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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学刁科学的最好方法就是实验 。

很多少年朋友从小就希望将来当一名科学家 ， 魂么就讫

我们从现在做起吧 。 我疗1要认真学习科学 ， 不但勇沤住粥本

中的条条 ， 更重要的是要明 白 其中的道理 ， 多注意观农自沥 。
’

界的各种砚象 ， 对周围的世界割习几个为什久刀根湘a

巳学过的知识 ， 看看能不能找出 答案来 。

?

在我们这本书 中 ， 共有 玉 13个实验 。 通过这些实验 ， 你会

知道电灯泡为什么会亮 ， 影子是怎样形成的 ， 怎样制造人造

彩杠和潜望镜 ， 以及听诊器的原理 ， 水怎样改变自 已的体识

豹 。

＞通过这些实验 ， 不但能使你巩固学过的知识 ， 深入理解

许多基础理论 ， 还能教会你一种斩的学 习方法�D�D实验的方

法 ， 这对你将来的继续学习深造是很有好处的 。

这本书将告诉你 ， 你自 己或者和几个小朋友可以在家里

找～个角落 ， 布置一个小小的家庭科学实验室 。 书里介绍的

实验都非常简单易行 ， 而且所需要的设备与村料也不外是罐

头食 、 玻璃瓶 、 硬纸板 、 橡皮筋这些东西 ， 在你的身边都不

难逐到 。

、 。

‘

这本书里的实验 ， 先做哪一章都行。 不过 ， 最好是在～

段时间里集中做某一章里的实验 ， 等这一章力实验基本做宪

之后 ， 再开始做另一章 。

译 者



一

、 物 质 ： 空 气

突 气 占有 空 间 吗

把一块大手怕 （或一张纸 ） 揉成一团 ， 塞到空玻璃杯 （或

空瓶子） 里 ， 杯子口 向下 ， 注

意别让手帕掉出 来。

－

然后 ， 往一个盆子里倒上

水 ， 把玻璃杯口 朝下放进水里 。

过一两分钟后 ， 再把玻璃杯从

水里拿出来。 取出里面的手帕 。

你会看到 ： 手帕仍旧是干

的 。

解释 ： 水不能灌进杯子 ，

是因为杯子里装满 了 空 气 ，

“

空
”

杯子并不空 。 所以说 ，

空气是占存空间的 。

空气是一种混合气体 ， 本

身没育一定的形状和大小 ， 但是能够充满一切空间。

往
“

空
”

瓶子里能倒迸水去吗

把一个漏斗插迸瓶子 ， 瓶 口周围 用 泥封严 ， 不让瓶口 和



乓 J髦

把

漏斗之间有一点空隙 。

把水倒进漏斗里 ， 看看会

出现什么现象 。

然后去掉瓶 曰 和漏斗周围

的泥 。

你会看到 ： 有泥堵住的时

候 ， 漏斗里的水流不下去 ， 或

是往下滴得很 慢 。 抠 掉 泥 以

后 ， 水就畅快地流进瓶子里去

了 。

解释 ； 泥把漏斗和瓶 口之

间的空隙都堵住了 ， 当 水注入

漏斗时 ， 瓶子里的空气排不出

。 来 ， 顶多只能渗过漏斗里的水

跑出一点夹 。 瓶子里的空气 占据着空间 ， 水就流不进去了 。

把泥抠掸以后 ， 空气从瓶口 跑了 出来， 于是水就可以流进去

了 。 这证明了空气 占有空间。

空 气 有 重 量 吗

找＞根 8 尺长的小木棍 ， 在离两端 1 寸远的地方各钻一

个孔减刻个缺口 ） ， 再在棍的中央钻一个孔 ， 这个孔寓木棍

南头都是 1 ．艰远 ， 在这个孔里穿一根绳 ， 把小棍挂在椅子靠

背或木棒上 。

把一个大气球次足气 ， 系紧 曰 子后 ， 拴在小棍一端的孔

里 ， 然启 ， 在另一端的孔里掺一个小盒 （见图） 。 慢慢往小盒里



一
卜 ”

放沙子或大米 ， 使小棍两端渐趋平衡 。 然后 ， 把气球里的空

气球出 去 。

你会看到 ： 气球里的空气～跑 出 去 ， 小盒那一头就沉了

下去 。

解释 ： 空气从气球里跑出去 ， 气球就变轻了。 这说明空

气有重母。

在海平面上 ， 每立方米的空气重1 . 29公斤 （ 伐 8 根 1 米

长的小棍 ， t咄一块 1 ，米长 、 且 米宽 、 1 米高大小的空间 ，

你就能知道重 1 . 29公斤的空气 占 多大的空可了 ） 。 山 顺上的空

气比较稀薄 ，
。 所以也比较轻 。

热空气重 ， 还是 冷空气重

在小棍汗头挂一个
“

空
”

奶瓶 ， 在另一头挂一个小铁盒 。

如果不平衡的话 ， 在铁盒里放些沙子或大米 。

点着 一根蜡烛 ； 挪到瓶 口 下面放～分钟 。 把蜡烛拿走后 ，

天平又渐渐恢复平衡 。



你会看到 ： 瓶子里的空气

加热以后 ， 瓶子这头上升 ， 必

须把男一头小盒里的沙千或大

米拿出一点来 ， 才能使小棍恢

复平衡 。

解释 ： 同样休积的热空勺

比冷空气轻。

热空气往哪儿跑

旦--
用冰凉的水涮一只瓶子 ，

用热水刷另一只瓶子 ， 然后把

它们一齐擦干净 。

--

么
．

把两个瓶子 口对口 放奸 ，

热瓶子放在下面 ， 两个瓶子中

间垫一块硬纸 片 。 掀 起 硬 纸

片 ， 请人朝 下面的瓶子里吐一

口烟 。 等烟弥漫整个瓶子后 ，

把硬纸片抽出 。

你会看到 ： 烟从下面的瓶

子开到上面的瓶子里去了 。

解释 ： 随着冷空气下沉 ，

热空气上升 ， 烟往上飘 。

再做“次实验 ： 把冷瓶子



放在下面 ， 热瓶予放在上面 。 这次会出现什么观象呢 ？

什 么 是 风

往一块布上撒些爽身粉后 ，

轻抖动这块布 ， 撒落一

肇爽身

粉 。 观察这些粉末怎样运动。

然后打开 灯 ， 稳诅 几 分

钟 ， 等灯狗热了以肩 ， 再抖落

“本徊爽》％ 。

你会看到 ： 没开灯时 ， 粉

末慢慢地往下落 ； 灯泡热了之

后 ， 粉末却是向上飞 。

， 解释 ： 灯亮之后 ， 灯泡使

附近的空气变热 ， 热空气向上

跑 ， 把重量很轻的爽身粉也一

起带上去了 。 这时 ， 其它地方

的冷空气便流过来补充 。

冷空气从冷的 地 方 流 向

在一盏没打开的灯腑近 ， 轻

热的地方的这种现象 ， 发生在户外 ， 就是我们 通赏 所 说 的

凤。

空气对四面八方都有压力

从气球或橡坡布上剪
一

块胶民 把它紧紧地系态瞩斗约

六口上．



从漏斗的小 口 那端吸气 ，

注意胶皮会发生什么变化 。 将

漏斗大 口朝下 ， 再吸气 。 然后

把漏斗大口 转 向 前方 ， 再 吸

气 。

你会看到 ： 当 你吸气的时

候 ， 胶皮向里凹进去 ， 不管漏斗

大 口 朝哪个方向 ， 结果都一样 。

解释 ： 吸气等于是把漏斗

里的气抽出来 。 这时 ， 不管漏

漏斗外面的空气压力都比里面的

空气压力大 。 空气向各个方向的压力都相等 。

在海平面上 ， 空气的压力大约是每平方厘米 玉 公斤重 。

（ 图中作用在 1 平方厘米面积上的压力约为 1 公斤 ）

空 气 能 托 住 水 吗

在玻璃杯或瓶子里倒满水 ， 拿
一张硬纸片或硬实～点的

纸盖在杯 口 。 用手按住硬纸片 ， 移到水盆或水槽的上方把杯

口 倒转朝下 ，再把手从硬纸片上拿开 。

你会看到 ： 只要硬纸片不湿透 ， 杯子里的水就洒不出来。

解释 ； 因为空气对硬纸片育压力 ， 所以水洒不出来 ， 空

气的压力大于水对硬纸片的压力 。

如果第一

次试验没成功 ， 就再做一

次 。 这次～定要把水

倒满 ， 而且在把杯子倒过来比 注意不要让突气进到杯 口和

纸板之间 。



一

阳

魔 术 桶

找一个有螺纹小盖的空桶 ，

把小桶灌满水后立刻拧上

盖子／注意会产生什么现象 。

燃后打开盖子 。

、你会看到 ； 只 要 盖 着 盖

子 ， J 、 桶里的水就流不J来 ，

～把盖子拧下来 ， 水就哗哗地

流 出来了 。

解歼 ： 在你打开盖之前 ，

空气向上的压力大于水向下的

压力 。 把盖子拧下后 ， 桶里水

的压力加上上面的空气向下的

压力 ， 就大于底部空气向上的

压力了 。

在桶底钻
一个孔 （如图 ） 。



玻璃管里的水为什么流不下去

制备一些带颜色的水 ， 倒进杯子里 ， 往带颜色的水里插一

根细纸管或细玻璃宵 ， 从管子的下端吸上一点水入 然后用手

堵住管子的上端 ， 把管子从水

里拿出来 ， 会看匆 什 么 现 象

呢 ？

再把堵住管子上端的宇拿

开 ， 又会产生什么现象呢？

你会看到 ： 用手堵住吸音

上面的管 口时 ， 水流不下釉
一松开手 ， 水就流下来了 。

解释 ： 用手堵住上茵的管

口 ， 使空气进不去 ， 臂子下面

空气向上的压力比管子上面的

压力大 ， 所以水流不出 来。

水抽子的工作原理

在这个实验中需要两个水抽子 （ 即请理水池和厕所甩的

泄污像胶泵 ） 。 当朋友来找你时 ， 请他把他家厨房里的 水 抽

子拿来 ， 再加上你自 己家的水抽子 ， 把两个水抽子对正压紧 。

你可以试试把它们分开 。 你们俩都可以用力拉 。

你会看到 ： 分开这两个水抽子要花狼夭的力气 。



把一个水抽子紧庄在厨房很光滑的椅子上 ， 再试着把水

抽子提起来。

你会看到 ： 水抽子把椅子给提起来了 。

解释 ： 你把水抽子里的空气挤出去了 ， 里面的室气压力

小 ， 外面的压力比里面太得多 。 里外空气压力不同 ， 就会产

生上述那些现象 ， 抽水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能看到过这样一

种小型衣服挂钩 ， 挂钩的上部是用

成的 ， 做成水抽子头的形状 ， 这种农钩能贴在光滑溺
上

。

板

软塑

的木板上或场上不掉下来。 现在你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了吧 。

试试把水抽子压到窗帘或铁纱上 ， 为什么在那儿呆不住

呢？

虹 吸 管

把一个几乎装满水的高 口瓶放到桌上 ， 在桌旁椅子上放
一个同样大小的空瓶子 。 在一根橡皮管

．

（或淋浴用的水管 ）

里灌满水 ， 用手捏住管子的两头或者用衣服夹子夹住 ， 将一头

插进桌上的瓶子里 。 将另一头插迸椅子上的空瓶子里 。 把捏

注管口 的手松开 （或把火予拿下来） 。 留心观察产生的现象 。



当水不流了的时候 ， 掉换

两个瓶子的位置 。 最后再把两

个瓶子都放到桌 予 上 试 验 一

下。

你会看到 ： 只蔓＞个瓶子

里的水泣比另一个瓶子的水位

低 ， 水就会从水位高的瓶子流

向水位低的瓶子去 。

解释 ： 重力�D�D地心的引

力�D�D使捌b管子往低处流 ，

并减小了水管内部 （B点 ） 的压

力 ， 这样 A点的空气压方比管

子里面水的压力大。于是水就

源源不断地涌迸管内＿ 、 。

血吸管就是利用了空气压力和重力的道理、 使水经过高

处流走 ， 它那两头低、 中间拱起的形状很象～条彩虹。

看看如果虹吸管里不注满水是不是也能吸水？

怎样压缩空气

把一个杯 口朝下的玻璃杯按

进一个有水的钵里 。

你会看到 ： 杯子里进了一点

水 ， 没有跑出气泡来 。

解释 ： 水把空气的体积挤小

了 。 空 气 的 小 微粒�D�D空气分

子�D�D被压紧了， 也就是说空气

被压缩了。



压缩空气一放出 来 ， 力量恨大 ， 许多机器就是根据这个

原理设计 出来的 。

空气 压住小棍

拿一根 丑 米长的小棍放在桌子上 ， 让小棍的一头伸 出桌

沿约 1 尺长 。 向下敲打露 出 来的这一头 ， 你会看到小棍的 另

一头抬了起来。

然后 ， 拿一两张报纸压住桌子上的小棍 ， 用手仔细地把报

纸从 中 间向外抚平整 。

用锤子猛然向下敲打小棍伸出来的这头 。

你会看到 ： 被报纸压住的小棍不动 。 如果打击过猛 ， 小

棍能断掉 。

解释 ： 把报纸抚平 ， 就是把报纸下面的空气 都 挤 出 去

了 ， 报纸上面的空气把小棍压住了 ， 所以被报纸压住的那部

分小棍不动 。

空气减慢 了 物体下落 的速度

拿两张普通的纸�D�D报纸就行。 把其巾的一张揉成～个



纸团 。 举起胳膊 ， 让这两张纸

同时落下去 。

你会看到 ： 那个纸团会直

接落到地上 ， 那张平莹的纸则

是慢慢地飘落下来 。

解释 ： 空气能阻碍物休的

运动 。 受空气阻碍的物体表窗

积越大 ， 这个物体在空气中的

下落运动就越费劲 。 平鳖的纸

象翅膀一样 ， 它比纸团的面澜

大 。

汽车 、 火车和飞机做成流

线型 ， 就是为了减少它们穿过

空气运动的表面积 ， 玩斋械少

空气的阻力。

空气压力造成的怪现象

豆 ． 放两本书 ， 它们之间相

隔四 、 五寸远 ， 在书上面再放
一张纸 ， 壶住两本书当 中的空

档 。 然后从纸下面用力吹气 。

你会看到 ： 这张纸向下凹

沉。

2 ． 挂起两个气球 ， 使它们

相隔几厘米远 ， 然后向两球中



间吹气 。

你会看到 ： 气球向一起靠拢 。

解释 ： 空气流动使压力减小 。 空气流动得越快 ， 压力就

越小 。 飞机能飞离地面就是根据这个道理 。

纸 螺 旋 飞 机

剪一条 5 cm宽 、 15 cm到18cm 长的纸片 。 在纸片的一 头

槽出 ic-- 2层厚胸小窄系 （窄条宽 o
, 6 C。） ， 好使这头重一点

（如图 ） ， 然后在另一头从中问剪开7 . scm长的缝 ， 把“半沼

向一边 ， 那一半榴向男一边 ， 揩成两个翅膀的样子 。

用 手拿着一个
“

翅膀
”

