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戏科学 60 个



米粒四射

利用“摩擦生电”的知识，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游戏。在一个小碟子里装
上一些干燥的米粒。然后，把塑料小汤勺用毛衣或毛料布块摩擦一会儿，这
时，汤勺上就产生了电荷，具有了吸引力。

把小汤勺靠近盛有小米粒的碟子上面，这时小米粒受电荷的吸引，就会
自动跳起来，吸附在汤勺上。这时，有趣的现象就要发生了——刚刚吸上汤
勺的小米粒，一眨眼工夫，它们又像四溅的火花，突然向四周散射开去。这
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带电的汤勺吸引小米粒的时间是很短的，当小米粒吸附在小汤勺
上以后，汤勺上吸附的小米粒就都带有与汤勺同样的电荷。由于同性电荷是
相互排斥的，所以吸附在汤勺上的小米粒互相排斥，全部散射开了。



谁先分出来

把粗盐粒和胡椒面掺和在一起，能很快把它们再分开来吗？
这个游戏可以一个人玩，也可以几个人同时进行，看谁用最好的办法，

最先分出来。
这个游戏的玩法是这样的：先给每人发一把塑料小汤勺，然后在每人桌

前放一勺盐、半勺胡椒面。准备好后，裁判就可以发令，让参赛者开始分了。
谁最先分完，谁为优胜。

这个游戏看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如果用手一粒一粒拣盐，肯定是得不了
优胜的。如果你懂得一点静电的知识，要想取得优胜，就轻而易举了。

参赛者听到裁判“开始”的口令后，把塑料汤勺先在毛衣或别的毛料布
上摩擦一会儿，然后把汤勺逐渐靠近盐和胡椒面的混合物。这时，胡椒面就
会跳起来吸附在塑料汤勺上。用这个方法，你会很快把盐粒和胡椒面分开。

这是因为塑料汤勺经过摩擦带有电荷，产生了吸引力，胡椒面比盐粒轻，
所以被吸起来。注意，你不要把汤勺放得太低，否则盐粒也会被吸起来。



比一比，谁的火箭飞得远

在做这个游戏之前，参加者每人先得做一个“压缩气火箭”。具体做法
如下：

找一只软塑料瓶（比如装胶水的空瓶子或装饮料的空瓶子），在瓶盖上
钻一个小孔，插进一根塑料细管（可以把废圆珠笔芯的笔头剪去代替），再
用万能胶粘牢。找一根 10 厘米长的、套在塑料管外能够自由滑动的麦秆，在
麦秆的一端粘上四张三角形的彩色纸作为火箭的尾翼；另一端用面团封严，
捏成火箭头似的形状。等面团干了以后，比赛用具——压缩气火箭就算做好
了，可以进行比赛了。

比赛时，参赛者并排站在一起，把麦秆做的“火箭”套在塑料管上，裁
判发出口令后，参赛者用手使劲一捏瓶子，“火箭”就会嗖的一下，飞出 10
来米远。谁的火箭飞的距离远，谁就是优胜者。也可以连续发射多次，把每
一次发射的距离加起来，谁的距离远，谁为优胜者。

这个火箭的发射原理是这样的：瓶中的空气通过塑料管进入麦秆，因为
麦秆的前端是封闭的，进入里面的压缩空气膨胀后向麦秆的后端（没有封闭
的一端）喷出，给麦秆一个向前的作用力，麦秆就向前飞去。



肥皂小赛艇

把火柴或羽毛杆的一端从中间劈开（劈开的长度约占总长度的四分之
一），在劈缝里镶上一小块肥皂，一个“小赛艇”就做成了。把这个“小赛
艇”放在水盆里，它就会自动地在水中快速行驶。

参加做游戏的人，每人都准备数量相同的“小赛艇”，在裁判的统一口
令下，同时把“小赛艇”放进盆中（最好在一个大盆中进行；为了安全，不
要到池塘边玩这个游戏），看谁的“小赛艇”行驶速度最慢，就给谁记为 1
分；倒数第二名记为 2分⋯⋯以此类推。第一批赛艇比赛完了，再进行第二
批赛艇的比赛⋯⋯最后一轮比赛完后，谁的累计分最多，谁就是优胜者。

这个游戏，还可以比谁的赛艇行驶的距离最远，谁为优胜者。
“小赛艇”之所以能在水中行驶，是因为镶在火柴上的肥皂在水里逐渐

溶解，不断破坏着火柴后面水的表面张力，而火柴前面的张力没有被破坏，
所以火柴后面的水分子被火柴前面的水分子拉向前去，“赛艇”就前进了。
注意，当盆中水的张力都被肥皂水破坏以后，“赛艇”就不会前进了，这时
就得及时换水。



喷气快艇

当我们手头上有下面这些材料时，就可以做一只“喷气船”，用来进行
比赛。这些材料是：金属小铁盒（扁罐头盒、金属肥皂盒均可）、空铁筒（或
圆罐头盒）、两根铁丝、几节蜡烛头。

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在铁筒里面装一些水，注意水量不得超过铁筒容
量的三分之一。再把铁筒用一个盖或是别的东西堵死，不让里面的水流出来，
然后再在盖上钻一个小眼。用铁丝把铁筒固定在金属小铁盒上，在铁筒下面
放两三节蜡烛头，点着蜡烛头以后，铁筒里的水过一会儿就会烧开，蒸汽就
会从小眼里喷出来，推动小铁盒向另一个方向前进。于是“喷气船”就做好
了。

如果几个小朋友每人都做一只这样的喷气船，就可以做一个“赛船”游
戏了。当参加者的小船都开始喷气时，就可以把小船放进水里。等裁判一声
令下，一撒手，小船就可以向前驶去。比比看，哪一艘船跑得最快。

用这个方法，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制成各种不同的小喷气船，也可
以做各种不同的游戏。



巧移乒乓球

准备好一张长条桌（课桌、方桌也行），把几个装有乒乓球的罐头瓶倒
扣在桌子上。参加游戏的人，要手拿倒置的瓶子（注意，瓶口不能用任何东
西挡住），连同瓶内的乒乓球一起运到前面的终点。谁先到达，谁为优胜者。
谁的方法最简单，谁为最佳优胜者。

看起来，这个游戏似乎不可能完成。一拿起倒置的瓶子，扣在里面的乒
乓球不就留在桌上了吗，别说把它运走，就是想把它留在瓶里都很难办到。

其实，这个游戏是可以进行的。有一个巧妙的办法，可以使你轻而易举
地把空瓶连同乒乓球一起运到你要去的地方。只要你抓住瓶子在桌面上做有
规律的绕圈运动，带动瓶内的乒乓球沿着瓶子内壁作旋转运动就能做到这一
点。因为球在旋转时产生了离心力，等到离心力大于地球对乒乓球的引力以
后，乒乓球就在瓶内壁上作惯性运动，不会从瓶中掉下来了。

当然，在你移动瓶子的时候，一定要始终保持绕圈运动是匀速的，要是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乒乓球离开了瓶壁，也会从瓶中掉下来的。



会自己剥皮的香蕉

做这个游戏以前，先准备一只香蕉，一个酒瓶、一些度数比较高的白酒
（有酒精更好）。

我们知道，在水果里，香蕉是比较容易剥皮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游
戏做得成功，我们就可以亲眼看到香蕉皮是怎样“自行”脱落的。拿一只稍
微熟过头的香蕉，把末端的皮剥开一点儿备用。找一个瓶口能足以让香蕉肉
进到里面去的酒瓶（当然是选择能满足这个条件的香蕉更容易一些——也就
是说选一个能进到瓶内的香蕉），在瓶内倒进少量白酒（或酒精），用一根
点着的火柴或燃着的纸片把瓶内的酒点燃，然后立即把香蕉的末端放在瓶口
上，使瓶口完全被香蕉肉堵住，让香蕉皮搭在瓶口外面。

这时，你会惊奇地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瓶子像是具有了魔力，拚命地
把香蕉往里吞吸，还发出吵嚷声。最后，香蕉肉被瓶子吸进去了，而香蕉皮
却“自行”脱落，留在了瓶口。

原来，这是因为燃烧的白酒耗尽了空气中的氧，瓶子里的压力比外面的
压力小了，因此，外面的空气推着香蕉进入了瓶中。

如果放上香蕉以后，瓶口没有被完全堵死，这个游戏就不容易做成了。
另外，如果是因为香蕉不太熟，游戏没有成功，你可以预先在香蕉皮上竖着
划两三个切口，再做时，就会容易一些。



气体举重机

如果有人说，他能用呼出的气把 10 公斤重的东西升上一定的高度，你一
定会认为他是在吹牛：“哪会有这样的事呢？根本不可能！”

可是，只要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呼出的气是完全可以举起 10 公斤
重物的，你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不信，你自己试一试。

在桌子上放一个结实的长方形纸袋或是一个塑料袋，大小能放进两本厚
书就行。再在上面放上一大堆书——拿你能找到的最厚、最重的书。这时，
你可以开始往袋里吹气了。要注意，吹气口应该很小，这样吹起来比较容易
一些，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

