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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万事通》

前言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资讯爆炸增长的今天，面对浩如烟海、让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同学们难免有些
难于把握。为此，我们精心编写了《班主任推荐——青少年成长必读书》，选取精华，让同学们能吸
收到真正有益的营养。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努力创设完整、全面的知识结构，以国家新课标的基本
理念为标准，通过彩绘的形式汇聚了历史知识、答疑解惑、科学探索和少儿百科等全方位的知识养料
，让同学们尽情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吸收和消化各种知识养料。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
也照亮未来。同学们通过《中华五千年故事》、《世界五千年故事》，可纵观数千年历史发展的脉络
，触摸到真实、鲜活的历史瞬间，逐渐形成以史为鉴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明智、更加聪明。    生活
的智慧在于遇事问个“为什么”，提问题是同学们了解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同学们通过《十万个为
什么》，可以找到认识世界、破除愚昧的钥匙。在科学、有趣的解答中学会独立思考、热爱生活，建
立探索未知答案的勇气和信心！    成功的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更造就了今天这个多
姿多彩的文明世界。同学们通过阅读《发明发现故事》，可以培育创造思维，激发灵感，甚至可以具
备一些简易发明创造的能力。    百科知识精粹汇编《青少年万事通》和《青少年百科全书》，包括动
物植物、科学技术、地球宇宙、文化艺术、奥秘世界等多方面的知识，图文并茂、内容丰富、选材广
泛，能够满足同学们成长过程中增长知识、获得信息、开发潜能的愿望和需求。    “读书破万卷，下
笔如有神”，通过阅读这套集综合性、知识性和探索性于一体的丛书，不仅有助于提升同学们的学习
能力和知识水平，还能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为同学们成长为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打下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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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万事通》

内容概要

《班主任推荐——青少年成长必读书》以国家新课标的基本理念为标准，通过彩绘的形式汇聚了历史
知识、答疑解惑、科学探索和少儿百科等全方位的知识养料，让同学们尽情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吸
收和消化各种知识养料。《青少年万事通》这本书就是该套系列丛书之一，内容包括：动物植物、文
化艺术、社会历史、宇宙万象、科技博览。通过阅读该书，能够满足同学们成长过程中增长知识、获
得信息、开发潜能的愿望和需求。
    《青少年万事通》由谭树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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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万事通》

书籍目录

动物植物  动物是怎么“交流”的  动物的尾巴有什么用  各式各样的鸟巢  鱼为何能在水中来去自如  爱
“换衣服”的变色龙  会救人的海豚  乌龟长寿的秘密  动物“旅行”会迷路吗  昆虫靠什么来闻味  植物
的根为何那么长  花香的由来  植物的叶有何作用  害羞的含羞草  蒲公英为何爱“旅行”  会“报信”的
植物  听音乐的植物长得快  能吃的“食物树”  森林里为何能冬暖夏凉文化艺术  汉字的由来  “中国”
的由来及含义  中国古代“十圣”  唱出来的诗歌  为何主人称“东”  年龄与称谓  “一刻”为何是15分
钟  “三味书屋”中的“三味”指什么  阿拉伯数字是谁创造的  什么叫简谱  中国民族乐器知多少  余音
绕梁的琴  知音之谊《高山流水》  仙袂飘飘《霓裳羽衣曲》  什么是中国画  京剧为何被称为国粹  苏州
园林有什么特色  中华文化的瑰宝——书法  什么是雕塑社会历史  炎黄古战场今何在  饿死首阳山的故
事  越王勾践的宝剑  屈原投江  起义为何称“揭竿而起”  楚河汉界是怎么来的  司马迁的后代为何不姓
司马  “陈桥兵变”与黄袍加身  “莫须有”是怎么回事  皇帝为何怕史官  什么是丝绸之路  故宫为何命
名为紫禁城  长城有哪些遗址  孔庙为何建在曲阜  中秋何处月最美  数不清的卢沟桥石狮子  金字塔是如
何建造的  为何条条大路通罗马  凯旋门为何是巴黎的象征宇宙万象  地球是圆的吗  极具破坏力的海底
地震  先闪电，后打雷  龙卷风是怎么形成的  露珠是从天上来的吗  瀑布的形成  四季因何更替  千变万
化的云  早起雾蒙蒙  海洋中有哪些资源  无边无际的宇宙  什么是恒星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无水的水星  
彗星的长尾巴  流星雨是怎么来的  月亮正悄悄离开地球  北极星是不动的吗科技博览  帆船是如何航行
的  收音机能听广播的秘密  空调如何“冬暖夏凉”  让世界变小的电话  计算机为何叫“电脑”  树荫下
的圆光斑  是谁偷走了气球里的气  铁生锈的原因  潜水艇为何能沉能浮  什么是遗传  婴儿为何一出生就
哭  春困的由来  人为何会早高晚矮  人的嘴唇为什么那么红  人为何会忘记事情  能看见东西的眼睛  变
声是怎么回事  适当晒晒太阳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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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万事通》

