、茄汁豆......都是美味的罐头食物，它
们都可以存放很久而不易变坏。这因为罐头是密封的，细菌
便无法进入。人们在制造罐头食品的时候，把罐头里的空气
全部抽出，然后把它封口。在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即使里面
的食物沾上少许细菌，它们也无法生存或繁殖啊!

为什么婴儿刚出生时都会哭个不停?

婴儿刚出生时都会呱呱大哭，这不是因为他们感到不开心，
而是他们正在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第一口的空气呢!当婴儿离开
妈妈身体出生时，他们吸进的第一口空气会冲到喉部去，这
会猛烈地冲击声带，令声带震动，然后发出类似哭叫的声音。

为什么蜥蜴的尾巴断落后仍然不断弹跳着?

为什么人的大拇指不可以有一或三节?



一般人有五只手指，而手指的长度各有不同。但是，有没有
人察觉到，除了大拇指外，其它手指也有三节，而唯独大拇
指只有两节呢? 原来，它的节数正好配合其它四指。要是三
节的话，大拇指会显得没有力，以致不能提起较重的物件;要
是只得一节，它便不能自如地与其它四指配合抓紧东西!

为什么自己搔自己时不感到很痒?

当别人搔自己时，我们会倍感痕痒，而且不断大笑;可是，当
自己搔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单不会大笑，而且更不感痕痒。
基于我们的思想上已有了准备，大脑会发出一种「不会有危
险」的讯息，神经亦随之放松，所以便不会大笑起来和感到
很痒了!

为什么海水大多是蓝、绿色?

望向大海，很多时也发现海水呈现蓝、绿色。可是，当你把
海水捞起时，你却只能看到它像往日的水般，透明无色。原
来，海水本身与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水没有大分别，也是透
明的。我们所看到的绿色，其实是海水对光吸收能力而产生
出来的现象。只有绿光能被海水吸收，从而反射出来;当海水
更深时，绿光也被吸收，海水看上去便成了蓝色。

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

我们的皮肤表面长着汗毛，而每一个毛孔下都有一条竖毛肌，
当受到神经刺激(例如：生气、害怕、受凉等情况)后，身体
的温度会下降，而竖毛肌便会收缩而令毛发竖立起来，形成
鸡皮疙瘩。除了有着保温的作用外，这个生理系统亦可使动
物的体型看起来比实际更大，从而吓退敌人。

海马是由爸爸的肚里出世?

几乎所有动物也是雌性繁殖下一代，但海马却是与众不同，



它是由雄性分娩出来的。于雄性海马的肚上有一个像袋鼠
「育儿袋」的孵卵囊，雌性海马会把卵子排到雄海马的孵卵
囊中。此后，雄性海马就担起孕育的责任，经过约三个星期，
小海马便由爸爸的体内弹出来。

为什么树叶会变颜色?

树叶变色的原因与其蕴含的化学物质—叶绿素有关。当秋天
来临时，白天的时间比夏天较短，而气温更亦较低，树叶因
此停止制造叶绿素，剩余的养分输送到树干和树根中储存。
树叶中缺少了绿色的叶绿素，与此同时，其它化学色素因而
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多看到黄和褐等颜色的树叶。

为什么有落叶?

秋天来临的是时候，树叶上蒸发的水份比夏天多，但树根吸
水却比夏天少了。为了减少树木的水分流失，茎部的细胞开
始形成一个分离层，待养分完全离开树叶后，分离层会令树
叶和树干隔离，树叶从而掉下来。

为什么鲸鱼会喷水?

鲸鱼是哺乳类动物的一种，可是它的鼻子没有鼻壳，鼻孔长
在头顶上。在水中生活的它用肺呼吸，能一次过储存很多空
气，不用经常到水面换气。但当它往水面换气时，它便会用
鼻呼吸，而呼吸时连带海水喷出体外所发出的巨声浪便是由
压力所造成的。

银河系有多大?

许许多多的恒心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巨大的星系，其中太阳
系所在的星系叫银河系。银河系像一只大铁饼，宽约8万光年，
中心厚约1.2万光年，恒星的总数在1000颗以上。



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

因为白天部分阳光被大气中的气体和尘埃散射，把天空照得
十分明亮，再加上太阳辐射的光线非常强烈，使我们看不出
星星来了。

太阳系有那些天体?

太阳系中有八大行星。它们依次是：水星、金星、地球、火
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另外，太阳系里还有许
多小行星、彗星和流星，已正式编号的小行星有2958颗。最
著名的彗星是哈雷彗星。

蓝天有多高?