， 把这只旋翼飞机举过头顶 ， 然

后让它落 下来 。

。W安
"

-7:

气
剪

"

（ 折



你会看到 ； 这架飞机打着转 ， 几乎是笔直地落到地面。

解释 ： 空气流过螺旋桨 ， 就使桨叶旋转 ， 在飞行中 ， 如

果飞机的发动机坏了 ， 桨叶就会这样旋转着使飞机摔下来 。

做 个 喷 雾 器

在纸管～头的1/3处切个细 口 ， 把纸管从切口处拆过来 ，

然后把短的一头插进一只盛着水的玻璃杯里 ， 切口 距水面不

要超过 0 . SCC 。 这时你从长纸管的男一端用力吹气 。

你会看到 ： 杯子里的水会升人纸管 ， 还能从切口 处象雾
一样喷出来 。

解释 ： 气流吹过短纸管的上 口 ， 使那里的空气压力减小 ，

而短管下 口 处压力没变 ， 就把水压到纸管里 ， 不断吹过来的

气又把水流吹成了小水珠 。

现在你知道香水喷雾器 、 擦窗吸尘器和其它的这一类用

具的工作原理了吧 。

\ \



二
、 物质 ： 水

食物含有太量水分

把一个土豆或苹果擦碎 ； 挤压一块生肉 ； 把一个桔子挤

烂 ， 把一片离芭叶子放在露天中 。

你会看到 ： 土豆 、 苹果 、 桔子 、

来 。 放在露天里的离芭叶子会

枯萎 ， 而且在水分干了之后变

小了 。

解释 ： 我们的食物大多 都

含有大量的水 。 土豆 3 / 4 的成

分是水 ， 象寓宦那祥的青菜 ，

95％ 的成分是水 ， 牛肉 听含的

水超过3/5 。 入和动物肌休的成

分有60 ％ 到70 ％是水 。 生物要

维持生命 ， 就离不开水 。

现在你知道了 I吧 ： 当 必须

缩小食品体积时 ， 就要把食品

做成
“

压缩食品
”

， 也就是脱水

食品 。

生肉都能挤压 出 水 （ 汁 ）

议



水从空 气里跑出来

撕下空罐头盒的商标 ，

冰块

在盒里放上冰 ， 加些水 ， 再衡沦

几滴红色的水 。 把这个槽头盘

在桌子上放一会儿 。

你会看到 ： 罐头盒好象出

汗了 ， 在盒子外面 有 一 层 水

珠 。

解释 ； 这些水 珠 没 有 颜

色 ， 可见不是从盒子里混出来

的冰水 ， 而是从空哼中来的 。 。

盒子外面空气里的

态的水 ） 被冰绘冷 秘矮
帅
伽

（气

到一起 （参看第四章 ； ； 、热） 交

成了液态 。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

说的冷凝 。

云就是这样形成灼 ， 空气

遇冷时 ， 大量这样的水珠包在

灰尘的小颗粒上 。 当 这些水珠

变得太重 ， 空气托不住它们时 ， 它们便落到地面上 ， 这就是

我们平时所见到的雨或雪 。

水 跑 到 空 气 里 去

二 ． 往两个瓶子倒进同桶一多的水 ， 其中一个瓶子盖上盖儿

然后把这两个瓶子在桌子上放～夜 。



你会看到 ： 敞口 瓶子里比

盖着盖儿的瓶子里的水少 。

解释 ： 即使在室温下 ， 水

的微粒即分子也运 动 得 搐 当 、

诀 ， 能跑到空气中去 。 敞 口瓶

子里的j邻 分 水就这群跑走

了 ， 这部分水变成看不见的气

休跑到空气中去 。 这个过程叫

蒸发 。

现在你明白 为仟么小水坑的水在天晴后便充移无噱的原

困了吧 。

－

民在一个大平盘子和一个细赘的瓶子里倒上 同 掸 多 的

水） 擅它们在桌子上放一夜 ， 邻不盖盏）L 。

你会看卧 盘子里剩的水比瓶子里的要少 。

解释 ： 水分子只能从永的表初臆出去 。 表商积触大 ， 水

分蒸发越快 ， 表面积越小 ， 水分蒸发越漫 。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又浅又大的水坑容易干 ， 而又小又深

殉水讫不容易干的道玛了吧 。

3 ． 晾上两条湿手怕 。 用纸板扇其中一条 ， 而不去扇另一

条 。

你会看到 ： 用纸板扇的手帕先干 O

解释 ： 扇风可以不断地把手怕周围的湿空气赶走 ， 干空

气补充过来 ， 蒸发的遍度加快了 。 这就是有凤天衣服干得快

的厦因之一

。

乏 ． 往两个碟子里都倒上半碟水 ， 把一个碟子放到阳光下

或＠勺上 ， 把另一个放在阴影里或别的阴凉的地方 。

。 你会看到t 阳光下碟予里的水夫干 。



解释 ； 水温越高 ， 水分子运动的速度就越诀 ； 水分子跑

到空气中沟速度越快 ， 蒸发的速度也就越快 。

当蒸发速度变得极快时 ， 便是平常所说的 沸 路（对蒸发

和热的详细论述请参看第四章 ： 热 玉 。

水的体积的奇怪变化

1 ． 水加热后体积变大 。

把水倒进一个瓶子里 ，

一直倒到瓶口 。 小心地将瓶子放

进装有丁宝二寸高的水的锅室慢慢加热 。

你会看到 ： 水从瓶口 溢出来了 。

解释 ： 水也象其它液体一样 ， 遇热时体积变大 。 因为水

分子互相碰撞的逸度加快 ， 水就溢出来了 。

2 .
～定量的水冷却到4

"

C 时 ， 体积收缩到最小 。

在一个瓶子里倒满水 （直至瓶 口 ） ， 放到冰箱里冷 却 到

4
"

C时 ， 你会看到 ： 瓶子不再是满的了 。

解释 ： 水在矿C 以上范围内 ， 遇冷就要收 缩 。 温 度 越

低 ， 水的体积收缩得越小 ， 因为分子运动速度讼馒 ，幼子间



柏侄离越小 。 水温降至矿C时 ， 水分子之间的距离最小 。

-

“

曳水结冰时体积修肤。

‘
。 仓一个瓶子里倒满抵 上面盖一块硬纸畅 、

邮放到冰

箱的冷冻格上 ， 直至结冰 。

。 你会看到 ：

' “

硬纸板被顶起来官

解释 ： 从乏
“

C 降到冰点ooC 时 。 水又要膨服 ， 休 积 变

大 。 其它物质一般都不是这样的 。 这叫水的反膨胀现象 。

如果你把瓶盖拧紧 ， 冷冻的瓶子就要破裂 。 管子里的水

结冰 ， 引起管子破裂这种事 ， 你听说过吧 ？

乏 ． 冰比水轻 （ 同休积的冰和水比较 ） 。

在～杯水中放入一两块冰 。

你会看到 ： 冰块漂在水上 。

解释 ： 因为水结冰时要膨胀 ； 所以冰实际上比水轻 ， ； 它

只有水的重量的 IVll { .

这一特点对人很有好处 。 因为 冰浮在水上 ， 所以在暖和

的阳光下 ， 冰很快就融化了 。 另外 ， 湖泊扣池塘表面冻上一

层冰后 ， 下面的水不容易冻结 ， 这就保护了鱼和其它水下生

物过冬 。

水 不 是 纯 净 的

将 匕 汤匙自来水装在一个小玻璃盘里 ， 然后放置一段时

间 。 了

你会看到 ； 水蒸发后 ， 盘子里留下了～个白 圈 。

＋ 解释 ： 当 水在土壤里流过的时燥 ， 有的矿物质溶解在水

旱 ， 这 个白 圈就是邓些矿物质组成盼i



看看旧水表里顷 。 暴不

是也有矿物质砌回呶 诛盆

里常有的那，因迪不尽琢掇

净的污垢 ， 而是本的矿掩厉。

试着蒸发一下雨东 ， 看

看雨水里育没有矿掏汤？

什 么 是 硬 水

拿一根粉笔 ， 在石头上把它磨成粉末 ， 将粉末倒迸盛满

水的瓶子里 。 经过搅动 ， 尽量使粉末化开 ， 然后拿乎憎当过

滤网 ， 把瓶子里的水倒 出来过滤一下 。 将这些永的。毕鬼勿
另外一个瓶子里 ， 加上一汤匙碱或硼砂 。

在两个瓶子里加上同样量的洗衣粉 ， 再晃动 这 两 个 瓶

子 。

你会看到 ： 加过碱的瓶子里产生的泡沫多 。

解释 ； 你往水里加迸粉笔末 （或石灰 ） ， 就使水变成了硬



水 ； 加进丁碱 ， 又使硬水得到一定程度的软化 。 某 些 无 权

物 ， 如石灰 （ 粉笔 ） 和肥皂发生化学废应 ， 生咸硬脂酸钙沉

淀 ， 金消耗肥皂 。 加碱以后 ， 水被软化了 ， 软水不会消耗肥

皂 ， 因此产生的泡沫多 。

据说 ，

“

硬水
”

这个词产生于美国的南北战争 ， 士兵们发

现豆子用某一种水煮过之后就变硬丫 ， 就绘这种水起了这么

个名字 ： 硬水 。

你所用的水是不是硬水 ？ 你可以用上述试验硬水和软水

的办法 ， 通过比较泡沫的多少来检查一下 。

盐 哪 儿 去 了

在一只玻璃杯里倒满水 ，

直至杯口 。 慢慢加人盐 ， 用～

根细金属线或牙签轻轻搅拌 。

看看可以加进多少盐 ， 而不至

于使水溢出 。

你会看到 ： 只霎加盐的时

候小心点儿 ， 就可以向本来已 止

经满了的杯子里加进整整一小 界

瓶盐 。 m

解释 ： 你得到的是盐和水 n
'

的溶液 。 ＼们认为盐溶解后 ，

匕

盐分子就扩散到水分子之间的空间里 ，

溢出 。

渺

汐占

所以加盐后水仍不会



“

密 写 药 水
”

在
一汤匙或两汤匙的食盐中 ， 加进同样量的热水＿

rt －

然后 ， 用一只干净的蘸水

／严
笔或一根小棍 （找一根用过的

火柴杆 ， 用干净的那终粱行》

蘸上这种溶液 ， 在纸上写信 。

起初 ， 能看到写的信 ， 可

是过半小时左右 ， 宇迹就不见

了 。

用软铅笔的铅芯厕台涂这

张纸 。

你会看到 ： 字迹又变得清晰可见了 。

解释 ： 溶液中的水蒸发之后 ， 留下的食盐小颗粒粘在纸

上 。 这些小颗粒使纸变得粗糙不平 ， 不过这些颗粒太小了 ，

我们看不见 。 河是当 你用铅笔擦纸的时候 ， 铅芯使这些小颗

粒变黑 ， 字迹就又显斑出来了 。

制 造 晶 体

将1/4茶杯的内 糖慢慢倒入热水中 ， 轻轻搅拌 ， 直 至 糖

不再溶解为止 。 这时把一段细绳的～头没入杯中 ， 放上几天

直至一周 。

你会看到 t 绳上生成了结晶体 。



解释 ； 糖水溶掖中的水蒸发后 ， 只剩下了辖的固态结晶

体 。

水 的 压 力

在一个大罐头盒的一边钻

一个比～个高 。 用
～条长胶布

将这几个孔粘住后 ， 将盒子灌

满水 。 然后将罐头盒放到水池

或盆里 ， 再把咬布撕掉 。

你会看到 ： 从最 下边的孔

里流 出 的水喷得最远 。

解释 ： 越接近盒子底部 ，

水受到的压力越大 。

水象空气 一 样 ， 也 有 压

力 。

正如实验所显示的 ， 水的

压力取决于水的深度 。 许多城

市都将水抽到高高的水塔里 。

3 一 4 个小孔 ， 要求从下至上

戊
这祥做就是为了让水有足够的压力 ， 经过地下水管道后能流



上去 ， 流到住在高层建筑的人们的家 臣去 。

会 流 得 一 样 季 吗

将 个圆罐爹盒哆莽予塞烙用河子在离盒底 ’ c”高处

钻～圈孔 。 然后角橡皮膏将这
一圈孔都粘住 。

律盒子晕遭上水。 将一张报纸放在水池或盆虽 ， 再将盒

子放在报纸的中央 ／ 然后撕下橡皮膏 。

你会看到 ： 从每个孔里喷出来的水流得 同样远 ， 而且流

出来的水在报纸上印 出 了一个圆。

一

一

\ : ; er

解释 ： 水的深度一样 ， 压力就一样 。 只要深摩根饲 ， 水

对各个方向的压力就都相同 。

压力 、 形状和体积

找一个空的冻桔子汁罐头盒 （ 这种罐头盒腰身细长 ） ,

在离盒底 2 厘米处钻一个孔 ， 再拿一个大罐头盒 ， 在相冈位

置上魄钻～个孔 。 措两个孔分别用橡皮臂贴上。



往两个罐头盒里倒水 ， 使

它们的水位相同 。 当 然 ， 要使

两个盒子里的水～样高 ， 大盒

里就要多倒终水；

将两个坞头盒放到水池里

或盆里 ， 然后撕下橡皮泳

皤窍到 ： 喷出来的水流

得 同样远 。

解释 ：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 ，

水的压力与容器的大小和形状

都无关 ， 而只与水 的 深 度 有

关 。

庵
牵

哪 边 的 水 位 高

在一根二 、 三尺长的细橡

皮管一端接上一个漏斗 ， 在另

一端插上～根玻璃管 。

将漏斗和玻璃管象图中所

画的那样竖直固定好 ， 然后将

水倒入漏斗。

你会看到 ： 漏斗和玻璃管

里的水位一样高 。

解释 ： 两边的压力相同 ，

所以 ， 水的高度相同 。

。
将漏斗 端抬高或降低 ，

看看会怎样呢？



测 量 水 压

用～小段橡皮管把两根玻璃管或透明的塑料管涟壳夹 。

象图坦所回的那样 ， 把玻璃管固定起来 ， 可以用橡灸孩圾窄
们贴到木块上 。

、 ，
、

。 ：

将带颜色的水注入破璃管里 ， 使水达到玻璃管刺潜濒
记agM方 8

"

