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教版科学三年级上册全册练习题（一课一练含答案） 

（word 文档，全文可编辑） 

单元 课程 课时 备注 

第一单元 

观察动物 

1.鲫鱼与青蛙   

2.蜻蜓与麻雀   

3.壁虎与小猫   

4.草地里的小动物   

5.海洋里的动物   

6 森林里的动物   

7.网上学习：保护动物   

探究技能 观察   

第二单元 

水与溶解 

8.物质的溶解   

9.能溶解得更快一些吗   

10.专题探究：能溶解多少物质   

11.食盐还能分离出来吗   

第三单元 

固体、液体和气体 

12.认识固体   

13.认识液体   

14.怎样测量液体的体积   

15.认识气体   

16.它们占据空间吗   

17.它们的状态会变化吗   

第四单元 

热与温度 

18.感受冷和热   

19.测量温度   

20.液体的热胀冷缩   

21.气体的热胀冷缩   

22.设计与制作：自制“小喷泉”   

23.固体也会热胀冷缩吗   

 

 



1.《鲫鱼与青蛙》同步练习题 

【教学目标】 

1．能应用观察和比较的探究技能，区分青蛙和鲫鱼的幼体； 

2．知道青蛙的幼体长大成体身体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而鲫鱼不会； 

3．能分别描述与青蛙或鱼相似的动物具有的共同特征； 

4．初步感知动物的多样性，对研究动物的分类感兴趣。 

一、填空题 

1. 像青蛙这样既能在水里生活，又能在陆地生活的动物是（     ），像鲫鱼这

样一生都生活在水中的动物是（      ）。 

2. 动物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逐渐长大为（     ）。 

3. 青蛙身体分为（     ）、（      ）、（      ）三部分；表面皮肤（      ）；

幼体生活在（       ），长大后生活在（        ）。 

二、选择题（把字母编号填在括号里） 

1.鲫鱼属于（   ） 

A.鱼类    B. 两栖类 

2.青蛙属于（   ）。 

A.鱼类    B. 两栖类 

3.鱼用（   ）呼吸。 

A.肺      B. 腮 

三、判断题（打的打√，错的打×） 

1.青蛙的幼体是蝌蚪，看上去和鱼的幼体很像。(     )  

2.鱼用锶呼吸，用鳍游泳；终生生活在水里。(    )  

3.青蛙幼体生活在水中，成体生活在陆地。(     )  

4. 大鲵属于鱼类。（    ） 

5.鲑鱼属于两栖类。（    ） 

四、简答 

1.青蛙和鲫鱼生活的环境有什么不同？ 

 

2.青蛙和鲫鱼外形有什么不同？ 



参考答案 

一、填空 

1.  两栖动物鱼类   2.  幼体成体   3.  头躯干四肢裸露水里陆地上 

二、选择题（把字母编号填在括号里） 

1 .A    2.B    3.B  

三、判断题（打的打√，错的打×） 

1. （√）  2. （√）  3. （√）  4. （×）  5. （×） 

四、1. 青蛙小时候生活在水中，长大后生活在陆地，而鲫鱼终生生活在水 

里。 

2.青蛙身体分为头、躯干和四肢，皮肤裸露，鲫鱼:身体分为头、躯干、尾 

三部分，鲫鱼的身体表面有鳞。 

 

 

 

2.《蜻蜓与麻雀》同步练习题 

【教学目标】 

1．能应用观察和比较的方法探究蜻蜓和麻雀的不同特征； 

2．能描述昆虫或鸟类的一般特征，并根据该类动物的特征判断某种动物是 

否属于昆虫或鸟类； 

3．初步感知动物的多样性，对研究动物的分类感兴趣;  

4．亲近自然，热爱自然观察，珍爱身边的小动物。 

一、填空题 

1. 蜻蜓和麻雀都是我们身边常见的（      ）。 

2. 到户外进行自然观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动物的（    ）和（    ）。 

