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感受我们的呼吸(练习)-2023-2024学年四年级科学上册同 

步备课教科版 ( 2 0 1 7 )

一、选择题

1. 运动后，我们的呼吸次数会()。

A. 增 多                B.   减少                   C. 无 变 化

2. 小明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约呼吸22次，剧烈运动后每分钟呼吸是(  )。

A.10    次                B.21    次                   C.27    次

3. 人剧烈运动后，呼吸次数增加是因为运动时需要消耗更多的()。

A.  氮 气         B.氧 气            C. 二氧化碳        D. 氢 气

4.吸气时，腹部▲;呼气时，腹部▲。▲处应该填写()。

A.  放松，放松   B.  放松，收缩      C. 收缩，收缩      D.   收缩，放松

5. 人在安静状态下，每分钟呼吸()次左右。

A.20                                        B.60                                             C.100

6.运动时呼吸会加快，下列关于呼吸和运动的说法，错误的是(  )。

A. 运动时呼吸会加快，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人感觉到累了

B. 在缺氧的高原地区，即使不运动，人体为了获得足够的氧气，呼吸也会加快

C. 经常运动，会增大肺活量，使每次呼吸可获得更多的氧气

7. 小科制作了一个呼吸模拟装置，如图模拟的是人体(  )的过程。

A. 呼 气               B. 吸气                   C.  不确定

8.正常情况下，人体吸进的气体中()。

A.氧气比氮气少得多                B. 成分最多的是氧气

C. 没有二氧化碳气体                 D. 只有二氧化碳气体

二、填空题



9.50米快跑后，我们的心跳会变       (选填“快”或“慢”),呼吸会变快。这是为了获得 

更多的        (选“氧气”或“二氧化碳”)。

10.把手放在肋骨上，我们感受呼吸时胸腔的变化，吸气时胸腔        ,呼气时胸腔        

11. 剧烈运动时，人体需要消耗更多的(     ),所以肺必须更加卖力的工作。

12. 我们运动后，呼吸次数会(      )(填“增加”、“减少”或“不变”),这对于我们的健康的 

好处是(     )

三、判断题

13.我们身体的一些特点有些是能够看到的，有些是能够听到的，有些是可以摸到的。(    )

14. 吸气时，手放在肋骨上，会感觉到胸部在扩张。(     )

15.刚刚跳完绳时，相比一直安静状态时，呼吸会明显加快。(     )

16. 人在呼吸时，呼出的气体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都减少了。(     )

17. 我们呼出的废气中，氧气含量增多了。(     )

四、简答题

18. 为什么人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呼吸会变得急促起来，根据所学知识谈谈自己的看法?

19. 锻炼时，我们的呼吸为什么更加急促?

五、实验题

探究健康生活的秘密。

呼吸和消化是每天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和小科一起来探究吧!

20. 如图，为了研究呼吸时身体内部器官的变化，可以利用器材模拟呼吸器官，请选填正确 

的编号。



5.A

21. 小科研究模拟呼吸的实验中，往下拉气球皮，会出现的现象是(  )。

A. 气球胀大           B.气球没有变化          C.气球缩小

22. 从实验可知，吸气和呼气过程中，发生气体交换的主要器官是()。

A.  膈肌              B.气 管                  C. 肺

参考答案：

1.A

【详解】人体需要的氧气由肺吸入后进入血液，再由心脏通过血管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同  

时收集二氧化碳等废物，再排出体外。伴随身体运动量的增加，人体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 

所以肺必须更加卖力地工作，所以人在运动时，呼吸急促，每分钟呼吸次数与平静时相比会  

加快。

2.C

【详解】人体需要的氧气由肺吸入后进入血液，再由心脏通过血管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同  

时收集二氧化碳等废物，再排出体外。伴随身体运动量的增加，人体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 

肺必须更加卖力地工作。人在运动时，呼吸急促，每分钟呼吸次数与平静时相比会加快。小  

明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约呼吸22次，剧烈运动后每分钟呼吸与平静时相比会加快，所以是27  

次。

3.B

【详解】人体需要的氧气由肺吸入后进入血液，再由心脏通过血管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同 

时收集二氧化碳等废物，再排出体外。伴随身体运动量的增加，人体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 

4.D

①肺   ②膈肌 
③胸廓④气管 
⑤支气管



5.A

【详解】人类时刻在进行呼吸作用，本质就是气体交换。通过呼吸，我们将氧气输送到体内， 

并将体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出体外。吸气是含有氧气的空气由鼻腔或口腔进入气管，再进入  

肺的过程。此时胸腔扩张，腹部收缩。呼气，指的是交换后的空气由肺部到气管，再由鼻腔  

或口腔呼出的过程。此时，胸腔收缩，腹部放松。



【详解】人类时刻在进行呼吸作用，本质就是气体交换，从外界获取氧气，排出体内的二氧 

化碳气体。每分钟内呼吸的次数叫呼吸频率，我们在平静状态下一分钟大约呼吸18—22次。 

6.A

【详解】A.  运动时呼吸会加快，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人感觉到累了，错误；人体需要的氧 

气由肺吸入后进入血液，再由心脏通过血管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同时收集二氧化碳等废物， 

再排出体外。伴随身体运动量的增加，人体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肺必须更加卖力地工 

