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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科版五年级科学上册全册知识点复习整理

〔完好版〕
 

 

第一单元 沉和浮 

1、物体在水中〔有沉有浮〕，判断物体沉浮有一定的标

准。 

2、〔同种材料〕构成的物体，改变它的〔重量和体

积〕，沉浮状况不改变。 

3、物体的沉浮与自身的〔重量和体积〕都有关。 

4、〔不同材料〕构成的物体，假如〔体积〕一样，

〔重〕的物体容易沉;假如〔重量〕一样，〔体积小〕的物体

容易沉。 

5、〔潜水艇〕应用了物体在水中的〔沉浮原理〕。 

6、改变物体〔排开的水量〕，物体在水中的〔沉浮〕可

能发生改变。 

7、钢铁制造的船可以浮在水面上，原因在于它〔排开的

水量很大〕。 

8、一样重量的橡皮泥，〔浸人水中的体积越大〕越容易

浮，它的〔装载量〕也随之增大。 



第 2 页 共 28 页 

9、〔科学〕和〔技术〕严密相连，它们为人类的开展做

出了宏大奉献。 

10、把小船和泡沫塑料块往水中压，手能感受到水对小船

和泡沫塑料块有一个〔向上〕的力，这个力我们称它为〔水的

浮力〕。 

11、〔上浮物体〕和〔下沉的物体〕在水中都受到〔浮

力〕的作用，我们可以感受到浮力的存在，可以用〔测力计〕

测出浮力的大小。 

12、物体在水中都受到浮力的作用，物体〔浸人水中的体

积〕越大，受到的〔浮力〕也越大。 

13、当物体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大于重力〕时就〔上

浮〕；当物体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小于重力〕时就〔下沉〕；

浮在水面的物体，浮力〔等于〕重力。 

14、物体在水中的沉浮与构成它们的〔材料〕和〔液体的

性质〕有关。 

15、〔液体的性质〕可以改变物体的沉浮。 

16、〔一定浓度〕的液体才能改变物体的沉浮，这样的液

体有很多。 

17、〔不同液体〕对物体的浮力作用大小不同。 

18、比〔同体积〕的水〔重〕的物体，在水中〔下沉〕，

比同体积的水〔轻〕的物体，在水中〔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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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比同体积的液体重〕的物体，在液体中〔下沉〕，

比同体积的液体轻的物体，在液体中上浮。 

第二单元 热 

1、有多种方法可以〔产生热〕。 

2、加穿衣服会使人体感觉到热，但〔并不是衣服〕给人

体〔增加了热量〕。 

3、水受热以后〔体积会增大〕，而〔重量不变〕。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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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许多液体〕受热以后体积会变大，受冷以后体积会

缩小。 

6、物体由冷变热或由热变冷的过程中会发生〔体积〕的

变化，这可以通过我们的〔感官〕感觉到或通过〔一定的装置

和实验〕被观察到。 

7、〔气体〕受热以后体积会胀大，受冷以后体积会缩

小。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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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热胀冷缩〕和〔微粒运动〕有

关。 

9、〔许多固体和液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气

体〕也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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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些固体和液体在一定条件下是〔热缩冷胀〕的，例

如〔锑〕和〔铋〕这两种金属就是热缩冷胀的。 

11、热是一种〔能量〕的形式，热可以从物体〔温度较

高〕的一端向〔温度较低〕的一端传递，从温度高的物体向温

度低的物体传递，直到两者温度一样。 

12、热传递主要通过〔热传导〕、〔对流〕和〔热辐射〕

三种方式来实现。 

13、通过〔直接接触〕，将〔热〕从一个物体传递给另一

物体，或者从物体的一局部传递到另一局部的传热方法叫〔热

传导〕。 

14、〔不同材料〕制成的物体，〔导热性能〕是不一样

的。 

15、像〔金属〕这样〔导热性能好〕的物体称为〔热的良

导体〕；而像〔塑料、木头〕这样〔导热性能差〕的物体称为

〔热的不良导体〕。 

16、〔热的不良导体〕，可以〔减慢〕物体热量的散失。 

17、〔空气〕是一种〔热的不良导体〕。 

第三单元 时间的测量 

1、〔“时间”〕有时是指〔某一时刻〕，有时那么表示

一个〔时间间隔〕(即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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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钟表以〔时、分、秒〕计量时间，钟面上的〔秒针〕