吹气要慢一些，吹得要匀一些。你会发现你吹出来的气，进到袋里以后，
随着袋子慢慢地鼓涨，轻而易举地就把上面一大堆书举起来了。这时，你会
兴奋起来——原来我呼出来的气有这样神奇的作用呀！

其实，只要这个纸袋或塑料袋的尺寸是 10 厘米×20 厘米（200 平方厘
米），你只要吹出稍微比一个大气压大一点的气，就可以使袋子得到一个 20
公斤的力。因此，很容易举起 10 公斤的重物。



自制“汽枪”

许多少年都喜欢玩枪。现在，我们自制一支“汽枪”，然后用它来进行
比赛。

先准备一根金属管或玻璃管（如果实在找不着金属管或玻璃管，用竹子
代替也行），管的直径约为 8—10 毫米，长度为 6—8厘米；再准备一支木棍
或铅笔，长度约为 15 厘米。这些东西准备好了，“汽枪”也就有了，剩下的
问题，就是寻找“子弹”了。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解决，只要找一个土豆或苹
果就成——把土豆或苹果切成一片一片的，以作备用。

你一定会对这支“汽枪”大失所望：唉！这算什么枪呀？可是，当你把
管子两端都插进土豆片里，土豆就会嵌进管子里，把管子两头给堵住了。这
时，你只要拿小棍或铅笔把一端的土豆片慢慢推进管里，把另一端瞄准你想
射击的目标，你手中的这支“汽枪”就会“啪”地一声，一块土豆“子弹”
就会射向目标。

原来，你手中的这支土豆枪，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汽枪”。当你把土豆
推向管里时，管里的空气被压缩，压缩空气就从另一端冲出去，把堵在管口
的土豆高速顶出去了。注意！用木棍推时要小心，要敏捷。只要你瞄得准，
你一定能射中靶心的。

有了“汽枪”，几个小朋友就可以在一起玩射击游戏了。但要注意安全。



谁的气球飞得高

买的气球一不小心，就会飞上高高的蓝天。这种气球里装了比空气要轻
的氢气。我们自己也可以动手做一只气球，不过，我们不容易弄到氢气。这
没关系，我们做只热气球，也能让它飞上天。

找一只纸质较轻的纸袋或 6张薄棉纸；再准备好胶水（或浆糊）、铁丝
（或胶带）、棉花、酒精（或度数较高的白酒）。

先用铁丝编一只简单的小筐，筐的上口和纸袋的口大小相同，再用几截
短铁丝或几条胶带把小筐挂在纸袋下面。筐里放一个罐头盒盖（或其他铁
盖），里面放一团用酒精（或白酒）浸湿的棉花，并把它点燃：也可以找一
块点燃了的固体燃料。这时，这只热气球就可以升空了。

为了注意安全，这个游戏必须拿到野外去做。千万要注意防火。
尽管这里只有一小团酒精棉花，即使没有风，气球也能升得很高。参加

游戏的小朋友比比看，谁的气球升得最高？
要是把热气球做得漂亮些，效果肯定会更好一些。用 6张薄棉纸，剪成

图中所绘的形状，把纸条粘成一个球形，顶端再粘一块圆片，在上面再涂上
你喜欢的颜色，一只漂亮的热气球就做好了。你还可以系上一根风筝线，防
止气球飘走。

热气球能飞上天，是因为热空气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带着气球
升上天去。



奇妙的飞镖

澳大利亚当地的土著居民虽然不懂科学，但他们却能制成一种奇妙有趣
的武器——飞镖。他们用飞镖打猎。其实，这种飞镖在我们国家也早就出现
过。飞镖的形状很简单，就是一片弯曲的木板，可是，令人惊奇的是，不论
你把它向哪个方向扔出去，也不论你使的劲有多大，只要扔出的角度合适，
它最后都会飞回你的身旁。

你想做一只这样的飞镖吗？这很容易。先找来一块三合板或硬纸板。按
图的形状在板上画出样子，两头拐臂大约要 20 厘米长。画好以后，用小锯条
（或剪刀）沿画的线锯开（或剪下来），用砂纸把边角磨圆。

飞镖做好以后，你就可以玩了。用拇指和食指夹住飞镖的一端，让另一
端对着自己，只要你一使劲，把飞镖朝一个小小的斜度抛出去，它就会在空
中划一条曲线，然后又飞回到你的身边。

如果飞镖扔出去飞不回来，先要看看问题是否出在飞镖上，如果不是，
那么你应该重新调整一下你扔的角度。只要按正确的方法抛出去，它是应该
再回到你的身边的。

你还可以用草板纸做飞镖，或是用较重的材料——铁板做更大的飞镖。
试一试，看它们是不是也能飞回来。



有趣的磁力船

你听说过磁力船吗？听起来似乎很神秘。磁力船确实有吸引人的神秘之
处，因为至今还没有一艘有实用价值的磁力船在航线上航行呢！不过，本世
纪初，在阿姆斯特丹曾经展出过一只小船，里面没有任何动力装置或推进系
统，也没有线牵引它，可它能在水池里不停地转圈，令参观者感到惊讶万分
——是什么力量使得这只小船不停地转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这只船是用
铁做的，而小船游动的水池子下面有一个放在大平底盘子里的强磁铁。这个
大盘子用一个电动机带动，慢慢地转动着，小船就跟着磁铁移动的路线游动。

现在，我们也可以玩这个小游戏了。只要找一块软质的木材，削几只不
超过 4厘米长的小船，在每条小船背面钉进一根 2.5 厘米长的铁钉；船上面
打个小孔插进一根火柴，再折一个纸三角做“帆”，小船就算做好了。

把做好的小船放进一只脸盆里，慢慢移动脸盆下面的强磁铁（可用耳机、
广播喇叭里的磁铁代替），小船就可以在你的“导航”下，自由航行了。

如果几个小朋友各拿一块磁铁，各自指挥自己的小船，可以进行各种有
趣的“海战”游戏。



为什么会向上滚？

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任何东西都是由上往下落；高处的水向低处流；
坡上的石头，往坡下滚。你能想象出往坡上滚动的物体是怎么回事吗？

下面我们就可以让你看这个有趣的现象。先用厚纸或薄卡片做成两个圆
锥体，然后用胶水（或浆糊）把它们对接在一起；把一本大书和一本小书相
隔一定距离照图上的样子放好，注意，应该是书背向上才能放得稳些。在书
上架两根圆筷子或圆木棍，放的时候，让较高的一头的圆筷子比较低的一头
的略为撇开一些。

现在，你可以把刚刚做好的双圆锥体放在木棍靠近小书的一端，也就是
较低的一端。这时，你会惊奇地发现双圆锥体像是谁给它施了“魔法”，竟
然沿着“轨道”向上坡滚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居然真的出现了。

真是双圆锥体向上坡滚动吗？地球的引力对双圆锥体不起作用了吗？不
是。你把双圆锥体放在木棍上再让它滚一次，你仔细观察双圆锥体是怎样滚
动的。你一定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看一看双圆锥体的两头，它们搁在靠得较拢的两根木撬上，是什么情形？
滚动后，由于两根木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双圆锥体实际上是向下走的。
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注意，玩这个游戏时，两本书的高度不能相差太悬殊了。



小水滴赛跑

为小水滴举办一次赛跑运动会，一定非常有趣。在比赛以前，先得做些
准备工作。

找一条油纸或是塑料布，做为小水滴比赛的跑道。塑料布最好是有颜色
的，这样小水滴在上面跑起来，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需要完全光滑、
没有高低不平或皱纹的塑料布）。找几本大小不同的书或砖块，按由高至低
的顺序摆好，然后把塑料布按图上的样子铺好。这样一条供小水滴赛跑的“盘
山跑道”就做好了。别忘了在跑道的“终点”处放上一个盘子接住小水滴，
省得弄得桌上湿漉漉的。

先试着往“盘山跑道”的最高处——起点滴一滴水，你可以看到这滴小
水滴从第一个斜坡上滚下来，借助惯性很快爬上了第二个坡顶，紧接着又加
速从第二个斜坡滑了下去⋯⋯就这样，它在这条“盘山跑道”上滚上滚下，
一直冲向“终点”。

试完以后，你就可以跟别人一起开始“小水滴赛跑”这个游戏了。每人
准备一把小茶匙，茶匙里盛一些水，当裁判发第一道口令时，往跑道上滴一
滴水。谁的水滴最先到达终点，记一分；如果谁一次滴了两滴以上，记犯规，
给对方加一分。当裁判喊第二道口令，再滴一滴水⋯⋯最后一轮结束后，谁
的得分多，谁为优胜者。



看谁的发音盒能发出狮子的吼声

这个游戏是用纸盒（或木盒、白铁盒）做一个会发声的装置，不同材料
的盒子做成的这个发声装置，会发出不同的声响。看看谁的盒子发出的声音
像狮子一样的吼声，谁就为优胜者——因为，狮子是兽中之王嘛！

