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徐州市鼓楼区小升初科学考试试卷模拟真题(教科版)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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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显微镜时，我们需要_________。

A．两个凸透镜 B．两个凹透镜 C．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

镜

2．埃菲尔铁塔、鸟巢体育馆、高压电线塔这些建筑物的共同特点是运用了______的结

构稳定性原理。

A．四边形 B．五边形 C．三角形

3．人的脚能承载人体的重量是因为________。

A．脚部肌肉发达 B．足骨构成的弓呈拱形 C．脚上骨头多

4．________不能增大电磁铁的磁力。

A．增加电池 B．增加铁钉 C．增加线圈

5．在下面几个摆中，1分钟摆动次数最多的是______。

A． B． C．

6．_________能将光能转化为电能。

A．灯泡 B．干电池 C．太阳能电池

7．天文学家的“第三只眼”是________。

A．天文望远镜 B．显微镜 C．放大镜

8．下面几个电器工作时，主要的能量转化过程和电热水器相似的是_______。

A．电风扇 B．电视机 C．电饭煲

9．小强在使用螺丝刀拧螺丝时拧不动，于是他想办法做了一把更省力的螺丝刀（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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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这把螺丝刀能省力的原因是_______。

A．在小圆孔中插入小铁棍后，容易捏住

B．在小圆孔中插入小铁棍，相当于增大了轮轴的轮

C．在小圆孔中插入小铁棍，相当于增大了轮轴的轴

10．在下面的电路连接图中，能让小灯泡点亮的是________。

A． B． C．

11．长江三峡电站是利用_________发电的。

A．水力 B．火力 C．风力

12．在现代天文观察中，常用星座中最亮的星构成的图形来认识星座，下列图形（ ）

属于大熊座。

A． B． C．

13．下列各图中利用了动滑轮的是（ ）。

A． B． C．

14．放大镜下观察到的蝴蝶的触角是（ ）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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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阳光下，__________的纸吸热本领强。

A．白色 B．粉色 C．黑色

16．把碘酒滴在土豆上，土豆上________。

A．会变成蓝色 B．会变成紫色 C．不会变色

17．打开可乐瓶，会有大量的气泡冒出，这些气泡中的气体是（ ）。

A．空气 B．氧气 C．二氧化碳

18．关于月球环形山的形成，人们曾有多种猜测，目前公认的观点是（ ）。

A．火山喷发说 B．撞击说 C．气候说

19．下面_________试管中的铁钉最容易生锈。

A． B． C．

20．用显微镜观察玻片标本时，玻片移动的方向和从目镜里看到的移动方向（ ）。

A．相同 B．相反 C．无关

21．阳光照射到___________上，经镜面反射后，会聚到一点，这一点的光很强，温度

很高。

A．凹面镜 B．平面镜 C．凸面镜

22．将一张纸燃烧和把一张纸撕碎作比较分析，正确的是（ ）。

A．前者没有产生新物质，后者产生了新物质

B．前者发生的是物理变化，后者发生的是化学变化

C．前者发生的是化学变化，后者发生的是物理变化

第 II 卷（非选择题）

评卷人 得分

二、判断题

23．在草原上，一种生物灭绝了，不会影响其他生物的生存。( )

24．瓦楞纸板的抗弯曲能力强，是因为它中间的“W”形结构，增加了纸板的厚度。( )

25．昆虫头上的触角就是它们的“鼻子”，这个鼻子能分辨各种气味。( )

26．电动机中换向器的作用是接通电流并转换电流方向。( )

27．微生物都是病菌，只能使人得病，不可以治病。( )

28．拱形受压后会产生一个向上抬的力，抵住了这个力，拱就能承载很大的重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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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滑轮组既能改变力的方向，又能省力。( )

30．太阳能、风能、石油都属于可再生能源。( )

31．天空中闪亮的银河，其实是由许许多多的恒星组成的一个恒星集团。( )

32．因为我们看不见、摸不到声音，所以声音不是物质。( )

33．太阳钟是根据太阳和影子的关系来计时的。( )

34．要让黄豆种子发芽，必须同时具备光、温度和水分三个条件。( )

35．我们一般可以用蒸发和降温的方法来制作晶体。( )

36．发电机发电时的能量转换过程是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

37．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了电流能产生磁性。( )

38．当镜片中央凸起的程度一样时，直径较小的放大镜放大物体图像的倍数就大。

( )

39．将通电线圈立着套在指南针上，指南针的中心越靠近线圈的中心，指针偏转的角度

就越大。( )