作，所以人在运动时，呼吸急促，每分钟呼吸次数与平静时相比会加快；

B.在缺氧的高原地区，即使不运动，人体为了获得足够的氧气，呼吸也会加快，正确；

C. 经常运动，会增大肺活量，使每次呼吸可获得更多的氧气，正确。 

7.B

【详解】本题考查了模拟人体的呼吸的装置。分析小科做了模拟实验(如图)可知，塑料瓶  

模拟人的胸廓，吸管模拟人的气管，气球膜模拟人体的肺，橡皮膜模拟人体的膈，向吸管中   

不断吹入气体，来模拟人体吸气的过程；从吸管中不断吸出气体，来模拟人体呼气的过程。 

图中模拟的是人体吸气的过程。

8.A

【详解】人体呼吸时，吸进含有氧气的空气，呼出体内产生的二氧化碳，肺就是氧气和二氧 

化碳进行交换的重要器官。人体吸进去的是空气(氧气、氮气、水蒸气、二氧化碳等),呼 

出来的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氮气，氮气约占空气的78%,所以人体吸进去的气体中，最多的  

是氮气。

9.     快    氧气

【详解】锻炼可以挽救人的生命，有规律地进行有氧和力量练习，可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 

等，可以增加骨密度。人在运动以后呼吸会加快，这是因为运动会耗费大量的氧，人是通过 

呼吸得到氧气，所以呼吸加快，人又是通过血液传递氧，所以心跳加快。

10.                  扩大    缩小

【详解】人体通过呼气和吸气这种呼吸运动，不断进行着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呼吸时胸廓 

大小会发生变化。吸气时，胸廓扩大，肺也扩张，腹部收缩，横膈膜上提，外界的气体被吸 

入；呼气时，胸廓缩小，肺便收缩，腹部扩大，体内的气体被呼出。

11.氧气

【详解】人在运动时，需要吸入更多的氧气提供能量，维持生命活动。但因为每一次呼吸吸 

入氧气的量是一定的，所以需要增加呼吸次数，加快呼吸，所以肺必须更加卖力的工作。



12.             增加     获得更多氧气

【详解】人体需要的氧气由肺吸入后进入血液，再由心脏通过血管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同   

时收集二氧化碳等废物，再排出体外。伴随身体运动量的增加，人体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 

所以肺必须更加卖力地工作，所以人在运动时，呼吸急促，每分钟呼吸次数与平静时相比会   

加快，这对于我们的健康的好处是获得更多氧气。

13.√

【详解】我们身体的一些特点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来感知和观察。视觉：我们可以通   

过眼睛看到身体的外部特征，如肤色、面部表情、眼睛的颜色等。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身体的  

形状、姿势和动作，以及其他人的身体特征。听觉我们可以通过耳朵听到身体发出的声音，  

如心跳、呼吸声、声音的高低等。我们还可以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如他们的对话、笑声等。 

触觉：我们可以通过皮肤的触觉感受到身体的一些特点，如温度、质地、形状等。我们可以  

感受到触摸的压力、疼痛、刺痛等感觉。

14.√

【详解】人类时刻在进行呼吸作用，本质就是气体交换。通过呼吸，我们将氧气输送到体内， 

并将体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出体外。吸气是含有氧气的空气由鼻腔或口腔进入气管，再进入  

肺的过程。此时胸腔扩张，腹部收缩。

15.√

【详解】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着，随着运动量的增加，每分钟的呼吸次数会逐渐增加，因 

为人体运动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所以呼吸的次数要比平时多，以便呼出和吸入 

气体。

16. ×

【详解】人呼吸时，空气中氧气含量是有变化的，且呼吸次数越多，消耗的氧气也就越多。 

人吸入的是氧气，呼出的是二氧化碳，因此，呼出的气体里，氧气在减少，二氧化碳的含量   

在增多。

17. ×

【详解】人的呼吸实际上是在进气体交换，使氧气进入血液，同排出二氧化碳。呼出的气体 

与吸入的气体相比，呼出的气体中二氧化碳增多了，氧气减少了，氮气不变。

18.人在运动以后呼吸会加快，这是因为运动会耗费大量的氧，人是通过呼吸得到氧气，所 

以呼吸加快。

【详解】人体需要的氧气由肺吸入后进入血液，再由心脏通过血管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同



时收集二氧化碳等废物，再排出体外。伴随身体运动量的增加，人体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 

所以肺必须更加卖力地工作，所以人在运动时，呼吸急促，每分钟呼吸次数与平静时相比会  

加快。

19.伴随身体运动量的增加，人体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肺必须更加卖力地工作，所以 

人在运动时，每分钟呼吸次数与平静时相比会加快。

【详解】人类时刻在进行呼吸作用，本质就是气体交换，从外界获取氧气，排出体内的二氧  

化碳气体。人体需要的氧气由肺吸入后进入血液，再由心脏通过血管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 

同时收集二氧化碳等废物，再排出体外。伴随身体运动量的增加，人体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 

所以肺必须更加卖力地工作，所以人在运动时，每分钟呼吸次数与平静时相比会加快。

20.
21.A          22.C

【分析】呼吸器官包括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肺。我们知道呼吸道是气体经过的通道， 