'
\

把一块薄橡皮 （ 破了的气球碎片就行 ） 媚绷在漏斗七。

再用线或橡皮带系紧 。 用一段长橡皮管把累斗连到卞惧颤丙

所提到的玻璃管上 。

这件义 置就是我们的测压计 ， 你可以用 它测量水压 。

在～个 涌里 围上水 ， 就可以试验我们这件装置了 。 将汤

斗放人水中 �D-�D先放在水面下不深的地方 ， 再往下放到水巾

． 间 ， 最后放到水底 。

你会看到 ： 漏斗往深处压时 ， 诠着漏斗的那根玻璃管里

带颜色的水柱越来越低 ， 而另一根开口 的玻璃管阜的水柱越

来越高 。



解释 ： 水对漏斗上薄橡皮的压力使带颜色的水运动了 。

利用 你做的测压计 ， 比较一下靠近水面和水底的水压 。

比较～下大罐头盒和桔子汁盒在同样深度时的压力 。 比较一

下深度相同时水和其它液体 （比如桔子汁 、 酒精 、 油和牛奶等）

的压力 。

热 水 袋 能 举 起 书

用一个大小合适 、 巾 间带～个孔的橡皮塞或软木塞堵住

热水袋 口 。 在～个空罐头盒底钻一个孔 ， 也塞上～个带孔的

塞子 。 在两个塞子的孔里都插上玻璃管或橡皮管。 还需要一

段四 、 五尺长的橡皮管 ， 好把热水袋与罐头盒连起来 。

将热水袋灌满水 ， 然后塞注它 ， 插上胶皮营 ， 再将另一

端与罐头盒上的玻璃管接上 。 把热水袋放到地板上 ， 再轻轻

地压它 ， 让水梳满橡皮管 ， 然后往罐头盒里倒满水 。

拿一块大而平整的木板放到热水袋上 ， 再堆上书或木块 。

然后将罐头盒举高 。

你会看到 ： 随着水泣升高 ， 热水袋上的书开始蠕动。

解释 ： 水管举得越高 ， 管子下部赂压力越大 。 在虏闭的



水中 ， 增大的压力会均匀地传到各个方向 ， 使热水袋里的庄

力外处丛样大 。

这就是液压机的工作原理 。 理发店的椅子就是靠波压机

来升降的 ， 不过它用 的液休是油 ， 汽车的液压制动闸里用的

是油和酒精 。

在 水 里 重 量 轻

用钉子将弹簧或橡皮带的～端固定在一块木板上 。

将一个小瓶子灌满水。 用

一条绳子系住瓶 口 ， 将小瓶予

拴在橡皮带上 。 注意看一下橡

皮带能拉多长 。 然后拿来一桶

水 ， 放在瓶子下面 ， 让瓶子浸到

水里 ， 注意这时橡皮带是多长 。

你会看到 ： 橡支带比先前

短了 。

解释 ： 瓶子浸到水里重量

变轻 ， 是因为水对物体有向上

的托力 ， 叫做浮力 。 水对物体

的浮力等于物体排天 的同体积水的重量 。

什么东西产浮起来

在水里放迸一个带塞子灼空药瓶 ， 看看这个瓶子会不会

漂起来 。 装迷半瓶水 ， 塞好塞子 ， 再把瓶子放迸 水 里 看 一



下 。 然后 ， 装满了水 ， 再看看

会怎样 。

你会看到 ： 瓶子空的时候

可以浮在水面 ， 瓶子装上一些

水之后露出水面的部分就越来

越少 ， 全装满水时 ， 瓶子就沉

到水底去了。

解释 ： 如果一件物体比同

样体积水的重量小 ， 这件物体

就能漂在水上。 瓶子装水之后

变沉了 ， 瓶子的大小没育变 ，

当 它的重量比 同样体积的水重

时 ， 瓶子就沉到底下去了 。 把木头钮扣 、 塑胶钮拍和嗣钮蛔

放进育水的玻璃杯里 。 看哪个能浮起来 ？

浮体排开与它重量相 同 的水

在一个干燥的大罐头盒里放一块木头 ， 称称它的重量 ，

可用第二页介绍的那种尺做的天平来称 。

－

-

然后将木头拿出去 ， 在大盒子里放迸一个小盒子。
。
往小

盒子里倒水 ，

一直到倒满为止 。 小心地将那块木头放进小草子

里 ，
一直等到不再有水漫出来 ， 再将小盒子小心地拿出来。

再称称大盒子连同小盒子里面漫出来的水的重量。

你会发现 ： 大盒子里的水的重量与那块木头的重量帼等 ．

解释 。
一件能漂浮的物体 ， 它排开的水重等于它木身的

重匿 。 船能浮夺水面 ， 就是因为它排开的水的重鱼等于它自

己的重量。



潜 水 瓶

拿一个小药瓶或小酒杯 ， 装上半瓶 （ 杯 ） 水 。

再往一个高 口 罐子或大杯

子里倒上水 。 用手指堵住小药

瓶瓶 口 ， 口 朝下放到大罐子里 。

如果瓶子浮在水面。就往

瓶子里再加点水 ， 如果瓶子一

直沉下去 ， 就倒 出来～点水 。

要让瓶子刚好 能 浮在 水

中 ， 再将高罐子倒满水 。 用～

块气球皎皮紧绷在罐白上 ， 用

绳系紧。

把手掌放在胶皮上 ，

”

向下

按一下 ， 然后松开手。

－

-

-

-

- -

你会看到 ： 向 下扶时，
， 瓶



子沉下去 。 松开手之后 ， 瓶子就又浮起来了 。

解释 ： 当 你用手向下按的时候 ， 因为水不容易压缩 ， 空

气则容易被压缩 ， 少量的水进到瓶子 里 ， 这时 ， 瓶子的重量

太于它所羽F3==z=:'t*’水的重量， 于喂 ， 瓶子就沉下去Ti 、

。

让 鸡 蛋 浮 起 来

将～个鸡蛋放到一杯淡水里 。 春看会怎么样 。 瘴水里加

盐 i 轻轻地搅动 ， 注意会发生什么现象 。

、

、

在铅笔的橡皮头上揪上～颗图钉 ， 把这根铬名放在水杯

里 。 往水里加盐 ， 轻

gffi&@ ,&$k& Hxer
生什么现象 。

你会看到 ： 在淡

水里 ， 铅笔和鸡蛋都

下沉 ， 你在水里加盐

之后 ， 铅笔和鸡蛋便

浮起来了 。

， 解释 ： 波体的比

重越大 ， 向上托起物

体的力量 ， 即浮力 ，

斌越大卞 往水里加盐

使水的比 重变太 。 现

在做该明 白 为什么船

体 庄海水里露出来的

/

玲

、＜一

导
一
．

一

等 ，而衣涣水里露出来陶少了 p巳 该明 白为什么在海

里游泳聋省劲了吧 。

蝉在湖



表 面 张 力

1 ． 用。张卡片或一把叉子托起一根针 ， 将这根针放到盘

子里的水面上 ， 然后小心地将卡片或叉子撤走 。

你会看到 ： 针浮在水面上

了 。

”

解释 ： 木夹针比它所能排

刃
‘
的水的重量大 ， 应该沉下去 ，

可是它却浮在水面 上了 。 这是

因为水表面有一层看不见的带

弹性的薄膜 。 当水接渺空气内

时候 ， 水表面的分 子就会紧紧

地挤到～起 ， 在水的表面形成

一层薄薄的膜 。

2 ． 往浮有钎的盘子里放进一小块肥皂 。

你会看到 ：
? 针立刻就沉 下去了 。

解释 ： 肥皂使水的表茵张力变小了 。

这是用肥皂洗衣眼的原因

之一

。 肥皂使水的表面张力变

/J\ ， 水就可以浸湿油房的农物

的 表面。

用 肥 皂做
“

燃料
”

的船

用硬纸板做～只小趴 在

,J＼船上刻～个缺o矿碳入4水



块肥皂 ， 用它做小船的燃料 。 把小船放到一个水池里或水盆

里 。

船会自 己走
?

， 直到肥皂把这个
“

湖
”

里水的表面张力都

变小为止 。

用 过 滤 网 盛 水

拿来一个小的过滤网 （ 茶

叶过滤网就行 ） ， 在网上倒一

些液态油 ， 这样网线的外面都

罩上了一层油。 抖动过滤网 ，

使网孔张开。 把网拿到水池或

水盆上方。 小心地将杯子或水

壶里的水倒入过滤网 。

你会看到 ： 过滤网盛住了

水。 水从网孔里往外凸 出来 ，

可是却流不下来。

解释 ： 表面张力一一这层

看不见的弹性薄膜�D�D把水截

在网里 。 可是你只要用手一碰

网 ， 水就会流下奈 ， 因为手指的触动破坏了水面的薄膜。

能 装 进 多 少 硬 币

把一个瓶子或玻璃杯放到水盆里 。 往瓶子里倒水 ， 直到

瓶口 。 向瓶里放人硬币或薄的金属垫臼 ， 放硬币的时侯男侧



着捏住边儿 。

你会看到 ： 装进的硬币数 目 多得惊入 ， 水还 没 有 溢 出

来 。

解释 ： 由于表面张力的缘故 ， 水可以高出瓶口 ， 而还不

至于冲破这层表面的水膜流出来 。



三 、 机 械 能 和 机 械 。

皮球风地上弹起来 ，

落下去 ， 汽车轮子转动。

里去⋯ ‘ ? ?

火丰轰隆隆开过去 ， 太阳升起来 ，

飞机在天上飞 ， 螺丝钉被拧进木头

这些都是物休运动的例子 。

描述和解释这些运动的科学叫做力学 。

物 体 为 什 么 会 下 落

用细绳系上几样东西 ， 比

如一块石头 ，
一个罐头盒 ，

?