这个能发出声音的装置很容易做，只要你找些纸盒（其他的盒子也不妨
拿来试一试），在小盒的一边开一个小孔，然后把一支拴着一根小绳的半截
铅笔放进盒里，把小绳从小孔中穿出来。找一块松香在小绳上来回擦一擦，
就像用松香擦二胡的弓弦一样，使得小绳变涩。

这时，你用一只手握住盒子，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去捋绳子，你就
会听到一阵很响的声音。有的声音可能像雄狮的吼声，有的声音也许像小狗
的犬声。但愿你做的发声装置能发出像雄狮一样的吼声。

你还可以用不同形状、不同材料的盒子多做几个发声装置，也许在你捋
动绳子时，盒子的四壁都在发生振动，发出的响声会令人害怕呢！



谁做的“琴”声音好听

先动手做一件小乐器，然后大家比一比，看谁做的“琴”发出的声音好
听，挑出几个好的，就可以来一个“合奏”，参加文艺演出了。人们听到达
深沉的音乐，可能会认为是大提琴奏出的呢！

找一个罐头盒、一根十几厘米长的稻草秸、一个猪尿脬、一根细绳。这
些材料准备齐了，就可以开始动手做了。

先把猪尿脬洗干净，然后把它放在水里泡几天。拿出来以后，把它的中
心部分绑在一根细长的稻草秸头上，要把稻草秸绑牢。绑好以后，把猪尿脬
伸展开来蒙在装有一点水的罐头盒上，要使稻草秸处于罐头盒的正中心位
置，用一根细绳把猪尿脬紧紧绑在罐头盒上。

乐器做好了，就可以试一试它的音调。用水把手指头醮湿（不要用唾沫
湿手，这样不卫生），把稻草秸放在拇指和食指中间捋动，用这种方法使猪
尿脬上下振动，就发出了深沉的嗡嗡声。如果你的方法得当，你可以听到像
低音提琴那样的乐声。用不同的罐头盒来做，你可以演奏出不同的音调。如
果几个小朋友配合得好，完全有可能演奏乐曲。



能让烟往下冒吗？

我们知道，烟一般是往上冒的。现在我们可以来试一试，看有没有可能
让烟往下冒。

先找一个装鞋的纸盒（或是装点心用的纸盒）、一支蜡烛、两个煤油灯
上的玻璃罩、一张废旧牛皮纸。

对农村孩子来说，找两个煤油灯上的玻璃罩，不会是一件难事。万一你
那儿早已用上了电灯，一时找不着玻璃罩，用两个金属圆筒（取暖炉上用的
旧烟筒）也行，只是观察效果没有透明的玻璃罩好。

在纸盒的盖上开两个比玻璃罩或金属圆筒的直径略小的洞。把蜡烛和两
个灯罩按图上画的方式安放好。注意，蜡烛安放的位置应处于其中一个玻璃
罩的正下方。点燃蜡烛，盖上盒盖，千万注意别让蜡烛把纸盒也烧着了。这
时，再用火柴把牛皮纸点燃，把冒着烟的牛皮纸拿到右边灯罩的上方。很快，
你就看到烟往下冒——燃着的牛皮纸冒出的烟从这个玻璃罩进入盒内，又从
另一个灯罩中重新冒了出来。

原来，暖空气比冷空气轻，蜡烛点燃以后把它上面的空气加热，使得这
些空气上升并从灯罩里升出来。但是空气必须从下面得到补充，于是空气就
只能从另一个灯罩的入口处进入。空气进入灯罩的力量是足以把烟吸进去
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烟往下冒的“反常”现象。



欢乐的小天鹅

你一定喜欢美丽的小天鹅吧，它游泳时优美的姿态真令人赞赏不已。我
们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只游泳的小天鹅，然后大家把自己做的天鹅放在一
起，看谁的天鹅做得最好、游得最棒。

做天鹅前先准备以下材料：几个软木塞、两根缝被子的长针、一些纸、
胶水、树脂胶、一块樟脑。

把两根长针互相平行垂直地穿过一块稍大一点的木塞，然后再把 4个削
得大小差不多的小木塞，插在针的两端，成为一个十字形（如图）。这个十
字形的架子做得尽量小一些，宽度最好不超过 5厘米。用白纸画一只洁白可
爱的小天鹅（最好在纸的两面都画上天鹅的图案），把这只可爱的小天鹅贴
在中间那块软木塞上面。把樟脑小心地平均分成 4小块，用树脂胶粘在 4个
小软木塞的底下。会游泳的小天鹅就算做好了。

这时，你只要把这个小十字架放进一盆水里，就可以尽情地欣赏可爱的
小天鹅在水中旋转着起舞。如果把几个小朋友做的小天鹅同时放在水里，这
里就像举办天鹅舞会一样，一只只可爱的天鹅尽展舞姿，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小天鹅一点也不会感到疲劳，会日以继夜地跳个不
停。

不过，有一点请注意，不论是在制作的时候，还是在玩的时候，一定要
注意干净，不能把木塞、樟脑弄脏，尤其是不能有油污。盛水的盆也得用洗
衣粉洗干净，不然，“爱干净”的天鹅是不会跳舞的。



看谁先成功

这个科学游戏是这样的：裁判先给每个参加者各发一份用品，其中包括
一个空的玻璃罐头瓶子、一只鸡蛋、一份盐、水。接着，裁判宣布要求：先
将瓶内装满水，然后利用现有的这些东西，想办法使鸡蛋既不沉于瓶底，又
不浮在水面上。谁先做到这一点，谁就是优胜者。

要让一个东西悬浮在水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有当这件东西的重量和
它排开水的重量相等时，才能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我们这些小朋友去计算
鸡蛋的体积，再去比一比与鸡蛋体积相同的水是不是跟鸡蛋的重量相同，真
是太难为大家了。怎么办呢？别着急，这里有一个小秘诀，可以帮你解决这
个难题。先告诉你这么一个事实：同样多的盐水和淡水相比，盐水要比淡水
重。也就是说，盐水的相对密度比较大。一个鸡蛋在很浓的盐水里能够漂起
来，而在淡水中却会沉下去。现在，你知道了这个道理，能想出办法了吗？

只要在罐头瓶里装进一半溶了大量盐的水，只要水里的盐足够多，不管
鸡蛋的个儿是大是小，都会浮在盐水上。这时，你再小心地、慢慢地把淡水
沿着罐头瓶壁倒进去，直到水装满了为止。这时，你就能达到裁判提出的要
求，让鸡蛋悬浮在水中了。

做这个游戏千万别图快，要心灵手巧。



里面有什么？

你知道照相机暗箱里面是怎样的吗？有兴趣的话，想办法做个代用品，
亲自观察一下，你一定会感到既新鲜又有趣。

找一个没有盖的旧铁盒（如空罐头盒）、一张蜡纸或油纸、一根皮筋（或
细线）、一块大一些的黑布（或毛毯）。

先在罐头盒底部的中心打一个小洞（注意洞不要太大），把半透明的油
纸或蜡纸蒙在罐头盒的口上，用皮筋绑上或用细线系住。把这个罐头盒放在
一个窗台上，从这个窗子看过去，要能看到被太阳照射着的另一间房子、树
木或其他景色。这时，你用那块大黑布（或不透光的毯子）盖住你的头和罐
头盒（别把钻有小洞的盒底遮住了），使你的眼睛离纸大约 30 余厘米远，这
时你会看到一幅带有天然色彩的图景，这幅图景比实物要小一些，而且是倒
着的！

当然，这幅画的画面不可能很亮，如果你把小孔稍稍开大一点，画面可
能会更亮一些，但就不那么清晰了。

照相机的暗箱里就是这样让外面的景物倒映在装在里面的胶片上的，只
不过照相机的“小孔”前装有一块小透镜。所以，它得到的画面又清晰又明
亮。



谁的泡泡大

大家都玩过吹肥皂泡的游戏吧？如果组织一场吹肥皂泡比赛，看谁吹的
肥皂泡个儿最大。你能得第一吗？

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吹大肥皂泡的小窍门，只要掌握了这个窍门，你就
可能在比赛中获胜。

先找来一根金属丝，把它放在一个酒瓶口绕上一圈，就弯成了一个圆圈，
然后把它拧紧，做成一个带把的小圆坏。取一小碗，把一块肥皂头放进碗里
泡上水，再在肥皂水里溶进一些白糖，这样吹出的肥皂泡更结实一些。

把圆环放进肥皂水里再小心地拿出来，你会看到圆环上有一层肥皂薄
膜。把圆环举到嘴前，朝薄膜中央轻微地、缓慢地吹气，你会发现薄膜变成
一个小口袋形状，你一边吹，它就一边鼓，最后，“口袋”的后部逐渐与其
余部分脱离，成了一个很大的肥皂泡。