章节摘录

动物是怎么“交流”的    群居的动物个体遇上了危险，或是发现了食物，它都会把消息传送给其他伙
伴，让它们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它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呢？    它们有各自的交流方式。有的
通过声音，鱼类、鸟类、兽类各自间的交流都是使用这种方式。利用声音交流，能使伙伴得到的信息
更加准确。有的通过气味，也有的通过某些行为。如蚂蚁用独特的气味来引导同伴找到食物；雄鹿身
上有一种芳香腺，它在树上摩擦时会留下气味，使雌鹿跟踪而至，达到求偶的目的；狗、虎等通过自
己的尿液气味，识别自己的子女、占有的领地和走过的路线。它们的这种气味交流能借助空气的流动
，使信息传递到较远的地方。    触类旁通    动物的发声嚣官    脊椎动物多有其专用的发声器，如鱼类
的音鳔，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有用以发声的喉，鸟类的鸣管等。许多动物的发声器官是声带，但
有的却不是，如蚱蜢用后腿摩擦发声，蝉用腹下薄膜发声，海豚主要靠鼻道发声等。    千奇百怪    会
发笑的牛    在圭亚那的奔米达地区，有一种会发笑的牛。它的喉部长着一个隔音膜，当它叫喊时，隔
音膜就会发生剧烈颤动，发出“哈哈哈”的声音，于是人们称它为“哈哈牛”或“笑牛”；又因它的
叫声像老人的爽朗笑声，所以它还被称为“笑老人”。    动物的尾巴有什么用    动物身后大都长有一
条尾巴，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尾巴可有可无，实际上，动物的尾巴可谓是妙用无穷。比如鱼的尾巴是
推进鱼体和使鱼儿转向的主要器官。此外，鲸类和海牛类尾末都有一个宽大的水平尾鳍，这既是它们
的有力推进器，又是它们极妙的升降舵。    而对于尼罗鳄而言，尾巴更是一种武器。当它见到牛、羊
、鹿等动物在河边饮水时，会突然将铁鞭似的尾巴向上一扫，将它们打入河里，然后饱餐一顿。蝙蝠
也用它的尾巴伪装成吊篮，并以此捕捉较大的昆虫。动物的尾巴除了这些功能外，还有其他作用。如
食蚁兽等一些尾巴粗大、尾毛浓密的动物，它们常用大尾巴盖在头部和躯体上，起遮阳和保暖作用。 
  触类旁通    鲸为什么会喷水    鲸喷水其实是在呼吸。当鲸换气时，先要把肺里大量的空气吐出来，由
于肺里的压力很大，所以喷气时不但要发生巨大的声响，而且强有力的气流冲出水面时，还会把海水
也带到十几米的空中，形成美丽壮观的海上喷泉。    千奇百怪    鳄鱼流泪    由于鳄鱼体内有许多多余
的盐分，这些盐分必须通过其体内的一些特殊排泄腺才能排出体外，而这些排泄腺的排出管又正好分
布在眼睛四周，因此，鳄鱼在排泄体内过多盐分的时候，就好像是在“流泪”一样。    各式各样的鸟
巢    鸟类的窝巢千姿百态，所用材料各有特色，一般有羽毛、树枝、树叶、蜘蛛丝、苔藓，还有鸟儿
的唾沫，等等。它们把巢建得既结实又温暖，有的还很美观。    鸟的巢穴多数建造在树上，也有建造
在水上或屋檐下的。不同的鸟，它们的巢结构也不相同，例如乌鸦的巢大、疏松而简单，燕子的巢则
复杂而精巧。有许多鸟巢筑在十分隐蔽的地方，还加以伪装。柳莺就是天才的伪装师，它在地表的枯
枝落叶层中，以树枝纤维及草茎编织成一个球形巢，再衔取苔藓和各种枝叶覆盖在外面，仅露出一个
不规则的黑洞供自己出入。    鸟巢的作用非常大，除了给鸟类提供住所以外，也是鸟儿孵蛋、哺育后
代的场所。    触类旁通    织布鸟的巢    非洲织布鸟的巢是最复杂的鸟巢。它们的巢挂在海岸边的树枝
上，像一个葫芦。它们筑巢的方式很特别，一般雌鸟在内，雄鸟在外，用嘴叼住一根根纤维材料互相
传递，像织布穿梭般地“织”出它们的巢，所以人们称它们为织布乌。    千奇百怪    “只生不养”的
杜鹃    杜鹃在繁殖期下蛋的数目较多(大约10个)，而且下蛋的间隔时间很长，这样一来，窝内既有雏
鸟，又有新生蛋。喂养雏鸟，还得下蛋，雌鸟实在“忙不过来”。于是，它就将后下的蛋寄存在“邻
居”家里——不同种类的鸟的巢里。它也因此背负了一个“只生不养”的骂名。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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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万事通》

编辑推荐

谭树辉主编的这本《中华五千年故事》包括动物植物、科学技术、地球宇宙、文化艺术、社会历史等
多方面的知识，图文并茂、内容丰富、选材广泛，能够满足同学们成长过程中增长知识、获得信息、
开发潜能的愿望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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