3. 常见的昆虫有（    ）、（    ）、（    ）等。 

二、选择题（把字母编号填在括号里） 

1.蜜蜂属于（    ） 

 A. 昆虫    B. 鸟类 

2.翠鸟属于（    ）。 

A.昆虫    B. 鸟类 



3.蜻蜓有（    ）对翅膀。 

A. 3    B.2   C.1  

4.麻雀有（    ）对翅膀。 

A. 3    B.2   C.1  

5. 蜻蜓有（    ）对足。 

A. 3    B.2   C.1  

三、判断题（打的打√，错的打×） 

1.到户外观察动物一定要注意安全。 (     )  

2.麻雀有 3对足。(    )  

3.有些昆虫对人类有害，我们要消灭，有些昆虫对人类有益，我们要保护。(  )  

4.像蜻蜓一样的动物属于昆虫。（   ） 

5.蝙蝠是昆虫。（   ） 

四、指出下列符号代表的名称。 

 

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一、1. 动物    2. 外形特征生活习性    3. 瓢虫蜜蜂苍蝇 

二、1.A  2.B   3.B  4.C   5.A  

三、 

1. （√）  2. （×）  3. （√）  4. （√）  5. （×） 

四、1：腹 2：头 3：胸 



3.《壁虎与小猫》同步练习题 

【教学目标】 

1．能从运动方式、外形特征等多个方面去探索壁虎和猫的不同特征； 

2．能描述爬行动物或哺乳动物的一般特征； 

3．能根据爬行动物或哺乳动物的一般特征判断某种动物是否属于爬行动物

或哺乳动物。 

一、填空题 

1. 壁虎和猫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        ）。 

2. 壁虎与猫都生活在（        ），都能用（        ）行走。 

3.猫的身体表面有（        ），而壁虎的身体表面有（        ）。 

二、选择题（把字母编号填在括号里） 

1.老鼠属于（    ）动物， 

A.哺乳类            B. 爬行类 

2.蛇属于（    ）动物。 

A.哺乳类            B. 爬行类 

3.猫的头部（    ）明显耳廓。 

A. 有               B. 无 

4.猫的足底有（    ）。 

A. 有肉垫           B. 有褶、趾 

三、判断题（打的打√，错的打×） 

1.壁虎冰凉的皮肤上有许多小鳞片。 (   ) 

2.壁虎的有明显的耳廓。(   ) 

3.蟒蛇是属于哺乳动物。(   ) 

4.猫是胎生和哺乳的动物。（  ） 

5.壁虎是从蛋里孵出来的。（  ） 

四、指出下列符号代表的名称。 



1：__________ 2:_________3：__________4：_______ 5:_______ 

五、简答。 

描述一种你喜欢的动物，说说它们生活的环境。 

 

 

 

 

 

答案 

一、1.动物     2.陆地上四肢     3.毛鳞片 

二、1. A   2. B   3. A   4. A  

三、 

1. （√） 2. （×） 3. （×） 4. （√）  5. （√） 

四、 

 

五、示例：我喜欢的小动是小狗，它生活在陆地（家里）。 

 

 

 

 

 

 

 



4.《草丛里的小动物》同步练习题 

【教学目标】 

1．知道草地里和泥土里都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小动物。 

2．尝试运用观察和比较的技能探究泥土里小动物适应土壤生活的的外形特征。 

3．知道在观察小动物的过程中，要注意自身安全，同时做到保护动物和环境。 

一、填空题 

1. 草丛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它们在这里能找到足够的（     ）和可

以（    ）的地方。 

2. 阴暗潮湿的土壤里生活着许多小动物，如蚯蚓（   ）、（     ）、（    ）。 

3.瓢虫生活在（     ）里。  

二、选择题（把字母编号填在括号里） 

1.能跳跃行走是（    ）。 

A.蚯蚓  B.蝗虫   C. 蜘蛛 

2.能爬、能飞的动物是（    ）。 

A.瓢虫  B.蚯蚓   C. 马陆 

3.身体表面没有粘液的是（   ）。 

A.蜗牛     B. 蚯蚓  C. 蝗虫 

4.没有眼睛的小动物（   ）。 

A. 蝗虫    B. 螳螂  C. 蚯蚓 

三、判断题（打的打√，错的打×） 

1.我们在观察小动物是可以随意触碰小动物的。 (     ) 