把叉子 ， 咸是一样玩具 。 用手

拎着这几根细绳 ， 或是把它们

挂到一根棍子上 。 然后剪断这

几根细绳 。

你会看到 ： 这几件东西都

掉瓢地上。

解释 ： 由于地心引力的作

用 ， 使这些东西落到地上。

地心引 力有时对我们很有
亏

用处 ， 有时却又对我们有所妨

碍 。 地心引力使我们和周围的

东西不至于飞离地球跑到太空

-�D

壁



中去 ， 但也使我们向月 球发射火箭变得狼囱难 。 你比较一下

可以发现 ， 下楼梯比上楼梯省力得多 。 因为 当我们上楼梯或

者向上提东西时 ， 向上推或拉的力量都必颁比地心吸引我们

的力六才行。

哪 一 个 落 得 快

站在一个结实的桌子或高

椅子上 ， 让两件东西�D-～件

重的 、

一件轻一些的�D�D同时

落下去。

你会看到 ； 两件东西同时

落地 。

、
． ； 、

，

解释 ：
一件物体的重量与

它落地的速度无关 。

不过我们知遭 ， 羽毛比石

头落地慢 ， 人在空中张开降落

伞下落比没有降落 伞 要 慢得

多 。 发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是落休的形伏 ， 因为羽毛和降

落伞的表面积大 ， 空气对它们

的阻力大 ， 所以荡地邀度就减

慢了 。



怎 样 扔 得 远

尽力把球平推出去 ， 看看球会落到多远的地方 。 再用同

样大小的力量 ， 稍微偏高一点将球扔出去 。

你会看到 ： 出手角度高的球比平推出去的球扔得远 。

解释 ： 扔得高的球落地之前飞得远 ， 因为球在向上跑的

同时还往前跑 ， 球在空中呆的时间长 ， 落地前跑 的 距 离 就

远 。

WboweWWWeweweWWeteMMWWWMWWeM

如果两个孩子将同样重的球仍出去 ， 只要扔 的 高 度 相

同 ， 那么两个球会同时落地 。 即使其中一个孩子用灼力量大

一些 ， 结果也是如此 。 他用 的力量大 ， 可能会扔得远一点 ，

但是还是要同时落地的 。 因为地心对两个球的 引力一样大 ，

不会因为扔球的人用的力量大 ， 球就会在空中 多 飞 ～ 段 时

间 。

重物落下来的威力

从地板上拿起一块小石头和一块大石头 ， 分别放到桌子

上 ， 在桌子旁边的地板上放一个平整的金属罐头盒 。 把小石



头从桌上推下去 ， 让它落到盒

子上 。 这时会出 现 什 么 情 况

呢 ？ 把大石头推下去 ， 让它也

落到盒子上 。 又会怎么样呢 ？

你会看到 ： 小石头只能把

盒子砸伤一点 ， 而大石头却会

把盒子砸瘪 。

解释 ： 大石头具首的能皿

大 。 因为从地板上拿起大右英
比拿起小石头用的能量大 。

。 举

起一件物体所用的 能 量 比 较

太 ， 那么 ， 这件物体落下时的

能量也比较大 。
～ ,

你见过打柱机是怎掸土作

的吗 ？

喷 壶 和 火 箭

拿一把锤子和一枚小钉子 ， 在一个空罐头盒靠近盒底的

地方， 钻 4 个小孔 。 这些孔应在一条直线上 ， 孔与孔之间的

距离为饥 scm 。

。

；

用线系住盒边 （或者在盒子靠顶部的地方钻两个孔 ， 穿

上线 ） ， 挂在一个钩子上 ， 把钩子吊在架子上或木棍上 ， 放在

水池或盒的上方 。

窍拿子里倒水 ， 会看到什么现象 ？

您失员烈。与冻丛”涡属障出来 。 。 氨予锡态该徊厦跑力回



「
摆动 。

解释 ： 有作用力 ， 就必有

同样大小的反作用力 。 水向前

流 ， 就使盒子向后运动 。 草坪

上设置的旋转喷壶就是按这个

原理设计和使用的 。

划船时船桨把水向后拨 ，

船就向前滑行 。

把气球吹得鼓起来 ， 然后

再把气放出来 。 当 空气从气球

里跑出来时 ， 气球就会向气流

相反的方向运动 。

这就是火箭和喷气式飞机

的工作原理 。 当热气向后喷出

时 ， 飞机或火箭就高速向前飞行了 。

重 心

在一个平面上滚动一个球 ， 来回滚动几次 ， 注意球是怎

洋停下雍的 。 在球上某一点粘块泥后 ， 再滚动这个球。 看看

会 出 现什么现象 ？ 重复滚动几次 。

你会看到 ： 起初球会滚得很远 ， 然后在随便一个仆么位

置上停丫来 。 粘上泥之后 ， 就总是在黄泥碰着平 面 时 停 下

来。

解释 ： 物体重力的作用点就叫做物体的重心 。 如果重心

转动到最低位置时 ， 运动物体就要停下来。



球的重心是在球的中心 。

球在滚动时重心既不提高也不

降低 ， 球上每一点 都 是 平 衡

点 。 粘上～块泥之后 ， 重心位

置就不在球的中心而是偏向枯

着泥块的地方了 ， 当 泥块在最

低点时 ， 重心最低 ， 球就要停

止转动。

停 和 走

、X
在一辆小车或雪橇上装些

木头 。 慢慢地将车拉动 ， 拉～

段 ， 然后再慢慢地停下来。

再将车突然起动 ， 拉
～段 ， 然后突然停下来 。

你会发现 ： 起动小车比中途拉车要费力 。 起动得越快 ，

听费的力就越大 。 车走得越快 ， 停车时要用的力也就越大 。



恕释 ： 起动或停车时所用的力 （ 不论是椎还是拉 ） 比车

在行进时用的力大 。 运动的物体趋向于一直运动下去 ， 静止

的物体趋向于保持静止状态 。 这就是平时所说的惯性 。

在地上画一条线 ， 当你快跑到这条线上时突然止步 ， 你

会发现 ， 脚虽然停住了 ， 但上身却继续往前倾。 瑰在你明 白

了吧 ： 为仆么汽车突然停下时 ， 人会向前倾倒 。

还 是 惯 性

把书放在一张纸上 ，

你会看到 ： 书没动 。

然后猛地将纸抽拉出来s

解释 ： 以很快的速度抽纸

时 ， 纸很容易就被拉出 来 ， 书

却几乎不动。 这是惯性在起作

用�D�D静止的物体趋向于保持

静止状态 ， 书由于惯性仍保持

原来的静止状态 。

为什么要使用轮子

做这个实验要借一只汽油

桶或别的小桶 。 把桶立起来 ， 从房间的这一头推到房间的那
一头 ， 然后再将桶侧倒 ， 滚回来。

你会看到 ： 滚动要比直立着推省力得多 ，

解释 ：＼ 滚动摩擦比滑动摩擦要小。 在滑动时 ， 两个粗糊



表面的凹凸部分互相啮命在一

起 ； 而在滚动肘。 轮子是滚过

而不是擦过粗＠表面的胭凸部

分 ， 摩擦力就不那么六。 。

什 么 是 摩 拣

在一块木板的半边用图钉

按上一张砂纸。 找～块虽然小

但是比较重的木块 ， 在上面按
一个图钉， 图钉不要全按迸 ，

因 为还要在图钉上套～根细 嫁

HH

皮筋 。

用橡皮％拉动木块 ， 从没

盖砂纸那半边木板上拖过 ， 注

意橡皮筋会拉多长 。 然后将木

块从砂纸上拖过来 ， 再看看橡

皮筋会拉多长 。

侈会看到 ： 当你将木块从

砂纸上拖过来时 ， 橡皮筋被拉

得比较长。 橡皮筋变长 ， 标志

着你用的力大。

解释 ? 当两个互相接触的

物体朝相反方向运动时 ， 它们

互相阻碍。

一个物休的表面看

起来很光滑 ， 但只要在放大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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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看一看就知道它并不是很光滑的 。 因此 ，
一个物体表面与另

一个物体表面的凹凸部分会啮合到一起 ， 当使其相对运动而

施加外力时 ， 就会产生阻力 。 由两个表面摩擦而产生的阻力 ，

叫做摩擦力 。

摩擦力的大小是由互相接触的表面状况和施加在刨仕

面的压力所决定的 。 表面越粗糙 ， 摩擦力越大 ， 物休越重。

摩擦力越大。

有些摩擦力是不可缺少的 。 使用花纹很清楚的新轮胎比

花纹磨光了的 ！日轮胎要安全。 因为新轮胎与地面之间的阻力

大 ， 可防止滑倒 。

但是在机器里如果阻力太大就会浪费能邑 ， 井且产生不

必要的热 ， 磨损机器部件 。

为什么要给机器注油

摩擦两块木头 。 然启往两块木头的表面涂上肥皂或凡士

林油 ， 再摩擦这两块木头 。

你会发现 ： 涂上肥皂之后 ， 两块木头摩擦起 来就省力多

了 。

解释 。 肥皂塞满木头表面的凹凸部分 ， 等于给整个表面都

早上了
一层

“

肥粤外套 三 ， 因此两块木头实际上碰不到了起 ，



它们之间也就不存在摩擦了 。 确切点说 ， 摩擦两块涂丫肥皂

的木头时摩擦力小 。 试试在钝了的别针上抹点肥皂 。 再用它

扎物体时就好用多了 。

水也能当 润滑剂 ， 使物体的表面光滑 。 往运煤的滑道上

洒点水 ， 就是为了让滑道更光滑。 滑冰的时候 ， 冰刀下面的

冰会融化 ， 这样滑冰的入才能从水膜上滑过去 。

在大部分工具和机器上 ， 我们使用机油或黄油来作润滑

剂 。 这就象在木头上涂肥皂一样 ， 机油和黄油可以使羡面变

光滑 ， 这样一来 ， 就减小了摩擦力 。 选用机油或黄袖炽肩沿

剂是因为它们不象肥皂 、 水或其它润滑剂那样 ， 干得那么炔 。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门拆页有时吱扭吱扭响时 ， 滴一两滴

油纸不响了吧 。 同样 ， 在桌子抽屉的边沿 ， 涂上一点蜡 ， 开

关时就会容易得多 ， 知道这一点对你将会是很有用的 。

机 械

～切使工作变得更容易做胞装置都叫做机械 。

机械会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方便 。 它可以使我们少用些

力 ， 或者加快速度 、 加大递懒离 ， 或改变运动方向 。

所有复杂的机械都是九仰俩单机械鳃成的； 这些简单机

械很早以前就有 ， 它们就是杠杆 、轮轴、 滑轮 、 斜而 － 楔子和

螺旋。

跷 跷 板 是 杠 仟

把一枝铭笔放左木尺下 ； 霎刚好放在中央 5 寸的刻度线



下面 ， 使尺子平衡 。

然后在尺的两端都放上一枚五分的硬币 ， 看看能不能平

衡 。 在尺子的 10寸标记处的硬币上再加～枚五分的硬币 。 这

时还能保持平衡吗 ？

将这两枚迭在一起的硬币逐渐向 中问移动 ， 看看能不能

平衡。

你会看列 ： 当 两

枚硬币 （ 两枚硬币的

重量为一枚硬币重量

的两倍 ） 挪至 7 . 5 寸

处 ， 尺子就会率衡 。

如果你把它们再向中

间移一下 ， 那一枚硬

币就能把这两枚硬币

压得翘起来。

解释 ： 跷跷板就

是这样的 ， 如果对方比你重 ， 你只要让他坐的泣 置 靠 近 申

间 s ’ 你就可以把他压得翘起来。

现在， 不象上面实验中那样在尺子下面放铅笔 ， 而是把

尺子用线挂起来 ， 放上硬币。 使它保持平衡。

"

－ 这里的尺子和晓跷板～样 ， 都是杠扦 。 只要是能绕着～

个固定点转动的硬棒都叫杠杆 ， 而这个定点就叫做支点 。 在

上面翘翘板的实验中 ， 尺子就是杠杆 ， 和铅笔接触的那点就是

支点。 但是许多杠杆的支点不一定在杠杆的中心 ， 而是在杠

杆的一端 。

撬棒、 铁锹 、 垒球拍都是杠杆 ， 这些你可能很熟悉 。 但

瘪S 你订论木勿道钳子、 剪力 、 祭剪子。

”

甥伪夹子也都是～



对对的杠杆 。 我们的手指 、 胳臂 、 腿也都是杠杆 。 刀子、 叉

子 、 耙于和窑帚也都是杠杆。 你还能举出一些其它的例子来

吗 ？

轮 轴

将手摇凤车 （ 凤葫芦 ） 的

皮带拆下 ， 如图所示 ， 在轮盘

的凹槽里系上一段细绳 ， 在绳

的另一端系上几本书 。 转动轮

盘上的手柄 ， 直至把书提到凤

车所在的桌子上。 把这捆书解

下来 ， 用手把书提到同样的禽

度 。

你会发现 ： 使用凤车提书

比用手提要省力得多 。

解释 ： 你用的手摇凤车就

是轮轴 ， 它可以减少握起书本

所用的力 。 轮轴实际上是旋转

的杠杆 。

门钮 、 钥匙 、 纹盘也都是

轮轴。

瓶 盖 齿 轮

找三个瓶羞 ， 辇意不男选用开坏了灼二 在财阵钞



用钉子钻一个孔 ， 把这三个瓶盖用小钉子钉在～块木板上 ，

要让瓶盖靠得近一点 ， 互相之间能够接触到 ， 而且能臼 由转

动 。

用手指头或铅笔转动一个

瓶盖 ， 注意其它两个会怎样 。

你会看到 ： 你转动一个瓶

盖时 ， 另外两个也都跟着转 。

解释 ： 每个瓶盖的边都象

齿轮的齿一样 ， 与旁边齿轮的

卤啮合 。 你会发现每个齿轮都

与相邻齿轮转动的方向相反 。

如果中间一个齿轮 逆 时 针 旋

转 ， 两端的两个就顺时针旋转 。

这样就可以用齿轮来改变轴旋

铃的方向 。 汽车倒车的时候 ， 让

后轮向后转 ， 就是一

个很好的

例子 。

除了改变方问外 ， 齿轮还可以用 来改变力的
’

