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生科学论文例 小学生科技小
论文(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学生科学论文例篇一

一年一度的科技节又到了，我们恨不得把每一个项目都参加
一次。今年我们最好奇的就是科技节的小发明。说起小发明，
同学们纷纷议论起来，我们都在想：到底要发明什么东西呢？
因为老师说这个发明一定是我们生活中可以用的，是为了我
们的生活更加方便的。这一来，可难倒我了。

周末里，妈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张纸，只见那张纸上都
是自己可以发明的东西，其中有爬楼梯车，有自制羽毛球，
有自制香皂纸，有自制手电筒等等。我一看，就选定了自制
手电筒。

目标选定了，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那些材料了，我们需要的
材料有：一只空的易拉罐，一些厚的瓦楞纸，两节1号电池，
一个小灯泡，一段导电线，纸板卷，双面胶，剪刀等。

开始做了，先将易拉罐起掉一头的盖子，另一头用圆头榔头
敲凹。接着用厚瓦楞纸板卷起两节1号电池，电池的正极朝上，
负极朝下装入易拉罐中。找一个合适的塑料盖子扣在易拉罐
上，在盒子中央挖一个圆形的小洞，洞的大小刚好适合一个
小灯泡为宜，将灯泡底座插入小洞。取一段导电线两端削去
线皮，一端绕在灯座上，另一端从塑料盖上炸一个小洞穿出。
将塑料盖盖在易拉罐上，检查一下，看灯泡、电池是否紧密



接触。到了这里，一次性手电筒就做好了。

使用时，用大拇指把从侧壁穿出的导线按在从易拉罐无油漆
的焊缝上，手电筒就会发光，大拇指离开导电线跳起，手电
筒就灭了，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小学生科学论文例篇二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村小家庭里，这里虽然生活条件
很差，但在我们家附近有许多大自然的奥秘，有许多自然奇
景，无法解释他们的现象。

当我读到三年级时，第一次上科学课，科学老师给我们讲了
来许多自然知识，并且给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叫《小学生十万
个为什么》，如果平时你遇到什么问题不懂，它会告诉你答
案，在那时我就爱上了科学课。在我们学校图书室的书架上，
有许多书。如《格林童话》、《快乐作文》、《史记故事》、
《科学的奥秘》……。但是，在这些有趣而精彩的书中，我
找到了老师给我介绍的那本书——《十万个为什么》。因为
它是我学科学，解疑问的好老师。

《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不光告诉了我许多知识，对我的生
活也有很大的帮助。我是一个爱养长发的女生，以前，我留
着好长好长的头发，可头发很不健康，总是分叉，《小学生
十万个为什么》告诉我：头发太长会造成脑细胞营养不充足，
容易分叉。从那以后，我剪了长发，改成了清爽的短发，就
再也没有分过叉。

有一次，我看见许多小蜻蜓在点水这一自然现象，觉得很奇
怪，心想；蜻蜓点水，难到是在洗澡吗？还是在干别的事呢？
突然，我想到了解疑的好老师——《十万个为什么》。我马
上从书桌里拿出这本书，小心翼翼地打开书，看了起来。哦！
原来小蜻蜓在生宝宝呢。在科学课上，老师经常提问我，你
出了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以外，还看到了哪些自然奥秘？我



就给同学们讲：如星星眨眼睛、因为大气的密度随时间和空
间而不断起伏变化着，从远处恒星发出来的光进入地球大气
层后，折射光的方向时时发生变化，使折射光“摇摆不定”。
因此，我们看到的“星光”在不停的闪烁，就像在眨眼睛样。
还有萤火虫为什么在夜间会发出亮光……同学们听了，都称
赞我，还问我从哪儿学的。我告诉你们，去读《小学生十万
个为什么》就知道了。

在我们班上，科学这门课程是我的强项，每次教师提问题我
都能对答如流，每次作业、每次测验我都是90分以上，老师
说：同学们，你们也要像罗春莲同学一样多读《小学生十万
个为什么》，去探索科学的奥秘，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课
余时间我爱讲许多从《十万个为什么》中学到的知识给同学
们听，大家羡慕极了，都叫我“小科学家。”