2.小动物都有翅膀。(    ) 

3. 蜗牛和蚯蚓身表有粘液、光滑有利于在土壤里运动 。(  ) 

4. 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 （   ） 

5. 发现蚯蚓的粪便，知道了这里有蚯蚓。 （     ） 

四 、简答。 

说一说蚯蚓、蜗牛、 鼠妇 、马陆，这些动物有哪些适应土壤生活的特

征？ 

 



 

参考答案 

一、 1.  食物 躲藏     2.  马陆 蜗牛 鼠妇     3.草丛 

二、 1. B    2.A    3.C   4.C 

三、 1. （× ）  2. （×）  3. （√）  4. （√ ）  5. （√ ） 

四、（1）蚯蚓身体颜色接近土壤，有利于隐藏自己。  

（2）蜗牛和蚯蚓身表有粘液、光滑有利于在土壤里运动。  

（3）马陆和鼠妇体表有硬壳、光滑，方便在土壤里运动 。 

（4）马陆和蚯蚓的身体呈线性，方便在土壤里运动 。 

 

 

5.《海洋里的动物》同步练习 

【教学目标】 

1.知道海洋里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感受海洋动物的多样性。 

2.能通过观察及查阅资料的学习方式，了解各种海洋动物的外形特征和运动方式

能适应海洋生活。 

3.在教师的引导下，能用比较科学的词汇、简图记录不同种类的海洋动物的身体

外形、运动方式等特征。 

4．对探究各种海洋动物的身体外形、运动方式等特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一、填空题 

1. 在浩瀚的海洋里生活着许多种类的动物，如（    ）、（    ）、（    ）类动

物等。 

2. 不同种类提的动物在海洋有不同的运动方式，如旗鱼（    ），章鱼可以（   ）。 

3.龙虾是（    ）动物。 

二、选择题（把字母编号填在括号里） 

1.软体动物的是（   ）。 

A.砗磲    B. 海龟    C. 小丑鱼 

2.小丑鱼是（    ）动物。 

A.鱼类    B. 软体    C. 爬行 

3.海豚是（    ）动物。 



A. 哺乳    B. 爬行    C. 软甲 

4.旗鱼是（    ）动物。 

A.鱼类    B. 软体    C. 软体 

三、判断题（打的打√，错的打×） 

1. 章鱼靠喷水或用腕足移动。(    )  

2.海狮纺锤状的体型、鱼鳍一样的四肢、趾间具蹼等特征。(    )  

3.螃蟹是甲壳类动物。(    )  

4. 水母利用体内喷水反射前进，迅速漂游。（   ） 

5. 所有的海洋动物都是哺乳动物。（   ） 

 

五、简答。 

螃蟹如何适应海洋生活？ 

 

 

 

 

参考答案 

一、1. 鱼类哺乳类爬行   2. 鳍在水中游动靠喷水或用腕足移动   3.软甲 

二、1.A 2.A 3.A 4.A  

三、1. （√）2. （√）3. （√）4. （√）5. （×） 



五、螃蟹具有擅于爬行和游泳的步足，使它即可以在沙滩上快速爬行，也可以在

水中快速的游动。 

 

 

6.《森林里的动物》同步练习 

【教学目标】 

1.认识在森林里常见的动物种类。 

2.通过观察、分析，探究在森林的不同区域生活着哪些动物，它们是怎么生

活的。 

3.对森林里的动物产生兴趣。 

一、填空题 

1. 在茂密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动物，例如（     ）、（     ）等 。 