掌握了一定技巧之后，你就能吹出真正的大肥皂泡了。这时，你可以再
试着用另一种方法来吹：把手握起来放进肥皂水中，然后把手轻轻张开，使
手指向外伸出，食指和拇指尖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环，把手小心地从肥皂水里
抽出来。这时，手指形成的环形上就会留下一个肥皂薄膜。把手移到嘴边，
使手心向上、小手指向外，轻轻对着手上吹气。如果你做得熟练，吹气时小
心，就会吹出一个非常美丽的泡泡来。



你是大力士吗？

“你是大力士吗？”——不经过一番比试或较量，你可能一时不能做出
回答。可是，当你与别人比试较量以后，就一定能肯定回答这个问题吗？先
让我们来做一个游戏。

你和你的朋友们站在一堵墙前排成一字队形，你用手撑住墙，让你的朋
友们像图上画的那样一个推着一个站好，一声令下，你们就使劲往前推，这
时，你能顶得住吗？

你一定不愿做这个游戏：太不公平了，一个人哪能比得过这么多人呢？
就算你是大力士，也不可能有 10 个人的力气大！

还是来试一试吧，你勇敢地站在这个位置上，一个人顶住 10 个人甚至更
多人的推力，看看结果会是什么样。你要做的只是找一个力量大小跟你相当
的人站在你的身后就行了。这时，你把手撑放在墙上，站稳身子，让其余人
一个推一个一齐使劲。你会惊奇的发现，你把他们全顶住了。难道你真成了
“大力士”，比你身后所有人力量的总和还大吗？不是。

原来，这个游戏的秘密很简单。因为每个人所能传递的力，不能大过他
自己的力气，否则他就顶不住了。大家站在一条线上，每个人都推着前面那
个人，每个人都用获得的反作用力来对付背后的推力而撑住自己。如果有人
力气较大，他可能比身后的人推得有力些。但影响前面一个人的力仅仅是他
一个人的力而已。因此，你要留心的只是紧站在你背后的那个人。只要你顶
住了他的推力，后面的人再多，你也顶得住。

不过，这个游戏还不能证明你是大力士。



神奇的“大炮”

我们来动手做一架“大炮”，这架大炮可神啦，它能魔术般地把 1米开
外的烛焰“击”灭，而且并不需要你填装什么“炮弹”。

找一只两头封闭的纸板圆柱筒，在一端的盖子中间，剪出一个直径大约
2 厘米的圆孔。这个圆孔就是大炮的炮口。再找点其他材料做一副炮架子就
成了。

现在，你可以试一试这门大炮的破坏力了：在距大炮 1米远的地方放一
只点燃的蜡烛，把你的炮对着蜡烛瞄准好。用手在大炮筒的底部轻轻拍一两
下，你会看到烛焰马上就被你的大炮“击”灭了。如果烛焰只是摇曳了一下，
那说明你瞄得不够准。只要你瞄得准，甚至在 3米处的烛焰也能给灭掉。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大炮喷出的“音圈”吹灭了烛焰。我们可
以在大炮里放些烟来观察这个现象。你请一个会抽烟的人，通过圆孔吹进几
口烟。现在把这门炮平摆着，用手指节慢慢地轻拍纸筒的底面，你会看到，
一只只美丽的烟圈从圆孔里喷出来，而且它向前飞时，还能保持形状的完整。
如果你用灯照着烟圈，对着一个黑暗的背景观看这些烟圈，就能对它做细致
地观察。你会看见，每个烟圈上的烟都在迅速地兜着圈子作滚翻哩，简直奇
异极了。

你一定没有想到，用手指对着纸筒底这么一弹，会有这么惊人的作用，
喷出的“音圈”能使空气产生这样强的旋转速度和力量，把人吹气吹不到的
地方的烛焰一下子吹灭。



水柱的“魔力”

用脸盆装上小半盆水，把一只乒乓球放在水面上漂浮着。这时，你用水
壶灌满一壶凉水，对准乒乓球往下浇去。你一定会以为轻轻漂浮在水面上的
乒乓球一定会被急流而下的水柱冲跑。可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乒乓球被
湍急的水流冲得不断地在水面上“跳动”，可是顶着水流始终在原地呆着，
并不往旁边“逃去”。随着盆里水位的升高，乒乓球也慢慢地浮起，却仍然
不离开冲击它的水柱。这时，即使你让盆里的水震荡翻涌，乒乓球仍“赖”
在那里不愿离去。

你还可以把乒乓球放在一个方板凳上做个类似“魔术”般的游戏。只是
要先倒水，然后把乒乓球放在水柱溅落处（先放在那里再倒水，球会被冲走），
等水柱落到球上，你就可以放手了。这时，乒乓球又会被水柱“定”在凳子
上，不会冲走了。而且，假如你把水壶提着慢慢做前后、左右的移动，这只
中了“魔力”的乒乓球就会听从指挥，跟着水柱一起移动。你说奇怪不奇怪？

为什么乒乓球会被水柱“吸住”呢？原来，乒乓球周围水流动的时候，
使得球周围的空气压力变小。只要球周围水流的情况有变化，那么它周围的
空气压力就会跟着发生变化，乒乓球在这种压力作用下不断地调节，始终保
持在水柱底部中央，不被水柱冲走。

空气的压力多么奇妙呀！



防水的纱布

纱布能防水吗？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回答上
来的。看上去，纱布织得那么疏漏，网眼又多又大，要想用它来“防水”，
恐怕办不到。

让我们来试试。
先找来一个瓶子，在里面灌上一瓶水，然后用纱布蒙在瓶口，用细绳或

皮筋把纱布紧紧扎在瓶口。这时，你把瓶子倒过来试试看，瓶里的水会不会
咕嘟咕嘟流出来。

对了！水并不往外冒——纱布能“防水”，它把水堵在瓶子里一滴也没
让流出来。

这是什么原因呢？纱布防水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空气压力在起作
用；二是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在起作用。

空气的压力很大，完全可以托住压在瓶口处水的重力，所以水不会往下
泄漏。另外，水的表面像一层有弹性的皮肤，这层“皮肤”上的分子紧紧地
被水面下的那层分子所吸引，把水裹了起来，不让水随便乱跑。我们用的布
伞、雨衣能防水，也是因为水滴表面张力很大，不容易进到伞或雨衣的里层
去。

其实，你刚才玩的这个游戏，还有点像个阀门——进去容易，出来难。
不信，你把瓶子里的水倒出来，重新蒙好纱布，然后把它放在水笼头下面接
水，你会看到水会进到瓶里去。当瓶里水快满了，你再把瓶子倒过来，瓶里
的水仍出不来。你能想出这是什么道理吗？



鸡蛋壳里的水

动手做一个游戏，能让你知道鸡蛋有一种神奇的“渗透”作用。
我们找一只新鲜的鸡蛋，再找一根麦秸管（最好用透明的塑料吸管或细

玻璃管，那样效果更好），就可以动手了。
先用钉子或小刀在鸡蛋的一端剥去一小块蛋壳，剥的时候一定要十分小

心，千万不要把蛋壳下的那层薄膜弄破了。在鸡蛋的另一端用针扎一个小孔，
慢慢地把这个小孔扩大，直到能把麦秸管插进去为止。小孔扩好后，慢慢把
管子插入蛋内约 2厘米，然后，点燃一支蜡烛，让蜡油滴到管子与蛋壳的接
口处，把接口全部封严实，不让空气和水份渗进去。这时，你可以把鸡蛋放
进一只盛有四分之三水的玻璃杯中，让插上管子的一头朝上。稍等片刻，你
可以看到鸡蛋里面的蛋液就会慢慢上升到管子里面。几小时或几天后，蛋液
一点一点进入管子里，管口就会有蛋液溢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杯子里的水渗入了蛋壳之中。鸡蛋里面的蛋
液和杯子里的水不是被蛋膜隔开的吗？怎么杯中的水还能进到鸡蛋里面去
呢？这就是“渗透”。在这层薄薄的蛋膜上，有许多微孔，这个孔能让细小
的水分子通过并进入蛋中，但较大的蛋液分子却不能通过。你看，这是一层
“半渗透膜”。当水不断渗入蛋中，就把蛋液不断地往上推，逐渐推出蛋壳。



能装进瓶里去吗？

裁判发给参赛者每人一个苹果，一个细颈瓶子，要求把苹果用最快的速
度放进瓶里。

可能有人觉得这根本办不到。苹果比瓶口大多了，怎么能放进瓶里呢？
不过，别忘了，裁判并没有限制你用什么办法去装。任何一个聪明的孩子，
都会把苹果弄碎了，然后装进瓶里。

能不能不把苹果弄碎，让它进入细颈瓶里呢？还是可以办到的。不过，
这可不是一天二天能完成的。这个游戏做成功了，你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的
朋友，他们一定会惊奇地问你这是怎么回事？这只苹果是怎样放进去的？

其实，这个秘密在于就让苹果长在瓶子里。
到果园去，选一根长着小苹果的粗枝，长在枝上的苹果不能太大，否则

就不能塞进瓶里。小心地把这个小苹果放进瓶子里，然后用绳子把瓶子结结
实实地绑在树上，剩下的事就让大自然帮你完成吧。不过，你应该常去看看，
别让害虫破坏了你和大自然的杰作。等到苹果熟了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这件
有趣的“礼品”。

