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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企业和组织的重要文化，能够吸引更多的信任和合作。
在写诚信文章时，要注重事实和真相，不夸大、不缩水、不
歪曲，做到客观公正。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诚信报告，
让我们共同了解和探讨诚信的现状和问题。

六年级科技手抄报资料内容篇一

春联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
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
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横木上；“春条”
根据不同内容，贴于相应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
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
仅烘托喜庆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喜爱，
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
其特有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
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
大大小小“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
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人们对幸福生活向往，
对美好未来祝愿。为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人干
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
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图案有寿星、寿
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年画给千家万户平
添许多兴旺欢乐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一种古老民间艺术，
反映人民朴素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希望。年画，
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木板印刷术兴起，年
画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
些年画作坊中产生《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
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精典彩色年画、
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美好愿望。我国出现年画三个重要产地：
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中国年画三大流
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
木刻年画，画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
民间流传最广是一幅《老鼠娶亲》年画。描绘老鼠依照人间
风俗迎娶新娘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
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年画，
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
记载见于西晋周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
“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
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
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
新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
着新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
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
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



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
阴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
旧年交替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一年到来之际，家家
户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爆竹声除旧迎
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
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
庆热闹气氛，是节日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
吉利。随着时间推移，爆竹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
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
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
佛山和东尧，江西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
花炮之乡，生产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
还远销世界。

六年级科技手抄报资料内容篇二

众所周知，每年公历3月12日是我国的植树节。起初，植树节
是个农历节。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重视植树，把每年的
清明节定为植树节。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这位革命先行
者，就将孙中山逝世的公历日期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植树造林的光荣传统。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做过许多地方官，每到一处他都要栽花种树，这在他的诗中
也有反映：“手栽两松树，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桂，早
晚见成林”。苏轼任杭州刺史时，修浚西湖，并在湖堤上种
树，因而留下了“苏堤春晓”这一著名景观。柳宗元贬官柳
州，但仍不忘种树：“柳州刺史，种柳柳江边”;“手植黄柑
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清末左宗棠率部新疆平叛，沿
途大种柳树，被称作“左公柳”。他的幕僚杨昌俊以诗歌颂：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都有先人们为我们留下的绿
荫。在黄帝陵，传说是黄帝亲手栽种的柏树(称“黄帝手植
柏”)，郁郁葱葱，令人顿生思古之幽情;古城曲阜有孔子
的“先师手植柏”。泰山岱庙也有“汉武帝手植柏”。这些
千年古树现如今都成了重点保护文物。“中庭树老阅人多”，
炎黄子孙树下瞻仰时，自然会生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
崇敬之情。

古人不仅重视植树，也十分重视保护林木。早在夏禹时代，
我国就有了有关保护林木的行政法规。《逸周书》记
载：“禹之禁，春三月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春秋战国
时期，管仲治理齐国时曾说：“为人君而不能保守其山林菹
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宋太祖赵匡胤规定：“民伐
桑枣为薪者罪之。”清朝雍正继位时，就要求严格保护山林：
“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歹徒之窃盗。”

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也十分热爱树木，他在带兵打仗时
规定：驻防官兵要在驻地植树造林，即使行军打仗时，也不
许践踏林木。他屯兵徐州时，为了严明纪律，特意写了一首
护林诗：“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
的头。”

在民间，也流传着许多有关保护林木的故事。传说西湖净慈
寺有一古松，某新任太守为修造衙门，下令征伐。方丈无计
可施，幸亏有一个济颠和尚写了一首诗，派人送给了太守。
诗云：“庭松百尺接天高，久与山僧作故交。本谓枝柯千载
茂，谁知刀斧一齐抛。庭前不见龙蛇影，宅畔无闻风雨号。
最苦早间飞去鹤，晚回不见旧时巢。”太守见诗，权衡利害，
终于收回成命。

保持水土



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和生态重建是极为重要的。植树造林可
使水土得到保持，哪里植被覆盖率低，哪里每逢雨季就会有
大量泥沙流入河里，把田地毁坏，把河床填高，把入海口淤
塞，危害极大。要抑制水土流失，就必须植树造林，因为树
木有像树冠那样庞大的根系，能像巨手一般牢牢抓住土壤。
而被抓住的土壤的水分，又被树根不断地吸收蓄存。据统计，
一亩树林比无林地区多蓄水20吨左右。植树造林对治理沙化
耕地，控制水土流失，防风固沙，增加土壤蓄水能力，可以
大大改善生态环境，减轻洪涝灾害的损失，而且随着经济林
陆续进入成熟期，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巨大，
还能提供大量的劳动和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抵挡风沙