“蓝天”其实是地球的大气层。大气层包围着地球的空气，
根据空气密度的不同分为5层，总共有2000-3000公里厚。但
绝大部分空气都集中在从地面到15公里高以下的地方，越往
高处空气越稀薄。大气层有多厚，蓝天就应该有多高。

打雷是怎么回事?

答：这是阴电和阳电碰到一起发生的自然现象。下雨时，天
上的云有的带阳电，有的带阴电，两种云碰到一起时，就会
放电，发出很亮很亮的闪电，同时又放出很大的热量，使周
围的空气很快受热，膨胀，并且发出很大的声音，这就是雷
声。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

答：飞机有两个机翼，像小鸟的翅膀一样，它还有推进器。
机翼能产生升力，把飞机托起在空中;推进器能产生能力，把
飞机推向前进。因此，飞机就能像鸟儿一样飞上天了。



为什么灌满水的瓶子不易破?

什么是宇宙?

答：宇宙是天地万物的总称，它既没有边际，也没有尽头，
同时也没有开始和终结。

银河系有多大?

答：许许多多的恒星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巨大的星系，其中
太阳系所在的星系叫银河系。银河系像一只大铁饼，宽约8万
光年，中心厚约1.2万光年，恒星的总数在1000颗以上。

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

答：因为白天部分阳光被大气中的气体和尘埃散射，把天空
照得十分明亮，再加上太阳辐射的光线非常强烈，使我们看
不出星星来了。

太阳系里有哪些天体?

答：太阳系中有9大行星。它们依次是：水星、金星、地球、
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另外，太阳
系里还有许多小行星，彗星和流星，已正式编号的小行星
有2958颗。最著名的彗星是哈雷彗星。

为什么星星有不同的颜色?

答：星星的颜色决定于它的温度。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
表面温度：发蓝的星星表面温度高，发红的星星表面温度低。

最亮的星是什么星?

答：天空中最亮的星是大犬座里的天狼星，星等为1.46等。
距地球8.7光年。



怎样找北极星?

答：在天空中很容易找到北极星：先找到大熊星，再找到北
斗七星。从勺头边上的那两颗指极星引出一条直线，它延长
过去正好通过北极星。北极星到勺头的距离，正好是两颗指
极星间距离的5倍。也可以通过“仙后座”找北极星。

蓝天有多高?

答：“蓝天”其实是地球的大气层。大气层是包围着地球的
空气，根据空气密度的不同分为5层，总共有2000-3000公里
厚。但绝大部分空气都集中在从地面到15公里高以下的地方，
越往高处空气越稀薄。大气层有多厚，蓝天就应该有多高。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答：当太阳光照射到地球的大气层时，蓝色光最容易从其他
颜色中分离出来，扩散到空气中再反射出来。而其他颜色的
光穿透能力很强，透过大气层照到地球上，于是我们看天空
只能见到日光中的蓝色光。

为什么日落时天空是红的?

答：因为日落时阳光在大气层中走的路程特别远。除了红色
光外，其他几种颜色的光传播不了那么远，还没到我们眼睛
之前就都散失掉了。只有红色光线跑得最远，能传到我们眼
睛里，所以我们看到日落时的天空的颜色就成了红色的。

月亮会发光吗?

答：月亮不是恒星，它不能发光，但它能反射太阳光。虽然
它反射的光只有百分之七能到达地球，但足够照亮我们地球
上的黑夜。



我们能看到多少颗星星?

答：用我们的肉眼从地球上能看到7000颗星，但是因为地球
是圆的，不论我们站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都只能看到半边
天空，而且靠近地平线的星星又看不清楚，所以我们用肉眼
实际上只能看到大约3000颗星。

太阳的温度有多高?

答：太阳的中心温度高达192,000,000℃，表面温度为6000℃。
但由于太阳离我们非常远，有1.5亿公里，所以，我们就不觉
得那么热了。

地球为什么会转圈?

答：因为地球有引力，地球正是由于这种引力的作用才转圈
的。地球自转的速度每小时1700公里，合每秒470米;公转的
速度大约每秒种29.8公里。

中午的太阳为什么是白色?

答：因为中午时，太阳光能够直接照在地面上，不像早晚要
受地面上的东西(如高山、林木、楼房，以及混浊空气)的阻
挡，所以，它仍然是原来的白色光，刺激得人不敢睁眼睛。

在月球上走路为什么费劲?

答：因为月球上的吸引力很小，走路很容易滑倒，一分钟只
能走20步。如果走急了，就容易飞起来，一飞起来，就好长
时间站不稳，所以，在月球上走路就很费劲。

地球为什么不发光?

答：因为地球的温度比较低，最热的地方(地核心)才二三千
度，不像太阳温度那样高，能引起热核反应，所以地球不会



发光。

人为什么感觉不出地球在转动?