如果你想在苹果上留下字迹，也很容易办到。在苹果朝阳的一面，你用
烟盒里的铝箔剪成你要写的字形，再用胶水粘到未成熟的苹果上。等苹果红
透了，你揭下铝箔，把苹果洗干净，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阳光在苹果皮上留下
的字迹。



观察植物的生长

不知道你从电影或电视里看到过植物生长的慢镜头没有。这些镜头都是
摄影师用特殊的摄影方法，把植物生长、花蕾绽开的过程拍摄下来的，为的
是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平常不可能见到的景象。这些镜头总是很让人遐想。

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动手做一个小实验，或是叫做小游戏，也能使我
们看到植物的生长，不过不会像电影中慢镜头看到的那么快。

先把要用的东西准备好：一根 8×2.5 厘米的小玻璃管或塑料管；一根约
10 厘米长的猪鬃；几粒玉米或谷物种子（最好选颗粒饱满的）；一块小木板；
一些土壤。

把种子先在水里浸泡好。第二天，把准备好的玻璃管或塑料管拿出来，
在管底铺上一层约 1厘米厚的湿土，然后把种子放在土上面（最好多准备几
粒种子，因为难免有少数不发芽的种子）。把管子放到暖和的地方，并注意
保持土的湿度（注意，不能让土太干燥，也不能让土太湿）。几天以后，种
子发芽了，长出了一根嫩茎。等到茎长到管子口上，就可以想办法来“观察”
它了。先把猪鬃插入嫩叶尖上，让这根猪鬃靠在管子边上（注意，猪鬃伸出
管口的一段要比管内的一段长一些），这样它就可以充当一个小小的指针。
在管子边竖起小木块，小木块如图标了刻度，这样就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指针
的动作。实际上，这根指针放大了嫩叶尖

的运动，使你看得更清楚一些。
你猜猪鬃指针运动的方向是朝上呢还是朝下？



怎样才能喝到水

裁判把两盒火柴、一只盛有茶水或饮料的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动手把
火柴和杯子按图上所示的样子放好。这时，他宣布：“谁能不用手碰或用别
的东西去扶着杯口的火柴，又不许让杯口的那根火柴掉下来，而能拿走杯子，
谁就可以喝这杯饮料。不过还得补充一个条件，只能利用桌上现有的东西或
材料帮忙。”

参加者一定不少，谁都想成功地完成这个游戏。不过，要喝到这杯水还
真不大容易，你就是再怎么琢磨，如果不知道相关的知识，也是白搭——不
过，如果你过去曾玩过一些火柴把戏，也许这个问题难不倒你。

想想看，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拿开杯子，又不让火柴棍掉下来。
在普通的火柴头里，除了有发火药以外，还有氧化剂、玻璃粉，还有一

种粘合用的胶。这种胶在火柴燃烧时能被熔化。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你就有
办法了。

拿起桌上另一盒火柴，划燃一根火柴，去点两根火柴头的连接处。等两
根火柴刚着火时马上把火吹灭（吹气时不要太使劲，免得把上面那根火柴吹
掉了）。稍过一会，刚熔化的胶冷却后，两根火柴就会粘在一起。这时，你
尽管去拿走杯子，火柴棍一定掉不下来。

做这个游戏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谁能分得清

这是一个玩得较多的游戏——看谁能分得清哪些是生鸡蛋，哪些是熟鸡
蛋。当然，分的时候不许把鸡蛋打破了。

先从家里拿一些鸡蛋来（多少不论），其中有几个是煮熟了的。裁判把
熟蛋和生蛋混在一起，让参加游戏的人来分，看谁能把熟鸡蛋分出来，谁就
是优胜者——可以吃到熟鸡蛋。

有的人可能只是凭猜测去分，也许“撞大运”能撞对一两个，也许一个
也分不出来。鸡蛋越多，也就越难区分。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使你轻而易举地把生鸡蛋和熟鸡蛋全部分开。
用手把一个个鸡蛋放在桌面上向着同一个方向旋转。
旋转时，那些晃动而且转速较慢的就是生鸡蛋。因为生鸡蛋里面的蛋黄

和蛋白是液体，旋转时，蛋壳旋转了，蛋黄和蛋白由于惯性的作用，仍要保
持原来的静止状态，所以，这种不协调使得鸡蛋晃动起来，旋转的速度也就
比较慢一些。

自然，那些转得又稳，转速又快的就是熟鸡蛋喽。熟鸡蛋里面的蛋黄、
蛋白都凝成了固体，能和蛋壳一起旋转，因此它能转得又稳又快。



你的力气变大了吗？

也许你的力气不大，干活时，没有别人那么能干。为此，你也许很苦恼。
不过，你不必苦恼，也不要老是自己瞧不起自己。如果再有人嘲笑你，你可
以用我教给你的办法跟他比试比试，甚至当你一个人跟两个人比试时，还能
轻而易举地获胜呢！

也可以把它做为一种游戏，跟别的小朋友们一起玩。
找两根比较结实的长木棍，让两个比你个子高、力气大的朋友每人拿一

根，相距 1米左右站好。你如图中所示，把绳子一头绑在一根木棍上，然后
在两根木棍上缠几圈。你自己抓住绳子的另一头。这时，你请他们俩抓紧棍
子与你较劲——看是他们俩把两根木棍拉开，还是你利用绳子把两根木棍拉
拢。

这时，你会吃惊地看到，尽管这两位个子比你高、力气比你大的朋友使
出了吃奶的劲，也无法使木棍保持原来的距离，更没法让这个距离加大。你
轻松地使两根木棍越合越拢。

难道你真的比他们俩人的力气还大吗？不是。在这里，你是利用了滑轮
的机械原理。滑轮能省力，能帮人吊起重物。这两根棍子和缠在它上面的绳
子，就组成了一对简单的滑轮，帮你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变色水”

这个游戏很有趣——杯子里的颜色一会儿看是红的，一会儿看是绿的。
如果你把这个游戏做成功了，别人可能会说你是在变魔术，甚至有人会说你
在施展“幻术”。

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
先准备一点红墨水或红药水，再找一个无色、无花纹图案的玻璃杯。
在游戏开始之前，你可以向大家提一个问题：“往这杯水里渗进红墨水

（或红药水）以后，杯中的水会是什么颜色？”毫无疑问，大家几乎都会肯
定地回答：“杯子里的水是红色的（或是粉红色的）。”

这一点，试试就会知道了。你在杯中滴一点红墨水（或红药水），然后
举起杯子朝向灯光，透过杯子看去，水的确是粉红色的。

但是，当你把杯子移开灯光，再看一看！哈哈！水的颜色变了——成了
绿色。

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是在玩魔术；还是一种幻觉？
原来，第一次我们看到的是透射光，也就是粉红色的；而第二次我们看

到的绿色，是光线从杯中反射出来的光。并没有谁在玩魔术，也没有谁在施
展幻术。如果说要有的话，那就是光本身。

做这个游戏时，有红药水最好用红药水，容易成功，效果较好。用红墨
水时，得事先试一试，不同牌子的墨水，效果不一样，有的甚至做不成这个
游戏。



变色陀螺

这是一个小朋友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游戏。说它熟悉，是因为它就像一个
陀螺一样——谁没玩过陀螺呀！说它陌生，那是因为它和一般的陀螺又有些
区别，而这些区别，会让你觉得十分有趣。

参加游戏的小朋友先每人动手做一个“陀螺”。制作陀螺的材料很简单：
一张白纸卡，一个圆规，一把剪刀，一支钢笔，一支毛笔，墨汁或颜料，一
根细棍。

先用墨汁在白纸卡上画一个圆盘（如图），然后把这个圆剪下来，并在
中心插入一根细棍。想办法尽可能使木棍与白纸卡连接得牢一些。行了，陀
螺就算做好了。

这时，参加游戏的小朋友就可以用自己做的这个陀螺进行比赛了——看
谁的陀螺做得好，转起来会令人感到“吃惊”。

令人吃惊的事真的发生了：你可以看到飞速旋转的陀螺上面，有好多个
同心圆，颜色也不再是黑色的，而是彩色的。如果你把陀螺反向旋转，又会
出现其他的色彩。

纯粹是黑白两色的圆盘，为什么旋转时会出现色彩呢？这个问题别说你
们回答不出来，就是科学家至今也没有找到答案。

如果你多用脑子想一想，说不定你能找出答案来。记住，在做游戏的时
候，也别忘了开动你的脑筋。



谁能看到声音

谁能“看见”自己的声音？如果让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看谁能想出好
注意，让大家“看到”自己的声音，谁就可以成为优胜者。

要想“看到”声音，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一般我们能看到声音的振
动。我们知道，各种机械（从小小的钟表到庞大的机器）都会产生振动，这
些振动实际上就是声的振动。人们已经发明了一种电子仪器，用它可以对声
音引起的振动做精确的研究，这种仪器叫“示波器”。

