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张掖市高台县小升初科学考试试卷模拟真题(教科版)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得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填写好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等信息

2．请将答案正确填写在答题卡上

第 I 卷（选择题）

评卷人 得分

一、选择题

1．马铃薯遇到碘酒会变色，这种变色后的物质是（ ）。

A．淀粉 B．碘酒 C．既不是淀粉也不是碘酒

2．昆虫头上（）的就是它的鼻子

A．触角 B．复眼 C．鼻子

3．我们利用显微镜看到的物体是（）。

A．放大了的正像 B．放大了的倒像

C．缩小了的倒像 D．缩小了的正像

4．如图 所示的标志是（ ）。

A．交通标志 B．可回收垃圾标志 C．其它垃圾标志 D．绿色食品标志

5．把相同的重物沿着不同的斜面向上提升，下面三种方式最省力的是（ ）。

A． B．

C．

第 II 卷（非选择题）

评卷人 得分 二、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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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物质的化学变化过程往往伴随产生种种现象，常见诸如_____、_____、_____、_____

等。

7．荷兰生物学家( )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可以放大近 300倍的金属结构的显微镜，

并发现了( )。

8．由于煤、石油等的化石燃料消耗量急剧增加，使空气中的__________含量不断增加，

导致全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给全球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

9．许多岩石是由矿物组成的，如花岗岩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矿

物的晶体组成。

10．1969年 7月，美国的__________载人飞船成功地在月球上着陆。第一个踏上月球

的人是美国的__________。

11．大熊星座的明显标志就是我们熟悉的由七颗亮星组成的__________。在北部天空的

小熊座上有著名的__________。

12．( )是从源头上解决垃圾问题的办法。

13．使用机械的目的是为了__________、__________地完成一些不好做的事情。

14．如图实验是研究________的实验。相同的条件是________，不同的条件是________。

图________的铁钉生锈多。

评卷人 得分

三、判断题

15．月相的变化是指月球自身形状的变化。( )

16．在放大镜下，我们发现蟋蟀的耳朵长在触角上。( )

17．放大镜和老花镜都是凸透镜，而近视眼镜是凹透镜。 ( )

18．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在一次实验中，偶尔发现了电流周围存在磁场。( )

19．白糖加热的过程中生成了新物质，所以只伴随着化学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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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卷人 得分

四、连线题

20．连线题。

八大行星中距离太阳最近的是 金 星

八大行星中自转周期最大的是 海王星

八大行星中公转周期最大的是 木 星

八大行星中直径最大的是 地 球

八大行星中排在第三层轨道上的是 水 星

评卷人 得分

五、综合题

21．如果各给你 2个钩码，你能使图（1）、图（2）两个杠杆尺平衡吗？画出钩码的位

置。

探究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后的变化。

22．我们看到了什么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把玻璃片盖上，用手摸玻璃杯，有什么感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用燃烧的细木条伸入杯中，观察到什么现象？根据这个信息，你可以做出怎样的推

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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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1页，共 5页

参考答案：

1．C

【解析】

【详解】

脂肪会在纸上留下油渍，淀粉有遇到碘变蓝色的性质，蛋白质在燃烧时会发出像头发烧焦的

气味。马铃薯中含有丰富的淀粉，淀粉有遇碘变蓝的特性，但是这种变色的物质，既不是淀

粉也不是碘酒，而是一种新物质。

2．A

【解析】

【详解】

略

3．A

【解析】

【详解】

略

4．C

【解析】

【详解】

生活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各类垃圾的标志和收集

容器颜色不同。题干中图示的标志是其他垃圾的标志。

5．C

【解析】

略

6． 发光发热 产生气体 改变颜色 产生沉淀物

【解析】

【详解】

物质的变化各不相同，有快有慢，有些变化只改变了物质的状态、形状、大小等，没有产生

新的不同于原来的物质，我们把这类变化称为物理变化，有些变化产生了新的物质，我们把

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称为化学变化。物质的化学变化过程往往伴随产生种种现象，常见诸如

发光发热、产生气体、改变颜色、产生沉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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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文虎克 微生物

【解析】

【详解】

生物学家列文虎克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可以放大近 300倍的金属结构的显微镜，发现了微生

