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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教科版科学三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测试卷 

2013-2014 学年度下学期小学教学质量调研测试卷 

三年级科学第二单元 

班级姓名等级 

一、我能填（每空 2 分，共 35 分） 

1、蚕的一生要经过________、生长发育、繁殖和________四个阶段，

叫做蚕的生命周期。 

2、蚕蛾的身体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部分

组成。触角长在__________部，胸部有对足和____________。 

3 、蚕的生命是从 __________开始的，一个蚕卵就是一个

____________。 

4、蚕生长到一定阶段会长出新皮，换下旧皮，这叫____________。 

5、有些动物幼年期和成年期的样子很不相同，从一种形态变成了

另一种形态，这种变化叫做。 

6、人的一生有两副牙齿，一副，一副。牙齿的生长过程也可分为

三个阶段：阶段、阶段、阶段。 

7、变态的动物有、、等昆虫，还有、等两栖动物。不变态的动物

有、、等。 

8、从卵里孵出来的动物是动物，如、等。由母亲直接生下来 的

动物叫动物，如、等。 

9、蚕的一生有四个形态变化，分别是、、、。 

二、我能判断（对的打√，错的打×，共20 分） 

（） 

1、蚕的一生经历了出生、生长发育、繁殖和死亡四个过程。（） 

2、动物的一生都要经历变态过程。（） 

3、不同动物的生命周期长短不同。 

（） 

4、不同动物的生命周期所经历的阶段是相同的。（） 



5、蚕的生命周期大约是 56 天。 

（） 

6、蚕蛾刚从茧里钻出时，身体是湿的，鳞片和毛贴着身体。（） 

7、蛹的身上不能找到眼睛和足。 

（） 

8、在养蚕的小盒子上用不着扎洞，如果扎洞蚕就会逃出来。（） 

9、在青春期，人的大脑发育最快。（） 

10、蚕蛾也会吃东西。 

三、我能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中，共 32 分） 

1、保存蚕卵的合理方法是（）。A、冷藏 B、冷冻 C、加温 

2、蚕的生命是从（）开始的。A、蚁蚕 B、蚕蛾 C、蚕卵 

3、雄蚕蛾的身体与雌蚕蛾相比（）。 

A、稍大，腹部后端稍突起 B、稍小，腹部后端稍突起 C、一样大 

4、（）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 

A、养蚕 B、抽取蚕丝织成丝绸 C、养蚕、抽取蚕丝织成丝绸 

5、下列动物中，要经历变态发育的是（）。A、猫 B、苍蝇 C、

金鱼 

6、下列动物中，由母亲直接生下来的是（）。A、狗 B、蛇 C、

蚂蚁 

7、下列动物中，由卵孵化而来的是（）。A、熊猫 B、蝴蝶 C、

狗 

8、下列动物中，属于不变态发育的是（）。A、羊 B、蚊子 C、

蚕 

9、会蜕皮的动物是（）。A、老鼠 B、青蛙 C、蚕 

10、刚出生的蚕叫（）。蚕的成虫指的是（）。A、蚁蚕 B、蛹 C、

幼虫 D 、蚕蛾 

11、蚕最喜欢吃（）。 

A、桑叶 B、白菜叶 C、莴笋叶 

12、蚕宝宝吐丝结成了（）。A、茧 B、蛹 C、蚕 

13、下面的动物中幼年期和成年期变化很大的是（）。A、袋鼠 B、



鸡 C、蜜蜂 

14、蝉和蚕一样，一生经历了这几个形态（）。 

A、卵、蛹、幼虫、成虫 B、卵、幼虫、蛹、成虫 C、成虫、卵、

蛹、幼虫 

15、下列动物是变态动物的是（）。A、牛 B、猫 C、青蛙 

16、蚕丝制成的布叫（）。A、棉布 B、丝绸 C、涤纶 

四、我能分（共 13 分） 

把鲫鱼、猫、鸡、猪、蝗虫、蟾蜍、狗按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分

类，并填入相应的横线上。①动物的一种分类方法： 

变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动物不变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动