每转动〔一格〕，表示时间流逝了〔1秒钟〕，秒针转动〔一

圈〕那么表示时间流逝了〔1分钟〕。 

3、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一样时间〕(时长)的主观

感受会不一样，但时间是以〔不变的速度〕在延伸的。 

4、借助自然界有规律运动的事物或现象，我们可以〔估

计时间〕。 

5、时间可以通过对〔太阳运动周期的观察〕和〔投射形

成的影子〕来测量，一些〔有规律运动的装置〕也曾被用来计

量时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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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阳光下物体〔影子的方向、长短〕会渐渐地发生变

化。〔“日晷”〕与〔“圭表”〕是根据〔日影长度〕制成的

〔计时器〕。 

8、在一定的装置里，水能保持以〔稳定的速度〕往下

流，人类根据这一特点制作〔水钟〕用来计时。 

9、通过一定的装置，流水可以用来〔计时〕，因为〔滴

漏〕可以保持水在一定的时间内以稳定的速度往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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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们可以控制〔滴漏的速度〕，从而使水钟计时更加

准确。 

11、滴水计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特殊容器记录水漏

完的时间〔泄水型〕；另一种是底部不开口的容器，记录它用

多少时间把水接满〔受水型〕。 

12、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求准确的计时方法，随着科

学和技术的开展，人们制作的〔计时工具〕越来越准确。 

13、计时工具准确性的进步要靠〔设计、材料〕等的改

良。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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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但

是人们总希望有更准确的时钟。〔摆钟〕的出现大大进步了时

钟的〔准确度〕。 

15、同一个单摆每摆动一次所需的时间是一样的。根据

〔单摆的等时性〕，人们制成了〔摆钟〕，使时间的计量误差

更小。 

16、摆的摆动快慢与〔摆绳的长度〕有关。同一个摆，摆

绳越长摆动越慢，摆绳越短摆动越快。 

17、摆的摆动快慢与〔摆长〕有关。 

18、同一个摆，摆长越长，摆动越慢，〔摆长越短〕，摆

动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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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注意摆绳的长度不等于摆的长度，〔摆长〕是指支架

到〔摆锤重心〕的间隔 。 

20、〔机械摆钟〕是〔摆锤〕与〔齿轮操纵器〕结合工作

的。 

第四单元 地球的运动 

1、〔昼夜交替现象〕有多种可能的解释。 

2、〔昼夜现象〕与〔地球和太阳的相对圆周运动〕有

关。 

3、〔“日心说”〕和〔“地心说”〕中有关地球及其运

动的观点都可以解释〔昼夜交替现象〕。 

4、摆具有〔保持摆动方向不变〕的特点。 

5、〔“傅科摆”〕摆动后，地面的刻度盘会与摆的摆动

方向发生偏移，这可以证明〔地球在自转〕。 

6、〔傅科摆〕是历史上证明地球自转的关键性证据。 

7、〔天体的东升西落〕是因〔地球自转〕而发生的现

象。 

8、地球自转的方向与天体的东升西落〔相反〕，即〔逆

时针〕或〔自西向东〕。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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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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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同地区所处的〔经度差〕决定了地区之间的〔时

差〕。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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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天空中星星围绕〔北极星〕〔顺时针〕旋转，北极星

相对“不动”，是〔地球自转〕产生的现象。 

13、从〔北极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可推测出〔地轴是倾斜

的〕。 

14、公转就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动；公转的方向是

〔自西向东〕；公转一周是〔一年〕。 

15、〔恒星的周年视差〕证明地球确实在围绕太阳〔公

转〕。其他的证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16、在围绕某一物体〔公转〕时，在〔公转轨道的不同位