植树造林能防风固沙。风沙所到之处，田园会被埋葬，城市
会变成废墟。要抵御风沙的袭击，必须造防护林，以减弱风
的力量。风一旦遇上防护林，速度要减弱70% ~80%。如果相
隔一定的距离，并行排列许多林带，再种上草，这样风能刮
起的沙砾也就减少了。

经济建设

植树造林能为人类提供许多有用的东西。不少水果、药材都
是林产品;茶叶、橡胶、新碳等都是树木的贡献。树林的用处
真是大得很。

几百年前，南斯拉夫就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每对新婚夫妇，
必须先种植油橄榄树70株。 日本鹿儿岛等一些地区也有新婚
夫妇要植树的规定，树旁立碑写明姓名和婚期，植后50年方
能砍伐，届时植树夫妇可举行结婚50周年庆祝活动。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法令条文规定，第一次结婚要种树2棵，离
婚的要种5棵;第二次结婚必须种树3棵，否则不予登记。



添车种树，在日本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凡是私人增添一辆汽
车，必须植一棵树。这是因为，每辆汽车每年要排出大量有
毒的碳氢化合物，还要发出噪音，而树木则是天然的“消毒
员”和“除音器”，所以必须种树。

添丁种树，在非洲坦桑尼亚的许多地方，有一种“添丁植
树”的风俗，即谁家生了孩子，便把胎盘埋在门外的土地里，
并在那里种上一棵树，表示希望孩子像树一样茁壮成长。

家庭树，波兰的一些地方规定：凡是生了小孩子的家庭均要
植树3株，称之为“家庭树”。

树木银行，为了防止建筑工程毁坏树木，日本开办了“树木
银行”。凡施工单位，必须把清理场地挖出来的带根树木及
时存入“树木银行”，在工程结束后，该单位必须及时把树
木取出来栽上，以保持原有的绿化面积。

求爱树，在德国的波恩市，每年的植树季节，小伙子要送给
姑娘一棵精心挑选的白桦树苗，亲手把它栽好，以表达爱慕
之情，人们称之为“求爱树”。

六年级科技手抄报资料内容篇三

春节的简介：

春节是指汉字文化圈传统上的农历新年，俗称“年节”，传
统名称为新年、大年、新岁，但口头上又称度岁、庆新岁、
过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

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庆祝
活动。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祖神、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
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各
民族特色。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一些国



家和民族也有庆祝春节的习俗。人们在春节这一天都尽可能
地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表达对未来一年的热切期盼和对新
一年生活的美好祝福。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同时也是中国人情感得以释放、心
理诉求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欢节
和永远的精神支柱。

春节的传统民俗内容资料：

春节是除旧布新的日子，春节虽定在农历正月初一，但春节
的活动却并不止于正月初一这一天。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
四日）小年节起，人们便开始“忙年”：扫房屋、洗头沐浴、
准备年节器具等等，所有这些活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即“辞旧迎新”。

春节也是祭祝祈年的日子，古人谓谷子一熟为一“年”，五
谷丰收为“大有年”。西周初年，即已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庆
祝丰收的活动。后来，祭天祈年成了年俗的主要内容之一；
而且，诸如灶神、门神、财神、喜神、井神等诸路神明，在
春节期间，都备享人间香火。人们借此酬谢诸神过去的关照，
并祈愿在新的一年中能得到更多的福佑。

春节还是合家团圆、敦亲祀祖的日子。除夕，全家欢聚一堂，
吃罢“团年饭”，长辈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一家人团坐
“守岁”。元日子时交年时刻，鞭炮齐响，辞旧岁、迎新年
的活动达于高潮。各家焚香致礼，敬天地、祭列祖，然后依
次给尊长拜年，继而同族亲友互致祝贺。

春节更是民众娱乐狂欢的节日。元日以后，各种丰富多彩的
娱乐活动竞相开展：耍狮子、舞龙灯、扭秧歌、踩高跷、杂
耍诸戏等，为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的喜庆气氛。