40．钢管是空心的，所以它比用同样多的相同材料做成的钢棒能承受的力要小。( )

41．蟋蟀的“耳朵”在足的内侧。( )

42．细胞学说的建立被誉为 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

43．如果用定滑轮拉起一物体所用的力是 1N，那么改用动滑轮就不需要用 1N的力。

( )

44．小苏打与白醋混合后会产生气体，同时释放热量。( )

45．“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语告诉我们：坚硬的钻石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

物质。( )

46．冥王星从行星降级为矮行星是因为它的体积变小了。( )

评卷人 得分

三、填空题

47．太阳、月亮、地球三个天体的运行关系如图所示，其中 A、B、C表示月球围绕地

球公转到的三个不同的位置。当月球公转到位置( ) 时，会发生日食现象。

ww
w.
xs
c.
cn



48．下图温度计的读数是____________。温度计是根据物体___________的原理制成的，

这种变化是____________。（填“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

评卷人 得分

四、实验题

下面是小林利用杠杆尺研究杠杆的秘密时，通过实验所获得的数据：

左边（阻力点）情况 右边（用力点）情况 用力情况

钩码数（个）
阻力点到支点的距

离（格）
钩码数（个）

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

（格）

1．省力；2．省力；

3． 不省力也不费力

1 1 1 1 3

2 1 1 2

2 2 4 1

2 3 3 2

3 2 3 2 3

3 2 1 6

49．请根据实验记录的数据，将上表中的“用力情况”用相应的数字填写好。

50．通过分析数据我们发现：

当__________时，杠杆省力；

当__________ 时，杠杆费力；

当 __________时，杠杆不省力也不费力。

51．请你用“●”标出下图中跷跷板、夹子开瓶器、羊角锤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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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属于省力杠杆的有__________。

评卷人 得分

五、综合题

52．科技小组的同学们为了探究物体在水中下沉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浮力大小的变化情况，

做了如下图所示的实验，并测量和记录下了一些数据。请你仔细观察实验过程和实验记

录，回答问题。

次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第 5次 第 6次 第 7次

物体浸入水中

的深度/CM
/ 1 3 5 7 8 10

测得的重力/N 4.9 4.7 4.3 3.9 3.5 3.5

（1）根据实验情况推测，第 6次实验测得的重力为__________N。

（2）分析表中数据，第三次实验时物体所受的浮力为___________N。

（3）分析表中第 1次至第 4次实验数据，可知___________________。

（4）分析表中第 5次至第 7次实验数据，可知___________________。

53．根据小磁针的运动情况，请在下图的（ ）中标出磁极名称。

评卷人 得分

六、排序题

54．下列各步骤按照制作洋葱切片标本的正确顺序排列是：___________（填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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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卷人 得分

七、连线题

55．将下列农历日期与其相应的月相用线连接起来。

初三 初七 十一 十五 十九 二十三

评卷人 得分

八、简答题

56．泰山是我国名山之一。在泰山上，随处可遇到挑山工。他们挑着沉甸甸的物品，上

山总是走“Z”形线路（如图），这是为什么？你能用学过的科学知识来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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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1页，共 12页

参考答案：

1．A

【解析】

【详解】

光学显微镜的镜头有两组，物镜和目镜，都是由凸透镜组成的。

2．C

【解析】

【详解】

像铁塔这样骨架式的构造叫做框架结构。三角形框架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埃菲尔铁塔、鸟巢

体育馆、高压电线塔这些建筑物的共同特点是运用了三角形的结构稳定性原理。

3．B

【解析】

【详解】

人体的结构非常巧妙，人的头骨近似球形，可以很好的保护大脑；拱形的肋骨护卫着胸腔中

的内脏；人的足骨构成一个拱，可以更好地承载人体的重量。

4．B

【解析】

【详解】

电磁铁的磁力大小是可以改变的，磁力的大小与电池的数量、线圈的圈数、铁芯的大小等有

关。增加电池、增加线圈圈数都能增大电磁铁的磁力大小，增加铁钉不能增大电磁铁的磁力。

5．A

【解析】

【详解】

通过反复实验发现，摆在每分钟来回摆动的次数与摆长有关，与摆幅无关，与摆锤的重量无

关。同一个摆，摆绳越长摆动越慢，摆绳越短摆动越快。图中摆长最短的是选项 A，1分钟

摆动次数最多。

6．C

【解析】

【详解】

能量的表现形式有声、光、电、风、热等不同的形式。不同形式之间的能量可以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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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2页，共 12页