在这里并不进行气体交换。在呼吸系统中，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是肺。

20.模拟人体的呼吸的装置，在模拟呼吸的过程中，瓶子相当于胸腔，气球相当于肺，橡胶 

皮膜相当于膈肌，吸管相当于气管。

21.用手向下拉橡胶皮膜，相当于胸腔扩张，看到气球变鼓，相当于吸气，轻轻松开橡皮膜， 

相当于膈肌向上，胸腔收缩，看到气球变瘪，相当于呼气。

22.人体的呼吸器官由鼻、咽、喉、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肺是最主要的呼吸器官，是气 

体交换中转站，能够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



2.2呼吸与健康生活(练习)-2023-2024学年四年级科学上

册同步备课教科版(2017)

一、选择题

1. 下列关于肺活量的说法正确的是()。 

A. 肺活量越大呼吸能力越弱

B. 用鼻子呼吸和用嘴呼吸肺活量是一样的

C. 一次用力吸气后，再用力呼出的气体总量，就是你的肺活量 

2. 在呼吸过程中，肺部的作用是()。

A.气体运输           B.  净化空气              C. 交换气体

3. 近年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很多人不幸感染冠状病毒后，出现发热、咳嗽、气促和   

呼吸困难等症状，在较严重的病例中，还可能导致肺炎、急性呼吸道综合征、肾衰竭， 

甚至死亡。冠状病毒主要感染人体呼吸系统中的(  ),它是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主要  

场所。

A. 喉咙         B. 气 管            C.  肺               D.   胃

4. 四年(1)班的同学们在使用如图这种简易肺活量测量袋来测量肺活量时，出现了下 

列几种操作，其中操作不规范的是(  )。

A.  测量时，轻轻吹一口气

B.  测量后，立即收紧通气管

C.                          读数时，取三次测量的最大值



5. 四年级每个班级都是一个作息规律的集体，在以下班级活动中，会让同学们每分钟 

呼吸次数明显增加的活动是(  )。



A.                             课堂上认真听讲                  B.  午餐后

安静休息               C.                                 体育课积极锻炼

6. 呼吸是人体重要的生命活动，呼吸过程需要身上多个器官共同参与。本学期，在同 

学们学习过的身体器官中(  )是呼吸器官。

A.  耳 朵                B.  肺                      C. 胃

7.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人体运动量越大，消耗的氧气就越少

B. 呼吸过程中使二氧化碳进入血液，同时排出氧气

C.  人的呼吸实际上在进行气体交换

8. 为了抵御新冠病毒，小林每天跑1500米增强体质，跑步时呼吸次数增加的原因是

()。

A.  人体紧张            B.  耗氧量增加            C.  心跳加快

9.下面()不是保护呼吸器官的正确做法。

A. 空气不良时戴口罩出门             B.   经常开窗通风透气

C. 经常吸二手烟                     D. 经 常 锻 炼

10. 植物制造养料所必需的原料是(  )。

A. 氮 气        B. 氧 气            C. 二氧化碳        D.   新鲜空气

二、填空题

11.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增强(     ),保持身体健康。

12.吸气，是含有氧气的空气由鼻子或口腔进入气管，再进入肺的过程。此时胸腔扩张， 

腹部     (填“收缩”或者“放松”)。

13.呼吸的过程是气体交换的过程，使氧气进入血液，同时排出(    ),肺是身体气

体交换的(     )。

14.                是身体里气体交换的“中转站”,这个“中转站”的       直接决定着每次呼 

吸气体的交换的量。



三、判断题

15.快速上楼后，呼吸和心跳速度不会改变。(     )



16. 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主要是腹部。(     )

17. 人体运动量越大，消耗的氧气也越多，所以应该减少运动。(    )

四、简答题

18. 我们剧烈运动后，呼吸次数常常会有什么变化?请解释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

19. 测量小明安静状态和运动状态下每分钟的呼吸次数，得到如下数据。

安静状态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每分钟的呼吸次数 21 18 23

活动后 慢走20步后 快走20步后 跳动20次后

每分钟的呼吸次数 23 26 35

比较安静状态和运动之后一分钟的呼吸次数，我的发现?

五、实验题

20. 疫情期间，口罩已成为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必需品。生活中各类口罩样式、材质、 

结构多样，主要功能也不尽相同。不同种类的口罩防尘能力是否一样呢?某兴趣小组选   

择三款口罩各一个进行研究：

步骤一：在剪去瓶口和瓶底的塑料瓶中装上一药匙白色的痱子粉。将吹风机、塑料瓶、 

A口罩和黑布依次进行组装，如图所示。

步骤二：打开吹风机冷风档吹5秒钟，取下黑布，观察黑布上痱子粉的多少。



步骤三：换用B 口罩、C 口罩，重复步骤一、二，记录三次实验后黑布上痱子粉的多少， 

结果如表所示。

口罩种类 黑布上痱子粉的多少



A 口 罩 很多

B 口 罩 很少

C 口 罩 几乎没有

回答下列问题：

(1)实验中使用黑布而不选择浅色布的原因是         

(2)分析表中的实验结果，可得出       _口罩的防尘功能最好；

(3)实验方案还存在缺陷，为了提高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你的建议是         

(4)该实验结果可以用来判断口罩的防尘能力，但不可以用来判断口罩的防病毒能力， 
原因是          

o



参考答案：

1.C

【详解】正常情况下不用口腔呼吸，因为鼻腔里有鼻毛不仅可以给寒冷，干燥的空气加热， 

加湿，还可以阻挡空气中的一些灰尘，细菌，对人体器官起到保护作用，相反口腔没有这些  

作用。

A、肺活量越大呼吸能力越强，说法错误。

B、用鼻呼吸和用口呼吸一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应该用鼻呼吸，对人体器官起到保护作用。 