因此，集祈年、庆贺、娱乐为一体的盛典春节就成了中华民



族最隆重的佳节。而时至今日，除祀神祭祖等活动比以往有
所淡化以外，春节的主要习俗，都完好地得以继承与发展。

六年级科技手抄报资料内容篇四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达尔文的作品——《航海日记》。

在达尔文写的文字中，我看出了他对当是艰难航海的乐观，
而我丝毫没有看出他对环球航海的抱怨，尽管他当时仅仅22
岁。

1809年2月12 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施鲁斯伯里的一个医生
家庭中，1818年，达尔文进入了一所旧失学校学习，寄宿了7
年。达尔文从小就喜欢大自然，喜欢采集矿物和制作动植物
标本，观察各种鸟类以及去城外郊游。1825年10月，达尔文
被父亲送进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医，家人都希望他能继
承祖业，但达尔文却认为在大学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极其
枯燥“的。当达尔文进入爱丁堡两年后，他父亲认为儿子要
在医学上取得成就已经没有希望，于是建议他去做一名牧师。
1828年，达尔文进入剑桥大学，在那里，达尔文仍然把大部
分时间用来学习自然科学，听自然科学讲座，收集动植物的
标本。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

1831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
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者”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
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每到一地，达尔文总要进行认
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系居民，有时请他们当向导。他不辞
辛苦，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
发现许多原来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资料，晚上又
要忙着记录观察日记。

达尔文随船横渡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越过好望角，饶过
印度洋，于1836年10月回到英国，历时5年。回过后，他一面
整理这些资料，一面查阅大量书籍，为他的生物进化理论寻



找根据，开始对物种起源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

1859年，科学巨著《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了。这是达尔文经
过20年的深思熟虑和艰苦劳动，将这些思想整理成文。尽管
当时许许多多的人反对达尔文，但他坚持奋斗了十几年。最
终人们接受了生物进化论学说。

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将他和杰
出的科学家牛顿葬在了同一地方。

读了这本书，我也要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致敬。

六年级科技手抄报资料内容篇五

人总是要收藏一段美好而又深刻的记忆，那就是童年。童年
中书是不可缺少的，一本为自己长大做奠基的书更是不可或
缺。我就是一个幸运儿，找到了一本这样的书——《杰出青
少年应具备14种生存本领》。

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它让我明确了人生准则。这每一
条准则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正确面对失败。我是一个心态极为复杂的人，只要有一点点
失败，我就会产生一种极大的负疚感，觉得对不起父母，对
不起老师。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知道，即使考试考砸了，也
不用太失落，要对自己说：“没关系，只要尽力就好。这次
没考好，下次继续努力！”我想，成功总是躲在失败后面，
只要你向往成功，希望成功，每一次失败就是成功的开始。

在细节中积累成就大事。我是一个男孩，光从外表看，干干
净净，非常利落。可我的房间……那简直可以称得上“邋
遢”。都说连自己的房间都收拾不好的孩子是缺乏最基本的
生存本领的，生活中也是乱七八糟，毫无头绪。以前我感觉
只要能整理床就好了，看来不仅要整理床，还要整理整个房



间才行呢。一个人的能力就是从这些点滴的小事体现出来的
吧。

多一份挫折能力，就多一份成功。人生之路上，失落、失败、
坎坷会伴随我们一生。每一次失败错误都将会成为你生活的
经验。考试考得不理想，我们就应该从考试卷中全面分析没
考理想的原因，分数不能代替你懂不懂，只能作为参考物。
许多家长都十分关心“分数”，考不到高分便不分青红皂白
一顿痛打。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分析，使我们认清自己学习症
结所在，从失落的情绪中走出来，在今后考试中重新振作。
如果理解了，懂了，第二次就有可能得到100。

学会选择，懂得放弃。我们人生一辈子，每一分每一秒都在
选择与放弃之间。举个例子，我前面已经写了这么多了，是
就此打住呢，还是继续写？我选择了继续。其实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可能是本能吧！我自己觉得选择就是坚持，就会胜
利。不是说，放弃就等于失败，不是这样的，有时放弃也会
成为一种选择。就这样，我在选择中成长，在放弃中宽容自
己！