大小 和 速

度 。 用大齿轮带动小这轮时 ， 小齿轮的速度变快 ； 用小齿轮

带动大齿轮时 ， 大齿轮的力变大 。

齿轮边上的齿是用来防止滑脱的 。 你会发瑰齿轮也是轮

袖的一种形式 。

看一下绞肉机和旧式钟表里的齿轮 ， 也可以看着连接 自

行车链条的齿轮 ， 这些也都是很好的例予。



滑轮是怎样工作的

如图中所绘 ， 用一根铁丝穿过一个线轴 ， 把末端弯成豫

子状。

把这个线轴 （ 滑轮 ） 挂在横杆上 ， 用一段线洼在线轴上 ，

两头分别素上一个小盒子 。 在其中一个小盒子里放上几枚农

币 ， 然后往另外一个盒子里加硬币 ， 观察一下需宴加乡少皿

量方可将另外那个盒子升起来。

当两个盒子平衡后 ， 将一个盒子往下拉 2 寸 ， 另外一个

盒子会怎么样？

你会看到 ： 需要加同样的重量 。 两个盒子才会平衡 。 你

将其中一个盒子拉下 2 寸 ， 另一个盒子就升高 2 寸 。

解释 。 你用线轴和细绳做成的东西就 垦固定滑轮。 它不

能改变力的大小 ， 但能改变力的方向 。 这样 ， 要想让东酉升

高 ， 只需向下拉就可以了 。

滑轮能帮助我们打开窗户 ， 把旗子升到旗杆顶 ， 还可以

移动晾衣绳等等 。 几乎所有的起重机 、 升降机和 电 梯 上 ，



都装有一个或许多 个滑轮 。

滑 轮 组

这个实验得由你和你的父母一起做 ， 或者男外找两位同

学 。

让两位成年人每人两手握住一根木棍 ， 离开两步远 ， 你拿

一段晾衣绳或别的结实一点的绳子 ，
一头系在其中一根木棍

上 ， 然后如图里画的那样将绳一迸一出地绕在这两根棍上 。

你拉绳予役系 住 的 这 一

头 。

你会看到 ： 尽管成年入使

劲往两边拉棍子 ， 可是你却能

把两根棍子拉到一起。

解释 ： 实际上你用绳子和

棍子做了
一个滑轮组 。 绳子在

棍子上夹回缠绕 ， 使绳子拉动

棍子的力量比你实际用的力量

大 。 绳子在棍子上每绕一圈 ，

棍子受到的拉力就 要 增 加 一

些 。 绳子绕的 圈数越多 ， 棍子

受到的拉力也就越大 。 这样 ，

你得到的力虽然大 ， 你却并不

费力 ， 不过 ， 你需要拉动较长距肉沟绳子 。

滑轮组又叫做复滑轮 ， 是一种 常 用的起重装 置 。 可用于

船上装货 、 吊车起重 、 农村编扎篱笆 ， 装卸救生艇 、 钢孝 、

保险柜 、 机器等 。



关 千 斜 面 的 试 验

把几支长度不同的尺子的一头搭在一叠书上 ， 形成几个

不同的斜面。 用细橡皮筋系住一辆玩具小汽车 （或者系住一

块木头 ） ， 将小汽车分别从这几个不同长度的斜面拉上去 ，

注意观察橡皮筋分别能拉多长 。 然后不用斜面 ， 直接把玩具

小汽车提到书上去 ， 注意橡皮筋能拉多长。

你会看到 ： 尺子越长 ， 橡皮筋被拉长得越少 。 如果直接

把物体提起来放到书上 ， 橡皮筋拉得最长 。

解释 ： 斜面也 是 一 种 机械 ， 它能使东西慢慢上升 。 物

体 L开所走的距离长 ， 但是用的力小 。 如果把物体直接提起

来 ， 走的距离短 ， 但是用的力大 。 做功的多 少都是一样的 。

在斜面 上运动 ， 用力小 ， 但是运动距离长 。 斜面越长 ， 用力

越小 ， 但是为达到同样高度所走的距离却比较远 。

船靠码头时的跳板 、 环山公路 、 甚至楼梯 ， 也都是斜面

的例子。 观察～下 ， 搬运工要往汽车上搬重东西时 ， 是不是

也利用斜面？



钉 子 和 刀 子

用锤子将一根钉子敲进木头里 ， 用锤子的男～头将钉子

拔出 来 。 然后把钉子挫断 ， 这样它的尖就变钝了 ， 试试再把

这枚钉子敲进这块木头里 。

你会发现 ： 这次要把钉子敲进去就比较困难了 。

解释 ： 没挫断的钉子 ， 钉

子尖是楔形的 。 楔形是背靠背

结合在
一起的两个斜面。 当把

钉子向木头里敲打时 ， 斜面使

这一进程变慢了 ， 但所费的力

却小多 了 。

刀子 、 斧子 、 木柱 、 针 、

别针 、 凿子都是利用楔形制成

的工具 。

螺 旋

用一张纸剪一个图里那样的三角形 （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

斜面 ） 。 把这个三角形缠到一枝铅笔上 。 看看它变成了什么 ？

你会看到 ： 它变成一个 螺旋 。

解释 ： 实际上 ， 把一个斜面缠到一个圆柱休 丘就是螺旋 。

你知道螺丝能把两块木板或金属片拧紧在一起 。 再去看一下

家里的瓶子 ， 看看瓶盖是不是也带螺纹 ？

你大概知道钢琴凳是用螺栓升高的吧 。 家里的绞肉机、



电扇 、 飞机上的螺旋奖 ， 还有固定冰刀的夹板、 台钳等也都

是利用螺旋的例子。



四 、 热

热不是一件东西 ， 它不占有空间 ， 没有重量 。 象光 、 声

和电一样 ， 热也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 热能使物体里的分子运

动变快 ， 从而使物休温度升高 。

你能辨别 出 凉热来吗

预备三个碗或盆子 。 在一个盆子里倒半盆热水�D�D手能

受得了的热水 ， 第二个盆里倒上温水 ， 第三个盆里倒上冷水 。

将这三盆水摆成一排 ， 温水放在中间 。

将左手放到热水里 ， 右手放到冷水里 ， 在水 里 呆 一 会
儿 。 然后将手从水中拿出 来 ， 甩掉水珠 ， 将两只手放到中间

的盆里 ， 现在 ，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

你会发现 ： 左手感到凉 ， 右手感到热 。



解释 ： 当你把手放到中间的湿水盆里时 ， 刚从热水盆里

出 来的左手要跑 出去一部分热量 ， 使周围的温水变暖和 ， 左

手损失了热 ， 所以觉得凉 。 刚从冷水盆里出 来的右手原来是

冷的 ， 热量从温水里跑到很冷的右手上去 ， 右手得到了热量 ，

所以你就感到右手比失前暖和了／

摩 擦 生 热

1 ． 摸摸钉子和锤子 ， 看看热不热 。 然后用锤子将钉子敲

到木头里去 。 再摸摸钉子和锤子 。

你会发现 ： 钉子和锤子都

发热了 。

解戳 你肌肉里的能且传

给了敲打的锤子 ， 由铰宇文传
给了钉子 。 锤子和钉子因为接

受了外面施］呻能量 ， 它们的

分子运动速度加快了 ， 温度也

就提高了。

2 ． 把两只手贴在脸颊上 ，

试试手有多梨＼ 把两只手很快

地 来回摩擦10次后 ， 再贴到脸

颊上 。

你会发现 ： 摩擦以后 ， 手

比以前要热 。

解释 ； 摩擦使分子运动的

速度加快 ， 所以手的温度提高了。



辐 射 传 热

往一个小盘子里倒点冷水 ， 把小邀子放置在窗台上有阳

光的地方 。 让盘子在那里放晒一会儿 ， 然后用你 的 手 试 一

下 ， 或用温度计量一下 。

你会发现 ： 水越来越热 。

解释 ： 太阳发出 光能 （ 红外线 ） ， 当这种光线照到物体

上时 ， 就使物体变热 。 这就是辐射能 。

电 能 转 换 成 热

摸摸没打开的 电灯泡 （不

包括 日 光灯 ） ， 然后打开灯 ，

过～会儿再摸摸灯泡 （ 等的时

间不要太长 ） 。

你会发现 ： 灯泡比 以前热

了 。

解释 ：
一部分电能在通过

灯泡里的灯丝的时候 ， 转化为

热能。 电动面包烤箱 、 电x斗

和电热水器都是利用这个原理

制威的 ，
。电流在通过线圈的时

候会产生大量的热。



热能把气球给鼓起来

把
一个瘪的气球套在

“

空
”

瓶子口上 。 将瓶子放到沦水

里 ， 或点燃一支螃烛 ， 将瓶子

拿到烛火上烤一下。

你会看到 ： 气 球 鼓 起 来

了 。

解释 ： 瓶子加热以后 ， 瓶

中的空气分子运动得快了 ， 分

子间的距离加大了 。 因此 ， 气

体 （空气 ） 要占据更大的空间 ，

瓶子里的空气不断进入气球 ，

带弹性的气球壁被空气给撑大

了 。 热使空气膨胀 。 如果把热

源撤掉 ， 你想想会怎么样？ 你

不妨试试看 。 现在你知道了吧 ， 为什么天热时必须检查各种

车辆的轮胎 。

人行道路面 为什么要 留 有空缝

在铁盒本钎一根钉子 。 把钉｛ 松一松拔下来 。 再把钉子

插迸去试试 ，
一定要使这个孔刚好能让钉子自 由进出 。 然后用

一

把火钳子。 剪子或镊子夹住钉子 ， 将钉子在蜡烛上 、 热水里

或火炉上加热， 再试酬眸子上的那个孔里插。

你会看到／ 加过热韵钉子插不进那个孔里 。



解释 ： 固体受热也要膨胀 ，

固体中力 尸运动的速度加快 ，

分子向四周扩散开 ， 因此所占

的空间也大了 。

为仆么人行真要分成一块

一块的 ， 耗旦每块之间还留有

空缝 ？ 为什么有的门在夏天很

紧 ， 开关不方便？ 现在你该明

白 这些道理了吧 。

温度计的工作原理

准备一个药瓶或别的门、瓶

子 、

一个大小合适的软木塞和
一段玻璃管 （ 可以用细玻璃管

或是药瓶里的吸管 ） 。 用 一

、

两滴墨水或其它颜料把水染成

带颜色的 ， 倒进瓶子里 ，
一定

要倒满 ， 然后将玻璃管插迸软

木塞里 ， 把软木塞盖好 。 将水

在玻璃管内的高度 做 一 个 标

记。

把小瓶子放到热水盆里或

拿到燃烧的蜡鸩上面 ， 注意会

发生珠纲嫁。

将瓶子冷郊 ，再污肴结果．



你会看到 ： 受热时水上升到玻璃管比较高的地方 ， 遇冷

则下降 。

解释 ， 液休受热膨胀 ， 遇冷收缩 。 我们使用的水银温度

计就是根据水银这个特点设计的 。

温度计里用的液体 （ 一般是用水银 ） 有这样一种特点 ， 就

是当 它接触比它热的东西时 ， 就会吸收热 ， 体积随之膨胀 ； 而

当 它接触到温度比较低的东西时 ， 体积就要收缩 。 温度讣实

际是用来测量一件物体是向外放出热还是风其它物体吸收热
的一种仪器 。

三

热怎样将固体变 为液体

1 ，将
一块冰放到～个铁盒或者小锅里 ， 然后加热 。

2 ． 将糖放到铁盒或锅里加热。

3 ． 将蜡烛放到小盒里加热 。

你会看到 ： 这些固体受热后变成了液体 。

解释 ： 加热使分子的运动速度加快 ， 固体首先开始膨胀 ，

然后就逐渐变成液体 ， 这时分子的运动就会 自 由得多 。 我们

缢
＼



把这L过程叫做熔解 。

：

你看到过从炼钢炉向外倾倒红热的铁水⋯照什吧 ， 铁水

倒进模子里 ， 冷却后 ， 就变成了固体 。

热怎样将液体变 为气体

往小锅或罐子里倒一点水 ，

测量温度 。

你会看到 ： 水变成了水蒸

气 ， 也就是气态的水 ， 可是温

度计却未超过100oC 。

解释 ： 加热使分子的运动

速度变快 ， 热到一定程度时 ，

分子就要跑出去 ， 变成气体 。

水温只要到100oC （ 沸 点 ） ， 不

必高于 100
"

C ， 所有的水就 都

可以蒸发掉 。

断掉热源之后 ， 锅还会向

上冒气 这时拿一个凉玻璃杯

然后加热 。 不时地用温度计

放到锅的上方 ， 你就会看到玻璃杯里有水珠 。 当 瘟 度低守

100
"

C时 ， 水蒸气又可重新变成液态 。

蒸发可 以 使物体冷却

》在 个盘子里倒上满满一物匙水 ， 在另一个盘子里倒

上满满一汤匙医用滔精。

、 、

哪一种先蒸发完呢？



2 ． 用水将一只手涂湿 ， 男
一只手用酒精涂湿 ， 两只手都

在空气中扇凤 。 哪只手觉得更

凉快呢？

你会发现 ： 酒精比水蒸发

得快。 你觉得涂酒糟和涂水的

手都凉快 ， 但是涂酒精的手更

京快。

解释 ： 当 水和酒精蒸发的时候 ， 要风你的皮胺表窗吸蹬
热 ， 因此你的体温就降低了 。 酒精的蒸发速度要快一些 ， 所

以你就觉得更凉诀些 。

这就是为什么当发烧的时候 ， 可以用庙糟擦身的遭理。

。

盐和水的有趣实验

用你已经知道的关于热交换的知识 ， 可以表演一个科学
‘

庞术
”

节 目 。



用水将一根绳子完金浸透 。 把这恨绳子搭在冰上 ， 沿着

绳子向冰上撒一点盐 。

你会看到 ： 几分钟后 ， 你就可以用绳子把这 块 冰 拎 起

来 。

解释 ： 撒上盐粒的冰面 ， 它的冰点会变得比旷C稍低～ 点

儿 ， 这就会使冰融化～部分 ， 当冰重新冻结的时候 ， 就把绳

子一起冻住了 。

冰块的有趣实验

1 ． 用毛巾 包好两块冰 ， 让这两块冰紧紧压在一起 ， 消等

几分钟 。

你会看到 ： 当 你不再用力压的时候 ， 两块冰巳经冻结在

y芯丫 。

解释 ； 压力使冰的熔庶降慨 ， 冰就要融化�D郎分 。 当不

再压的时候 ， 冰点又升上去 ， 两块蹦允次络在～起了。
－

。

冰块的有趣实验 （ 续 ）

2 ． 在一根细线的两端系上石头或别的重物 ， 将这根线搭

在一块冰块上。

你会看到 ： 线进到冰里去 ， 可是冰却没育碎 ， 并且在线

的上面又冻住了 。

解烽 ： 固为压力能使熔点降低 ， 所以压在线下的冰就融

化了 ， 可是当线沉下去之后冰就又冻住了 。 访你想一想 ， 滑

冰是不是也是这个递理呢？



温 度 和 卡 （ 路 里 ）

1 ． 将两个煤气灶的火苗调高 ， 把一小锅水和一大锅水同

时放到这两个灶上。 当两锅水刃泡 （佛腾 ） 的时候 ，
、 用温度

计分9州匿一下它们饬涅皮。

你会看到 ： 川 ＼锅里的水比大锅的水先沸腾 ， 不过两锅水

沸腾的时候， 温度都是100o民 ，

--



解释 ： 水越多 。 要使这些水 沸腾所需要的热殴也就蛆多 。

人用两个没有盖的小盒， 装上同样多的减水， 分别放到两

个锅里 。 过一会儿 ， 量量这两个盒子里水时温度 。

你会看孙
。
放进大锅的小盒子里的水温堂高 。

”

解释 ； 两个锅里水沸腾时的温度都匙00oC ， 但是大 锅

里的水放出的热能要比小锅里的多 。

热量的计屋单位是卡路里 （简称 为卡） ,
b卡是使一克水

温度提高摄氏一度所需要的热量 （ 我们通常说的
“

大卡
”

