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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些青少年朋友在学习物理、化学、生物(小学则为自然)等课程时总是提不起兴趣。这是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有以下二点：    第一，学习方法不对，挫伤学习的积极性。很多青少年朋友将学习等同于
读书，认为只要把书读透了，成绩就上来了！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句名言看起来非常有
道理。不过，这“书读百遍”的“书”是不是指每一种书呢？    语文、英语、历史等人文学科在书读
百遍之后，自然会形成良好的语感，牢记书中的内容，甚至能够活学活用。但物理、化学、生物等自
然科学则不适用这种方法。如果用书读百遍的方法来学习自然科学，恐怕只会吃力不讨好，自然会挫
伤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积极性。自然科学是实验的科学，只有自己动手，才能真切体验其中的自然
规律，进而引起思考，牢固掌握书里书外的知识！    由此可见，学习并不是单纯的读书，动手动脑也
是一种学习！    第二，课内实验时间较少，广大青少年朋友没有办法自己动手做每一个实验。也许你
看了我们总结的第一条理由会有些不以为然，你会说：“我们也有实验课啊，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也
给我们演示了啊！”问题就会出在这里。由于课堂上的时间总是有限的，所以课内实验的时间也较少
，广大青少年朋友无法自己动手体验每一个小实验带来的乐趣，所以对知识的掌握也就不会那么全面
和牢固！而老师在课堂上的演示虽然可以引起大家的兴趣，但毕竟不是自己动手，其体验自然也不会
那么深刻了！    说到这里，也许你会问：“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学好自然学科，培养自己动手、独立
思考的能力呢？”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把课内无法实现的搬到课外来，并结合课外游戏的特点，
把知识寓于娱乐之中。也就是在游戏中学习，在学习中游戏！    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青少年
课外动手小实验》。本书收编了200余个课外小实验，其内容既包括物理中的热学、力学、光学和电学
等知识，也包括化学和生物知识。本书收编的小实验，可操作性非常强，简单易行，所需要的工具和
材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能见到的。但是其中的知识却是深刻的！    希望广大青少年朋友在做了
本书中集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小实验后，能够体会到自然科学的魅力，养成自己动手、独立思考
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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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少年课外动手小实验》收编了200余个课外小实验，其内容既包括物理中的热学、力学、光学和电
学等知识，也包括化学和生物知识。《青少年课外动手小实验》收编的小实验，可操作性非常强，简
单易行，所需要的工具和材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能见到的。但是其中的知识却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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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蒸发降温 操作难度：★ 试验方法： 找两个小碟子，第一个碟子里放一汤匙水，第二个碟子
里放一汤匙酒精。看看哪种液体蒸发得快。 再做个试验，在左右两只手上分别抹上水和酒精，同时挥
动双臂，你感到哪只手较凉快呢？ 你会发现酒精比水蒸发得快，当挥动手臂时，两手都感到凉快，但
抹酒精的手感到更凉快些。 知识延伸： 为什么会有凉快的感觉呢？这是因为水或酒精蒸发时会从皮
肤上吸取热量，使温度下降，所以你会感到凉快。酒精比水蒸发得更快，在同一时间内吸收的热量更
多，因而你就觉得更凉快些。 膨胀的冰 操作难度：★ 试验方法： 水结冰时，它占据的体积（空间）
比它在流动状态时要大一些。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便能证明这一点。实验在寒冷的冬夜或是用冰箱来进
行。 取一个带螺旋盖的空瓶，用水装得满满的，然后旋紧盖子。假如气温在0℃以下，睡觉前将它放
在门外无遮盖的地方。如果气温高，就只好装在纸盒内，一起放在冰箱中，但是要使瓶子立稳。 瓶中
的水变成冰时，情况怎样呢？因为冰比水需要更多空间，而从螺旋盖处找不到出路，于是瓶子便会破
裂。 做另一个实验时，用一只塑料杯来代替空瓶子，水一直装到杯口处。将杯子放在冰箱内让水有充
足的时间冻结为固体。你会看到冰面比杯口要高得多。 知识延伸：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是
因为冰的密度比水小，而同样重量的物质，密度小的，体积（所占空间）肯定要大一些了！ 连接冰块