C、一次用力吸气后，再尽力呼出的气体总量，就是你的肺活量，说法正确。

2.C

【详解】呼吸系统包括呼吸道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和肺，肺是最主要的呼吸器官， 

它位于胸腔内，左右各一个，是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

3.C

【详解】人体的呼吸器官由鼻、咽、喉、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肺是最主要的呼吸器官， 

是气体交换中转站，能够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也是冠状病毒主要感染的人体呼吸系统  

中的呼吸器官。

4.A

【详解】肺活量的大小是肺功能强弱的一项指标，肺活量越大，肺功能越强。肺活量大小与 

性别、年龄、健康、运动等因素有关，表示肺活量大小的单位是毫升。使用简易肺活量测量 

袋来测量肺活量时，测量后，立即收紧通气管，读数时，取三次测量的最大值，BC 做法正 

确 ，A 做法错误，测量时，尽力吹一口气。

5.C

【详解】经常锻炼的人，在运动后身体呼吸和心跳变化较小，正常下，一分钟呼吸的次数与 

年龄、健康状况、劳动强度等有关。运动会耗费大量的氧气，人是通过呼吸得到氧气，所以 

呼吸加快，C 是正确的选项。

6.B

【详解】人体的呼吸器官由鼻、咽、喉、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肺是最主要的呼吸器官， 

是气体交换中转站，能够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肺属于呼吸器官，直接参与呼吸：耳朵、 

胃都不直接参与呼吸。

7.C

【详解】人体的呼吸实际上是在进行着气体交换，使氧气进入血液，同时排出二氧化碳，C



是正确的选项；A 错误，人体运动量越大，消耗的氧气就越多；B 错误，呼吸过程中使氧气 

进入血液，同时排出二氧化碳。

8.B

【详解】运动后，人体每分钟呼吸的次数比安静时要多；那么此时呼出和吸入气体的数量比 

安静时要多。运动后呼吸次数及吸入气体多是因为人体运动过程中，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 

9.C

【详解】呼吸系统包括呼吸道和肺。呼吸道由鼻、咽、喉、气管、支气管组成。保护呼吸器 

官的方法有：多运动、洒水降尘、空气质量不好时戴口罩、不随地吐痰、经常开窗通气、不 

抽烟等。经常吸二手烟会影响肺的伤害，不是保护呼吸器官的正确做法。

10.C

【详解】绿色植物的叶片在阳光下能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制造淀粉等营养物质，同时放出氧气， 

人们把叶的这种作用称作光合作用。所以植物制造养料所必需的原料是二氧化碳。

11. 体质

【详解】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可有效提高人的神经反应能力，坚持体育锻炼，对骨骼，肌肉， 

关节和韧带都会产生良好的影响。所以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保持身体健康。 

12. 收缩

【详解】吸气，是含有氧气的空气由鼻子或口腔进入气管，再进入肺的过程。此时胸腔扩张， 

腹部收缩。呼气，是交换后的空气由肺部到气管，再由鼻腔或口腔呼出的过程。此时胸腔收 

缩，腹部放松。

13.             二氧化碳    中转站

【详解】人的呼吸实际上是进行气体交换，使氧气进入血液，使二氧化碳排出体外。呼吸 

是指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气体交换的过程。肺是呼吸系统的主要器官，是进行气体交换的中 

转站，由肺泡组成。

14.     肺    大小

【详解】肺是呼吸系统的主要器官，是身体气体交换的“中转站”,由肺泡组成。这个“中转 

站”的大小直接决定着每次呼吸气体交换的量。

15. ×

【详解】每个人的呼吸和心跳在不同状态下都是不一样的，在安静的时候会稍减慢，在兴奋 

的时候会加快。运动会耗费大量的氧，氧气通过呼吸进入体内，所以运动时呼吸加快，人又 

是通过血液传递氧，所以心跳会加快，从而加快血液流动。快速上楼后，呼吸和心跳速度都



会改变。题干说法错误。 

16. ×

【详解】呼吸系统包括呼吸道和肺，呼吸道是空气的通道，肺是最主要的呼吸器官，是进行 

气体交换的主要场所。

17. ×

【详解】肺活量是指一次尽力吸气后，再尽力呼出的气体总量。肺活量是人体呼吸功能的重  

要指标，代表了一个人潜在的呼吸功能和健康状况。人体运动量越大，消耗的氧气也越多， 

但是长期运动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的肺活量，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所以我们要积极锻炼。

18. 呼吸次数会加快。因为剧烈运动后，身体消耗了大量的氧气，需要快速补充。

【详解】人的呼吸实际上是在进行着气体交换，使氧气进入血液，同时排出二氧化碳。我们 

剧烈运动后，呼吸次数常常会加快。因为剧烈运动后，身体消耗了大量的氧气，需要快速补 

充。

19.安静状态下呼吸平稳，次数较少，运动之后呼吸次数增加，运动越剧烈，呼吸越快。

【详解】人在运动时，因为消耗能量，增加了耗氧量，所以人体的循环系统需要增加氧的 

需求，通过呼吸系统，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来增加血氧，随着运动量加大，呼吸也会 