置〕会观察到远近不同的物体存在〔视觉位置差异〕。 

17、〔四季的形成〕与〔地球的公转〕、〔地轴的倾斜〕

有关。 

18、〔极昼和极夜现象〕与〔地球公转〕、〔自转〕和

〔地轴倾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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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地轴倾斜角度的大小〕可以影响〔极昼极夜〕发生

的地区范围。 

20、地球确实在〔自转和公转〕，证据不仅有来自〔人造

地球卫星〕的观测，还有来自〔观察或实验〕的多种现象。 

21、地球自转的方向是逆时针(自西向东)，周期为〔24

小时〕，地球围绕〔地轴〕自转，地轴是〔倾斜〕的。 

22、与地球自转相关联的现象有:〔昼夜现象〕，〔不同

地区迎来黎明的时间不同〕，看上去〔北极星不动〕等。 

23、〔恒星周年视差〕是历史上证明地球公转的关键性证

据。公转过程中，地轴倾斜方向保持不变，因此形成了〔四

季〕和〔极昼极夜现象〕。 

五年级《科学》下册科学概念、知识点〔一〕 

一、物体在水中是沉还是浮 

生活中的许多物体如回形针、橡皮、小石块在水中是沉

的，泡沫、带盖的塑料空瓶在水中是浮的。由同一种材料构成

的物体在水中的沉浮与它们自身的大小、轻重无关。如一个回

形针是沉的，两个串在一起还是沉的。一块木块是浮的，分成

一半还是浮的。 

二、沉浮与什么因素有关 

对于不同种材料构成的物体，我们在判断在水中的沉浮

时，往往采取改变一个因素、控制其它因到素不变的的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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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浮重的容易沉。轻重一样看大小，大的容易浮小的容易

沉。小瓶子和潜水艇都是在体积不变下通过加减水改变轻重来

实现沉浮的。 

三、橡皮泥在水中的沉浮 

各种形状的实心橡皮泥在水中是沉的，要让橡皮泥浮起

来，可以在大小不变下改变重量，如挖空成船或碗形。重量不

变的下改变大小，如做成空心的各种形状。物体在水中的沉浮

和它所排开的水量有关。排开的水量指物体在水中排开的水的

体积，也指物体与水相接触的体积。全部沉入水里的物体排开

的水量就是物体自己的体积，浮在水面上的物体排开的水量指

物体在水下面局部的体积。铁制的大轮船能浮在水面上，因为

它排开的水量特别的大。 

四、造一艘小船 

要用橡皮泥造一只装载量比拟大的船，一是重量不变的前

提下造得尽量大，使船排开的水量大，二是做些船舱，放物品

时使船身保持平稳。 

五、浮力 

用手将一块泡沫向下压时，会感到有个向上的力，这个力

是浮力。浮在水面上的物体，浮力等于重力、沉在水底的物

体，浮力小于重力。测量泡沫在水中受到的浮力，用测力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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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泡沫

全部浸入水中时，与水接触的体积最大，排开的水量最大，受

的浮力最大，所以上浮物体受到浮力大小与物体排开的水量有

关，体积大的泡沫受到的浮力大于体积小的泡沫。 

六、下沉的物体会受到水的浮力吗 

研究下沉的物体是否受到浮力先用测力计测出空气中的重

力，再放入水中测得重力，浮力＝空气中的重力－水中的重

力。当将物体全部浸入水中时，排开的水量最大，受到的浮力

最大，所以下沉物体受到的浮力大小也与物体排开的水量有

关，体积大的石块受到的受力大于体积小的。 

七、马铃薯在液体中的沉浮 

当液体中溶解了足够量的其它物质时〔如盐、糖、味精

等〕，有可能会使马铃薯浮起来。死海淹不死人就是因为海水

里溶解了大量的盐。 

八、探究马铃薯沉浮的原因 

钩码在不同的液体中受到的浮力是不同的，说明不同的液

体对于一样的物体所产生的浮力大小是不同的。我们在判断物

体在某种液体里的沉浮时，往往利用一样的体积比拟轻重。如

铜能浮在水银上，是因为一样体积的铜和水银，水银重于铜，

马铃薯在浓盐水中是浮而在清水中沉，因为一样体积的马铃薯

轻于浓盐水而重于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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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热 