2. 森林里的植物十分丰富，有低矮的（    ），有茂密的（     ），还有高大的

（     ），这些植物为动物提供了丰富的（     ）和（   ）环境。  

3.老鼠生活在（     ）里。     

二、选择题（把字母编号填在括号里） 

1.猴子生活在（    ）上。  

A.树枝  B.树干 

2.蛇生活在（    ）中。 

A.草丛   B.泥土   C. 树干 

3.猫头鹰捕捉是（    ）动物。 



梅花鹿    B. 田鼠   C. 啄木鸟 

4.青蛙生活在（  ）动物。 

A.水中和陆地   B. 树干   C. 树枝 

三、判断题（打的打√，错的打×） 

1.啄木鸟生活在树枝上。(     ) 

2.松鼠喜欢吃松籽。(    ) 

3.海龟不是森林中的动物。(  ) 

4.大象是森林中的动物。 （   ） 

5.所有的动物都是生活在森林中。 （     ） 

四 、简答。 

熊、蜥、青蛙、蛇 、老鼠都生活在森林哪些区域？ 

  

参考答案 

一、 1. 松鼠 猕猴   2.  草本植物 灌木 乔木 食物  栖息    3.土壤 

二、 1.A  2.A   3.B  4.A  

三、 1. （×）  2. （√）  3. （√）  4. （√ ）  5. （× ） 

四、熊生活在树洞里 。 

蜥蜴、青蛙、蛇生活在地面草丛。 

老鼠生活在土壤里 。 

 

 

7.《网上学习：保护动物》同步练习 

【教学目标】 

1.能列举出我国的几种珍稀动物。 

2.举例说出人类生产、建筑等活动对动物生存产生的影响。 

3.通过搜集资料、交流发现，了解不同地区的珍稀动物以及当地采取的保

护措施。 

4.能爱护我国的珍稀动物，尝试提出更多的保护措施。 

一、填空题 



在地球上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由于各种原因，每年都会有一些动物从

（     ）消失。 

2. 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有的动物的栖息地被人类的（      ）和（      ）

破坏，或者因为人类为了自身利益进行（       ），动物灭绝的速度也加快了。 

3. 我国是十分重视保护野生动物，通过完善（              ），

（                 ）等多项措施对濒临灭绝的动物进行保护。 

二、选择题（把字母编号填在括号里） 

1. 有“水中熊猫”之称是（   ）。  

 A. 白鳍豚      B. 大熊猫 

2.动物灭绝的原因是（    ）。 

A.肆意的扑杀 

B.人工养殖 

C.法律保护 

3.藏羚羊生活在（    ）。 

A. 青藏高原    B. 黑龙江    C. 四川 

三、判断题（打的打√，错的打×） 

1. 自然灾害是动物濒危的原因之一。(     ) 

2.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来保护动物。(    ) 

3. 我们可以前往图书馆或者登录相关的网站查阅资料，了解动物。(  ) 

4. 将搜集的动物资料制作成资料卡和同学们一起分享。（   ） 

5. 人类活动的增加了，动物就不会灭绝了。 （     ） 

四、搜集动物资料，制作资料卡后 ，将资料卡上传到网络中。  

  

五 、简答。 

保护动物的措施有哪些？ 

  



参考答案 

一、 1.  地球上  2.  开发  活动 大肆捕杀  3. 法律法规  建立自然保护区  

二、 1.A   2.A    3.A 

三、 1. （√）2. （√）3. （√）4. （√ ）5. （× ） 

四、略 

五、增强公民保护动物的意识；制定法律法规；建设自然护区；开展人工养育等 。 

 

 

