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上册百分冲刺

1、食品过期后，不仅（营养成分）流失，而且易滋生大量（细菌），甚至产生（致癌物），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2、我们用相对于另一个物体的方向和距离，来描述一个物体在某个时刻的位置。

3、一定的时间里，物体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我们就说这个物体（运动）了。

4、像 100 米赛跑这样，运动轨迹是直线的运动叫直线运动；像跳远这样，运动轨迹是曲线

的运动叫曲线运动。

5、速度可以表示物体运动的（快慢）。速度等于（单位时间）内物体（移动的距离）。相

同距离，时间少的人跑得快。速度=（距离）÷（时间）

6、常用的速度单位有（米/秒）、（千米/时）等。米/秒，读作（“米每秒”），表示（每

秒移动了多少米）。有时还写作（“m/s”）。在国际单位中，时间的基本单位是（ 秒（s））。
7、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工具的发展日新月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8、采集数据需要用不同的工具。

9、(统计图)比统计表更直观

10、科学家把所有运动的事物（包括人）都称为运动的（“物体”）。

11、常见的运动形式有前进、后退、转弯、旋转、滚动、摆动、振动、绕圈等。

12、生活中，物体的运动有时会包含多种形式。

13、运动的物体具有能量。

14、运动的物体撞击静止的物体能够发出（声音），或者改变物体的（形状），或者使本来

（静止）的物体（运动）起来，说明（运动）的物体具有（能量）。

15、能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物体发出声音），（太阳发出光和热），（电池产生电流）。

16、运动物体具有的能量，有时也会给人体带来巨大的伤害。比如，飞出的箭能伤人，运动

的汽车能造成交通事故。安全带、安全气囊能在汽车发生碰撞时减轻车内人员受到的伤害。

17、进行户外活动时要有老师或者家长陪同，要注意安全。

18、石头的软硬标准：

铜针能刻动表示硬度较低；

铜针刻不动、钢针能刻动表示硬度中等；

钢针也刻不动表示硬度较高。

19、这些石头的颜色、形状、质地或者结构非常特别，看起来很漂亮，因此成为人们观赏

的对象。

20、我们周围的天然石头通常都是岩石，花岗岩、砂岩、大理岩是常见的岩石。

21、岩石是由一种或者多种矿物组成的。矿物的种类有很多，例如长石、石英、云母、方解

石、白云石，以及做铅笔芯用的石墨、做粉笔用的石膏等，都是矿物。

22、花岗岩主要由长石、石英和云母组成。

23、砂岩有很多种，颜色各不相同，主要由石英、长石组成。

24、大理岩主要由方解石、白云石组成。主要产于大理。

25、花岗岩主要由长石、石英和云母组成。大理岩主要由方解石 、白云石组成。绝大部分

砂岩主要由石英、长石组成。

26、思维导图

27、矿产指可供人类开采利用的天然矿物或岩石等自然资源。

28、有些矿产可以做燃料，供给人们热能，如煤石油天然气，这类矿产叫能源矿产。

29、有些矿产可以提炼出金属，例如铁矿石、铜矿石、钨矿石、锡矿石，这类矿产叫金属矿

产。

30、非金属矿产是可以开采金刚石、各类岩石、石墨、盐晶等非金属的矿产。

31、矿产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各种重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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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矿产是工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然而地球上的矿产资源却是有限的。

33、地球上可用的能源还有油页岩、页岩气、核能、太阳能……

34、（乒乓球复原是因为）乒乓球里的空气受热膨胀了。

35、我们的假设是对是错，需要用事实来验证。

36、一般来说，物体受热后体积会膨胀。

37、保鲜膜凹陷的秘密是因为空气遇冷收缩了。

38、一般物体受热时体积会膨胀，遇冷时体积会收缩，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热胀冷缩”。

39、读数时视线要与温度计液面持平。

40、使用酒精灯时注意：

①保持酒精灯直立，避免酒精洒出来。

②不能直接向燃烧着的酒精灯添加酒精，否则可能会造成火灾。

③不能用一个酒精灯点燃另一个酒精灯，要用火柴点燃。

④酒精灯不能用嘴吹灭，要用灯帽盖灭。

⑤若酒精灯被碰倒，在桌面燃烧起来，要用湿抹布盖灭，不能浇水。

41、水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标准大气压下通常是 100 °C）时，一部分水会迅速变成水蒸