物。为了看到更小的物体，人们又研制出电子显微镜和扫描隧道显微镜。

8． 二氧化碳 气候变暖 土壤沙漠化 冰川融化

【解析】

【详解】

由于煤、石油等的化石燃料消耗量急剧增加，产生了大量二氧化碳，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

量不断增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土壤沙漠化、冰川融化，给全球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我

们要保护环境，爱护地球。

9． 长石 云母 石英

【解析】

【详解】

岩石是由一种或几种矿物组成组成的，具有稳定外形的固态集合体。花岗岩是岩浆岩的一种，

主要成分是石英、长石和云母。质地坚硬，色泽美丽，是很好的建筑材料。

10． 阿波罗 11号 阿姆斯特朗

【解析】

【详解】

自古以来，人们就不断地改进观测工具去探索和认识月球。1969年 7月，美国的阿波罗 11

号载人飞船成功地在月球上着陆，阿姆斯特朗留下人类在月球上的第一个足迹。

11． 北斗七星 北极星

【解析】

【详解】

为了便于辨认，我们把星空划分成不同的区域，称为星座，大熊星座的明显标志就是北斗七

星，在北部天空的小熊星座上有著名的北极星，可以帮助我们在夜间辨认方向。

【点睛】

掌握星座的定义及常见星座的标志。

12．减少垃圾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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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

重新使用是指多次或用另一种方法来使用已用过的东西，是减少垃圾数量的重要方法。减少

垃圾数量的办法有重新使用和减少丢弃。解决垃圾问题要从各方面努力，首先要减少垃圾的

数量，减少垃圾是从源头上解决垃圾问题的办法。然后把可利用的材料回收，剩下的再作无

害处理。

【点睛】

本题考查减少垃圾，要求学生掌握减少垃圾是从源头上解决垃圾问题的办法。

13． 省力 方便

【解析】

【详解】

在长期的实践中，人类逐渐学会了使用简单机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用机械可以在省力、

改变动力的方向或移动的距离上得到好处，给人们带来方便，做到方便快捷等。

【点睛】

利用机械既可减轻体力劳动，又能提高工作效率。

14． 铁生锈与空气有关 水 空气 图乙

【解析】

【详解】

该实验是研究铁生锈与空气的关系。相同的条件是都浸在水中，不同的条件是甲完全浸没在

水中，乙则有一半暴露在空气中。铁生锈的原因与水和空气有关，在日常生活中铁生锈的快

慢与水的多少关系很大，因此图乙的铁钉生锈多。

【点睛】

铁生锈是一种化学变化，铁锈是一种不同于铁的新物质。

15．×

【解析】

【详解】

每天随着月亮在星空中自西向东地移动一大段距离，它的形状也在不断地变化着。这就是月

亮位相变化，叫做月相。“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里的圆缺就是指“月相变化”：

在地球上所看到的月球被日光照亮部分的不同形象，并不是月球自身形状的变化。

16．×

【解析】

ww
w.
xs
c.
cn



答案第 4页，共 5页

【详解】

使用放大镜观察昆虫，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用放大镜观察发现，蟋蟀的“耳朵”在其足

的内侧。

17．√

【解析】

【详解】

略

18．√

【解析】

【详解】

1820年，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在一次实验中，偶然让通电的导线靠近指南针，发现了指针偏

转这一现象，发现了电流周围存在磁场，为人类大规模利用电能打开了大门。

19．×

【解析】

【详解】

白糖加热时融化变色既有化学变化又有物理变化。刚开始加热的时候，白糖会融化，由固态

变成液态，属于物理变化。之后白糖会变黑，产生一种新的物质碳，属于化学变化。

【点睛】

物理变化没有新物质的产生，只是物质形状、大小、形态的变化；化学变化是有新物质的产

生。

20．

【解析】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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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与中心太阳的距离由近至远依次为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太阳系八大行星中公转周期最长的是海王星；自转周期最大的是金星；木

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地球排在第三轨道上。

21．

【解析】

【详解】

判定杠杆是否平衡关键是它是否满足杠杆的平衡条件：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则第一

个图可以在右面 4格处挂 2个钩码，第二个图片可以在 3格处挂 2个钩码。

【点睛】

考查杠杆平衡的原理。

22．产生大量气泡。

23．有一点凉。

24．燃烧的木条熄灭了，二氧化碳可以灭火。

【解析】

22．略

23．略

2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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