加快。

20.            观察白色的痱子粉更明显     C          增加每种测试口罩的数量    病毒的体积 

比痱子粉的体积小得多

【分析】病毒比细菌小，最小的病毒，如黄热病毒的直径约为22纳米，最大的病毒，如天 

花病毒的直径约为250纳米。病毒是如此之小，用实验室里的光学显微镜根本无法观察到它， 

必须用分辨率更高的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它。

【详解】(1)痱子粉是白色的，实验中使用黑布而不选择浅色布的原因是观察白色的痱子粉 

更明显；

(2)实验通过对比黑布上痱子粉的多少来判断口罩的防尘性能，黑布上的痱子粉越少，说 

明口罩的防尘能力越强。分析表中的实验结果，可得出C 口罩的防尘功能最好；

(3)实验方案还存在缺陷，为了提高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我的建议是增加每种测试口罩的 

数量，减少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4)该实验结果可以用来判断口罩的防尘能力，但不可以用来判断口罩的防病毒能力，原 

因是病毒的体积比痱子粉的体积小得多，防尘和防病毒的区别很大。



2.3测量肺活量(练习)-2023-2024学年四年级科学上册同

步备课教科版(2017)(含答案解析)

一、选择题

1. 小科经常锻炼身体，小明平时不喜欢运动，他们一起跑完800米后，呼吸次数增加 

的比较多的是(  )。

A.  小科                B.  小明                   C.    一样多

2.下列有关肺活量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每个人的肺活量都是一样的

B.  小科爱运动，小红不爱运动，小科的肺活量可能要比小红的大

C. 肺活量大的人，身体供氧能力更弱 

3.一个人的肺活量很大，说明他(  )。

A. 肺比较大                         B. 身材一定很魁梧

C. 每次呼吸的气体量比较多

4.下列活动，对增加人体肺活量有明显效果的是(  )。

A.  博览群书            B. 定期长跑              C.  玩电脑游戏

5. 评价肺功能强弱指标依据的是()。

A. 心脏跳动次数的多少 B. 肺活量的大小           C. 脉搏跳动次数的多少

6. 儿童探索乐园有一处制作工坊，那里有一套测量肺活量的装置，鹏鹏和爸爸进行了 

测量。他们测量的结果如下：10岁的鹏鹏肺活量为4800ml,36 岁的爸爸肺活量为

3800ml。鹏鹏和爸爸身体都很健康，导致这个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是(  )。

A. 鹏鹏测量的时候，仪器漏气

B. 鹏鹏测量的时候，吹气中途又吸气了，不止吹了一口气

C. 鹏鹏没有尽力呼出所有气体

7.小科发现自己的肺活量太小了，为了增大肺活量小科可以(  )。

A.  多吃些营养品        B.   加强体育锻炼          C.   多睡觉

8.小丽是一名身体健康的四年级小学生，她的肺活量最可能是(  ) 毫 升 。

A.4500                      B.1500                           C.500                              D.100

9.小科拿了一个简易装置(如图)测量了自己的肺活量，测肺活量时要(  )。



A.  用力呼气，一直到将塑料袋吹胖

B. 深吸一口气，尽最大能力呼出气体 

C.  上述方法都错误

10.用肺活量测量袋测量肺活量时，以下操作错误的是()。

A. 一口气吹完可以再吹一 口          B.  呼气的时候，要捏紧袋口，以免漏气

C. 卷折测量袋到其最鼓的时候才能读数

二、填空题

11.                      是人体吸入最多空气后，呼出去空气的量，它是衡量          是否健康 

的一个指标。

12. 测量肺活量时，一般使用的测量单位是       -0

13.  学校组织体检，小明测得的肺活量是800ml,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014)年修订》,四年级男生肺活量合格是1000—1820ml, 小明的肺活量(     )国

家标准。(填“达到”或“没有达到”)

14.                   是身体气体交换的“中转站”,这个“中转站”的大小直接决定着每次呼吸气 

体交换的量。        是人体吸入最多空气后，呼出去空气的量。

三、判断题

15.经常锻炼身体，可以提升身体的肺活量，有利于身体健康。(     )

16. 肺活量是指人体吸入较少空气后，呼出空气的量。(     )

17.小学四年级男生的肺活在1100毫升～2000毫升之间。(     )

18.小科同学是四年级的一名男生，他测得的肺活量是1000毫升。他的肺活量是符合 

健康标准的。(    )

四、简答题

19.华华按照正确的方法重新测了一次肺活量，是1250毫升，并将自己的肺活量与全 

班同学的肺活量进行了对比，班级肺活量数据如下图所示：



O  女生 

△  男  生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有关肺活量的数据：小学四年级男生肺活量在1100毫升 

--2600毫升，小学四年级女生肺活量在900毫升--2000毫升。

观察全班同学的肺活量数据，我们发现：       o

_

20.为了提升肺活量，你打算怎么做?

五、实验题

21.下图是一个简易肺活量计，四(1)班小芳和小强两人各拿了一个，分别往测量袋 

里用力吹气。

(1)小芳的测量袋鼓起后的数值是1100毫升，小强的测量袋鼓起后的数值是1000毫 

升，       的肺活量大一些。

(2)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中有关肺活量的数据：小学四年   

级男生肺活量在1100毫升～2600毫升；小学四年级女生肺活量在90毫升～2000毫升。 

小芳(女生)和小强(男生)都达到标准了吗?



(3)小强想增大肺活量，你有什么建议?