操作难度：★ 试验方法： 把两块表面平整的冰合在一起，在上面盖一张塑料薄膜，再放上几块砖或
其他重物，不一会儿，这两块冰就会牢牢地连接在一起。 如果在这两块接起来的冰下面，再放上一块
表面平整的冰，压上更多的重物，再过一会儿，这块冰和上面两块冰又会牢牢地连接在一起。 知识延
伸：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冰受压后溶点会下降，冰块合在一起受压后接触面会融化而出现薄薄一层水
，但是这层水很快就会因降温而结冰，把冰块接合在一起。 切不开的冰 操作难度：★ 实验方法： 在
一根长约20厘米的细金属丝的两端，各缚一支铅笔。拿一块冰，放在一只瓶子或一块木头的顶上，然
后用双手拿着铅笔，把金属丝放在冰的中问，再用力向下压，切割冰块。大约一分钟后，金属丝会全
部通过冰块。但是冰块仍旧是完整的，好像没有被切割过一样。 知识延伸：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
金属丝的压力使和它接触的那部分冰融化，这部分冰在融化过程中必须从它周围的冰块中吸收热量。
当金属丝通过后，由于周围的冰温度仍旧比较低，所以切割时化成的水又重新结成冰了。 牛奶冰激凌
操作难度：★ 试验方法： 用牛奶和糖做冰激凌。把它们调和好以后，放入冰箱里冻1—2个小时。实验
的结果会怎样呢？ 也许你满以为会有一盆松软可口的冰激凌来款待大家，可是摆在面前的是既不像冰
激凌也不像冰棍的东西，表面是白生生的冰碴，下面的牛奶还没冻好，一点也不像从街上买来的冰激
凌。 尝一尝上面的冰碴儿，什么味道？是淡的。这正是我们实验要得到的结论。 知识延伸： 为什么
上面的冰碴儿没有甜味呢？原来，水在结冰的时候，有排除“异己”的倾向。结冰的时候，水分子把
糖和牛奶排挤出去了。真正的冰激凌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搅拌的，如果你也不断搅拌，同样会做出可
口的冰激凌。当然，很低的温度也是一个条件。 你没去过南极，但是从这个实验中，你能想出南极冰
块的味道吗？ 海水在结冰的时候，水里面的盐分也会被排挤，向温度高的地方移动。海水的温度高于
冰山上的温度，所以在冻结时，冰中的盐分会向海水移动。地球的吸引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冰块
里含的盐在重力的作用下会慢慢地向下移动。所以，南极的冰是淡的。 淡味冰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
经年累月，才能慢慢地把其中的盐排出去。一般一年的冰融咸水后，就可以供人饮用，几年后的冰就
几乎不合什么盐分了。 热水向上升 操作难度：★ 试验方法： 在一只牛奶瓶中装冷水，用方形的硬纸
板盖上。第二个牛奶瓶中装热水并先在热水中加些墨水。两个瓶子的水都颏装满。 小心地把装冷水的
瓶子倒转过来，压住放在瓶口的硬纸板，当作一个简单的瓶塞，迅速将它放在装热水的瓶子上。 掌稳
瓶子，从中取出硬纸板，注意会出现什么情况。有颜色的热水将上升进入装冷水的瓶子中，而冷水则
往下面的瓶里沉。 知识延伸： 有些楼上的住宅有热水供应，而加热水的热源又在楼下，热水是怎样
上楼的，你感到奇怪吗？ 原因是热水要向上升——这正是工程师们和管道工们所要利用的原理。 水
中火山 操作难度：★★ 试验方法： 找一个有软木塞的小玻璃瓶，在软木塞上钻两个小孔。取一根细
直玻璃管，插入其中的一个小孔，使其下端几乎要碰到瓶底。另取一根带尖嘴的细玻璃管（可用拔掉
橡皮球的滴管代替），插入软木塞的另一个小孔，保持尖嘴口竖直向上。将一根长约8厘米的细棉纱
线穿过尖嘴口，伸人管内3厘米左右。用点燃的蜡烛的熔蜡将尖嘴口封闭。 往小瓶里倒人温度较高的
热水，至接近瓶口止。再往热水中滴4～6滴红墨水，然后塞紧插有玻璃管的软木塞。另取一只大烧杯
或大口玻璃瓶，灌满清洁的冷水。把小玻璃瓶小心地放人大烧杯中，然后轻轻地拉掉被熔蜡封在尖嘴
口的细棉线，小瓶内红色的热水便从尖嘴口喷出，并向四周扩散，其情景犹如海底火山爆发，雄伟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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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奇趣盎然。知识延伸：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小瓶内热水的密度比烧杯中冷水的
密度小。因此红色的热水便从尖嘴口喷出，而冷水则从细玻璃管不断地补充到瓶的下部，形成了可持
续一段时间的火山喷发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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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少年课外动手小实验》讲述了我们怎样才能学好自然学科，培养自己动手、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把课内无法实现的搬到课外来，并结合课外游戏的特点，把知识寓于娱乐之
中。也就是在游戏中学习，在学习中游戏！ 《青少年课外动手小实验》由魏榕编著。希望广大青少年
朋友在做了《青少年课外动手小实验》中集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小实验后，能够体会到自然科学
的魅力，养成自己动手、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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