一、热起来了 

当我们感到冷时，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多穿衣服、吃热的

食物、靠近热等方法来保暖。衣服本身不能产生热量，它只能

减缓身全向空气散发热量的速度，起来保暖的作用。 

二、给冷水加热 

装有热水的塑料袋能浮在冷水盆中。因为一样重量的水在

加热时体积会变大，加满水的试管上面包一块气球皮，加热时

气球皮鼓起来了这一现象来说明。 

三、液体的热胀冷缩 

要明显地观察到水由冷变热时体积的变化，利用一个烧瓶

装满水，上面橡皮塞上插一空心玻璃管，水变热时水位上升水

变冷时水位下降，这种水体积的变化叫做热胀冷缩。但水在 4

摄氏度时正好相反，是热缩冷胀。其它的液体也具有热胀冷缩

的性质，所以装液体的瓶子都不会装满。 

四、空气的热胀冷缩 

我们用一瓶口装有气球的瓶子来研究空气的变化，将瓶子

放水热水里时，气球鼓起来了，比水的热胀冷缩的变化要明

显，说明气体也有热胀冷缩的性质。解释热胀现象：1、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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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些微粒是不停运动的。3、微粒

运动的速度和范围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强烈和扩大。 

五、金属的热胀冷缩 

铜球在加热后不能穿过铁环冷却后能穿过铁环，说明铜也

具有热胀冷缩的性质。钢条加热后会变长加粗、铁轨铺设时分

段并留有缝隙、铁桥架在滚轴上，都说明大多数金属都有这样

的性质。锑、镓、铋等金属正好与大多数相反，是热缩冷胀。 

六、热是怎样传递的 

观察热的传递，用酒精灯一端加热粘有火柴的铁丝及涂有

蜡的圆盘来研究，发现热在传递时由热为起点，由热的一端向

冷的一端传递或由热的物体向冷的物体传递。离热越远，热传

递的时间越长。 

七、传热比赛 

一般来说，金属的传热才能强于非金属，通过金属和非金

属物质的组合，可以有效地控制热量的传递。铜铝钢传热性能

比拟：铜>铝>钢 

八、设计制做一个保温杯。 

制作保温杯：1、隔绝空气与水相接触，设计一个用热的

不良导体制用的盖子。2、用热的不良导体制成杯身或在杯子

外制成一个杯套。棉衣棉被作为热的不良导体，所起的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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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向冷柜传递。 

五年级《科学》下册科学概念、知识点〔三〕 

一、时间在流逝： 

我们可以用有规律或有节奏的活动来估计时间，如数心

跳、有节奏地敲桌子等。但凭我们的估计不能准备地知道时

间。在一分钟的时间里大约可写〔〕几个字、看〔〕行字，跑

〔〕米路等。时间以不变的速度在流逝，平时觉得时间有快慢

是我们的感觉在起作用。 

二、太阳钟： 

在时钟还没创造之前，人们根据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来计

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古时把一天〔一昼夜〕分成十

二个时辰，每一个时辰为如今两小时，古埃及根据一年内 36

个星座在天空的横穿情况将一天划分为 24 个小时，白天 12

个，晚上 12 个，由于白天和晚上的时长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

化，所以古埃及的每小时的时长也是变化的。日晷就是利用太

阳在天空中位置的变化使地面上物体的影子长度和位置的变化

而计时的。 

三、用水来测量时间： 

古代的水钟有受水型和泄水型两种，都是根据水量的变化

制成的，受水型是根据水量的增加，刻度一般在下面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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