，是

1000卡 ） 。

为什么不用 金属把手

玉 ． 将一把汤匙插迸一杯开

水里 ，
、
几秒钟后 ， 摸摸汤匙柄有

多热。

2 ． 把蜡烛熔化 ， 当开始变

凉的时候 ， 把蜡捏咸一团团的 ，

分别包到毛衣针的 不 同 部 位

上 ， 在针的＿头扎上一个软木

塞 ， 做为把季 ， 然后把男外一

端放在蜡烛的火焰上或其它热

源上烤 。

你会发现 ： 汤匙很热 ； 毛

衣针上的蜡烤到一定程度时开

始熔化 。

解释 。 热水分于运动得相



当诀 ， 它们碰撞到汤匙的分子上 ， 汤匙的分子又碰掩与它们

相邻的分子 ， 这样不断地碰下去 ， 直到热能被消耗尽为止 。 同

样 ， 毛衣针和蜡的分子也是这样碰撞的 。 金属是热的良导体 。

软木塞的分子不象金属分子那么容易运动 ， 因此不蓉易

传递热能 。

根据 丘面的介绍 ， 今后你是选用铝杯子喝热茶呢 ， 还是

用瓷杯子喝热茶？ 你希望在煎锅上安木头把手呢 ／ 还是金属

把手 ？

热在水中 和空气 中 怎样传播

二 ． 在瓶子里放一点儿细沙 、 锯属或者吸墨纸碎片。 将瓶

子差不多装满水 ， 然后放到一个盛有水的锅里加热。 摸摸或

量量水温 。

’
。 I

你会看到 ： 当水孩加热的时候 ， 热了的水分子就跑到上

面来 。 通过沙粒的运叱 我们能看到水流怎样风下面丹到上

面来 ， 这意昧着水受热时 重量变锰

这一部分因受热而变轻的水升到上面来 ， 而另一部分比

较凉 、 也比较重的水就沉 下去 。 只要瓶子里上下 温 度 不 ～

\Jx-－ 椒勋e

／丫丫～ -

．
必 卜

f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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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这种对流韩要维续下去 。

炉子要宏在屋子最低处 ， 而不能放在IklM上 ， 现在你明

白 这是什么道理了吧 。

2 ． 用一张硬纸片 ， 象图里画的那样 ， 做个风车 ； 再剪一

个螺旋纸条 ， 都固定在毛衣针针尖上或木棍上 ， 姻支们放到

暖气散热片或点着的电灯的上方 。

你会看到。 风车旋转 ， 螺旋纸条好象要升起来 。

解释 ： 热空气上升 ， 冷空气下降 ， 就产生空气对流。 这

种对流使这两件东西运动 。 凤其实也就是流动的空气。

辐 射 传 热

在一个大铁盒的两边各钻

一个小孔 。 用油漆把盒内半边

涂成黑色的 （ 或用蜡烛的火焰

熏黑也行 ） ， 在这黑的半边上

有一个小孔 。 在两个孔里各插

一根用过的火柴杆 ， 在火柴杆

的尾部都滴上一点蜡油 ， 等其

凝固后 ， 将一个点着的灯泡放

到盒子中间 。

你会发现 ： 涂黑的一边比

另一边热 ， 因为这一边火柴杆

上的蜡先熔化 。

解释 ： 黑颜色表面吸收的

热邑多 ， 辐射的热量也多 ， 而



浅颜色 、 光亮的表面吸收和辐射的热量沙。 传到光亮表面的

热被反弹回到灯那里 ， 这就是反射 。 太阳井不是唯上的辐射

热源。
一切东西都在不停地辐射热 。

为什么我们在夏天常穿浅色农服 ， 在冬天常穿深色衣服

呢？ 现在你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了吧 。



五 、 声

声音是怎样发出来的

1 ． 将晾农绳的～端系在门把上 ， 留 出三 、 四尺 ， 用脚踩

住绳子 ， 把绳子绷紧 ， 然后拨动绳子 。

2 ． 用手摸着喉咙外面 ， 喊
“

啊�D～ 啊
”

。

3 ．把由别针或发夹放到小鼓上 （可以 自 己用纸蒙在铁盒

口上 ， 傲一个小鼓人 轻轻地敲 。

包
乏 ． 轻轻地吹不同长摩的细

5．用东酉破＝下叉子， 然

赝捆叉于放到耳边 ．

6 ．把一根织毛衣用的钢针

砒
棍 ） 放在桌边 ， 抬起～

后烫 松手 ，使它
“

啪
”

地一声打在桌子上。

你会发现， 在上面几种情

况下。 你都会听到声音 ， 同时

你熊看到或感觉到振动。

解释’
－ 在每次 实 验 中 我

们听到的声音 ． 都 是 物 信 扳！:

二！



劲�D- － 前后振劝或是 h下振动而产生的 。 每秒 t。卜卜力 火数 什 ｝ 1

敝频率 ） 的多少 ， 则取决于振动物体的大小 、 形状及构成的

材料 。

人的耳朵只能听见每秒振动次数在 16次至 20 , 000次之间

的声音 。 可是 ， 我们都知道 ， 有些昆虫和 鸟类却能听见更快

的振动发出的声音 。 你可以吹一种特殊的 口 哨招呼你的狗 ，

因 为振动的速度快 ， 所以入没听见 ， 狗却能听见跑来 。

声 波 是 什 么 样 的

把干燥的大未花固定在线上 ， 可以用胶粘 ， 也可以穿在

线上 ， 甚至就把米花系在线上也可以 。 将这些系着米花的线

一

直到能量 消牦尽为上 。

拴到一个晾衣服架上 （ 互相之

间要靠得很近 ） 。 把这个衣服

架挂在椅子靠背上或什么架子

上 ， 这样你就不必举着它了。

3 。 。。＿。。。。 一 。－ 。。“
然后拿一根橡皮带 ，

一头用牙

齿咬住 ， 另一头用手拉住 ， 接

近中间的那粒米花 （ 但不萎碰

上 ） ， 拨动这根拉紧的橡皮带 。

。 你会看到 ： 椽皮带的振动

会使与其接近的米花摆动。 这

粒米花前后摆动 ， 碰到两旁的

米花 ， 两旁的米花又碰到相邻

的米花 。 这佯一直继续下去 ，

如果拨动橡皮带用的力大 ， 碰动的米



花就多 ， 但是却没育摆动得特别远的米花。

解释 ， 这一现象可能会帮你想象出声音是怎样从振劲物

体传到你耳朵里去的 。 当一种物体振动发出声音 时 ， 就 要

碰撞周围看不见的很小的空气 （或者固体和液休 ） 分 子 ，

受到碰撞的分子又要碰撞邻近的分子 。 分子向外 传 递 碰 捡

时 ， 可以传送很远的距离 ， 最后 ， 人耳朵里的分 子 受 到 碰

撞 ， 耳鼓膜振动 ， 神经末梢把振动传给太脑 ， 我们就听到声

音了 。

声音能在真空 中 传播吗

如果没有空气把振动物体发生的波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

我们能听到声音吗？ _

我们用＿个瓶子抽成真空

来作实验 ： 找一个牛奶瓶， 和
～个刚好能紧紧塞住瓶口 的软

木塞 ， 还需霎一段铁丝和一个

小铃铬 。 把铃挡用铁丝系上 ，

把铁丝固定在软木塞上 。 要使

铃挡在晃动瓶子时 能 发 出 响

声 ， 而又碰不到瓶壁 。

把一张报纸撕成碎片 ， 塞

到瓶子里 ， 划根火 柴 将 纸 点

着 ， 很快将软木塞盖好 。 纸燃

烧会把空气用完 ， 瓶子里相对

来说就是真空的了 。

檬

吞 ） 一 力



等瓶子凉了以后晃动瓶子 ， 听听有没育声音 。 然后打开塞

子 ， 放进去一

些空气 ， 再将软木塞盖好 ， 晃动一下瓶子听听 。

你会发现 ； 当瓶子里几乎没有空气的时候 ， 虽然能看到

铃舌来回晃动 ， 可是却听不见声音 。 在放进空气之后 ， 就又

可以 听到铃青了 。

解释 ： 如果要使声音风振动物休传到耳朵里 ， 澈必须有
一种物质 （ 媒质 ） 来传递它 ， 声音不能在宾空中传播 。 声能

是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的 。 不过 ， 员然声音最常皿的传

播者是空气 ， 但是空气的传播效率却并不是最高的 。

声音能在液体里传播吗

拿两块石头 、 两块木头或两个瓶盖碰一下 ， 听听声音 。

然后把它们拿 到 水 盆 里�D-

洗澡的时候带进浴 盆 里 也 可

以�D-－听听它们在水中发出的

声音。

你会发现 ： 在水中发出的

声音更清楚 ， 更响 。

解释 ： 液休传播声音比空

气远 ， 也比空气快 。 如果你曾

听过从湖面传过来的声音， 就

会清楚这一点 。 在水里 ， 声音

传播的速度比在空 气 中 快 四

倍。 你是否注意到 。 在雾天时声音比在晴天时响 。



声音能在固体里传播吗

拿～把市尺 ， 让尺子的一头离耳朵一寸远 ， 用指甲 搔尺

子的远处那一头 ， 听听声音育多大 。 然后将尺子拿到离耳朵

一尺一寸远的地方 ， 这次搔近处这一头 。 这祥 ， 这两次声音

都是从离耳朵同样远的地方发出来的 ， 比较一下你听到的声

音。

wtw
H

.

你会发现 ； 木尺传播的声音比空气传播的要清楚得多 。

解释 。 声音在许多固体中传播的 速 度 都 比 在 空 气 申

快 。 据说 ， 这是因为固体分子之间的距离比气体和液体的都

小 。

请一位朋友或邻居在你住的楼的上一层或下一层房间敲

暖气的散热片或管子 ， 你将会听得很清楚 。 金属是声音的最良

导休 。 在有些金属巾 ， 声音传播的速度是在空气 中 的 十 六

倍 。

印第安人和侦察兵都知道声音在大地比在空气中传潘得

快 ， 所以 ， 他们赏晕把耳朵贴聋地面倾听远处的声洗



声 音 的 速 度

等到再有雷雨的时候 ， 你可以进行下面这项 有 趣灼 活

动 。

当 你看到～道闪 电时 ，

--

就开始数数 ， 每秒钟数一下 ， 直到

你听见雷声为止 。 用你数的数

除以 8 ， 就可以粗略地估算出

雷电中心与你的距离有多远 。

解释 ： 声音在空气中 3 秒

钟走 1 公 里 （ 每 秒 传 播340

米 ） ， 而光却只要用若干分之

一秒就可以走 1 公里 （ 每秒走

300 , 000公里 ） 。 闪电和雷声同

时发生 ， 但是传播 的 速 度 不

同 ， 所以传到我们眼晴里和耳

朵里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 。

如果你太性急 ， 等不到下

一次下雨 ， 你也可以做一个类似的实验 。 请一个朋友在离你

一定远的距离敲鼓 ， 这样你又能看到敲鼓 ， 又能听见声音 。

或者看你的朋友在远处棒球场上打棒球 。 你会发现听到声音

总比看见动作要晚～点儿 。

回 声

下面的这个实验可以在没人的大体育馆或礼堂里进行．



当 你在乡 间或山里 走 路 的 时

候 ， 也可以做这个实验 。 你可

以算出从体育馆这一边到另一

边的距离 ， 或是你离峭壁或头

上方的桥有多远 。

你先对准某一 方 向 喊 一

声 ， 然后开始计算几秒钟能听

到回声 ， 再将这个数用 2 去除 ，

然后再用 8 去除 ， 这样即可知

道声音走了多少公里 。 因为声

音传到峭壁 ， 又反射回来 ， 所

以要用 2 去除 ； 因为声音在空

气中 每秒传播 1/3 公里 ， 所以

还要用 3 去除 。

举例来说 ， 如果发声 丛 秒

钟后听到回声 ， 那么峭壁和你

的距离为2/3公里 。

解释 ： 当声音碰到固休时 ，
一部分声音传进去 ， 另一部

分声音就象球～样被反射回来。 如果距离超过17米 ， 那么反

射回来的声音就和原声是分开的 ， 这就叫回声 。

人的耳朵最少需要0 . 1秒才能把原声和回声区分开来 。 声

音在空气中每秒钟传播 340米 ， 所以起码需要相距 17米 ， 才能

在0 . 1秒后听到回声 。

人们用 同样的方法去测量海水深度 。 不过 ， 声音在盐水

里传播的速度要快得多�D�D每秒1463米 。



控 制 声 音 的 方 向

声音从声源向四面八方传播 。 但是我们能阻 上它向四面

扩散 ， 而将声音向一个方向集中 。 从家里找点旧 东西 ， 我们

夹做几个实验 ， 看看怎样能把声音集中 。

侩声筒

用一张纸或硬纸板按图示做一个简单的传声筒 。

你和你的朋友隔开～段距离 ， 听他从传声筒小 口 那头传

架的声音 。 你仍站在原地 ， 再听听手表在传声筒那头的滴答

尸 。

说话香

这个实验仅需要～段旧的橡皮水管 。 只要将管子上的窟

窿补一补 ， 检查一下管子确实是通的 ， 就可以将管子变成 ?一

根很好的说话管。 你可和
一位朋友轮流说和听 。 你们俩可以

在相当远的距离内互相说诸 ， 因为声音是通过橡皮管子里的

空气直接传到你耳朵里的 。 许多航船至今还用说诸管传话来

进行甲板与船舱人员的联系 。

听诊器



将橡皮管 （一段淋浴用的旧管子就行 ） 接到 一 个 漏 斗

上 ， 然后就可以象医生3附使用你自 己做的听诊器 。 将管子

～头放在耳朵里 ， 将漏斗扣在胸口 上 ， 听听你自 已的心跳 。

漏斗和管子把声音集巾了 ， 因此声音杖变大了 。

声音的差别 ： 音调

音调是声音的高低 。

1 ． 将硬纸片的一头插进车

轮里 ， 慢慢地转动车轮 ， 然后

再越转越诀 。

注怠声音的变化 。

2 ． 在四速唱机上用不同的

__ ,＿ 、 ． ＿ ⋯ ． _ _ 1 , , __

速度播 放 每 分 钟33含转的唱""'" " " /" " ’
一

8
" " " " "

片 ， 注意声音会发 生 什 么 变

化 。

你会发现 ： 车 轮 转 得 越

快 ， 碰撞硬纸片所发出的声音

越高 。 同样 ， 唱片转速越快 ，

声音就越高 。

解释 ： 音调是由每秒钟振动的次数决定的 。 振动的次数

越多 ， 音调就越高 。

弦 和 音 调

把四根粗细不同的橡皮筋紧绷在、广个小色天切 用薄末



片或胶合板做成一个
“

弦马
”

