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年级科学冀教版知识总结(汇
总6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可使零星的、肤浅的、
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理性认识上
来，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一份总结吧。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
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六年级科学冀教版知识总结篇一

通过科学课程的学习，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素养
得到培养，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得到加强，学生的科学精神得到培养，能用所学的有关知
识解答一些浅显的实际问题，但学生间发展不大平衡，部分
学生学习热情欠佳，“三动”能力较弱。

以科学新课程标准为准绳，以教材为载体，全面系统地复习
巩固小学阶段的科学课程知识，重点复习六年级上下两册的
内容，巩固观察、操作实验的成果，认真做好评价本学期自
拟的要点，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分学习小组时注重优差搭
配，特别注重辅差，适时进行评价，努力提高复习效率。

通过科学课程的学习，知道与周围常见事物有关的浅显的科
学知识，并能应用于日常生活，逐渐养成科学的行为习惯和
生活习惯，了解、掌握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尝试应用于
科学探究活动，逐步学会科学的看问题、想问题，。保持和
发展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形成大胆想象，尊重证
据，敢于科学创新的科学态度和爱科学、爱家乡、爱祖国的
情感，亲近自然，珍爱生命、欣赏自然、积极参与资源和环
境保护，关心科技的新发展。



本次复习具体分为“微小世界”、“物质的变化”、“宇
宙”、“环境和我们”四大板块。通过三份试卷体现，便于
学生整体有序把握科学知识。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学生对复习重要性的认识，特别
是学困生，师生都要特别关爱。

2、认真上好复习课，提高复习效率，精读精炼，加强小组自
主交流，合作学习，取长补短。

3、对平时缺课未作实验的学生要调查摸底，及时查漏补缺，
做到实验率100%。

4、加强复习间的`过程评价，提高后进生的学习兴趣，促进
全面和谐发展。

六年级科学冀教版知识总结篇二

课所学的知识内容都是学生已经学过的，在某种程度上对学
生来说缺乏像新授课那样的新鲜感。但由于学生原先在各节
课里获得知识是零散的，因此，只是整理自然就成了复习课
教学的核心之一。而不同学生已有的知识认构是由差异的，
他们对知识的建构的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通过自主学习，
彰显学生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导学生对所学过的知
识进行梳理、整合，沟通内在的联系，让学生亲历知识复习
的过程。通过比较、辨析知识之间的联系，形成一个比较完
整的知识网络，获得亲自参与研究活动的体验。

二、指导思想

以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积极倡导让学生亲身经历以
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发展他
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使他们学会探究解决问题的策略，为
他们终身的学习和生活打好基础。



三、所教年级学情分析

所教年级是三年级，共有两个班级。通过复习，使学生熟悉
所学内容，查遗补漏，学生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整理，从中培
养学生分析意识和分析问题，解决的能力以及信息的收集和
整理的能力。

四、复习方法和策略

1、认真复习《书后课堂练习》。

2、至少认真翻阅科学书两次以上，记住其中的实验(所用材
料、实验方法、实验现象、实验结论);还有书中出现的结论
性的句子。

六年级科学冀教版知识总结篇三

一、填空题。

1、测量体重的工具是：(体重称)。在成长中，我们的身体长
高了，体重变重了。

2、我们出生时没有牙齿，最先长出来的牙齿是(乳牙)，乳牙
脱落后长出来的是(恒牙)。

3、测量身高和体重要脱掉鞋子、身体直立、眼平视、压板轻
压头顶最高处。在测体重时，应尽量减少随身携带的物品和
穿着。人刚站在体重称上时，体重称的指针会不断变化，所
以应该等体重称(指针稳定后)读数。

4.记录成长的证据据有：(小时候的衣服、鞋子、乳牙、照片、
身高、体重)等

5、青春期男女(身高)最先出现快速生长。



6、体重并非每年匀速增长。出生后，我们经历了了生长发育
的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出生后的一年内)，第二个
高峰期是进入(青春期)后。

7、青春期除了身高突增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性发育)的开
始。性发育包括(生殖器官的形态发育、功能发育)、和(第二
性征发育)。青春期的重要标志是(女性的月经初潮)和(男性
的首次遗精)。

8、(青春期)是我们(儿童)向(成年人)过渡的时期，女孩大
约(10岁)开始，而男孩要稍晚一些。在这个时期我们的(身体
形态)、(心理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9、在斯芬克司之迷中，把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即“四条
腿走路”指(幼年时期)，“三条腿走路”指(老年时
期)，“两条腿走路”指(壮年时期)。人的一生还可以分
为(幼年期)、(青春发育期)、(成年期)和(老年期)四个时期;
人的发育是一个渐进又相互联系的过程，科学划分七个时期：
人的一生要经过(胎儿期)、(婴幼儿期)、(学龄期)、(青春
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期)。

学龄期：(6、7岁—12、13岁)青春期：(10—20岁)青年
期：(20—25岁)

10、根据父母身高预测：

11、人的一生中身高最高的时期是(成年时期)。人在(婴幼儿
期)和(老年期)需要特殊照顾。

12、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我国儿童青少
年的(生长发育)和(健康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体格发育增长
显著，间7---17岁儿童青少年身高平均增长量，男生为(6.9
厘米)，女生为(5.5厘米);体重增长更为迅猛，男生增长
为(6.6千克)，女生增长为(4.5千克)。伴随着身体素质的提



高，青少年(青春期发育)和(性发育)年龄也不断提高。

13.一个人的成长意味着他(她)将更自觉地承担更多的责任，
所以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要学会用成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增强(社会角色感)和(社会责任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
和锻炼。

14、影响生长诸因素：(遗传)、(营养)、(体育锻炼)、(疾
病)、(自然环境)、(环境污染)、(社会因素)。

15、连线

十月怀胎—胎儿期牙牙学语—婴幼儿期勤奋求学—学龄期

生长迅速—青春期努力工作—青年期抚育后代—成年期颐养
天年—老年期

1、青春期的心理特点是什么?