灯泡是电能转化成光能和热能；干电池是化学能转化成电能；太阳能电池是将太阳能转化成

电能。

7．B

【解析】

【详解】

天文望远镜是观测天体的重要工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望远镜的诞生和发展，就没有

现代天文学。天文学家的第三只眼是天文望远镜，是 1609年意大利科学家伽俐略发明的。

8．C

【解析】

【详解】

所有的用电器都是一个电能的转化器，能够把输入的电能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电热水器的

能量转化是电能转化为热能，电风扇是电能转化成风能，电视机是电能主要转化成光能、声

能，电饭煲是电能转化成热能。

9．B

【解析】

【详解】

像水龙头这样，轮子和轴固定在一起转动的机械，叫做轮轴，在轮上用力带动轴运动时省力；

在轴上用力带动轮运动时费力。在小圆孔中插入小铁棍，相当于增大了轮轴的轮。

10．A

【解析】

【详解】

电流从电池的一端经导线流出，通过小灯泡，回到电池的另一端，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小

灯泡就会发光。A电流经过小灯泡，形成了完整的回路，小灯泡能点亮；B导线直接连接了

电池的正负极，没有电流经过小灯泡，小灯泡不会亮；C小灯泡的一端和电池正极连接，没

有形成完整的回路，小灯泡不会亮。

11．A

【解析】

【详解】

水流是有力量的，水位高，水流的力量就越大。我们可以利用水流的力量来发电。三峡工程

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

ww
w.
xs
c.
cn



答案第 3页，共 12页

12．C

【解析】

【详解】

星座是指占星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天上一群群的恒星组合。自从古代以来，

人类便把三五成群的恒星与他们神话中的人物或器具联系起来，称之为“星座”。北斗七星是

大熊座的七颗亮星。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就像一把勺子，C是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13．C

【解析】

【详解】

AB的滑轮不随重物一起移动，属于定滑轮；C的滑轮随着重物一起移动，属于动滑轮。故

选：C

14．B

【解析】

【详解】

触角是昆虫重要的感觉器官，主要起嗅觉和触觉作用，有的还有听觉作用，可以帮助昆虫进

行通讯联络、寻觅异性、寻找食物和选择产卵场所等活动。由于昆虫种类、性别不同，它们

触角的长短、粗细和形状各不相同。蝴蝶的触角细长而末端膨大，呈棒状。

15．C

【解析】

【详解】

其他条件相同时，物体颜色越深，吸热本领越强。黑色的纸吸热本领强。

16．A

【解析】

【详解】

淀粉有遇碘变蓝的特性，生活中常用滴碘酒观察是否变色来判断是否含有淀粉。

17．C

【解析】

【详解】

可乐是碳酸饮料的一种，里面会有比较多的溶解的二氧化碳。没有打开时因为瓶内压力较高

所以气泡很少，打开后因为压力突然下降原来溶于水中的二氧化碳就会析出产生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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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4页，共 12页

18．B

【解析】

【详解】

月球地貌的最大特征，就是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环形山。环形山大多是圆形，有单个的，

有几个挤叠在一起的，也有大环套小环的。环形山的直径有的不足一千米，有的直径能达到

几百千米。关于月球表面环形山的形成，人们曾有过多种猜测，目前公认的观点是“撞击说”。

B选项符合题意。

19．B

【解析】

【详解】

铁生锈是一种化学变化，铁锈是一种不同于铁的新物质。铁生锈的原因是空气和水共同作用

的结果。试管 B中的铁钉与空气、水充分接触，最容易生锈。

20．B

【解析】

【详解】

显微镜是由一个透镜或几个透镜的组合构成的一种光学仪器，是人类进入原子时代的标志。

主要用于放大微小物体成为人的肉眼所能看到的仪器。显微镜分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

用显微镜观察玻片标本时，玻片移动的方向和从目镜里看到的方向应该相反。

21．A

【解析】

【详解】

阳光照到凹面镜上，经弯曲的镜面反射后，会聚到一点。这一点的光很强，温度很高。像放

大镜一样的凸透镜也能会聚太阳光，产生高温。

22．C

【解析】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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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发生化学变化过程，往往伴随产生种种现象，如发光发热、产生气体、改变颜色、

产生沉淀物。燃烧一张纸产生了新物质，属于化学变化；而撕碎一张纸没有产生新物质，属

于物理变化。C选项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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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5页，共 12页

23．×

【解析】

【详解】

如果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受到了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失去平衡。也就是如果一种生物