气，内部产生大量气泡并冲出水面，这种现象称为沸腾。

42、地球上的水在不断蒸发，因此空气中充满了看不见的水蒸气。

43、水在常温下也能变成水蒸气，这个过程叫作蒸发。加热可以使蒸发变快。水蒸气的微粒

太小，我们肉眼无法看到。

44、水蒸气和水是同一种物质。

45、小水珠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后变成的。

46、不要把密封的玻璃容器盛满水放入冰箱冷冻室，以防冻裂。

47、水蒸气遇冷凝结成小水珠。

48、水变成冰后体积变大了。

49、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50、长时间蒙头睡觉会造成人体缺氧，影响身体健康。

51、人体呼出的气体比吸入的气体所含氧气减少，二氧化碳增加。

52、在阳光的照射下，植物的绿叶能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放出氧气。

53、在缺氧、低氧或无氧环境中，如潜水作业、登山运动、高空飞行、宇宙航行、医疗抢救

时，人们常常使用供氧设备来提供足够的氧气用于呼吸。

54、人和动植物需要空气中的氧气，植物能吸收二氧化碳来制造氧气 。氧气和二氧化碳对

自然界中的生命体具有重要意义。

55、人体的呼吸器官包括鼻、咽、喉、气管 、支气管。

56、人体支气管的末端连着许多肺泡，肺泡周围有大量的毛细血管，人体吸入的氧气从肺泡

进入血液，而血液中的二氧化碳进入肺泡后从气管排出。

57、肺位于胸腔，左右各一，是气体交换的主要场所。

58、气管及支气管是连接喉与肺之间的管道，分左右两支，呈树枝状。

59、膈是位于胸腔和腹腔之间的肌肉。膈下压，肺部扩张，吸气；膈上提，肺部收缩，呼气。

60、人体和汽车发动机一样，也需要“燃烧燃料”来维持生命和进行运动。人体内的“燃料”

是糖类、脂肪和蛋白质，并且人体在“燃烧燃料”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氧气。

61、肺活量是人在一次尽力吸气后，再尽力呼气所能呼出的气体量。肺活量是反映人生长发

育水平的重要机能指标之一。

62、人们在运动时，会通过增加呼吸次数来获得足够多的氧气。肺活量越大说明肺的功能越

好，经常运动如跑步、游泳可以提高肺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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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坚持锻炼可以增强我们呼吸器官的功能。吸烟和空气污染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

哮喘、肺炎 、肺气肿及肺癌等疾病。不吸烟 、雾霾天戴口罩、经常开窗通风、植树造林、

减少大气污染等都有利于保护我们的呼吸器官。

64、人体的消化器官包括口腔、咽、食管、胃、小肠和大肠等。

65、口腔是食物进入人体的第一站。

66、口腔内有牙齿、舌等器官，他们可以切割、磨碎、搅拌食物。

67、口腔内还有唾液腺。

68、口腔是人体的主要消化器官之一，是食物初步消化的场所。牙齿可以将食物切割、磨碎，

石头可以搅拌食物并协助吞咽，唾液不仅可以帮助吞咽，也能帮助初步消化食物。

69、胃是人体的主要消化器官之一，是食物进行消化的重要场所 。胃蠕动能够将食物变成

食糜送入小肠。

70、小肠全长 4~6 米。

71、小肠是消化、吸收事物的主要场所。

72、小肠是人体的主要消化器官之一，是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的主要场所，剩余的水分和营

养物质由大肠吸收。

73、良好的饮食和卫生习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心态、适量的运动等都是保护消化器官的

方法。

74、林奈根据植物花的雄蕊特征，把植物分成了 24 个纲 、116 个目 、1000 多个属和 1 万

以上的种。

75、林奈在《植物种志》一书中 ，使用双名命名制为 7000 多种植物命名 。他因此被称为

“植物学之王”。

76、林奈的分类法和命名法就像智力奇迹，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生物分类与命名难题，

为辨认极其多样的生命体带来了秩序和方法。

77、双命名制，简称二命名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