常言道：一千个想法不如一个行动。这句话说得对极了。临
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想：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我有时也会
做白日梦。星期天下午作业还没有做完，有什么办法？定一
个计划吧：二小时写日记，一小时做同步练，一小写……到
了实际，电视节目太精彩了，只好从做作业的时间中挤点出
来欣赏。做事磨磨蹭蹭无非是与“临渊羡鱼”一样，那就是
浪费时间，浪费自己的生命。更深刻地体会“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金钱”。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要你付出努力，
就会有回报。

书就是这样，回味无穷。给人类精神上的享受就是这么多这
么大。



六年级科技手抄报资料内容篇六

春节习俗之祭灶——中国传统习俗。民谚曰：”二十三，祭
灶关。“旧俗农历腊月二十三为祭祀灶神的日子。灶王爷像
上大都还印有这一年的日历，上书”东厨司主“、”人间监
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

腊月二十四[扫尘土]

迎新首先要除旧。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北方称”扫房“，
南方叫”掸尘“。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民间素有的传统习
俗。扫尘之日，全家上下齐动手，用心打扫房屋、庭院，擦
洗锅碗、拆洗被褥，干干净净迎接新年。其实，人们借助”尘
“与”陈“的谐音表达除陈、除旧的意愿。

腊月二十五[接玉皇]

传说灶王上天汇报后，玉帝会下界查访，看各家各户是否如
灶王所奏的那样，于是各家各户就吃豆腐渣以表示清苦，瞒
过玉皇的惩罚。

腊月二十六[割年肉]

俗话说：”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说的是这一天主要
筹备过年的肉食。所谓杀猪，当然是杀自己养的猪；所谓割
肉，是指没养猪的贫困人家到集市上去买过年吃的肉。将”
割年肉“放入年谣，是因为农耕社会经济不发达，人们只有
在一年一度的年节中才能吃到肉，故此称为”年肉“。

腊月二十七[洗浴]

传说在这天沐浴可以除去一年的晦气，洗去一年的疾病，其
实就是为了祈求来年能健健康康，无病无疾！传统民俗中在
这两天要集中地洗澡、洗衣，可以除去一年的晦气，洗去一



年来的疾病，其实就是为了祈求来年能健健康康，无病无疾！

腊月二十八[蒸馒头]

这一天，太原人要蒸好”糕儿馍馍两笸箩“；河北人则是”
蒸枣花“预备除夕祭礼祖宗作供品；河南人也是”二十八，
蒸馍炸圪塔。“只有北京人慢半拍，在这天才”把面发“，
等到二十九才”蒸馒头“。

腊月二十九[上供请祖]

对于祖先的崇拜，在中国由来已久。春节是大节，上坟请祖
仪式也就格外郑重。上坟请祖的时间，大多数地区在二十九
日早晨请祖。

腊月三十（除夕）[贴门神][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岁][祭
祖]

除夕是指一年最后一天的晚上，与春节首尾相连，是”一夜
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重要时刻。”除“是”去“的意思，
除夕的意思就是”月穷岁尽“，表示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
换新岁。除夕之夜是年节的第一个高潮。

正月初一[拜年]

古时有拜年和贺年之分：拜年是向长辈叩岁；贺年是平辈相
互道贺。现在，有些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大家聚在一
起相互祝贺，称之为”团拜“。

正月初二[祭财神][财神的传说]

北方在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无论是商贸店铺，还是普通家
庭，都要举行祭财神活动。各家把除夕夜接来的财神祭祀一
番。



正月初三[小年朝]

大年初三，肥猪拱门。女婿看望老丈人、媳妇回娘家，礼物
带双数。

正月初四[迎灶神送火神][扔穷]

初四子夜，备好祭牲、糕果、香烛等物，并鸣锣击鼓焚香礼
拜，虔诚恭恭敬财神。初五日俗传是财神诞辰，为争利市，
故先于初四接之，名曰”抢路头“，又称”接财神“。

正月初五[送穷]

初五”迎财神“只是民间广泛流行的一种习俗，反映了人们
普遍希望辞旧迎新，送走旧日贫穷困苦，迎接新一年的美好
生活的传统心理。其实除了放鞭炮之外，更需要自己的智慧
和勤劳。

正月初六[开市大吉]

按照汉族习俗，初六是店铺大开张的日子，放鞭炮象征着今
年的生意会红红火火，平平安安，大吉大利。

正月初七[人日]