物的另一种分类方法： 

由卵孵化而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动物由母亲直接生下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篇：教科版三年级科学上册一二单元综合测试卷 

三年级第一单元知识重点 

1 课：1 有些植物可以用（根、茎、叶）繁殖后代，但是我们熟悉

的（绿色开花植物）几乎都是从（种子）开始它们新的生命的。 

2 不同植物的种子，它们的（形状、大小、颜色）等各不相同。 

2 课：1 利用记录表记录，利用照片和文字记录，通过写观察日记

的方式记录。2 播下去的种子在土壤中会发生什么变化？怎样才能看到

种子的变化过程呢？ 

答：（1）、在透明玻璃杯的内壁垫几层纸，装进一些土壤，使纸

巾贴住杯壁。（2）、把凤仙花种子放在杯壁和纸的中间（不同的方向

都放置种子）。（3）、往土壤中浇适量的水，不要让种子浸在水里。 

3 课：1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种子萌发先（长根）再（向上长出茎

和叶），植物的根向（下）生长。根的生长速度（很快）。 

2 植物的根在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中有什么作用？ 

答：植物的根能够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矿物质，满足植物生长的

需要，还能将植物固定在土壤中。 



3 探究：参考下面的方法做一做，研究植物根的作用？ 

（1）选择一棵带根的植物装入有水的试管中。（2）将植物的根

浸泡在试管里的水中。（3）在水面上滴些植物油，使试管中的水不会

被蒸发到空气中，并在水面处做好标记。（4）观察试管中的水量有什

么变化。现象：试管中的水量减少了。说明：植物的根有吸收水分的

作用。 

4 课：1 叶为植物提供（“食物”）----（养料） 

2（1771 年），（英国）科学家（普利斯特利）发现（绿色植物）

可以（更新空气）。3 绿色植物中的（叶绿体）能够利用（光）把（二

氧化碳）和（水）转化成（养料），并释放出（氧气）来。（）4 观察

叶子在植株上的分布有什么特点? 答：植株叶水平分布，叶片交叉生长，

伸向四面八方。植株叶在茎上的分布有利于接受更多的阳光。 

5 植物是怎样制造“食物”的？ 答：经过科学家多年的研究，发

现多数植物能自己制造“食物”----养料，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这些

养料是由植物绿色的叶依靠阳光提供的能量，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制成

的。5 课：1 植物的茎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具有什么作用呢？他们是

怎样起到这些作用的呢？ 答：植物的茎具有支撑植物及运输水分和养

料的作用。 

植物的茎能从下向上将根吸收的水分和矿物质运输到植物体的各

个部分;从上向下将绿叶制造的养料运输到植物体的各个部分。 

6-7 课：1 凤仙花是完全花，由萼片、花瓣、雄蕊、雌蕊组成。 

2 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绿色开花植物一生中会经历（种子发

芽期）、（幼苗期）、（营养生长旺盛期）和（开花结果期）。 

3 凤仙花的主要生长过程：（种子）、（种子萌发）、（幼苗）、

（开花）、（结果）。4 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植物不断发生变化，发

育出了（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5 植物的生长发育需要

（阳光、土壤、适宜的水分和温度）等。三年级第二单元知识重点 

1 课：1 蚕的生命是从(卵)开始的，一个蚕卵就是一个(生命)。蚕

的生活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空气）和（温度），还需要（食物），

安全卫生的场所。3 养蚕窍门： 



小蚕爱吃桑叶。它一出卵就要及时用毛笔或羽毛轻轻地把它刷到

桑叶上。要让小蚕吃饱吃好，桑叶要新鲜并保持干燥，切成碎片或条。

经常清除蚕的粪便和吃剩的残叶，保持小蚕“房间”的清洁。把小蚕