谢谢你！不会说话的老师——《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是
你给我科学知识，是你让我变得更加聪明，是你让我成为了
一名学生中的“小科学家”，我爱你！

小学生科学论文例篇三

学习到生活中，我们都离不开纸，而造纸的原材料主要是树
皮等植物的纤维，但由于人们盲目的砍伐。现在树木也越来
越少了，所以我们要节约用纸，人人有责，要从我们身边的
小事做起。

“节约用纸”对我们来说，比起节约水电来似乎遥远了一点。
很少清楚节约用纸和保护生态环境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每
个人每天都在用纸，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纸。那么你统
计过吗？你每天要用多少张纸？你一星期要用多少纸？你一
个月至一年要用多少张纸？结果是惊人的。一张纸从何而来？
纸是由树“变”来的。一棵树往往需要长几十年才能被人类
利用。人类是无情的，电锯声中，几十年长成的大树轰然倒
地。那些木材，运往造纸厂，变成了一张张纸。纸给人类带



来了方便，但同时给森林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树木不仅可以
用来造纸，还可以提供木材。大面积的森林可以涵养水源，
防止水土流失，净化空气。如果没有树木，就没有氧气，那
我们也就无处安身。森林的消失危害巨大：黄土高原上原本
覆盖着成片的森林，郁郁葱葱，一望无际的林海，泛着绿色
的波涛。但是，由于人们的破坏，现在黄土高原已真正成为
只有黄土的高原，大地脱去了外衣，裸露出了黄色的皮肤，
是那样令人痛心。

每年的3月12日是“植树节”。这一天，我们都拎着工具去植
树。我国现在的森林覆盖率已上升。这是人类改过自省的结
果，是令人欣慰的。

但是，虽然森林覆盖率上升，但仍然很低。所以，植树造林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人类永远的任务。现在已步入冬季，
虽然已经过了植树的最好时节，但我们可以在心中播散“节
约用纸”的种子，种植“植树造林”的树木，等到来年春天，
这些树木已发了芽，长高了。我们可以拿着工具到户外去，
将树木的'种子播散到土地上，精心呵护它们，让祖国大地充
满绿色！为我们遮风挡雨。节约纸张，从我做起。

小学生科学论文例篇四

今天，我们去五莲一中参观了^v^山东省流动科技展^v^。

进了五莲一中的一座半圆形的大厅中。我先观看了离我最近
的^v^共振环^v^。共振环是由五个大小不一的铁环从小到大
排起来组成的。台面上有一个把手和一个电钮开关。我首先
看了看牌子上的说明，接着打开电钮开关，在扭动把手，铁
环会一同震动，并发出美妙的声音。看完有趣的共振环，我
快步来到^v^人体导电^v^仪器前。

这儿有一个正方形的大塑料罩，里面有一朵花，花瓣很
多，^v^花蕊^v^中有无数彩色灯泡，罩外左右各有一根导线，



向外延伸，大约一米长。导线的尽头上各有一个小铁球。我
一看说明，不禁发出可怕的^v^哇哇^v^声，原来，这是需
要两人合作，只要每人把一只手放在球上，然后，两人再把
手挽手，灯泡便会亮，证明人体导电。不过，我虽然有点害
怕，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还是决定找好友李子鸣试一试，
我与李子鸣挽起手，走过去。我知道，李子鸣虽然嘴硬，但
我还是感觉出来，他同我一样紧张，他的手在剧烈颤，他的
心在猛烈地跳，我闭紧眼，用手猛地一抓小球，过了一会儿，
我耳边传来了：^v^哇！真美！^v^^v^哇！好漂亮啊！^v^我
睁眼一看，身上不但没有异常，而且大花灯亮了，试验成功
了。