示波器是一种很复杂的仪器，价格也十分昂贵。不过，我们可以用一些
简单的材料来自制一个“光线示波器”，用它来显示声音的振动，也能让我
们“看到”声音的振动。

找一个空罐头盒，把两头打通，从破气球上剪下一块橡皮，把它紧紧绷
到罐头盒的一头。找一块衬衣钮扣大小的碎镜片，把它粘到空罐头盒的橡皮
上。粘的时候注意，不要粘在橡皮的中心，只要粘在靠边上一点就行。

“看”声音的时候得有太阳。对着太阳站在一堵墙前，距墙的距离三四
米远即可。拿起罐头盒，让有橡皮的一端对着墙，让碎镜上反射的光投到墙
上。这时，你对着空罐头盒的敞口端拉长声音喊，就像演员练声一样变着调
喊，镜片就会随着不同的声音产生振动，墙上的光点就会产生不同的图形。
这样，你就“看到”了你的声音。



喷灌器

有些农村已有现代化的喷水浇灌设备，用这些设备给蔬菜、庄稼、果树
浇水，省时省力省水，又浇得均匀透彻，能让这些农作物或果树茁壮成长。

我们也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个简易的旋转喷水装置，还可以用它来进行
比赛，看谁制作的喷水浇灌装置转得快、转的圈数多，而且转的时间长，谁
就是优胜者。

先准备好制作需要的材料：一根约 80 厘米长的木棍，一个小碗，两个易
拉罐（或圆罐头盒），一根竹板条（长约 60—70 厘米），一枚 1寸的铁钉，
一只花盆。

把木棍埋在花盆里，做为浇灌装置的底座。把小碗扣在木棍上端，让碗
足作为旋转用的轴承。把竹板条放到火上烧烤，慢慢使它弯曲，弯成一个“弓”
形后，放一边冷却，然后在竹板条的中间钉一枚钉子。用易拉罐或罐头盒做
装水的容器，并在罐靠底部的侧面钻一个小孔，用铁丝或细绳把罐分别绑在
竹板条的两端（如图），然后，把竹板条放在小碗上，一个旋转喷水装置就
做好了。装上水，调整小罐的喷水方向，使两个罐的喷水方向相反，小罐就
会带动支架一起旋转起来。

小罐为什么会旋转呢？原来，是水的反作用力在起作用。
另外，你知道竹板条为什么能稳稳地立在小碗上吗？这是因为水罐的位

置低，它们的重心也低，所以，竹板条不论怎样旋转，也掉不下来。



吹球赛跑

吹球赛跑这个游戏可以分两个队或多个队进行，每队由三个参赛者组
成。比赛规则是这样的：

参赛者每人准备好一只乒乓球、一个小漏斗。裁判发今后，各队第一个
队员用嘴对漏斗吹气，让漏斗向下倾斜而不让乒乓球掉下来即可起跑，跑的
过程中，不得用手去碰乒乓球。用手碰一次或乒乓球掉下一次，扣一分。当
第一个队员跑回起点，第二个队员再出发⋯⋯以此类推。先跑回起点，而且
得分最高的队为优胜队。

这个比赛的关键是不让乒乓球掉下来，在比赛以前，就应该先进行练习，
看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用漏斗吹气，不让乒乓球掉下来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你先向上
倾斜漏斗口，把乒乓球放进漏斗嘴里，然后缓慢地吹气，并且逐步加大吹气
量，让漏斗口慢慢朝下，这时，乒乓球就不会掉下去。另外，先把漏斗朝下，
用手托住乒乓球，再开始吹气，过一会儿乒乓球就会往漏斗口“吸”去，松
开手它也掉不下来了。这是因为球的上方有气流运动，这儿的压力就小，球
下方的气压比球上方的气压大，从而把乒乓球托住了。

比赛时，只要注意跑的途中别长时间地换气，乒乓球是不容易掉下来的。



谁能站起来

坐在椅子上，听到“起立”的口令后，马上站起来——这也许是每一个
健全的人都能做到的。

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游戏，看谁坐下以后，能按照裁判提出的
要求站立起来。

先让每一个参加游戏的人坐在椅子上。裁判的要求是这样的：上身要保
持正直（有靠背的椅子，要使背部正好贴在椅背上）；双腿并拢、上肢与下
肢屈成直角；双脚平放在地上；双手自然下垂，不要扶任何东西。

听到裁判的“起立”口今后，要保持坐姿，身体既不能向前倾斜，双腿
也不能向后挪动，双手也不准撑扶椅子或其他东西。试试看，谁能站起来？

对啦，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即使你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也不会像你
想象的那样很轻松、很容易地站起来。除非你违反了规定，不是身体向前倾
斜、就是双腿向后挪动。

谁不经常坐下、起来，起来、坐下，可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现在
反而做不到了呢？原来，我们平时从椅子上起来时，都很自然地倾身、收腿，
把身体的重心往前移，才能发力起身。如果保持坐姿不变，身体的重心靠后
了，自然就使不上劲、站不起来了。



谁能把气球吹起来

准备一只酒瓶、一只没有吹起来的气球、一个脸盆、热水、一根细线。
把这些准备好了，就可以进行比赛了。

比赛分三次进行。
首先，裁判一声令下，参加者拿起气球用嘴吹气，谁先在规定的 10 秒钟

内把气球吹得最大，而且把气球系好不让它漏气，谁就是这一轮的优胜者。
这一轮比赛，每个人都可以把气球吹起来，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第一轮比赛结束，就可以把气球里的气放出，再进行第二轮比赛：把气

球放进酒瓶里，听到裁判的口令，再使劲给气球吹气。这一轮比赛，会是什
么结果呢？一吹，你就知道了。原来，不论你使多大的劲，那怕是吹得脸红
脖子粗，气球也不过只稍稍胀大一点，然后无论怎样也膨胀不起来了。

原来，气球稍稍膨胀的结果，使瓶里的空气所占据的空间缩小了，所以
空气的压力就增大了。这个压力反抗你使劲吹气所产生的压力，使你再也吹
不大气球。

气球放在瓶子里是吹不大的。
第三轮比赛的要求是这样的：不能用嘴对气球吹气，只能利用现有的东

西，想办法把气球吹起来。你行
吗？
善于动脑筋的人是可以想出办法的：把气球的嘴子（吹气口）套在瓶口

上，把这只瓶子放进热水盆里。就这样放进去、拿出来，反复好几次，以免
过热使瓶子破裂，当整个瓶子变热时，就让它搁在水里。热能使瓶内

的空气膨胀，就会把气球吹起来了。



你能制造云雾吗？

天上飘浮的白云，是由水蒸气凝聚而成的；有些是由浮动着的冰粒或者
冰的结晶物组成的。在寒冷的冬天，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你从嘴里呼出
一口气，马上就形成淡淡的云雾状。这是因为你呼出的空气里，含有水蒸气，
这些水蒸气从口呼出，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微小的小水滴。

如果你想进一步研究云雾的形成过程，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制造一个造云
雾的小装置，这样，你想什么时候造云都行。

先准备一只大铁罐、一只小铁罐，再准备一些冰或雪、食盐。
把小铁罐放进大铁罐里，把食盐和冰块（或雪）按 3：1的比例配制好，

然后放进小铁罐与大铁罐之间的空隙里。这样，就做好了你需要的小冰箱。
一会儿，小铁罐里的空气就会冷却下来。这时，你就对着小铁罐吹几口

气，把水蒸气给带进小铁罐里去。由于小铁罐里的温度很低，水气凝结成了
小水滴，就形成了淡淡的云雾。这时，你用手电筒照射小铁罐，就能很清楚
地看到你自己制造出来的云雾。



奇妙的自动回转盒

用很常见的那种圆柱形罐头盒，可以做许多有趣的小玩艺。这种罐头盒
有一个基本的玩法——滚动。只要你把罐头盒往地上一扔，它就会在地面滚
动一段距离。假如我们让大家比赛谁能把罐头盒滚得远，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除了扔的时候注意掌握一点大家都知道的姿势外，就看谁的力气大了。谁的
力气大，谁就扔得远。

现在，我们要求你经过一些小小的改进，能使扔出去的罐头盒自动地滚
回来。你能做到吗？下面，大家可以自己动脑筋、想办法，把这个“奇妙的
自动回转盒”做成功。谁设计得简单巧妙，回转的距离远，谁就可以成为优
胜者。

下面这个方法可供你参考。
先在罐头盒的底部和顶部各钻两个小孔，按照图上所示的方法，把橡皮

筋穿进小孔中，在橡皮筋交叉的地方用绳子结起来，然后在上面拴一个螺丝
帽之类的重物。

把罐头盒放倒在地上，你把它从身旁推开，它滚动一会儿就会停下，接
着自己又往回滚。这是因为螺丝帽较重，一直停在悬垂点的下面，不随盒子
一起转动，这就把橡皮筋逐渐缠绕起来。橡皮筋缠绕到一定时候就限制了盒
子的滚动，接着，橡皮筋上积蓄的能量又“推动”盒子往回滚。