放在空气流通的地方，不要在养蚕的房间里喷洒杀虫剂。 

2 课：1 可以用（拍照、画图、写观察日记、制作标本）等方法记

录小蚕的生长变化。2 蜕皮：蚕生长到一定的阶段，会长出新皮，换下

旧皮，这叫蜕皮。3 蚕身体两侧的小黑点可能是什么？猜猜它的作用。

答：是气门，是蚕呼吸器官的开口。3 课:1怎样测量蚕茧的长度？ 

答：（1）把蚕茧放在热水中浸泡。（2）用竹签把丝头挑出来，

将丝一圈一圈地绕在纸板上，就可以知道丝有多长了。2（养蚕、抽取

蚕丝）织成丝绸，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远在（4000 ）多年以前，

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开始养蚕，利用蚕丝织成华丽的绸缎和各种丝织

品。4 课：蚕蛾是昆虫吗？为什么？ 

答：蚕蛾是昆虫，它的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头上有一对

触角，胸部有三对足。5 课：1 从（卵里）出来的蚕是蚕的（幼虫），

（蚕蛾）是蚕的（成虫）。蚕的一生经历了（卵、幼虫、蛹和成虫）

四种形态。画出这四种形态：（） 

2 蚕的一生经历了（出生、生长发育、繁殖、死亡）四个阶段，这

个全过程就是蚕的生命周期。 

3 什么因素影响蚕的生命和变化？ 

答：食物、气温、有害气体、疾病等，都会影响蚕的生存。 

6 课：1 变态：有些动物幼年期和成年期的样子很不相同，从一种

形态变成了另一种形态，这种变化叫做变态。2 动物的分类方法： 

变态：蜻蜓、蝴蝶、青蛙、蟾蜍、蚕 不变态：鸡、山羊、熊猫、

牛、马、鸭子 从卵里孵出来的：鸡、鸭、蜻蜓、青蛙、蚕 由母亲直接

生下了：羊、牛、马、熊猫、猫 各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包括

（出生、生长发育、繁殖和死亡）。不同动物的生命周期所经历的阶

段（不一定相同），周期长短也（不一定相同）。有的动物一生中要

经历（变态），有的则（形态不变），只是（大小）发生了变化。 

7 课：人也有生命周期，人的一生也要经历（出生、生长发育、繁



殖、死亡）四个阶段。 

第三篇：教科版小学三年级科学下册第二单元教学设计 

第二单元动物的生命周期 单元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1、蚕的一生是不断生长变化的，要经历蚕卵蚕蛹蚕蛾四个不同形

态的变化阶段。蚕的一生会经历出生生长发育繁殖死亡四个阶段，这

一过程称为蚕的生命周期。 

2、自然界中的动物都有生命周期，也都要经历出生生长发育繁殖

死亡四个阶段。 

3、人也要经历出生生长发育繁殖死亡四个阶段，人和动物一样也

具有生命周期。 

4、人和动物寿命的长短与生活环境有关。 

5、人和动物通过繁殖使其物种不会随着个体的衰老死亡而灭亡，

并得以不断延续。过程与方法： 

1、养蚕并对蚕的一生形态变化进行观察。学习用科学的方法对蚕

的身体变化进行比较和测量，并进行记录和描述。对蚕的生长发育进

行预测，并在观察中发现问题。 

2、用流程图和循环图表示蚕及其他动物一生的生长变化规律。 

3、查阅资料了解其他动物一生的生长变化过程，归纳和比较它们

生命周期的相同和不同。 

4、从自己的生长经历和对周围不同年龄段的人的观察比较中，了

解人的生命周期现象。情感态度价值观： 

1、认识到较长时间坚持不懈进行观察记录的必要。 

2、领悟生命的可爱和可贵。 

3、认识到动物和人的生长变化、生命周期是有规律的，是不可违

背的。人和动物的生命周期与环境因素及其疾病有关。 

4、养蚕缫丝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值得我们自豪。主要材

料清单 

蚕卵，放大镜、饲养盒;不同生长阶段的蚕;蚕茧及蛹，小剪刀，手

电筒;热水，小碗，竹签，丝绸制品;蚕蛾、蜻蜓、蚂蚁、蝴蝶的图片或

标片;有关动物生长发育过程的图片及资料;学生从出生到现在每年的身



高、体重、牙齿等生长变化的资料;婴儿、幼儿园或小学儿童、青年人、

中年人、老年人身体特点的图片或影像资料。单元课时安排 

每课 1 课时，机动、整理 1 课时，合计 8 课时。 

1、蚕卵里孵出的新生命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1、了解蚕卵的颜色、形态、大小等。 