粤教版三年级上册《探究技能观察》同步练习 

【教学目标】 

（1）初步知道科学观察包括明确目的、制定计划、实施观察和形成结果四个基

本步骤。 

（2）掌握科学观察的简单步骤和一般方法，并能运用到对身边的小动物的观察

活动中。 

（3）在观察活动中，培养有目的、有计划、认真细致的观察习惯。 

（4）初步意识到有目的、有计划的科学观察能让观察活动更加有效。 

一、填空题 

1. 观察是一种常用的科学（     ），是搜集科学（      ）、了解科学（     ）

的基本（      ）， 

是科学探究的基础。 

2. 在制订计划时，要确定观察的（     ）、（     ）、（     ）、（     ）、

（      ），以及使用的工具和记录方式等。 

3. 我们在观察时，必须（       ）和（       ），要把观察到的事实仔细地

记录下来。 

二、选择题（把字母编号填在括号里） 

1.观察壁虎的尾巴断了（   ）再生。 

 A. 能        B. 不能 

2.鲫鱼的头部（    ）鱼鳍。 



有         B. 没有 

3.鲫鱼的躯干有（    ）个鱼鳍。 

A.5          B.6        C.7  

4.腹部有（    ）个鱼鳍。 

A.2          B .3       C.1  

三、判断题（打的打√，错的打×） 

1.鲫鱼在游泳的时候，鱼鳍是不动的。(     )  

2. 观察是科学探究的基础。(    )  

3. 我们可以借助放大镜进行观察。（      )  

4. 我们根据观察的目的，整理分析观察记录，得出观察结果。（    ） 

5.观察小动物，我们要爱护它们！（     ） 

四、简答。 

我们要根据哪些步骤进行观察？ 

 

 

五、把你观察的小动物画下来和同学们分享。 

 

 

参考答案 

一、1.技能事 

实现象途径   2.目的对象方法手段步骤   3.真实准确 

二、1.A    2.B    3.B    4.A  

三、1. （×）2. （√）3. （√）4. （√）5. （√） 

四、1.让动物在自然状态下自由活动； 

2．观察动物身体的颜色、形状等特征； 

3．观察动物的身体由哪几部分组成； 

4．按照从前往后、自上而下的顺序观察动物身体每个部分的特征。 

5.真实地、准确地、仔细地记录观察到是事实。 

五、略 



《物质的溶解》同步练习 

【教学目标】 

1．知道溶解的三大特点：均匀、分散、透明。 

2．观察并描述食盐、高猛酸钾、茶叶在水中的溶解过程。 

3．知道有些物质可以溶解在水中，有些物质不能溶解在水中。 

4．培养仔细观察、类比迁移、综合分析的科学探究精神。 

一、填空题 

 1.盐水是咸的， 因为盐在水里_______________了。 

2.沙在杯里沉入了水底，那是沙在水里没有_______________的缘故。  

3.溶解的特地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选择题 

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奶粉能溶解在水中有沉淀物质   

B. 奶粉能溶解在水中分布是均匀的    

C 奶粉能溶解在水中，能过滤出来物质  

2.下列物体不溶解于水的是（       ）  

A.汤   B. 高锰酸钾   C.沙子 

3.物质溶解静止后不会出现（  ）现象。 

A.沉淀     B. 浑浊    

4.比较食盐和小苏打在水中的溶解能力，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用同样多的水做实验  

B.在前面放入的食盐全部溶解后，再往水中放食盐   

C.实验过程中，倒掉了一些溶解了小苏打的水,没关系,继续实验   

三、判断题 

1.盐、砂糖、沙子都能溶解于水。（   ） 

2. 一些物质能溶解在水里，一些物质不能溶解在水里。（      ）  

3.物质溶解于水后变成肉眼看不见的微粒。（    ）  

4.物质溶解于水后就消失了。（    ）  

5.茶叶既含有可溶解的物质，也含有不溶解的物质。（    ） 



四、实验题 

实验 ：观察高锰酸钾在水中的溶解 

步骤： 

(1)将烧杯装上一定量的水。 

(2)将少量高锰酸钾药品放入烧杯里静置一段时间，静观高猛酸钾是如何分散到

水中的。 

(3)用玻璃棒搅拌，搅拌后观察高猛酸钾的水溶液。 

  实验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验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简答 

物质是否在水里溶解了，我们怎么判断？ 

 

 

 

 

参考答案 

一、 1.溶解    2.溶解    3. 均匀 分散 透明  

二、 1.B   2.C  3.A   4.C  

三、 1. （×）  2. （√）  3. （×）  4. （√ ）  5. （√ ） 

四、 

实验现象：整杯水呈均匀的紫色  

 实验结果：高锰酸钾溶解在水中。 

五、物质在水中看不到颗粒，分布均匀、稳定，静置后不分层，不能用过滤的方

法从水中分离出来，就说明物质在水中溶解了。  

 