六、综合题

22.成年人平均有3亿—4亿个肺泡，其表面积竟达75—130平方米，相当于2个教室



的占地面积。但很多人呼吸短促，使空气不能深入进入肺叶下端，导致换气量小。

坚持体育锻炼的同学肺活量一般比较大。一般来说，普通人只能达到三四千，比较高的 

可以达到四五千。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肺活量使测试一个游泳运动员能有多大发展的 

重要指标。游泳运动员孙杨的肺活量高达9000毫升，是普通人的两三倍。孙杨的肺活 

量不是天生就这么高，他是经过后天不断的练习才达到的，所以肺活量不是完全取决于 

先天条件，更多的是后天的练习。

从资料中可以看出，      是测试游泳运动员发展的重要指标。孙杨肺活量这么大，更 

多是      0

我们推测：人体肺泡表面积这么大会有利于      





参考答案：

1.B

2.B 

3.C 

4.B

5.B

6.B

7.B 

8.B

9.B   

10.A

11.                    肺活量     人体发育

12. 毫升

13. 没有达到

14.             肺     肺活量 

15.√

16. × 

17. ×

18. ×

19.①全班肺活量数据最低的是一位女生，最高的是一位男生。②班级男生的平均肺活量   

高于女生的平均肺活量。③与全班同学的肺活量相比，华华的肺活量处在班级的较低水平。

④ 华华班级里大部分女生/男生的肺活量都符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0. 每天有计划的开展体育锻炼，比如长跑、跳绳、打篮球等，通过体育锻炼增强肺活量。

21.            小芳     小芳达到标准，小强没有达到标准；     增加体育锻炼

22.            肺活量    后天的练习   换气



2.4一天的食物(练习)-2023-2024学年四年级科学上册同

步备课教科版(2017)(含答案解析)

一、选择题

1. 在记录一天的食物过程中，下列做法正确的是(  )。

A.  我们吃的零食不做记录

B. 韭菜炒蛋记为一种食物

C. 要以我们一天吃的真实情况记录，不弄虚作假

2.如图是同学们为了统计食物制作的食物卡片，这些卡片中最符合课堂要求的是 

(  )。

A.                      B.                          C.  

3. 我们每天还要喝大约(  )毫升的水。

A.15                                       B.150                                            C.1500

4. 小明早餐吃了火腿肠面包、牛奶、鸡蛋，请问他吃了()种食物。

A.2   种          B.3   种             C.4   种             D.5   种

5.小科早晨吃了一碗牛肉面，喝了一杯牛奶，至少应该记录为几种食物。(  )

A.1   种                 B.2    种                    C.3    种

6.在“平衡膳食宝塔”中，各层食物所占的面积都是不同的，其中占面积最大的是()。

A.  水果类和蔬菜类      B.   谷薯类                C. 油脂类

7.下列不属于主食的是(  )。

A.  面条         B. 米 饭            C.  鸡 蛋            D.   小笼包

8. 根据食物中的营养，请为自己选择一份营养均衡的健康早餐(  )。

A.  汉堡、炸鸡腿、薯片、雪碧         B.荷包蛋、方便面、火腿肠、可乐

C.  白煮蛋、稀饭、炒青菜、牛奶

9.我们按“平衡膳食宝塔”的标准制定一份合理的食谱，处于塔底的是()。

A.  蔬菜水果类          B.   五谷类                C. 鱼虾、肉和蛋类

10.在“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中，所占面积最大的是(  )。

A. 油脂类      B.  蔬菜水果类      C.   谷薯类          D.  盐



二、填空题



11. 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通常分为         、糖类、         、维生素、无机盐和水。 

含有          的食物遇到碘后变蓝。

12. 在白纸上涂抹食用油，你会看到白纸上留下了油渍。再用肥肉在白纸上涂抹也留下  

了油渍，这说明肥肉中含有脂肪，我用的实验方法是         法(选填：类比；概括)。 

13. 面对众多食物，我们根据食物的生熟，可以把食物分为        和熟食；按照食物  

的来源，可以分为        类食物和动物类食物。

14. 按来源，食物可以分为       和      -0

三、判断题

15.在一天的食物中，我们的主食是肉类。(     )

16.小州晚餐吃了凉拌黄瓜和清蒸鲈鱼，可以按食物的生熟食用方法来对它们进行分类。 

(     )

17. 根据食物的生熟可以分为荤食和素食。(     )

18.在给食物分类时，“炒三丝”可以分到熟食类。(     )

19. 对食物进行分类时，一次可以选定一个标准对食物进行分类。(     )

四、简答题

20. 根据食物的来源，可以将食物分为植物类食物和动物类食物，请你各列举3例。

21. 你喜欢什么食物?请为自己设计明天的三餐吧!