2、蚕卵里孕育生命，新的小蚕将从蚕卵里孵出。 

3、在气温、湿度适合的时候，小蚕才会孵出，小蚕孵出后就要吃

食物。过程与方法 

1、饲养小蚕的方法，经历小蚕孵出及小蚕不断长大的过程。 

2、观察、描述和记录蚕卵孵化及小蚕生长过程中的变化。 

3、用放大镜对蚕卵进行仔细的观察，用测量的方法记录蚕的生长

变化。情感态度价值观 

1、培养饲养、观察动物的兴趣。 

2、培养对动物的爱心及责任心，细心地照管小蚕。 

3、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坚持观察和记录。【教学重点】观察

蚕卵及了解饲养、观察和记录的方法。【教学难点】观察蚕卵及了解

饲养、观察和记录的过程。【教学准备】 

蚕卵、放大镜、养蚕用的小盒;桑叶、莴笋叶以及介绍养蚕方法的

图片。【教学时间】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在上学期饲养过蜗牛，那么蜗牛的一

生是怎样生长变化的呢？它们的寿命有又多长呢？那么你们还知道哪

些动物一生的生长变化和它们的寿命呢？同学们观察过蚕吗？你知道

它一生的生长变化和它们的寿命吗？ 

二、学习新课 

1、观察蚕卵 

（1）让我们来饲养蚕，观察蚕卵 

A、学生分组观察蚕卵的颜色、大小、形状（说明：蚕卵近似圆形，

看上去很像小米粒，宽约 1 毫米，厚约 0.5毫米。刚产下的蚕卵是淡黄

色或黄色的，经 1—2 天变成淡红、浅褐，再经 3 —4 天变成灰绿或紫



黑色，以后不再发生变化。学生观察的应该是滞留到第二年春天的卵，

颜色应该是紫黑色的。） 

B、让学生自己设计观察记录，把观察到的现象及时记录下来。

（2）仔细观察，还有什么发现？ 

（比如蚕卵的中心处是凹下去的等。学生也可能会发现有黄色的

卵，那可能是未受精的卵，是不会孵出小蚕来的。如果是白色的，那

是已经孵出小蚕的空卵壳，如果仔细观察，在空卵壳上还会发现有小

孔。） 

2、从卵里出来的小生命 

（1）小蚕什么时候从卵里出来，小蚕是怎样从卵里出来的，出来

以后会干什么?（让学生预测一下，目的激发学生继续观察的兴趣。） 

（2）小蚕就要出来了，我们要为它准备什么呢?（学生分组讨论）

（3）为什么要在盒盖上扎小孔呢？ 一是指导学生为小蚕准备好家

（这个活动的重点是为蚕的出生做准备。具体来说要准备一个盒子作

为蚕的“房子”，还要在盒盖上扎些小孔，“如果天气干燥，可以在

蚕卵上洒一些水”。）二是课外观察蚕卵的变化;（指导学生课后继续

观察蚕卵的变化。具体来说观察小蚕是怎样孵出的，刚孵出的小蚕是

什么样的。）要求学生记录小蚕孵出的日期和气温，思考小蚕的孵化

和什么条件有关。活动目的是让学生明白蚕的孵化还需要另一个环境

条件，即需要一定的温度。 

三是指导学习观察和记录的方法。指导学生阅读养蚕窍门。 

教师小结：小蚕与其他动物一样，也是需要一定生活条件的，我

们要满足它的生活条件，它才会生长得好。【板书设计】 

蚕卵里孵出的新生命 颜色形状大小 观察蚕卵 【教学后记】 

2、蚕的生长变化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1、蚕在生长的过程中，身长、体重、食量等方面都会不断发生变