,

将它插在橡皮筋和盒子之间 ，

现在你就有了 自 己的四弦琴 。

轮流拨动这几根弦 ， 比较
一下声音 。

再移动弦马 ， 将弦变短 。

弦短的时候发出 的声音比弦长

的时候高呢 ， 还是低？

在盒子的 另一面按上一颗

图钉 。 利用这颗图订 ， 在你拨动琴弦的同时 ， 不断地将琴弦

拉紧 。

你会发现 ： 最细的橡皮筋发出的声音最高 ， 最粗的橡皮

筋发出的声音最低 ， 橡皮筋越短 ， 声音越高 ； 橡皮筋纲得越

紧 ， 发出的声音越高 。

解释 ： 音调是由弦的长度 、 厚度及绷紧的程度决定的 。

打 击 乐 器

找几块长短不～的木块和一根跳绳用的绳子 。 再找两根

铅笔和两个空线轴 ， 将铅笔和线轴装在一起 ， 做成两个小木

锤 。



将绳子摆成马蹄形 ， 将木块放在绳子上 ， 把最短的木块

放在马蹄形窄的一头 ， 把长的木块放在宽的一头 。 每块木块

在绳的两边部要仲出 1 /4 ， 仗木块能够 自 由振动 。

你会看到 ： 你做了一个按照从低音 （ 长木块 ） 向高音 （短

木块 ） 排列的 音梯 。

解释 ： 音调是由每秒钟振动的次数决定的 。 表面积越小 ，

振动得越快 ， 发出的声音也就越高 。

吹 奏 乐 器

将空瓶子的瓶 口 挨近下嘴唇 ，

前吹气 。

倒进一点水 ， 再

吹 ? 一吹 。 然后再倒进

一点水 ， 再吹～吹 。

你会发现 ： 加进

的水越多 ， 声音越高 。

解释 ： 从瓶口吹

气 ， 使瓶子里的空气

振动 。 瓶子里加进水

之后 ， 容纳空气的空

间就小了 。 瓶予里的

空气越少 ， 振动得越

快 ， 声音也就越高。

根据这个原理 ；
“

在乐

器上通过 缩短 空 气

然后轻轻地从瓶口 上面向

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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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一

--

一

--



柱 ， 就可以奏出 高音 。
一般地说来 ， 乐器越大 ， 奏出的音越

低 ； 乐器越小 ， 奏出的音越高 。

声 音 的 响 渡

声音的响度与振动的速度无关 ， 而是由振动的能量决定

的 。 你 自 己用下面这几个例子演示一下 。

Wierl ． 轻轻拍手�D-

xhe 然后用力拍手 。

WH /j 2 ． 拿一把尺子 ，

二）夕＼《＞公哆么 让～头伸到桌外 ， 轻

/H丫台麦＞ 轻地向下拉这一头 ，

一一门尸）一＜ if 然后松开手 。 听听声

/// i ! l 音有多响 。 再重复一

/ ／ 【 ！ 【 遍这个动作 ， 这次往

下拉时多 用点力 。

你会发现 ； 你用的力量越太 ， 声音就越响 ； 声 音 越 响

的 ， 振动的幅度就越大 。

解释 ： 能量越大 ， 空气分子运动的范围就越大 ， 即振幅大 。

把 声 音 放 大

甲汤匙敲叉子的叉尖 ， 听听声音有多响 。 然 后 再 敲 一

次 ， 不过这次敲完后立即把叉柄竖插在桌面上 ， 让叉尖向上 ，

注意声音响度有什么不同 。

你会发现 ： 震动的叉子接触到桌子后 ， 声音变得更大叉



--
《

回d回n囱回囱回在叫回回峋匈回多 刮

HW

M

解释 ： 如果振动的物体使其它物休也随之振动 ， 就可使

声音变得更大 。
一般说来 ， 振动的表面积 越大 ， 声 音 就 越

大 。 为了把声音放大 ， 许多乐器上都带有木板或金属制的音

板或音箱 。

什 么 是 共 振

你和你的朋友可以用两个奶瓶来演示共振现象 。

让那位朋友离你一尺远 ， 轻轻地左瓶 口 上吹出一个清楚

的音符 ， 你将另一个瓶子放在耳边 。

你会发现 ： 你手里这个瓶子会发生共振 ， 响 起～个虽然

很弱 、 但却是相同的声符 。



解释 ； 每件物体部有自 己固 有的振动频率 ， 这是由物体

的特性 、 大小和形状决定的 。 如果两件物体振动频率相同 ，

一件物体振动时 ， 使另一件物体也发生振动 ， 这种现象就叫

做共振 。

在钢琴上弹A 音 ， 同时观察附近的小提琴 。 小提琴会发

生共振 。

～队士兵过桥时 ， 为什么不能在桥上齐步走呢？ 这是因

为如果他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 凑巧与桥梁固有的振动频率

相同时 ， 就会使桥梁剧烈地共振 ， 甚至可能把桥梁震塌 。

共 鸣 的 海 螺

在这个实验中需要两个海

螺和两个开口 的罐头盒 。

找一个大海螺 、

一个小海

螺 ， 轮流将它们放在耳边听 ，

听到的声音是否～样？

现在再将～个大盒和一个

小盒轮流放到耳边听 。

比较～下 ， 在室内和在室

外听有什么不同 ， 在海滨和在

城市的街道上听有什么不同。

你会发现 ： 风大海螺里听

到的声音低 ， 从小海螺里听到

的声音高 ； 从大盒里听到的声

音低 ， 从小盒里听到的声音高
。



在室内与在室外听到的声音不同 ， 在海滨与在城市街道上听

到的声音也不同 。

解释 ： 当 然 ， 从贝壳里听到的声音并不是
“

大 侮 的 声

音
”

， 而是他们的共鸣声 ， 外界总育一些声音 ， 它的频率和

海螺的固有频率相同 ， 这个声音通过贝壳的共振引起贝壳里

空气的共鸣 ， 这个固有频率取决于物体的形状 、 村料和里面

空气的多少 。



六 、 光

我们要看东西 ， 就需要有光�D�D不论是太阳发出来的 自

然光还是火柴 、 蜡烛或是电灯等人工光源发出 来的光 。

象热 、 声和电一样 ， 光也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 光也能做功

不论什么东西 ， 如果给它加热到一定程度 ， 而还没有变

成另外一种物质 ， 那么它就会发光 。 据说 ， 热使物质里的原

子活跃起来 ， 原子里的一些 电子要跳出来 ， 当 电子跳回原来

的位置时 ， 就会射出一束能量 ， 这束能量叫做光子 。
一系列

这样的光子就构成了～值光线 ，
一组这样的光线就叫做～束

光 。 所有的发光物体都能发出光子 ， 射到人们眼睛里 ， 就使

我们看到光 。

科学家们还用波的理论来解释光 。 据说 ， 光是以波的形

式传播的 ， 象水波一样 。 光 波 的 波 长 非 常 短 ， 大 约 是

5/100 , 000cm 。

光能在没有空气的真空中传播 ， 这一点与声不同 。 光运

动的速度是每沙 300 , 000公里 ， 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快 的 运

动速度 。

在黑暗 中 能看到东西吗

在挂盒上钻～个小孔 喇的能盖紧的盒子也 行 ） ， 在 盒



子里放一个乒乓球和一枝铅笔 。 将盒子盖好 ， 从小孔往里看。

你能看到球和铅笔吗？ 你能看见别的什么吗？

将盒盖拿下去 ， 再从针孔往里看 。 你能看到里面的东西

吗？

你会发现 ； 盖着盒盖 ， 你看不见里面的铅笔和跷 打开

盖子 ， 你就什么都能看见了 。 打开一只手电筒 ， 放到盒里 ，

就能看到手电筒的灯光 、 球和铅笔 。

解释 ： 没有光源 （ 象太阳 、 手电简等 ） 你就什么也d小

见 ， 也分辨不出物体的形状和颜色来 。

光传到我们眼睛里的方式有两种 。 象太阳 、 手电简或其

它发光物体的光都是直接照到我们眼晴里的 。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能看到星星 、 闪 电 、 电灯泡 、火柴和拾烛 。

球和铅笔本身不发光 ， 我们要想看巴它们 ， 需要由 太阳

或手电筒的光照到它们上面 ， 再反回 （ 叫反射 ） 到我们眼晴

里来 。 我们能看见人 、 椅子和树 ， 就是因为光风它们身 上 反

射过来 。



针 孔 照 相 机

在一个圆盒子的底邵开一个7cth见方的孔 ， 在这 个孔上

粘一块薄纸 （或洋葱皮 ） 。 在盒盖的中心开一个邮 票 大小的

方孔 ， 在这个孔上粘一块锡箔纸 。 再在这块锡箔纸的中心 ，

用针扎一个小孔 。

剪一个小纸人 ， 用蜡笔涂黑 。 用玻璃纸将这个小纸人贴

到手电筒玻璃上 。 将盒子 放到离手电筒批。 远的地方 （ 最好

是在暗室里 ） ， 让盒盖上的针孔对着手电筒 ， 从盒底 薄 纸那

头看～看 。

你会看到 ： 在薄纸上出现了小纸人的影像 ， 只不过影像

是颠倒的 。

解释 。 正如图中所画的那样 ， 光线从灯到影像是直线传

播的 。 眼晴看东西就是这个道理 ， 在眼晴后部的视网膜形成
一个倒立的图像 ， 我们的大脑又将图像正过来 。



灰尘帮肋我们 看到东西

用窗帘遮好窗户 ， 只留下窄窄一小条不挡住 ， 让一

道明

亮的阳光照迸屋里来 。

你会看到 ： 在这一窄条光

线中 ， 充满飘动的灰尘。

解释 ： 灰尘的小微粒可以

反射光 。 不论在室内还是在别

的地方 ， 如果阳光不能直接照

射过去 ， 孩洼就会帮助我们将

光线反射到那里 。 因此 ，
一间

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屋子如果

没有灰尘 ， 屋里就不会有光线

了 。

光是 怎样反射的

在暗室的地板上放一面

镜子 ， 用手电筒将光线垂直

地照到镜子上 。 在光束的附

近撒些爽身粉或粉笔末 。 看

看光线反射到天花板的什么

地方 。

然后再将光线斜着照到

镜子上 。 观察它向什么地方



反射 。

你会看到 ： 垂直照到镜子上的光线又垂直地反射到天花

板上 ， 而斜着照到镜子上的光线则以同样大小的角度 ， 向另

一方面反射到天花板上 。

解释 ； 照射到一个平面＿L的光线会以同样的角度从另一

侧反射 出去 。

你 自 己 到底是什么模样

把两面小镜予粘到一起 ，

使它们象图里那样成直角 。 在

两面小镜子前放一只闹忡 ， 放
一页书 。 试着风镜子里读读这

页 朽 ， 从镜子里看看你自 己的

梢佯 ， 再试试梳一下你的头发 。

你会看到 ： 风镜子里看到

闹钟上的数字都是正的 ， 书里

的字也不是反的 ， 你看到镜子

里自 己的模样却觉 得 有 点 别

谭
扭 ， 明明是往这边梳头 ， 看到的却偏偏是在向 另一边梳 。

解释 ： 你左而半边脸反射的光线 ， 照到左边的镜子里 ，

又反射到右边的镜子里 ， 然后再反射到你的眼睛里 。 右面半

边脸也同样 。 这样 ， 你看到的 自 己的模样 ， 和平时在镜子里

看到的不～样 ， 而是和别人看到的一样 。



做 一 只 潜 望 镜

在这个实验里要用到一只长方形的盒子 ， 纸的或木板的

都行 。

如图所示 ， 在纸盒一侧靠

顶盖的位置开一个孔 ， 在相反

一侧离盒底同样高的位置也开
一个那样大的孔 。 将两面小镜

子与盒子的底面成45喉 平 行

地粘到纸盒里。

将盒子拿起来 ， 风下面的

孔朝里看一看。 再把盒子拿到

一个矮墙旁边 ， 使盒子的一个

孔探出墙外 ， 从另一个孔向里

看一看 ， 在这两种情况下你能

看见什么？

了
”