正月初七被称为”人日“，亦称”人胜节“、”人庆
节“、”人七日“等。传说女蜗初创世，在造出了鸡狗猪牛
马等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日。

正月初八[谷日][顺星节]

民间以正月初八为众星下界之日，制小灯燃而祭之，称为顺
星，也称”祭星“、”接星“。

正月初九[天日节]



春节的第九天，民间认为是玉皇大帝的生日，即所谓的”天日
“。这一天里道观要举行盛大的祝寿仪式，诵经礼拜。家家
户户于此日都要望空叩拜，举行最隆重的祭仪。

正月初十[石头生日]

农历正月初十日，汉族民间传统节日之一，称为石头节，为
石头神生日，称‘石磨日’、‘十子日’、‘石不动’等。

正月初十五[元宵节]

元宵节是中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也叫元夕、元夜，又称上元
节，因为这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因历代这一节日有观灯习
俗，故又称灯节。

六年级科技手抄报资料内容篇七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 (world earth day) 。世界地
球日活动起源于美国，有超过xx万人参与。1970年4月22日，
美国首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地球日”活动。这标志着美国
环保运动的崛起，同时促使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治理环境污
染的措施。

作为人类现代环保运动的开端，“地球日”活动推动了多个
国家环境法规的建立。1990年4月22日，全世界140多个国家
和地区同时在各地举行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主题是如何
改善全球整体环境。这项活动得到了联合国的首肯，其后，
每年的4月22日被确定为“世界地球日”。

世界地球日活动的举办，旨在唤起人类爱护地球、保护家园
的意识，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世界地球日每
年都没有国际统一的特定主题，它的总主题始终是“只有一
个地球”。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每年4月22日都举办世界



地球日宣传活动，并根据当年的情况确定活动主题。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然而，近几十年来，人类在最大限
度地从自然界获得各种资源的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
坏着全球生态环境，全球气候和环境因此急剧变化。统计表
明：在有记载的12个最热年份中，有11个出现在xx年之
后。20世纪80年代，全球每年受灾害影响的人数平均为1.47
亿，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到2.11亿。自然环
境的恶化也严重威胁着地球上的野生物种。如今全球八分之
一鸟类和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濒临灭绝，过度捕捞已导致三
分之一的鱼类资源枯竭。

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普及与加强，国际社会正逐步采取
相关措施保护地球环境，并初见成效。xx年制定的.《联合国
千年宣言》将环境保护问题纳入其中。xx年2月16日，旨在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标志着人类在
控制全球环境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此外，一些民间环境保护
团体也日趋活跃，成为政府之外的一支生力军。

1972年全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1973年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成立，此后保护环境的政府机构和组织在世界范
围内不断增加，地球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地球日也
成为了全球性的活动，我国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举行地球
日的纪念宣传活动。

由于自然地址作用和认为地址作用，地球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从而把导致人类生命、物质财富损失的灾害事件，统称为地
质灾害。我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防治地
质灾害，被我国确定为1999年地球日，也就是第三十个地球
日的主题。

中国,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正在承受着历史上最多的人
口和最大的发展压力。爱家的人们,让我们从爱护民族赖以生
存的根基做吧!让我们在世界地球日里作一次深刻的反思。



六年级科技手抄报资料内容篇八

2400年前，雅典国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奴隶主，他的名字叫
赫良辛。赫良辛奸诈狡猾，贪得无厌，成天盘算着怎样去剥
削、欺压群众。

这年，雅典的好些地方流行伤寒症，瘟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
命。劳动群众灾难深重之时，正是财主老爷发财致富之日。
赫良辛想出了个馊主意，他把农奴们召集到广场的神庙前。

“阿婆罗神降旨啦!”赫良辛眨眨眼睛，挺挺胸脯，扯着嗓子
喊了起来。原来，雅典人信神，这里讲的“阿婆罗神”是专
管艺术的太阳神。

“庙里香案年久失修啦，神灵发怒了，才降灾给你们。神灵
说，三天之内重做一个正方体形状的香案，神灵息怒后，瘟
疫就可以平息了。”

人们似乎有了希望，聚精会神地听着。赫良辛咽了一口唾沫，
接着说：

“这样吧!每家摊派一斗粮食，马上送到我家大院，作为重做
香案和祈祷的基金，，神命难违啊!”