化。 

2、蜕皮是蚕生长过程中的显著特点，蚕每次蜕皮后身体都会发生

变化。 

3、蚕的生长情况和环境条件密切相关。过程与方法 



1、学习给桑、除沙等养蚕的技能。 

2、用测量等科学的方法观测蚕身体的变化。 

3、用文字和图画记录及描述蚕的生长变化。 

4、在观察中发现问题后，再进一步去观察。 

5、对蚕的生长变化进行预测。情感态度价值观 

1、发现生命的生长变化，领悟生命的可爱和可贵，懂得珍爱生命。 

2、认识到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坚持不懈地观察记录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 

怎样区别即将吐丝的蚕、怎样为它营造结茧的场所，以及指导学

生帮助蚕顺利地吐丝结茧等。【教学难点】 

要鼓励学生全面、细致和科学地观察，必要时应该数一数、量一

量，【教学准备】 

放大镜，直尺，天平，蚕，有关蚕的外形特征、行为，以及蜕皮

的图片。【教学时间】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饲养的小蚕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观

察蚕的生长变化。 

二、学习新课 

1、交流蚕的生长变化 

学生交流汇报前一段时期养蚕活动的发现和体会。（交流时，让

学生出示自己的记录单、照片、图画、标本等。从体长、吃食情况、

排便情况、活动情况、蜕皮情况等方面进行汇报和交流。） 

关于蜕皮学生一定有很多话要说，也有一些问题，希望与同学交

流。交流活动能帮助学生们进一步感受生命的变化，（活动的目的提

高对养蚕的兴趣。） 

2、观察蚕的外形和行为 

（1）蚕的外形是指蚕身体的颜色、形状，以及它的头部、胸部、

腹部、足等。行为是指蚕用什么爬行，怎样爬行?蚕是怎样吃桑叶的等。

（2）讨论蚕的身体结构和它的生存有什么关系。 



3、蚕还会长成什么样 

预测蚕将会怎样变化，并指导学生下一步进行观察和记录的内容

及方法。（教学的要点是怎样区别即将吐丝的蚕、怎样为它营造结茧

的场所，以及指导学生帮助蚕顺利地吐丝结茧等。）【板书设计】 

2 蚕的生长变化 日期体长（毫米）吃食情况排便情况活动情况 

【教学后记】 

3、蚕变了新模样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1、变蛹前的蚕是蚕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幼虫，蛹是蚕生长发育过程

的另一个形态。蛹的外形和幼虫区别很大。 

2、蚕蛹被茧包裹，茧能起到保护蛹的作用。 

3、蚕茧是由一根丝组成的，蚕丝可以织成丝绸或被加工成各种丝

织品。过程与方法 

1、观察、猜测和描述蚕蛹和蚕茧。 

2、估计蚕丝的长度和抽取蚕丝。 

3、用画图、语言文字记录和交流观察结果。情感态度价值观 

1、培养对动物研究的兴趣。 

2、理解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环境，并可以通过技术合理地利用

自然资源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3、对我国古代劳动人们的创造发明及对世界作出的贡献表示敬佩

和自豪。【教学重点] 观察蚕蛹是本课的重点活动 【教学难点】 

对蚕茧的形状、颜色、大小进行观察，测量茧的长度的方法。

【教学准备】 

蚕茧，放大镜，小剪刀，手电筒；热水，小碗，竹签，丝绸制品。

【教学时间】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教学导入： 同学们蚕吐丝了，丝把蚕严严地包裹了起来。蚕

为什么要做个茧把自己包起来？茧里的蚕变成什么样子了？下面我们

就来进行观察。 

二、学习新课 

1、观察蚕蛹 



（蚕吐丝把自己裹了起来，结茧后就看不见蚕了。蚕变成了什么

样呢?茧里面的蚕还活着吗？这是学生们非常好奇的问题。希望学生们

能作出猜测，同时能想办法证明自己的猜测。）对蚕蛹的观察要提出

五个问题进行：(1)蛹的外形和蚕有什么不同?(2)还能找到眼睛和足吗?