灭绝了，也会影响其他生物的生存。

24．√

【解析】

【分析】

把薄板形材料弯折成“V”“L”“U”“T”或“工”字等形状，虽然减少了材料的宽度但却增加了材

料的厚度，增加厚度能大大增强材料抗弯曲能力的。

【详解】

瓦楞纸板的抗弯曲能力强，是因为它中间的“W”形结构，增加了纸板的厚度。增加厚度能大

大增强材料抗弯曲能力的。

【点睛】

25．√

【解析】

【详解】

科学家研究表明昆虫头上的触角就是它的“鼻子”，能分辨各种气味，比人的鼻子灵敏得多。

26．√

【解析】

【详解】

电动机的转子由铁芯、线圈和换向器三部分组成。转子上面有三组线圈，也就是三个电磁铁，

它们同时工作利用磁的相互作用转动。换向器的作用就是接通电流并及时转变流入线圈中电

流的方向。

27．×

【解析】

【详解】

微生物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微生物数量大、繁殖快，被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和医药等领

域，包括：发酵饲料、抗生素、疫苗、菌苗、有机酸、有机溶剂、各种氨基酸等等。根据对

微生物认识，只有少部分的微生物是对人类有害，大部分的微生物对人类无害，人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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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了微生物。

28．√

【解析】

【详解】

拱形承载重量时，能把压力向下和向外传递给相邻的部分，拱形各部分相互挤压结合得更加

紧密。拱形受压会产生一个向外推的力，抵住了这个力，拱就能承载很大的重量。

29．√

【解析】

【详解】

定滑轮和动滑轮组合在一起使用，就构成了滑轮组。使用滑轮组既能省力，又能改变用力方

向。

30．×

【解析】

【详解】

可再生能源：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并有规律地得到补充的能源。不可再生能源：经过亿

万年形成的、短期内无法恢复的能源。不可再生能源有：煤、石油、天然气、油页岩、核能。

再生能源有：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波浪能、地下热能、潮汐能、海洋温差能。

31．√

【解析】

【详解】

银河系，是太阳系所在的棒旋星系，包括 1000～4000亿颗恒星和大量的星团、星云以及各

种类型的星际气体和星际尘埃。天空中闪亮的银河光带，实际上是由许许多多的恒星组成的

恒星集团，被人们称为银河系。

32．×

【解析】

【详解】

只要是真实存在在自然界中的都是物质，声音也是物质。所以题目的说法是错误的。

33．√

【解析】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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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人们就注意到太阳的运动和投影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人们就利用这个规律来计算

时间。当时的计时工具被称为日晷或太阳钟。

34．×

【解析】

【详解】

种子发芽需要的条件有适宜的温度、水分、空气。只有条件合适时，种子才能萌发成幼苗。

要让黄豆种子发芽，必须同时具备空气、温度和水分三个条件，光不是必须的条件。题目的

说法是错误的。

35．√

【解析】

【详解】

我们把有规则的几何外形的固体物质叫做晶体。如食盐、白糖、碱面、味精等。我们一般可

以用蒸发和降温的方法来制作晶体。

36．√

【解析】

【详解】

能量有电能、热能、光能、声能等不同的形式。运动的物体也有能量，叫动能。能量还储存

在燃料，食物和化学物质中，叫化学能。生活中能量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形式的能量

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发电机发电时的能量转换过程是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37．√

【解析】

【详解】

1820年，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在一次实验中，发现通电的导线靠近指南针时，指南针发生了

偏转。当导线中有电流通过时，导线的周围会产生磁性。

38．×

【解析】

【详解】

放大镜的放大倍数和镜片的直径没有关系和镜片的凸度有关。放大镜的凸起程度越大放大的

倍数也就越大。当镜片中央凸起的程度一样时，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是一样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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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详解】

第一个发现电磁现象的科学家是：丹麦的奥斯特，他发现通电的导线能使指南针发生偏转，

电流越大，偏转角度越大，而且指南针的偏转方向和电流方向有关。做通电线圈和指南针的

实验时，线圈立着放，指南针尽量靠近线圈的中心，指南针偏转的角度最大。题目的说法是

正确的。

40．×

【解析】

【详解】

同样多的材料，做成空心的管状比做成实心的棒状要粗的多，而且任何方向的抗弯曲力都相

同，即重量轻、强度高。钢管是空心的，所以它比用同样多的相同材料做成的钢棒能承受的

力要大。

41．√

【解析】

【详解】

凸透镜具有放大物体图像的功能，用放大镜能看到许多用肉眼观察不到的细节。人们通过放

大镜观察到蟋蟀的“耳朵”在足的内侧。

42．√

【解析】

【详解】

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是革命导师恩格斯提出的，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分别是：细胞