答：因为地球很大，转得又很平稳，我们也在同地球一起转
动，我们以自己为参照物，所以就感觉不出地球在转动。

打雷是怎么回事?

答：这是阴电和阳电碰到一起发生的自然现象。下雨时，天
上的云有的带阳电，有的带阴电，两种云碰到一起时，就会
放电，发出很亮很亮的闪电，同时又放出很大的热量，使周
围的空气很快受热，膨胀，并且发出很大的声音，这就是雷
声。

流星雨是怎么回事?

答：宇宙中有许多小天体按着自己的轨道和速度飞行。有的
自己炸碎了，有的和其他天体撞碎了。但它们继续向前飞行。
当它们的轨道和地球轨道碰到一起时，像雨点一一样落到了
地面，这种现象就叫流星雨。

云为什么会走?

答：云是浮在空中的水蒸气。空气在空中也是不停地流动着
的。空气的流动就是风，就把云彩吹走了。空气流动得越快，
云就走得越快。

1. 鱼睡觉时? 睁着眼睛睡

2. 蚯蚓的食物是? 泥块

3. 蜜蜂中的蜂王是? 雌蜂

4. 以下哪种并非淡水鱼? 鲨鱼



5. 蒲公英传播种子时? 依靠风力

6、在杠杆上起到支撑作用的那一点叫做? 支点

7. 人体最坚硬的部分是? 牙齿

8. 恐龙是什么动物? 爬行动物

9. 最清洁的能源是? 太阳能

10. 蜻蜓点水实际上是在? 产卵

11. 飞行速度最快的鸟是? 雨燕

12. 对人体来说安全电压是多少伏以下? 36伏

13. 目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鸟是? 鸵鸟

14. 有鬃毛的狮子是雌性还是雄性? 雄狮子

15.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是哪一种? 鲸鱼

16. 被称为“中国鸽子树”的珍惜植物是? 珙桐

17. 人类的`性别是由哪一条染色体决定? y染色体

18. 小鸡是由鸡蛋的什么发育而成的? 蛋黄

19. 地球公转的方向是怎样的? 自西向东

20. 我们必须如何对着太阳，喷射水雾，才能制造彩虹? 背
对

21. 气温、水、植物等对岩石的破坏现象叫做? 风化



22. 地球自转时，地轴的北极始终对着下面哪颗星? 北极星

23. 一般企鹅以居住在何处而为人们所知? 南极

24. 我国的热带雨林主要在以下哪个城市? 西双版纳

25. 泥鳅离开水后也能生存，它离开水后是用什么呼吸的?
肠

26. 假如你被一只蚊子叮了一口，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叮你的
蚊子是? 雌蚊子

27. 大雨过后，天空中出现美丽的彩虹，这是什么原因? 阳
光的折射

28. 动物细胞、植物细胞内都含有哪种糖类物质? 核糖

29. 一只杜鹃鸟要下蛋了，此时它会怎么做? 将蛋下到其他
鸟的鸟巢里

30. 当红旗向东南飘动时，这时刮的是什么风? 西北风

31. 月球围绕着地球转动的方向是? 自西向东

32. “竹子”属于哪一类植物? 草本植物

33. 风速越大，风力就会怎么样? 越强

34. 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带哪种电? 正电

35. 蚯蚓适合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阴暗潮湿

36. 蚊子发出的“嗡嗡”的声音是由于? 翅膀振动

37. 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是哪个国家发射的? 前苏联



38. 热传递的方式有三种,传导,对流和? 辐射

小学生科学三十字篇七

“叮零零，叮零零!”闹钟响了，我睡眼朦胧的眨开了眼睛，
一个圆形的机器人在我旁边，吓了我一大跳，于是它对我说：
“别紧张，我是要带你去最后一瓶水的拍卖会现场。快点，
时光门要关了。”于是我连忙穿好衣服，和机器人一起跳进
时光门里了。转眼间，我到了两千五零年一瓶水的拍卖会现
场。那地方人山人海，从上到往下看黑压压一片，忽然，一
个年轻小跳出来说：“我出价二十五亿英镑!”那个小伙
说：“我出价二十五亿英镑!”结果，一个老外立马反
驳：“我出二百五十亿英镑!”……最后，这一瓶水被一个年
轻小伙给买下了，他出的价是：二百八十亿英镑!那个小伙说：
“我把这瓶水捐给博物馆，同时，也告诉人类这个教训，我
们不能这么浪费水。”

我突然被惊醒，于是，我去洗了一把脸，我立马把水关上，
好像知道了什么。

小学生科学三十字篇八

我是一只蝙蝠，自从科学家发现了我，就想从我身上发现些
秘密。

科学家捉我在一间屋子里，把我的眼睛蒙上。我本以为科学
家只是拿我玩玩，我便乱飞。幸好我从嘴巴里发出了超声波，
我才知道屋子里挂着许多系着铃铛的绳子。超声波遇到铃铛
反射到我的耳朵，我马上改变了飞行的方向。真险哪!