五、实验题

22.在学习《食物》单元时，明德小学四年级一班的同学很想知道面包发霉是否跟水分、 

温度有关。于是在科学课中，进行了试验探究，请你与他们一起完成实验。

实验名称：面包发霉的条件。

实验器材：4块相同的面包、水、4个塑料、少许霉菌、牙签。



实验步骤：第一块面包干燥，在第二、三、四面包上分别滴10滴水。然后，把四块面 

包分别放到4个塑料袋里，扎紧袋口。四块面包放在不同环境中，如图所示。



第一块

干燥常温

第二块

潮湿常温

第三块

潮湿低温

第四块

潮湿较高温

(1)分析实验现象：比较第(     )块面包和第(     )块面包上霉菌生长数量，可以 

说明面包的发霉是与水分有关。比较第(     )块面包和第(     )块面包上霉菌生长 

数量，可以说明面包的发霉是与温度有关。

通过这个实验得出结论：面包的发霉与(     )和(     )有关。

(2)观察变质的面包时要(     )的方式闻气味，可以用(     )来更清楚地观察食物 

上的霉菌。

(3)请你写出两种储存食物的方法?(     )

(4)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为了(    )。

六、综合题

23.一日三餐的食物。

早餐 午餐 晚餐 其他

A . 牛 奶 B . 面 包 C . 荷 

包蛋

D.米饭E.鲫鱼F.青椒G. 

胡萝卜

H.稀饭I.馒头J. 

土豆

K.苹果L.橘 

子

将上表中食物序号填在括号里。每小题只填符合条件的两种食物即可。

(1)这些食物中，含有丰富蛋白质的有(     )、(     )等；

(2)这些食物中，含有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有(     )、(     )等；

(3)把这些食物各取少量，分别滴几滴碘酒，发现碘酒在(     )、(     )等食物上 

会变成蓝色。

(4)上面的食物中，动物性食物有(     )、(     )等。



参考答案：

1.C

【详解】根据记录一天食物的注意事项，重复吃一种食物(如米饭)应该把食物分开来记， 

只记录一次做法是错误的。韭菜炒蛋应记为两种食物；要以我们一天吃的真实情况记录，不   

弄虚作假。做法正确。

2.A

【详解】根据记录一天食物的注意事项，多种食材制成的食物，要分别进行统计。西红柿炒 

鸡蛋记作鸡蛋、番茄，符合课堂要求。小笼包应该记作面粉和肉，炒饭应该记作米饭、火腿、 

鸡蛋、黄瓜等。选项A 符合要求。

3.C

【详解】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水分是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之一。我 

们每天还要喝大约1500毫升的水，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利。

4.C

【详解】记录一天中吃的食物要按照早餐、午餐、晚餐的顺序回忆。重复吃的要分多次记。 

根据对食物记录的认识，小明早餐吃了火腿肠、面包、牛奶、鸡蛋4种食物。

5.C

【详解】记录一天中吃的食物要按照早餐、午餐、晚餐的顺序回忆。重复吃的要分多次记。 

根据对食物记录的认识，小科早晨吃了一碗牛肉面，喝了一杯牛奶，至少应该记录牛肉、面   

和牛奶三种食物。

6.B

【详解】营养学家为提倡合理膳食，设计了“平衡膳食宝塔”,其中谷类食物(淀粉)位居底 

层；蔬菜和水果(维生素)居第二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蛋白质)位于第三层； 

奶类和豆类食物(糖类)合居第四层。第五层塔顶是烹调油(脂肪)和食盐。在“平衡膳食  

宝塔”中，各层食物所占的面积都是不同的，其中占面积最大的是谷薯类，B 是正确的选项。

7.C

【详解】通常我们说的主食，主要是指粮食，包括米、面、杂粮等，而将菜肴(鱼、肉、蛋、 

菜、豆制品等)称为“副食”,主食中所含的主要成分为碳水化合物。面条、米饭、小笼包属  

于主食，鸡蛋属于副食。

8.C

【详解】食物种类及所含营养成分较多，食物所含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通常分为：糖类、



蛋白质、脂类、维生素和无机盐以及水，不同的食物营养成分对人体各有不同的作用。每个 

营养早餐食谱应有肉奶蛋类、面点类、蔬菜类等三部分组成，C 能量充足、配比均衡。

9.B

【详解】营养学家为提倡合理膳食，设计了“平衡膳食宝塔”,平衡膳食宝塔共分五层，包含 

我们每天应吃的主要食物种类。宝塔各层位置和面积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类食物 

在膳食中的地位和应占的比重。按“平衡膳食宝塔”的标准制定一份合理的食谱，最底层的食 

物是五谷类。

10.C

【详解】平衡膳食宝塔共分五层，包含我们每天应吃的主要食物种类。宝塔各层位置和面积 

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类食物在膳食中的地位和应占的比重。谷类食物(淀粉)位 

居底层，所占面积最大。

11.             蛋白质     脂肪     淀粉

【详解】我们吃的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通常分为蛋白质、糖类、脂肪、维生素、无机盐和水。 

其中糖类包括淀粉、蛋白质和脂肪。淀粉是糖类的重要成员之一，淀粉的特性是遇碘变蓝。 

所以把碘酒滴在馒头上，滴碘酒的地方会变为蓝色。

12.类比

【详解】人体需要多种营养支持，食物所含的营养非常丰富，有蛋白质、糖类、脂肪、维生 

素和矿物质以及水。在白纸上涂抹食用油，你会看到白纸上留下了油渍。再用肥肉在白纸上 

涂抹也留下了油渍，这说明肥肉中含有脂肪，我用的实验方法是类比法。

13.             生食    植物

【详解】食物的分类方法有很多如按人们的生活习惯，可以把食物分成粮食、蔬菜和水果、 

调味品等；根据食物的来源分，可以分为植物类食物和动物类食物；按照食物的主次分类， 

可以分为主食和副食，还可以按照生熟分类分为熟食和生食等。

14.             植物类食物     动物类食物

【详解】食物是指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食物 

的分类标准很多，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同一种食物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根据食物的来 