不知道内情的人，看到这个奇妙的盒子，一定会大为惊讶——好一个有
魔力的盒子。



能把对方的拳头分开吗？

玩这个游戏，你一定要信心十足，因为你可以十拿九稳地获胜。你完全
可以找一个力气比你大得多的人来和你一起做这个游戏，你可以跟他开个玩
笑，让他甘拜下风。

这个游戏是这样的：请你的合作者把两臂向前伸直，双手握拳，一个拳
头放在另一个拳头的上面（如图）。让裁判为你们喊口令，一声令下，你必
须把对手重叠的两个拳头分开。如果分开了，你就获胜了。相反，如果你没
有把对手两只重叠的拳头分开，就算对手赢了。

也许比赛以前，你缺乏信心，对手力气比你大得多，一定很难把他那两
只有力的拳头分开。其实，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你甚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
可以取得胜利。你只需用两个指头去顶住对手的手背，听到口令后，迅速把
对手的拳头往两边一拨，他的拳头就轻而易举地分开了。

这个游戏妙就妙在对方越是使劲把拳头并在一起，你就越容易把它们分
开。所以，在比赛以前，你可别忘了跟对方叫劲，一定让他使出劲来。对手
为了使双拳保持并在一起的位置，一般把劲使在上下的方向上，几乎没有往
左右两边用劲。而你正好是从左右两边进攻，你手指的作用力与对手的力来
自不同的方向，虽然你的力不大，却能发挥明显的作用。

假如你没获胜，就得检查一下对手是否在捣鬼，比如上面的拳头握住了
下面的大拇指。



怎样让它出来

在一张铺有台布（不能用塑料台布）的桌子上放一枚一分的硬币和两枚
五分的硬币，再在两枚五分的硬币上罩上一只玻璃杯（如图）。如果要求你
既不能碰到玻璃杯，又不能借助别的小棍或其他物品去拨一分的硬币，你能
把这枚一分的硬币从玻璃杯下面弄出来吗？

也许吹气能把它吹出来吧。那就请你试一试。无论你怎么吹，是不会成
功的。当然，你可能想到把桌子底面挖一个洞，硬币不就自己掉下来了吗？
这个办法太费事，而且，我们不能为做一个小游戏，把一个好好的桌子给弄
坏了吧！

其实，有一个既简单，又十分有趣的办法，可以把这枚硬币从玻璃杯里
弄出来——让它自己走出来。

玻璃杯下那两枚五分的硬币肯定比这枚一分的硬币厚，所以杯子下面的
空洞完全可以让一分的硬币通过。只要你用手指甲在靠近玻璃杯处的台布上
不停地往外抓刮，这枚硬币就会一步一步向杯口走来，最后钻出杯子。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你的手指每刮一次台布，就把台布往前拉了一点，
一分的硬币随着台布也向前移动一点。当你手抬起时，台布的弹性使台布缩
了回去，而硬币由于惯性的作用，仍停留在原处。这样，你每刮一次，硬币
就移动一段距离，最后顺利地“走”了出来。



能用轻物体吊起重物体吗？

裁判为每人准备一份东西：一把小弹子锁、一个秤砣、一只木线轴、一
根绳子。然后，要求大家不能用手直接去提拉秤砣，而是利用现有的东西，
想办法把秤砣提升一定的高度。

能有办法吗？
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小小的弹子锁，吊起比它重几倍、甚至 10 多倍的秤

砣。这就要借助“离心力”了。
做这个游戏时，要注意安全，要把弹子锁系紧，以免甩起来时伤着人，

另外，最好在室外做这个游戏。
先把一根比较结实的绳子从线轴的眼里穿过去，一头系在秤砣上，另一

头系在弹子锁上。系好以后，手握线轴，另一只手也要抓住线轴下面的绳子，
使系着弹子锁这一头的绳子留出约 20 多厘米长的一段。现在，你可以在头顶
上旋转弹子锁了。注意，要让弹子锁在空中保持水平面旋转，并慢慢加快旋
转的速度，让旋转产生的离心力越来越大。你会发现，这时，你用不着再抓
住线轴下端的绳子，比较轻的弹子锁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已经能吊住比较重的
秤砣了。当离心力大于秤砣的重力时，就会把秤舵慢慢提升上去——轻东西
吊起了重东西。



怎样让它落下去

把火柴从中间折弯，但是不要折断。把这根被折成“V”字形的火柴架到
一个酒瓶口上，然后在上面放上一枚硬币（硬币应比瓶口小一些，能掉入瓶
中）。

这时，你可以向参加这个游戏的小朋友提问题了：谁能不用手或木棍等
物体接触瓶子、硬币、火柴，而能让这枚硬币掉进瓶中。这个游戏看来是很
难做的，除非这个人知道玩这个游戏的秘诀。

其实这个秘诀点破了，是很简单的。你只要把手伸进水里再拿出来，让
手指上的水滴滴在火柴折弯的地方。只要几滴小水珠就足够了，过一会儿，
这个被折弯的火柴就会“动”起来，“V”形的口就会越张越大，于是，硬币
就掉进了瓶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原来，火柴杆一般是用树木的木质部做的，木质部由输送水分和无机盐

的导管及坚硬的木纤维所组成。滴在火柴弯折处的水，会沿着木纤维之间的
导管渗进去，于是木纤维潮湿以后就膨胀。因为火柴弯折处有一部分并没有
折断，所以，在折断的地方膨胀的就比较明显，火柴杆会渐渐伸直，于是，
硬币自然就会掉进瓶中。



谁能把它吹翻

有时，一个很简单、很平常的事，常常会产生令人出乎意料的结果，使
你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下面这个游戏，可能就属于这类情况。

取一张长 15 厘米、宽 5厘米的薄纸卡或硬纸片。把它的两头折一下，使
这张纸卡或硬纸片成为一座小桥。把这座“小桥”放在桌上，然后，你可以
让你的朋友们按照要求来试一试，看谁能把这座小桥吹翻。这个要求就是：
人趴在桌面上，嘴对着桥洞使劲地吹气。

结果会是什么样呢？不论是谁，也不论他使出多大的劲来吹气，也不论
桌面有多光滑，小桥总是“岿然不动”，别说把它吹翻，就是想把它吹走，
也是办不到的。而且，你越是使劲吹，小桥似乎在桌上贴得越牢。

如果换一个方向，站在桥墩那边吹呢？你可以不费多大劲就把小桥吹到
桌下去。

小桥这么轻，为什么从桥洞吹，它能稳如泰山呢？这是因为当你往桥洞
吹气时，空气就会以一定的速度从桥洞流过。这时，桥洞里的空气压力要比
桥上的空气压力低得多。你吹气的力气使得越大，气流流得越快，桥下的压
力就越小，而桥上的压力相对就越大。所以，小桥就被牢牢地吸在桌面上了，
任凭你怎样吹，它也不在乎。



哪一个洞眼的水流得最远

参加这个游戏的人数可以不限，大家都可以同时参加，不过，参加以前，
每个人先得准备一个大小差不多的铁罐头盒。

比赛的要求是这样的：各人在自己的罐头盒的侧面，钻出一个洞眼。洞
眼的位置可以随便选择，但必须要尽可能做到在罐头盒里装满水以后，从这
个洞眼里流出的水流射得越远越好。想想看，这个洞眼是开在罐头盒的上端
合适呢？还是开在罐头盒的下端合适？或者，是开在中间的某个位置合适。

好了。如果你已经考虑好了，就可以在罐头盒上钻眼了。当大家都完成
了钻眼工作以后，裁判就可以让大家先用手指堵住洞眼，然后在每个罐头盒
里装满水。随后，听到裁判的一声口令，大家同时把手拿开，看看哪一个铁
罐射出的水流最远，从而获得比赛的胜利。

如果你的洞眼开在罐头盒的上端，你一定得到最差的名次——因为上端
洞眼射出的水流距离最短。而谁在罐头盒的最下端开洞眼，谁就会成为优胜
者，因为最下面洞眼里喷射出来的水最远。

水从洞眼里喷射出来，是由于洞眼上面的水施加了一个压力。洞眼上面
的水柱越高，水就越重，水所施加的压力就越大，自然喷射出的水就越远。

在这里，“站得高，跳得远”的“经验之谈”可就不管用啰！



看谁滚得快

在同样的情况下，什么物体滚动得最快呢？如果进行一场“滚动比赛”，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选手”参加呢？是选圆坏、还是选圆盘；是选择实心球、
还是选择空心球？

找一个比较光滑、坡度合适的斜坡，在斜坡的上面画一条“起跑线”。
参赛者从圆盘、圆环、玻璃弹子（或轴承滚珠）这几样东西中任选一样，作
为自己的参赛“选手”。

参赛者拿好所选的东西，站在起跑线上，把各自手上拿的东西放在斜坡
上。当裁判一声令下，各自松手让自己的“选手”滚动（注意，不能使劲往
下推你的“选手”），看哪一个最先到达终点。谁的“选手”先到终点，谁
就为优胜者。