 

 

 

 

 

 

 



9《能溶解得更快一些吗》同步练习 

【教学目标】 

1．通过对比实验，使学生理解搅拌、加热、捣碎的方法可以加快溶解。 

2．设计对比实验，懂得控制变量法以确保实验的准确、公平，探究加快加

快方糖溶解的方法。 

一、填空题 

1.研究水温对物质的溶解快慢的实验中，不同的条件是：（        ）。  

2.（     ）、（     ）、（      ）等方法可以加快物质在水中的溶解。  

3.在水温和搅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    ）加快水果糖的溶解。 

二、选择题 

1.下列方法中能使水果糖溶解更快的是（    ）。   

A.放入冷水中搅拌  B. 放入热水中不搅拌  C. 放入热水中搅拌 

2.小红在比较食盐溶解快慢的实验中，正确的做法是（    ）  

A.在比较水温对溶解快慢的影响时，一杯搅拌，一杯不搅拌    

B.烧杯里的水是一样多的     C. 不断的往烧杯里加食盐 

3.下列方法中，能使食盐最快溶解的是（    ）。 

A.加热    B. 既加热油搅拌   C. 搅拌  

4.小红口渴了要喝糖水，爸爸讲蔗糖放入开水中用筷子搅拌，这样做是（    )。 

A.使开水量的更快     B. 使糖水更甜  C. 使蔗糖溶解得更快 

5.八形状、大小相同的三块方糖各自放在装有等量水的三个水杯中，（   ）组溶

解得更快。 

 A.. 切碎、搅拌  B. 切碎、不搅拌 C.不切碎、搅拌 

三、判断题 

1.两位同学放入嘴里的水果糖大小是不一样的，很难比较哪种方法溶解的快。（ ） 

2. 两份同样多的食盐放入同样多的水中，冷水中比热水中溶解更快。（  ）  

3.把糖咬碎比整块糖在水中溶解的慢。（  ）  

4.物质在水中的溶解速度跟颗粒的大小、水的温度、是否搅拌有关。（  ）  

5.糖在 50℃的水中一定比在30℃的水中溶解的快。（  ） 

四、实验题 



实验：搅拌是否能加快方糖的溶解  

实验器材：水、二个烧杯、二块方糖、玻璃棒 

实验步骤：把等量的冰糖同时分别放入两杯等量、等温度的水中； 一杯静置，

另一杯搅拌；观察现象，并作记录。 实验记录： 

 

 

 

 

 

 

 

 

五、简答 

我们小时候炒菜用的食盐是块状的，现在厂家捣碎粉末状，这样对我们

的生活有什么好处呢？ 

参考答案 

一、 1. 一杯热水、一杯冷水   2. 加热 搅拌 捣碎   3. 粉碎 

二、 1.C   2.A   3.B   4.C   5.A 

三、 1. （√）2. （×）3. （×）4. （√ ）5. （√ ） 

四、 

 

 

 

 

 

 

 

 

五、食盐能快速溶解在炒菜中。 

 

 静置 搅拌 结论 

在两只烧杯

中加入同样

多的水，同时

分别放入一

块方糖 

      

 

 静置 搅拌 结论 

在两只烧

杯中加入

同样多的

水，同时

分别放入

一块方糖 

方糖溶

解的比

较慢 

方 糖 溶

解 的 比

较快 

搅 拌 能

加 快 方

糖 的 溶

解  

 



10《专题探究：能溶解多少物质》同步练习 

【教学目标】 

1．知道一杯水里能溶解的物质是有限的，初步形成饱和溶液的概念。 

2．亲历“提出问题——作出猜想——制定计划——搜集证据——得出结论”

的科学探究过程。 

3．严格规范地进行实验操作，实事求是地进行观察记录。 

一、填空题 

1.我们知道食盐、（        ）能溶解在水中，  

2.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同的物质在水中的溶解能力是（     ）。（填相同或不同） 