(1)性意识骤然增长，容易对异性产生好感;(2)智力水平迅猛
提高;(3)独立欲望增强，对事物有自己的见解，并能作出自
己的判断，但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过高或过低。(4)情感世界
充满风暴，情绪不稳定，容易与老师家长对立;(5)兴趣爱好
广泛，求知欲和好奇心强;(6)人际交往欲望强烈，有强烈的
集体归属感和依赖性。

2、怎样正确对待青春期的变化?

答：(1)正确与异性交往;加强锻炼;(2)不吸烟、酗酒。(3)男
生不拔胡须;拔胡须会损伤毛囊，会使细菌侵入人体。(4)女
生要注意月经期卫生，要使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卫生巾，避免
着凉，适当运动。(5)不穿高跟鞋(6)不束胸勒腰等。

3、为了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应该怎样做?



(1)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澡、勤洗手、不挖鼻孔);

(2)讲究营养并注意饮食卫生(合理安排每天进餐的次数和时
间);

(3)注意学习姿势与用眼卫生(正确的阅读姿势、正确的书写
姿势、注意采光与照明)

(4)加强体育锻炼(游泳、跑步、踢球)(5)保证充足的睡
眠;(6)不迷恋电脑;

(7)科学用脑(五要素：动静结合、课程交替、反复强化、勤
于思考、适当休息)

4、饮食卫生应注意什么?

答：(1)质量优良、数量充足的营养素是儿童发育的基本保证。

(2)按儿童少年的营养需要及消化功能的特点，合理安排每日
进餐次数、进餐的时间、两餐间隔的时间以及各餐的热量分
配，形成合理的饮食制度。(进餐次数一般是每日三餐。由于
混合性食物通常在胃内停留4—5小时，因此两餐间隔时间应
为5—6小时，即早餐7点、午餐12点、晚餐6点。早餐吃饱、
午餐吃好、晚餐适量)(3)吃饭要细嚼慢咽;(4)不偏食和挑食。

六年级科学冀教版知识总结篇四

殷勤失业窘相厚实苗头面孔轻视陡然艰苦软绵绵牛毛细雨结
结巴巴大病新愈

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嘲》

2、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



3、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许广平
《欣慰的纪念》

4、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
财害命的。《门外文谈》

六年级科学冀教版知识总结篇五

神奇优雅辨认清新欢悦清脆凝聚恶作剧奇妙无比不拘一格年
过花甲

1、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

2、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张维屏)

3、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刘方平)

4、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

5、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陈与义)

6、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

六年级科学冀教版知识总结篇六

1、科学家用光年表示星球之间的距离。1光年就是光在一年
内所“走”的距离，大约10万亿千米。我们所处的银河系直
径约10万光年，厚约光年。

2、天文学家把所有的空间以及其中的万物叫做宇宙。

3、恒星――像太阳那样，能自己发光的天体。行星――像地
球那样，绕恒星运行的天体，自己不发光。卫星――像月球
那样，绕行星运行的天体，自己不发光。



十四探索宇宙

1、位于北京建国门的“浑天仪”说明早在500多年前，中国
人就开始用一些仪器来观测太阳、月球和星星了。

2、望远镜的种类：

伽利略的折射望远镜牛顿的反射望远镜射电望远镜双筒望远
镜哈勃太空望远镜

6、我们明朝一位名叫万户的人试图用“火箭”使自己飞上天，
但没有成功，并献出了生命。

7、火箭的飞行原理：利用反冲的原理进行飞行。

8、钱学森是我国航天的创始人。

十五人造地球卫星

1、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制造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
造卫星。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到
底已经发有35颗国产卫星上天遨游。

2、人造卫星按预定的轨道飞行，都是运动的。地球同步卫星
看似静止，其实也是运动的。

3、人造地球卫星的种类：

导航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卫星天文卫星跟踪与数据中
继卫星

十六在太空中生活

1、太空生活常识：在太空中使用脱水食品、太空中站着睡觉
与躺着睡觉同样舒服、宇航员洗澡是个很困难的事情。



2、“和平号”空间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飞行时间最长的空
间站。

3、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是前苏联，宇航员是加加林。

4、“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10月15日发射升空，标志着中国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自主能力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国家。

十七走近科学家

1、张衡――我国天文学家，发明了地动仪阿基米德――物理、
天文学家，古希腊人

牛顿――英国物理学家，“万有引力”发现者

2、汽车工业发展史

1769年法国人三轮蒸汽汽车

1886年德国人四轮汽车

19美国人t型现代福特汽车

(火箭)是中国人在(一千多年前)发明的，当时使用的燃料
是(火药)。现在人们用(液态氢)作为火箭的燃料。

3、中国航天的创始人钱学森。

4、科学家、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