于是，赫良辛家里粮屯里的粮食多了许多，“生死簿”上又
增加了许多冤魂。可是，瘟疫并没有停止，相反，更加厉害
了，不断夺去村民的生命。

不久，从赫良辛家里又传出神灵显圣的消息，通知人们第二
天到庙前集中。

“啊，神灵又显圣了，这回不知道怎么说呢!”几位老人嘀嘀
咕咕，忧心忡忡。



“什么神灵，全是赫良辛玩的鬼!”一个青年捏紧拳头，怒火
填膺。

“不听他那一套，我们去找克莱梯斯去!”另一个青年冲口大
喊。

克莱梯斯是一位学者，尤其对数学很有研究。这天晚上，几
个青年在克莱梯斯家商量了很久，他们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
法。

第二天，人们又在广场上集中了。

赫良辛走上高处，清清嗓子，尖声叫了起来：

“神灵又降旨啦，他嫌香案做得太小，要重做一个，这么
办”

赫良辛正要继续说下去，突然远处几个村民边跑边喊：

“来了，来了，钦差大臣来了，快迎驾呀!”

一个大臣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后面跟着几个戎装卫士，很
庄重地来到广场。不等大臣下马，赫良辛三步并作两步跑向
前，跪在地上连连叩头：

“不知大人驾到，小民未曾远迎，死罪，死罪!”

“起来!”大臣斜视了赫良辛一眼，慢慢地走向庙前。

“这是干什么?”大臣指着农奴们，责问赫良辛。

“这个--那个--瘟疫--”赫良辛结结巴巴，心里有些发慌。

“大人，上回他骗了我们，说神灵发怒，要重做香案。一家
出一斗粮食，瘟疫不见平息。”一个村民控诉着。



“今天他又说，神灵嫌香案太小，又发怒了，要”另一个村
民脸涨得通红，挥动着拳头。

“接圣旨!”大臣打断了他的话，所有的人都下跪了，尤其是
赫良辛显得格外虔诚，他的前额紧紧地贴在地上。大臣说：

“赫良辛的话不错，神灵嫌做的香案太小，要做一个新
的。”

村民们一个个抬起头来，疑惑不解地望着大臣。赫良辛也慢
慢地挺起身子，除了额上粘的一点黄土外，面部似乎已逐渐
恢复平静。

“不过，”大臣继续说着：“这次神灵指定要赫良辛做，香
案的形状仍然是正方体，体积要是上次做的二倍。如果三天
之内做好这个香案，瘟疫就可逐渐平息，国王将给赫良辛很
贵重的奖赏。但是，如果所做的香案不符合要求，那就要处
死赫良辛，并把他所有的财产分给农奴。”

赫良辛屏息细听了大臣传达的圣旨，心想这并不是难事，便
领旨回家，立即找来木匠动工。起初，他以为只要按上次香
案的尺寸，把正方体棱长扩大二倍，就可以了。那晓得木匠
照他的意思做出来的正方体香案很大。我们不妨替他算一下：

如果上次正方体的棱长为a，那么体积应该是a3。这次正方体的
棱长为2a，体积就应该是：

(2a)3=8a3。

这就是说，新做的香案体积是上次做的8倍，当然不符合要求。
赫良辛连忙命令木匠把这个香案改小。但改来改去，不是偏
大，就是嫌小。一天，两天过去了，庄园里的树木被砍去了
许多。赫良辛对盘剥村民虽然是专家，但对数学却是一窍不
通。他不会运用数学原理，先算出欲求的正方体的棱长，然



后再按这个尺寸来做香案。

三天过去了，人们又集中在广场庙前。大臣又来了，赫良辛
抬不出一个适合要求的.香案。他预感到末日的来临，象一只
癞皮狗，瘫倒在地上。

聪明机智的克莱梯斯应用数学史上著名的三大几何问题之
一“倍积立方问题”，帮助农奴们惩罚了罪行累累的恶人。

所谓“倍积立方问题”，就是要做一个正方体，使它的体积
是已知正方体体积的二倍。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初中同学
来讲，是不难理解的。设原来正方体棱长为a，所求正方体棱
长为x，依题意得：

x3=2a3。

把两边开立方，得。

所求正方体的棱长。即使后来人们开始认识它的时候，还把
它叫做“无理”数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