3. 白砂糖比食盐溶解的（   ）。 

二、选择题   

1.能溶解在水中的是（  ）。   

A.沙子  B. 味精   C. 面粉 

2.在同样多的两杯水中分别加食盐和白砂糖，溶解越多说明这种物质在水中溶解

能力越（   ）。 

A.强      B. 弱    C. 一样 

3.下列说法正确的（    ）。 

A.食盐溶解能力比白砂糖强   B. 食盐溶解能力比白砂糖强弱    

C. 食盐溶解能力和白砂糖强弱相同 

三、判断题   

1.物质在水中的溶解的量是有一定限度的。（   ） 

2. 在溶解过程中搅拌或振荡时不要让水洒出来。（      ）  

3.固体物质都能溶解在水中。（    ）  

4. 在相同条件下，食盐的溶解量比白砂糖大。（    ）  

5.因为食盐能溶于水，所以一杯水可以无限的溶解糖。（    ） 

四、以下是某小组关于“食盐和白砂糖的溶解能力的探究实验，用烧杯各量取 20

毫升的水，每次各加约 1克，能溶解的画“√”，不能溶解的画“×”结束实验。

回答问题。 

  



 1 2 3  4 5 

白砂糖 √ √ √ √ × 

 食盐 √ √  √  ×   

 

（1）根据上表可知，白砂糖和食盐的溶解能力更大的是（    ）。 

（2）在倒入第 5 份白砂糖是，烧杯里出现了浑浊的现象，这是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 

 （3）通过实验，我们知道 20 毫升水最多能溶解（    ）的食盐。 

A.约 5克  B. 约 3克  C. 约 4 克 

五、简答 

从前，有一头小毛驴驮着一袋白糖过河，河水很深，把白糖淹没了。它过河后，

觉得身上轻了很多。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参考答案 

一、 1. 白砂糖  2. 不同  3. 量大 

二、 1.B   2.A    3.B 

三、 1. （√） 2. （√） 3. （×） 4. （× ） 5. （× ） 

四、（1）白砂糖     

（2）水对白砂糖的溶解到达一定的限度 

（3）B 

五、部分白糖溶解在河水中了，所以质量减小了。 

 

 

 

 

 

 

 

 

 

 

 



    11《食盐还能分离出来吗》同步练习 

【教学目标】 

1．明白溶解于水中的食盐可以分离出来。 

2．知道食盐溶解于水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可逆的过程。 

3．经历“食盐从浓盐水中分离”的探究性实验。 

4．意识到溶解和分离在人们生活中应用的广泛性和重要性。 

一、填空题 

1. 盐能够（    ）在水中，也能从水中（     ）出来。   

2. 把盐水放在太阳底下晒，也可以将（     ）和（     ）分离。 

3. 海水是重要的自然资源，食盐大多数来自于（     ）。 

二、选择题 

1.吃火锅时，我们虽然没有往锅内继续放盐，但汤越吃越咸，这是因为（  ） 

A.汤内水分的蒸发导致盐溶液的浓度增大 

B.汤内锅底的盐没有溶解 

C.汤的上部淡下部咸 

2.把海水放在太阳下暴晒，我们会看到几天后，（     ） 

A.海水蒸发了，容器中留下食盐颗粒 

B.海水一点都没少 

C.海水和盐一起消失了，容器中什么也没留下 

3.下列物质放入水中一段时间后，能用先过滤再蒸发的方法将其分离的是（  ） 

A.酒精和白醋      B.铁粉和铜粉      C.沙子和食盐  

4.下列方法不能分离浓盐水中溶解的盐的是（    ）    

A.加热            B.暴晒            C.过滤  

三、判断题（打的打√，错的打×） 

1.水蒸发了，溶解在水中的食盐也随着水一起蒸发了。（     ）   

2.将一杯食盐水放置在桌面上，如果温度不变、水分不蒸发，在杯子里不会出现

食盐颗粒。（    ）   

3.任何一种溶液中的水蒸发后都会有颗粒出现。（     ）   

4.太阳下暴晒能分离浓盐水中溶解的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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