你们会注意到，每次获胜的人，选择的准是实心球（玻璃弹子或轴承滚
珠）。而其他人，不论他选择的东西是大还是小，只要不是实心球体，肯定
不能取胜。

原来，物体滚动的速度与它的重心周围的重量分布有直接的关系。这个
重量分布又叫做惯性矩。惯性矩越小，物体滚动得越快。这几类物体中，重
量分布情况都不一样。圆环的惯性矩最大，所以它滚得最慢；而实心球的惯
性矩最小，它滚得最快。



谁拉得过谁

一块砖的重量是不算大的，小朋友们谁都能一只手把它拿起来。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游戏：俩人与一块砖“拔河”，看谁拉得过谁。
先找一根两米长的绳子（稍粗一点），绳子得结实一点，能承受得了两

个力气较大的人拉拽，再找一根短一点的绳子。
用短绳子把砖头系好（别让砖头掉下来砸了脚），然后，让参加与砖头

比赛的人一人拉住粗绳子一头，让裁判把砖头系在粗绳子上。比赛的要求是：
把吊着砖头的这根粗绳子拉直扯平就算获胜；如果绳子没拉直，就算砖头获
胜。

裁判发出口令后，就可以使劲拉了。
你们猜结果如何？不论是力气大的人还是力气小的人，无论他们怎样用

力，就是不能把这根绳子拉直。小小的砖头吊在这根绳子上让你对它一点办
法也没有。就是俩人把这根绳子拉断了，也没法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原来，当绳子垂直吊着砖头的时候，俩人所用的阻止砖往下落的力，等
于砖头本身的重量。当俩人向两边拉绳时，所用的力与水平方向成一定的角
度，在这种情况下，施加的力必须大于俩人所克服的砖头的重力。所用的力
与水平方向成的角度越小，所需要的力也越大。这就是为什么越把绳子拉到
接近水平位置，越是要花大力气的原因。实际上就是绳子被拉断了，也不会
拉成直线的。



人造琥珀

你知道什么是琥珀吗？琥珀是树脂的化石。很久很久以前，从树上分泌
的树脂往下滴落时，正好落在某一只活昆虫上，比如落在蚂蚁、瓢虫、苍蝇
等小昆虫身上。经过漫长的岁月，就形成了一个珍贵的生物标本化石。这可
是十分难得的化石，谁要是拥有一个，那可是太珍贵了。

我们采用一种简单的办法，也能自己动手制作一个生动逼真的人造琥
珀。

首先，每人到外面去捉几只小昆虫，看谁捉的昆虫又漂亮、又完整（最
好这些昆虫的个头别太大了）。

把捉来的昆虫放在一个空铁罐盒内，别让它逃走了。再找一块颜色金黄、
质地纯净的松香，放在一只干净的小铁罐里慢慢加热。等到松香全部融化以
后停止加热，让融化的松香稍微冷却一会儿，等松香不再冒青烟、并变得有
些粘稠时，就可以把它对准铁罐里的小昆虫浇下去。粘稠的松香马上就会把
小昆虫团团包裹住。等松香逐渐冷却、凝固以后，一个栩栩如生的生物标本
就永远固定在人造琥珀里了。

比比看，谁的人造琥珀做得最好（比如里面的昆虫是否完整，形态是否
生动；松香是否透明，凝固后的形状是否规范）。

请小朋友说一说，为什么小昆虫在人造琥珀里可以长期保存呢？



顶 纸 条

先每人准备一张纸条。纸条的长度为 30 厘米左右，宽度为 4厘米左右。
参加这个游戏的人可多可少，也可以分为几个小组进行对抗赛。参加者

准备好纸条以后，听到裁判发出“开始”的口令以后，就可以想办法把这张
纸条拉直竖立着顶在自己的鼻梁上。谁先顶起纸条，并能让它在自己的鼻梁
上持续 10 秒钟以上，就为优胜者。如果是分组比赛，就看哪个组顶纸条的累
计时间最长，也就是把顶起纸条的人顶纸条的时间一一加起来，累计时间多
的那一组为优胜组。

请你试试看，这张纸条可不是那么好顶的，如果没有掌握小窍门，无论
如何你是顶不起纸条的——等你把纸条拉直了，放在鼻梁上，刚一撒手，纸
条又软绵绵地耷拉下来，怎么也立不起来。

顶纸条的小窍门，就是事先把准备好的纸条拉直以后，按长度的中心线
对折一下，再松开。对折以后的纸条就能直立不倒了。但是，顶纸条的功夫
还得练，不练是不容易把纸条顶起来的，即使你把纸条进行了处理，也不能
轻而易举地顶起来。

对折以后的纸条为什么就能不再耷拉下来呢？这是因为纸经过折叠，形
成一个“梁”，可以起到“加固”作用。经过多次折叠的纸，它的承受力可
以增大许多倍，不信，你可以自己动手试一试。



怎样才能把纸拿出来

参加游戏的人各自准备一个喝水的杯子（任意大小、任意形状），一张
16 开的白纸。

游戏开始之前，每人先在杯中装满水，然后把白纸放在桌子上，用装满
水的杯子把白纸压住。这时，裁判开始提出要求：

参赛者只能用一只手去抽杯子下面压着的白纸。不许碰杯子，不许把杯
子拉下桌面，也不得让杯中的水洒出来。谁能按照要求最先抽出白纸，谁就
为优胜者。

试试看，谁能按照要求完成这个抽纸的动作。
可能有人会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想把纸从杯子下面抽出来。可是不论他

们多么小心，注定不会成功。这样去抽纸，只能拉动纸和杯子一起往前移动，
纸却抽不出来。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杯子底下猛地把纸抽出来。只要你抽纸的时候不
犹豫，不迟疑，敏捷地一抽，杯子只会抖动一下，很快就不动了，而纸呢？
已经从杯子底下抽出来了。这个游戏成功的关键就是“迅速”，只要你动作
迅速，哪怕那只装水的杯子放在桌子边上，也不会掉下来。

当你迅速抽动白纸时杯子能保持原来的状态不动，主要是由于惯性。是
惯性使得杯子仍旧呆在原地不动。

另外，做这个游戏时，一定要把杯子外面的水擦干净。杯子外面一点也
不能湿，否则是成功不了的。



谁能把醋倒出来

裁判事先准备一个酒瓶子，先在里面倒上半瓶醋，然后在里面倒上半瓶
油。做好这些工作以后，就可以让大家来做这个游戏了。

参加游戏的人可多可少。先由裁判把这个瓶子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告
诉大家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瓶子里的液体分上下两
层，油比醋轻，上半层是油；醋比油重，下半层全是醋。

现在，裁判提出问题让大家抢答：“谁能想办法把醋和油各倒一半出来，
剩下的醋和油不得往别的容器里倒。”

谁先抢答问题，裁判就可以让他上来演示——如何把醋和油各倒一半出
来。

如果你知道其中的道理，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把瓶中的醋和油倒出来的。
如果你先倒油，那么只需把瓶子慢慢倾斜（注意，这个动作要非常小心，

不然，倾斜瓶子的同时，醋也“挤”到瓶口来了），使得油流出来就行了。
把油倒了一半以后，就可以把瓶子恢复原状，把瓶塞塞好，再慢慢地把瓶子
倒过来，不要摇动瓶子。这时密度较大（比油要重）的酷就流进了瓶颈。你
只要把瓶塞稍微拔出一点点，醋就倒了出来。

谁先抢答，并演示成功，谁就是优胜者。
玩这个游戏还可以把参加者分成小组，隔离开来，限定时间让各小组独

立完成。按时完成的小组，均为优胜。



谁能把一杯水倒过来

这个游戏很简单。参赛者只要准备一只水杯就行了。裁判让大家往杯里
装上水（大半杯就行了），用一只手拿好杯子，然后宣布比赛的要求：谁能
把这只装有水的杯子倒过来，而不让杯中的水洒出一滴，谁就算成功地完成
这个游戏。注意，不能用东西把杯口挡住。

按照常理，这个游戏是无法完成的。谁都知道，别说把杯子倒过来，就
是倾斜到一定程度，杯中的水就会流出来。要是把杯子倒过来，那杯里还能
留得住水！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裁判并没有限制你“怎样把杯子倒过来”，在这
里，你就有文章可作了。

看过杂技的人，可能都知道有一个节目叫“水流星”。演员们用绳子拴
住两个小碗，在碗里盛满水，然后演员就耍起这根绳子，碗里的水一滴也不
会洒出来。

既然裁判没有限制“怎样把杯子倒过来”，那么，你就可以像杂技演员
耍水流星那样，来完成这个游戏。

当然，不让杯中的水洒出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严格按要求握紧杯
子：右手手指朝下拿起水杯，不过要手心向前（如图）。然后把手臂伸直，
向右再向上方挥动。注意动作要稳，要连贯，不要太慢。手臂转一整圈以后，
手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时，已经按要求完成了“把杯子倒过来”这个游戏，
而水呢，是不会洒出来的。

这个游戏最好在室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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