源分，可以分为动物类食物和植物类食物。

15. ×



【详解】食物含有的六种主要营养成分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和水。 

不同食物中营养物质的种类和含量不同，我们每天需要的营养成分主要来自食物，营养均衡



才能健康成长。一天中，我们一共要吃多种食物，我们的主食是是米饭、面食类，不是肉类。 

16.√

【详解】食物的分类方法有很多如按人们的生活习惯，可以把食物分成粮食、蔬菜和水果、 

调味品等；根据食物的来源分，可以分为荤食类食物和素食类食物，它们分别来自动物类食  

物和植物类食物；按照食物的主次分类，可以分为主食和副食，还可以按照生熟分类分为熟  

食和生食等。

17. ×

【详解】食物是指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食物 

的分类标准很多，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同一种食物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类别。食物是指能够 

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根据食物的生熟，可以分为 

生食和熟食。

18.√

【详解】生活中我们常把食物分为主食和副食，也可按食物来源分为动物类食物和植物类食 

物，根据食用方法分为生食食物和熟食食物。“炒三丝”要经过烹饪做熟后才能食用，可以分 

到熟食类。题目的说法是正确的。

19.√

【详解】食物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按照食物的来源我们可以分为植物 

性的素食和动物性的荤食，按照主副食我们可以分为主食和副食，按照熟和生我们可以分为 

熟食和生食，按照生活习惯我们可以分为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等，给食物分类 

会方便对食物的研究。给食物分类的方法很多，但在一次分类中只有一个标准，所以题干 

中的说法是正确的。

20. 植物类食物：西红柿、黄瓜、馒头等；动物类食物：鱼、鸡肉、大虾等。

【详解】根据食物的来源，可以将食物分为植物类食物和动物类食物。苹果、馒头、梨属于 

植物类食物；鸡蛋、牛奶、猪肉属于动物类食物。

21.早餐：肉包子、牛奶(或豆奶)、咸鸭蛋(半个)。中餐：馒头、黄豆烧牛肉、干煽四季 

豆、鸡蛋汤。晚餐：炒面、清炒菠菜、青椒土豆丝。

【分析】食物种类及所含营养成分较多，食物所含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通常分为：糖类、 

蛋白质、脂类、维生素和无机盐以及水，不同的食物营养成分对人体各有不同的作用。



【详解】一天三餐规律饮食，不暴饮暴食，营养上注意荤素搭配，不偏食，均衡膳食健康， 

如早餐.肉包子、牛奶(或豆奶)、咸鸭蛋(半个)。中餐.馒头、黄豆烧牛肉、干煽四季豆、



鸡蛋汤。晚餐：炒面、清炒菠菜、青椒土豆丝，以此作答即可。

22.                     二    三    四    温度    水分    用手扇一扇闻    放大镜 

冷冻、腌制    破坏微生物的生长繁殖的条件。

【分析】微生物的生长与繁殖和植物、动物一样需要一定的空气、水分和适宜的温度等条 

件。在适宜的环境里，它们能很快地繁殖。越来越多的微生物分解、吸收食物中的营养，同 

时排出废物，使食物不再是原来的样子，食物腐败变质了。

【详解】(1)对比实验只有一个变量，由于研究的是面包的发霉是与水分有关，唯一的变量 

是水分，所以应该选择第一块面包和第二块；对比实验只有一个变量，由于研究的是面包的 

发霉是与温度有关，唯一的变量是温度，所以应该选择第三块面包和第四块面包；

(2)由于变质的食物产生的气味对人体有害，所以观察变质的食物时要用手扇一扇闻的方 

式闻气味；放大镜放大几十倍，能观察到生物的一些较小的器官和组织，所以可以用放大镜 

来更清楚地观察食物上的霉菌；

(3)霉菌生长得快的条件：温暖、潮湿、阴暗没有光的环境里。所以防止发霉可以放在通 

风的地方、用真空袋包装、冷冻、腌制等；

(4)霉菌的生长与繁殖和植物、动物一样需要一定的空气、水分和适宜的温度等条件。在 

适宜的环境里，它们能很快地繁殖。防止发霉的方法都是用破坏微生物的生长繁殖的条件可 

以减慢食物变质的速度。

23.                 A            E              F             G             B             D             A              E

【分析】食物含有的六种主要营养成分是糖类、蛋白质、脂肪、无机盐、维生素和水。不同 

食物中营养物质的种类和含量不同，我们每天需要的营养成分主要来自食物，营养均衡才能 

健康成长。

【详解】(1)食物含有的六种主要营养成分是糖类、蛋白质、脂肪、无机盐、维生素和水。 

不同食物中营养物质的种类和含量不同，牛奶和鲫鱼中含有丰富蛋白质；

(2)食物含有的六种主要营养成分是糖类、蛋白质、脂肪、无机盐、维生素和水。不同食 

物中营养物质的种类和含量不同，胡萝卜、青椒含有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

(3)淀粉有遇碘酒变蓝的特性，生活中常用滴碘酒观察是否变色来判断是否含有淀粉。根 

据判断淀粉的方法，在食物上滴加碘酒，观察颜色变化，如果变蓝色，说明含有淀粉，否则 

不含淀粉，比如面包、米饭等。



(4)食物是指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根据食 

物的来源分，可以分为动物类食物和植物类食物。牛奶和鲫鱼属于动物类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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