学说、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

43．√

【解析】

【详解】

像旗杆顶部的滑轮那样，固定在一个位置转动而不移动的滑轮叫做定滑轮；定滑轮可以改变

用力方向，但不能省力；像塔吊的吊钩上可以随着重物一起移动的滑轮叫做动滑轮；动滑轮

可以省力，但不能改变用力方向。由于动滑轮可以省力，如果用定滑轮拉起一物体所用的力

是 1N，那么改用动滑轮就不需要用 1N的力。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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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详解】

小苏打与白醋混合后产生气体，盛放液体的玻璃杯壁有些凉，它们的反应是吸热反应，不释

放热量。题目的说法是错误的。

45．×

【解析】

【详解】

所有的物质都是处在变化中的，有的变化快，有的慢。所有题目的说法是错误的。

46．×

【解析】

【详解】

由于质量和轨道等方面的原因，在 2006年 8月 24日于布拉格举行的第 26届国际天文联会

中通过的第 5号决议中，冥王星被划为矮行星，并命名为小行星 134340号，从太阳系大行

星行列中被除名。

47．A

【解析】

【详解】

日食是当月球位于太阳与地球之间，三者在同一条直线上时，被不透明的月球挡住了沿直线

传播的太阳光，在地球上看不到太阳的现象。当月转公转到 A时，会发生日食现象。

48． 16℃ 热胀冷缩 物理变化

【解析】

【详解】

一般情况下，固体受热时，体积膨胀；受冷时，体积收缩。这就是固体的热胀冷缩的性质。

温度计是根据物体的热胀冷缩性质制成的。热胀冷缩没有生成新物质，属于物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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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小于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 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大于用力点到

支点的距离 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等于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

51． 开瓶器、羊角锤

【解析】

当动力臂大于阻力臂时杠杆省力、当动力臂小于阻力臂时杠杆费力、当动力臂等于阻力臂时

杠杆既不省力也不费力。杠杆的种类有省力杠杆、费力杠杆、既不省力也不费力杠杆三类。

49．

根据杠杆平衡原理来判断用力情况即可：当动力臂大于阻力臂时杠杆省力、当动力臂小于阻

力臂时杠杆费力、当动力臂等于阻力臂时杠杆既不省力也不费力。

50．

通过分析数据我们发现：当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小于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时，杠杆省力；当

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大于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时，杠杆费力；当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等于用

力点到支点的距离时，杠杆不省力也不费力。

51．

属于省力杠杆的有开瓶器、羊角锤，都是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小于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杠杆

省力。

52． 3.5 0.6 物体浸入水中的体积越多，获得的浮力越大 物体完全浸没在水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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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开的水量不变，获得的浮力不变

【解析】

【分析】

物体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大小与排开的水量有关，排开的水量越大浸入水中的体积越大，受到

的浮力就越大。

【详解】

（1）第 6次实验测得的重力为 3.5N。（2）三次实验时物体所受的浮力为 4.9-4.3=0.6N。（3）

分析表中第 1次至第 4次实验数据，可知物体浸入水中的体积越多，获得的浮力越大。（4）

分析表中第 5次至第 7次实验数据，可知物体完全浸没在水中后，排开的水量不变，获得的

浮力不变。

【点睛】

53．

【解析】

【详解】

两块磁铁的磁极相互接近时，同极相斥，异极相吸。

54．④②①③

【解析】

【详解】

制作洋葱表皮细胞的切片标本：①在一块干净的载玻片中央滴一滴清水；②在洋葱内表面轻

轻划一个“#”字，取下洋葱表皮；③把取下的洋葱表皮放到载玻片的水滴中央注意标本要平

展开；④用盖玻片倾斜着盖到标本上面，注意不要有气泡；⑤从标本的边缘滴一滴稀释的碘

酒，吸掉多余的水。

55．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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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

月球在圆缺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形状叫做月相。月相变化是周期性的，每 29.53天完成一

次。从新月（朔月）——娥眉月——上弦月——盈凸月——满月（望月）——亏凸月——下

弦月——残月的变化周期，也叫一个朔望月周期。

56．斜面能省力，斜面的坡度越小越省力，坡度越大越不省力。

【解析】

【详解】

像搭在汽车车厢上的木板那样的简单机械，叫做斜面。斜面能省力，斜面的坡度越小越省力。

挑山工上山总是走“Z”形线路是利用斜面省力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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