身上的环节还在吗?(3)蛹会动吗?它的身上长出了什么东西?(4)在剪开

的茧里还发现了什么，它可能是什么?(5)其他发现。（指茧里还能发现

蚕吐尽丝后化蛹之前蜕下的皮等情况。） 

最后的推测是蛹还会变化吗?它会变成什么模样?希望学生的推测

能以一定的观察事实作为依据。 

2、观察蚕茧和蚕丝 

第一，对蚕茧的形状、颜色、大小进行观察，测量茧的长度，统

计全班同学的蚕茧大小、颜色，挑出最大和最小的蚕茧，它们分别长

多少，宽多少?（这个活动的目的意义在于对蚕茧有一定的认识。蚕茧

的大小和重量是衡量其质量的重要标准，蚕茧的大小和重量与蚕的生

长发育有关。）第二，指导学生进行拉蚕丝的活动。（“把蚕茧放在

热水中泡一下吧”“用竹签把丝头挑出来，绕在纸板上”等。这个活

动使他们对我国劳动人民的发明有更多的认识。）第三，教师出示一

些丝绸制品给学生欣赏。【板书设计】 

3、蚕变了新模样 蚕茧的形状 大小 颜色 

测量茧的长度 【教学后记】 

4、蛹变成了什么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1、蚕蛹经过 10 天～15 天，会变成蚕蛾。 

2、蚕蛾是蚕的成虫，分雌蛾和雄蛾。雌蛾和雄蛾交配后，雌蛾产

卵繁殖后代。过程与方法 

1、观察和描述蚕茧发生的变化和蚕蛾的形态、行为。 

2、在观察比较中认识昆虫的外部特征。情感态度价值观 

1、领悟到生命的神奇。 

2、进一步培养观察动物的兴趣。【教学重点】 

“观察蚕蛾的形态特征和行为”是本课的重点。【教学难点】 

“比较蛹和蚕蛾的形态，找找蚕蛾身体的各部分分别是蚕蛹的哪



一部分发育而来的”是本课的难点。【教学准备】 蚕蛾。 

【教学时间】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一段时间过去了，你们的蚕茧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蛹变

成什么了呢？下面我们就来交流的我们新发现？ 

二、学习新课 

1、交流我们的新发现（1）“茧里钻出的蛾子就是蛹变的吧?”

（这只是一种推测，到底是不是呢?需要学生经过思考来回答。）（说

明这个问题关系到蚕蛾是不是蚕的另一种生命形态，对认识蚕的一生

很重要。相信学生会做出合理的回答:茧里只有蛹，而我们又亲眼看见

蚕蛾从茧里爬出来，不是蛹变的会是什么变的呢?当然这样的回答还需

要从下面对蚕蛾和蚕蛹的对比 观察中去发现更多的证据。） 

（2）蚕蛾从茧里出来后，教师要提醒学生，要把它从茧上面拿下

来，最好专门放到另一个比较宽大的盒子里，以避免蚕蛾把卵产在茧

上，不便于卵的保存。 

2、观察蚕蛾的形态特征和行为（1）先观察蚕蛾的行为，再观察

蚕蛾的形态特征。（这是按照儿童的心理特征设计的。三年级的学生

肯定是先对动态的蚕蛾更感兴趣。）对蚕蛾身体形态的观察，应该是

一种有序的观察，先观察蚕蛾的身体有哪几部分组成，然后观察各部

分是怎样的，有什么器官。（2）怎样观察蚕蛾的行为?具体来说，就

是“看看蚕蛾在干什么?”。（教师要启发学生有更多的发现，比如刚

羽化的蚕蛾身体湿润，翅下垂，柔软皱缩，但很快便干燥展开;还有不

少蚕蛾在震动翅等。同时也希望学生在观察的同时提出问题。）（3）

对比观察蚕蛾与蚕蛹的活动，仔细观察仍能找出蚕蛾是蚕蛹发育而成

的证据。让学生认识蚕蛹、蚕蛾都是蚕发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蚕蛾

是蛹发育而来，蚕蛾是蚕的成虫具有重要意义。（4）如何区别蚕蛾的

雌雄?（这是学生很感兴趣的问题。）（5）“一只雌蛾大约能产多少

粒卵?刚产下的卵是什么颜色的?和我们观察过的卵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3、画蚕蛾和蛹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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