带着成功的惊喜，我又来到了^v^能量守恒^v^展台前。

这儿是由五个大小一样、重量相同的钢球，用细钢丝吊着，
平行着挂在一起，很整齐。我又一看说明，操作方法是，只
要提起最左边的那个或是最右边的那个球，让其自由落下，
砸向相邻的一个球，相对的最外侧的一个球，便会弹起，弹
起的球又会撞击其它四个球，相对的最外侧的一个球，又会
弹起……两边的球，就会一上一下，有规律的向两边甩。这
个我也试了一下，确实这样。

我离开这台机器，又先后看了：双凹镜成像、倒脸、扭力器、
懒惰的管子、魔棒、像素、马尾巴、哈哈镜与一些飞机、船
的模型。

今天我受益匪浅，懂得许多科普知识，知道了世界的科技多
么发达。今后，我一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将来探索更高
更深的科技，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小学生科学论文例篇五

你知道么，在人民大会堂这样的“高大上”的会场里，获奖
人可不是按照级别和资历落座的。



去年年底的一次^v^常务会议上，总理听取了2014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评审情况汇报，当时有发言者提出，一些科学奖
项的评价标准不仅包括学术成果，还包括“德”，甚至还要
考虑“历史贡献”，因此太年轻的得奖者总觉得“镇不住”。

这时立刻说，“那就需要创新文化！”他说，科技人员不是
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科技创造发明是主要的评价标
准，“什么时候我们能改一下排位传统，让学术水平出众、
科技成果丰硕的年轻人也能往中间坐一坐？”

就连会上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公报，获奖人的排名顺序依据
都是名字背后的科技贡献，而不是年龄大小，或是级别的高
低。

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王进，是同一奖项获得者中
年龄最小的，年仅35岁。

如果把名单扩大至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还可以看到“85
后”。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的统计，在国家自然科学奖、国
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中，年龄最小的分
别是1985年出生的方坚鸿，1985年出生的陈冬s，以及1988年
出生的于镳。

为什么总是“一群老爷爷来领奖”

不过，你千万别以为这么金光闪闪的大奖全归年轻人。事实
上，国家科技奖的主力军还不是青年。

据统计，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得者第一完成人平均年龄为
岁，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仅占，40岁以下的只占。

有了上面这组数据，你就会明白35岁的王进为什么会不适应
了。



在1月8日奖励大会的预备会议时，王进发现，房间里一大半
人的头发都是花白的，顿感“压力山大”。他悄悄躲在会议
室后方，当主持人特意提到他“最年轻”时，王进“既自豪，
又觉得不好意思，有点格格不入，大家都是四五十岁，有的
六七十岁，我才三十多。”

在过去近20年里，最小的获奖者估计都会“不好意思”。

来自《1985～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数据统计及分析白
皮书》的数据显示，在过去近20年，有关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和一等奖的174个项目第一完成人的统计中，平均获奖年龄
是岁，年龄最大者87岁，最小33岁。

所以，也难怪，每年到国家科技奖颁奖时，大家总有“一群
老爷爷来领奖”的印象。

“更新换代”要加快

成就出得早，不代表奖励拿得早。

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王选教授26岁处于第一个高峰
的时候，没有人承认，等到五十多岁以后，才获得越来越多
的荣誉。

当然啦，科技奖励总比科研成果滞后，诺贝尔奖也不例外。
电影《美丽心灵》原型约翰・纳什早在1950年的博士论文中
就提出了“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但他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经济学奖，则是44年后的事。

不一样的地方是，诺贝尔奖的评判标准是基于一个具体的成
就，中国最高科技奖则更侧重于科学家的自身经历，是否主
持过大型工程、他的研究及成果是否带动了一个产业的发展。
所以，科学家年龄越大，经历就越丰富。当然，因为要经过
层层选拔，所以可能还涉及到论资排辈的问题。



我国的著名科学家有哪些？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陈景
润……大家都是秒懂，是不是？

至于国外的创新人物代表，历史课里是牛顿，电脑里是比尔・
盖茨，手机上就是乔布斯和扎克伯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