后来，科学家把我的嘴封上，又有一次把我的耳朵封上，害
得我在屋子里乱撞。



于是，科学家模仿我探路的方法，给飞机装上了雷达。

小学生科学三十字篇九

小学生科学实验作文（一）

随着科技的发达，人们已经离不开科学了，科学早已成了人
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了

今天，我做了一个实验，拿了一支蜡烛点燃，立在桌面上，
用一根铁条吸住磁铁，拿到火上去烧。开始磁铁紧紧地贴在
铁条上，蜡烛的火焰贪婪的舔着磁铁。不一会儿，磁铁像生
病似的有气无力的粘在铁条上，快要掉下来。“砰”的一声，
磁铁落地了。实验成功喽！成功喽！

为什么磁铁遇热会失去磁力呢？我心里不禁打了几个问号，
连忙去翻了《少儿百科全书》。原来，次，磁和电子是分不
开的运动的电子周围就有磁，这叫电磁效应，电磁铁烧红了，
它内部的分子热的乱窜，破坏了电子运动方向的一致性，磁
效应作用互相抵消，所以整块磁铁不再显磁性。

一个小小的实验使我们懂得了这么多道理，使我们学到了课
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开阔了眼界，让我们从小就爱科学，学
科学，用科学，向科学进军。

小学生科学实验作文（二）

不久前，我听妈妈说，一杯倒满水的杯子还能放几十枚曲别
针不外溢，我不敢相信。今天，我央求妈妈和我一起做这个
实验。

我先用平常喝水的杯子盛满水，直到水鼓起来，但不流出来，
把它放在桌子上，找来曲别针。准备好后，我们的实验开始
了，我小心翼翼的把一枚曲别针放进去，看它没有动静，妈



妈也往里面放了一枚曲别针，它还没有一丝想流出来的意思。
真奇妙啊！就这样，我们母女二人一个接一个的往水杯里放
曲别针，放到第七十枚的时候，我们停下了。“水竟然还没
有溢出来！”我惊得目瞪口呆，看了半天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我和妈妈都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突然，我脑子里灵光一闪，
想起了网络。

查完电脑，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道物理实验，因为水有一
定的粘性和张力，即使是满满一杯水，当放入曲别针的时候，
水面升高了，但是在水杯边沿的水，由于受到水分子和水分
子之间的粘性而保持连接不脱离，所以如果放的物体体积足
够小，水的表面会由于张力而上凸，因而不会溢出。原来如
此呀！怪不得我们放了七十枚曲别针水还没有溢出呢！

关上电脑，我和妈妈又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往杯子里放大
米。这回我们也是一粒一粒的放进水杯。我惊奇的`发现，居
然放进了约二百粒，水杯里的水还没有溢出来，只是水位在
涨，边缘的水竟然还在顽强的挣扎着，不愿离开自己的兄弟
们。

实验的最后，我赞叹道：没想到一杯水也有这么大的学问呀！

小学生科学实验作文（三）

上个星期的科学课，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放
孔明灯。

一进课堂，老师说：“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放孔明灯。
”老师话音刚落，同学们都很好奇，高兴得又是拍手又是欢
呼，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

孔明灯的外表是一层黄色的薄纸，里面是由许多细铁丝搭建
而成的。老师先把一块叫“植物油”的东西插到铁丝上，老
师拎上面，叫一位同学帮忙拎下面，然后将“动物油”点燃。



随着火越烧越旺，同学们也越来越高兴。渐渐地，原本扁扁
的孔明灯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饱胀。这时，老师轻轻松
开手，孔明灯先是悬在空中不动，不一会儿就慢慢上升，这
时的我突然想到，要是我能坐在孔明灯上，飞上太空环游世
界，那该多好啊！当孔明灯快要升过老师头顶时，老师一把
抓住孔明灯。这个情景真是太神奇了，同学们又一次欢呼起
来。接着，老师叫同学用水熄灭孔明灯之后，又给我们重新
演示了一遍。

后来，老师说：“孔明灯又叫许愿灯，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
明的。当时诸葛亮被困围，他利用风放出了自己制作的灯笼
向外求救，后人就把这种灯笼叫‘孔明灯’。其实孔明灯是
依靠‘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这个原理而来的，热气球
也是一样”。听了老师的解说，同学们连连赞叹：“噢，原
来是这样啊！科学真得是太神奇了！”

这一节科学实验课真的是太神奇、太有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