竺 H 矿

你会看到 ： 在第一种情况下 ， 你能看到你前面上方的东

西 。 在韶二种情况下 （在墙边 ） ， 你能看到墙外边的景物 。

解释 ： 从潜望镜上面的小孔进来的光 ， 由 上面的小镜子

叵射到下面的小镜子里 ， 于是风下面的孔里可以看到上面小

孔所对着的物体 。

潜水艇里用潜望镜来观察水面以上的情况 。 在世界上育

些地方的剧场里还装有潜望镜 ， 这样 ， 即使你前面的人比你

高 ， 你也能看见台上的节 目 。



光 线 的 折 射

将铅笔 、 尺或汤匙放到半怀水里 。 分别风上而 、 下 面或

侧面观察 。

你会看到 ： 当 你从杯侧往

里看铬笔的时候 ， 铅笔好象从

空气和水的分界面上拆弯了或

断了似的 。

解释 ： 因为光线在密度比

较太的水中传播速度比在空气

中慢 ， 光线在水的表面产生拆

射 ， 所以 ， 铅笔看起来好象空

弯了 。 光线在空气中的速度高

达每秒 300 , 000公里 ，而它在水

中 却只有这个速度的3/4 。 光

线这种变拆曲的现象叫做拆射 。

玻璃杯放大镜

往一个干净的玻璃杯或瓶

子里御满水 ， 把杯子挪到一本

书前 ，从杯子这面读书上的字 。

你会看到 ： 书上的字变大

了 。

解释 ： 因为玻璃杯壁是弧形的 ， 光线斜着照进玻璃杯 ，



当 它通过水的时候发生了拆射 ， 方向改变了 ， 字就变大了 。

放大镜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造的 。

阴 影是 怎祥产生的

如图所示 ， 在暗室里用光线很强的手电筒 ， 或是用
一个

带灯罩的电灯泡 ， 使光线只照射到 白 墙上 （ 或用 图钉把一条

白 床单按在墙上 ） ， 把灯放在

离墙 5 至10尺远的地方 。

你站在灯后 ， 墙上能照 出

你的影子来吗 ？

你站到灯和墙之间 ， 或是

把一

只手举到灯和墙的中 间 ，

你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 你离灯

远一点儿 ， 靠墙近一点儿 ， 看

看这次影子会有什么变化 。

你会看到 ： 站在灯后时 ，

照不出影子来 ， 当 你离灯近 ，

离墙远时 ， 会照出一个大影子

来 。 离灯越远 ， 影子越小 。

解释 ： 因为入站在灯前 ， 把光线挡住了 ， 所以就出现了

影子 。 人离光源远一点 ， 影子就小了 ， 这是因为挡住的光线

少了 。 任何光线无法通过的物休都会产生一个阴影 。

人 工 彩 虹

1 。 在有明亮阳光的窗台上放一杯水 ， 在地板上有水怀影



子的地方放一张白 纸 。 你在纸上会看到什么 ？

2 ． 将一盘水放在阳光下 。 使一而小镜子贴盘 边 直 立 放

置 ， 看看墙上有什么 ？

3．在暗室里 ， 用棱镜 （一块三条边的五面体玻璃 ） 、 玻

璃门钮 、 烧瓶或者一只奶瓶 ， 对着太阳或其它光源 （如灯泡

或手电筒 ） 。 看看墙上 、 天花板上或地板上会有什么景象？

你会看到 ： 会出现彩虹般的七彩颜色 。

解释 ： 你从 白光里将各种颜色 （ 光谱 ） 重新分离出来 。

如果光线斜着从空气中照在玻璃上或者水里 ， 光线会改变方

向 ， 而发生拆射 。 不同颜色的光折射率不同 ： 紫色的忻射率最

大 ， 红色的最小 。 因此当光线从玻璃或水里出来之后 ， 不同

的颜色的光改变的角度稍微不同 ， 分别以不同的角度照射到

墙上 、 地板上或天花板上 。

阳光照射在空气中的水珠上 ， 水珠使阳光发生忻射 ， 于

是就出现了一条光谱 。 这就是天上的彩虹 。

奇 怪 的 颜 色

1 ． 用水彩或广告色将一块圆纸板的～而涂成红色 ， 另一

面涂成蓝色 。 然后按图里所画的位置 ， 在圆纸板两端各扎一

个孔， 在每个孔里拴上～,J’段线。



用线拉住圆纸板 ， 然后旋转它 。

你会看到 ： 你看见的颜色是紫色的 。

2．将～块圆形硬纸板划为 四格， 分别按顺序涂上蓝色 、

黄色 、 蓝色 、 黄色 。 再按图里画的那柞 ， 在纸板中间钻两个

小孔 ， 在小孔里穿上细绳。 然后使这块硬纸板旋转 。

}--
你会看到 ： 圆纸板呈现出绿色 。

解释 ： 圆纸板把两种颜色都反射出来了 ， 可是当 圆纸板

飞快旋转时 ，
一种颜色转过去之后 ， 还要在眼晴里暂留一下 ，

所以你的眼睛和脑子将前后转过的两种颜色混和起来了 ， 这

样 ， 你就看到了第三种颜色 。



七 、 磁 与 电

在2500多年以前 ， 人们就知道了 电和磁 。 但是直到大约

150年前 ， 在十九世纪初 ， 才由实验确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

汉斯 ? 奥斯特在1819年证明了电 能产生磁 。 十几年之后 ，

迈克尔 ? 法拉第在 1831年证明了磁能产生电 。

通过这些实验及以后不断的实验 ， 才有了我们现代的电

的世界�D�D电报 、 电铃、 电话 。 电动机 、 发电机 、 无线电和

电视 。 我们用磁生产的 电流照亮了家庭和工厂 。

我们利用磁和电为我w7工作 。 不过 ， 我们还没有彻底搞

清楚磁与电的能量是从哪里夹的 。 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搞清

楚它们为什么 会工作 。

磁 铁 能 吸 起 什 么

这个实验需要一块竺铁�D�D条形磁铁或马蹄 形 磁 铁 都

将曲别针 、 别针 、 小钉子 、 塑胶 、 钮扣或桐 币搀杂在～

用磁铁将这些小东西分开 。

狮会看到 ： 磁秩把铁和钢制成的东西都吸起来了 。 如果

行

起

磁铁的磁性特别强 ， 有些东西甚至会向磁铁
‘

蹿
”

过去 。 塑

胶钮扣和铜 币却一动都不劾 ， 黄铜别针也不动 。



解释 ： 磁铁 能 吸 起 铁 、

钢和某些合金 。 还 有 几 种 金

属�D�D钻 、 镍 、 铝和白 金也能

被磁铁吸起 ， 不过那需要磁性

相当 强的磁铁才行 。

天然磁铁是一种铁矿石 。

你用的条形磁铁或蹄形磁铁是

人造磁铁 ，
一般是用铁或钢制

成的 。 磁性非常强的磁铁是由

铝 、 镍 、 钻和铁的磁性合金制

成的 。

条形磁铁

磁铁能隔着别的东西吸铁吗

准备几个图钉 、 小钉子和曲别针 ， 然后按下列要求 ， 用

磁铁吸这些东西 ：

二 ． 将几个曲别针放进一个空的 、 干燥的喝水杯子里 。 在

玻璃杯下面移动磁铁 。

2 ． 将几个图钉或钉子放到桌子上 ， 在它们上 面 盖 一 张



纸 。 慢慢地在纸上移动你手中的马蹄形磁铁 。

3 ． 将一个无头钉放进一小碟水里 ， 把磁铁拿到水面上 ， 但

不接触水面 。

d ． 将一些钉子放到一个铁盒里 ， 在盒子下而移动磁铁 。

5 ． 将一枚曲别针放到一块薄木板或皮革上 ， 也可以放在

橡胶或软木塞上 。 在下面慢慢地移动磁铁 。

你会看到 ： 磁铁能透过玻璃 、 塑料 、 水 、 纸 、 皮革 、 橡

胶和软木塞这些物质吸铁 ， 但是却不能透过铁盒子吸东西 。

解释 ： 磁铁的磁性能透过大多数物质吸铁 。 但是 ， 下能

透过铁 、 钢和其它磁性材料本身把磁性吸收过来 ， 因此 ， 磁

铁不能透过它们再吸铁 。

磁铁在什么位置上磁性最强

将一块随便什么形状的磁铁放进一堆钉子 、 曲别针或别

针里 。 试着用磁铁的不同部位向上吸钉子 。

你会看到 ： 钉子都被吸在磁铁的两头 。

解释 ： 磁铁的两头磁性最大 ， 这两头叫敞磁极 ，
一头叫

N 极 ，
一头叫 S极 。 把条形磁铁弯成马蹄形 ， 这样磁铁的两

极 ， 也就是磁性最强的部分可以靠得很近 ， 这就增加了磁铁

的吸引力 。

一



为 什 么 会 有 火 花

雨羊毛或毛 皮 摩 擦 梳

子 ，然后将梳子靠近水龙头、

金属暖气散热片或门钮 。

你会看到 ： 梳子会打出

很小的火花 。

解释 ： 摩擦梳子 ， 就给

梳子充上了电 。 当 电荷向没

充电的水龙头跑过去时 ， 就

产生了 电火花 。 电荷在两件物体中跑过 ， 就出现电火花 。

当你将鞋在地毯上摩擦后 ， 再去碰别的东西 ， 也会看到

类似的电火花 。 梳头的时候 ， 可能你也听到过劈啪声。 这些

都是静电放电的例子 。

闪电是巨大的电火花 。 当 电荷从一块云彩跑向另一块云

彩 ， 或是从云彩跑向地面时 ， 就出现了闪 电 。

电 有 吸 引 力

厂
�D

将水龙头打开

一点儿 ， 让水流得

很细 、 很稳 。 用一

块绸子摩擦一根玻

璃管 ， 或用 丰毛 、

毛皮摩擦梳子 。 然

后将玻璃管或梳子

靠近水流。



你 会看到 ： 水流弯向玻璃营或梳子 。

解释 ： 带电的物体将不带电的水流吸 弓肘来 。

电 产 生 磁

在这个实验当 中 不用 磁铁也能产生磁效应 。

实验要用的东西包括铁屑 ，
一段裸洞线 ，

一段一米长的

带皮 （ 绝缘 ） 电线 ，
一个指南针和一节干电 池 。 如果你做一

个 电池夹 ， 或者将电池外面的纸皮剥去 ， 那么 ， 普通手电筒

用的小电池可以代替大电池 。

【 l_U
臼

1 ． 将裸嗣线如图人那样接到干电池上 ， 将线弯成弧形去

接近铁屑 ， 然后很快将线的一头松开 ， 这样不至于把电都耗

尽 。

你会看到 ； 铁屑被铜线吸过去 。 而当你松开铜线一端 ，

电流一断 ， 铁屑立刻就掉下来 。

2 ． 将那段一米长带皮电线的两头刮去皮 ， 用这根线代替

那根裸线 ， 并且伎线的一

段如图 B那祥保持垂直 ， 但不要 将

线的 另～端接到电池上。 将指南针放在线旁边 ， 调整电池和



线的位置 ， 使捐针指向线 。 这时再将线的 另一端接到电池上 ，

注意结果会怎样 。 将线的两头都松开 ， 再把它们接到相反的

极上 ， 改变电流方向 。 这时再观察一下指南针的指针 。

你会看到 ： 捐南针先向一个方向移动 ， 当 电流方向变化

后 ， 就向相反方向移动 。

解释 ： 当 电流流过导线 ， 导线就会象磁铁一样 ， 产生一

个磁场 。 但是 ， 只有在电流通过的时候才有磁性 。

这就是奥斯特在1819年的很有意义的发现 。 有电流通过

的导线产生磁性 。

自 已做个 电灯泡

你可以 自 己做个 电灯泡 ，

尽管它的寿命不长 ， 却能发出

很明亮的光 。 你需要准备两个

铁钉 ，
一小段细铁丝 ，

一个普通

的玻璃瓶子 ，
一个软木塞 （ 用来

塞紧瓶子 ） ， 另外还要有四 节干

电池和一段带皮的铜线 。

将两恨钉子钉 到 软 木 塞

里 ， 把缀钦丝绕到两个钉子尖

上 。 将软木塞塞紧瓶口 ， 让钉

子帽在外 ， 蛔轶丝在瓶里 。 用那

段带皮的线接图里画的那样把

干电池与钉子帽连起来 。

你会着到 ： 当 细铁丝热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光 ， 瓶子就



成了电灯泡 。 当然 ， 因为温度太高 ， 细铁丝在空气中很快扰

燃尽了 。 铁丝一断 ， 灯枕灭了 。

解释 ： 在我们现在的 电灯泡里 ， 用氮气 （ 不助燃 ） 代誉

了空气 。 里面的灯丝村料用 的是钨 ， 这种金属烧到 白 炽发光而

不至于熔化 。 又因为细灯丝发光所用的热量少 ， 就用极细的

钨丝来做灯丝 。

导 体 和 绝 缘 体

如图所示 ， 用 铜线将 干电池连到手电筒用 的 ＼ 灯泡和底

座上 ， 留下两个裸端 。 将这两个线头碰一下 ， 如果 电灯泡亮

了 ， 说明线路是畅通的 。 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件设备测试电流

能通过哪些村料 。

将 导线的两个裸端接到下面这些物体的两端 ： 曲别针 、

又子 、 钥匙 、 硬币 、

一块布 、 木头 、 玻璃 、 橡皮带 、 皮鞋 后

跟 、 钉予 、 别钎 、 纸 、 粉笔和带皮的导线 。

你还可以用～些溶液做实验 ， 例如 ： 盐水 、 柠橡汁 、 醋

（在这些实验中 要保证足够的 电 流 ， 需要不止一节 电 池 ） 。

再试试不同的导线�D�D铜线 、 铁丝和铝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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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看到 ： 金属一般都是良导体 ， 能让灯泡变亮 。 非金

属 （ 阻 1做绝缘休 ） 不导电 。 含有盐 、 酸或碱的溶液也导电 。

不同种类的金属导电性能不一样 。 使用铜导线时灯泡最亮 。

解释 ： 我们使用象玻璃 、 橡胶这样一些绝缘村料来产生

静电 ， 就是因为它们不允许电 目 由运动 。 绝缘体能帮助我们

控制电流 ， 不让电流流到不让去的地方 。 这就是 我 们 用 橡

胶 、 布或线包住导线的原因 。 只有当 电形成一条环路 ，能梳回

电源时 ． 才能形成电流 。 当我们想让电流沿一条路 ， 也就是

沿一根线路流动时 ， 需要接上导线 。

电 能 产 生 热

从面包电烤箱 、 电热器 、 电熨斗 、 电灶和其它电气设备

中 ， 你会知遭电可以产生热 。 如果你自 己想使电 能 变 为 热

能 ， 可以做 于 而这个简单的实验 。 ＼"" '
"

' " '" """ """" """ "

\

将一小段细铁丝的一端按到干 电 Htw \

池上 ， 将另外～端绕在铅笔上 ， 再象

图里画的那样 ， 将绕住铅笔的这一端

接触男一个电极 。

你会看到 ： 导线会变红变热 ， 如

果你不及时松开 ， 导线可 能 会 被 烧

断 。

解释 ： 当 电流从不同的导线中 流

过的时候 ， 它们的反应不同 。 我们在

这个实验巾用 的细铁丝变热 ， 是因力

它有阻抗电忐 通过 。 铁丝传导 电流不

>?



象铜或铝那样好 ， 它会使能量变成热 。 当 同样的电流流过两

条不同的导线时 ， 对电流阻抗大的导线就比较热 。

粗导线允许通过的电流比较大 ， 因为粗导线的姐抗比缅

导线小 。 同样 ， 长导线比短导线阻抗大 ， 因此 ， 长导线允许

通过的电流小 。

面包电烤箱和电熨斗里用的是合金制成的 电阻丝 ， 比包

在绝缘皮里洞导线的阻抗要大 ， 产生的热量也比较多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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