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物理学是一门研究我们周围自然世界的科学。它告诉我们，一个平面是
怎样承受重量的，为什么热空气会上升，以及光是什么。它研究电学、磁学
和声音是如何传播的。这门颇具幻想色彩的科学覆盖了众多的学科，这些学
科是不能由一个简单的定义来解释的。

为更好地了解物理学，我们把它分成一些小的学科，如机械学、热学、
光学、电磁学及声学。但有时，这些学科也是相互交叉的。比如说，一个学
生在学习电磁学中有关电话工作原理的课程时，他同时也要学习传递电讯号
的声波振荡的课程。

很久以前的人们就知道跳在一块块的石头上跃过河床；现在每一个人都
知道，通过降低吸管中的气压，你就可以喝到瓶中的软饮料或者奶昔。

这本书能够引导你进入令人兴奋的物理世界。本书的书名叫“力学”。
正是伊萨克·牛顿首先描述了如何按照力学原理来制造和使用机器。工程师
们用力学原理去确定桥梁所能承受重量的大小。力学被用来设计飞机、火箭
和宇宙飞船。天文学家运用力学的原则来确定恒星和行星的运动。当然，力
学在轨道卫星和航天飞机的研制过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物理学研究作用
在静止或运动状态下的固体或液体上的力的效果。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流
体力学和固体力学。

科学实验是有趣的，但是要注意，安全应该始终是第一位的。
请注意那些警示标记。本书所用警示标记出现在每一需要它的实验前

面。这些符号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拥有更多的安全意识，或者是说一些实验需
要有老师和家长的帮助。永远要记住当你看到警示符号时，一定要在进行实
验前先阅读指南。



出 版 说 明

这套丛书原版为美国中小学校 8—13 岁自然科学实验教材。由美国最大
的教育图书出版公司之一的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出版公司于 1990
年出版。本套丛书由科文（香港）出版公司引进版权、翻译修订，现代出版
社出版发行。

本套丛书的每一部分均围绕一个学科设计 39 例或 49 例实验，涉及化学、
光学、力学、电磁、地质、天文、气象、工程、植物、动物、昆虫、微生物、
计算机、环境科学和地球学等 15 个学科，包含了美国小学至中学的所有自然
科学课程，也对应了我国小学目前 1-6 年级的自然课，中学的物理、化学、
生物、计算机等课程。

我们引进这套丛书是为了借鉴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的主导思想，即将自然
科学的学习内容分为科学探索过程和科学概念两大方面，强调让学生更多地
通过科学的探索活动掌握科学的概念；也是借鉴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的基本方
法：不是从给予学科概念入手，而是从小学起就让学生操作实验，从而尽早
掌握获得科学概念的能力；同时也借鉴美国理科教育的具体方式，即让中、
小学生通过亲身操作，直接体验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活动的无穷乐趣。

为适应我国读者的需求和操作方便，我们特别聘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
所、生物系及北京景山学校的专家、教育家组成翻译及审读委员会，他们评
审了全套丛书的 732 例实验，以考查、修正其操作的可行性、适用性。

这套丛书，实验设计精巧，表述清晰、实践方便，用材和操作安全，不
时令人感到妙不可言。一个深奥的科学道理可能仅需一个可口可乐罐、两个
铁钉的操作就能证明。特别适合广大中小学教学实验参考，以及爱好科学的
少年儿童学习实践。

这套中小学自然科学实验系列丛书在美国享有盛誉，这次引进我国，还是首次尝
试。希望它的引进能切实有助于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希望这套书能帮助我们
的青少年朋友亲身体会从实验入手的学习方法的有效、有趣，对他们相应学科的
学习有所帮助。



力学实验



第一章
   

流体力学实验
   

流体力学是研究外力如何作用于液体和气体的学科。它包括研究静止状
态下液体的流体静力学、运动状态下液体的水力学，以及研究空气围绕物体
运动的空气动力学。

下列实验将向你提供一些了解流体力学的基础知识。
   

针浮在水上
   

实验 1
材料

一碗水
针
叉子
液体清洁剂

表面张力使针浮在水上。
用一个叉子，小心地把一根针放到水的表面，慢慢地移出叉子，针将会

浮在水面上。是水的表面张力支撑住了针，使之不会沉下。表面张力是水分
子形成的内聚性的连接。这种内聚性的连接是由于某一部分的分子被吸引到
一起，分子间相互挤压，形成一层薄膜。这层薄膜被称做表面张力，它可以
强大得托住原本应该沉下的物体。现在向水里滴一滴清洁剂，针就沉下去了。
清洁剂降低了表面张力，使张力层变弱，针就浮不住了。

几滴清洁液会使针沉到水里。
   

漏筛中的水不会流出来
   

实验 2
材料

小的茶漏筛（或滤器）
食用油
水

食用油可以帮助覆盖网上的任何突出点。在水池上，将漏筛内的金属网
面涂上一层食用油。晃动漏筛以使多余的油掉下来。网孔应该是通的。向漏
筛内的金属网加油是为了使金属网与油之间形成粘性连接，它同时也使漏筛
孔变小。粘性连接的形成是由于“不相融”分子被吸引和相互挤压的结果。

沿着漏筛的内边缘慢慢向其中加水，漏筛中将装满水。由于漏筛的网眼
较小，水与油及金属网间的粘性作用将会很强以至于能够托住其中水的重
量。



晃动漏斗以除去多余的油并能使孔口通开。

现在，漏斗可以接住水。

碰一下网面就会打破粘性作用。
如果你用手指去碰一下金属网，水就会流出来。这是因为，你的手指比

起油来对漏筛中的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且，你的手指也会吸引一些油。
这两种力都来自粘性作用。

   
水流过手帕

   
实验 3
材料

水
广口瓶或水杯
橡皮圈
手帕

把手帕绷紧盖在瓶口上。
在水池上面，用一个手帕盖在瓶口或水杯口上，用橡皮圈把它紧紧地固

定好。通过手帕给瓶中加水，直到加满为止。在水池上方，小心地把瓶子倒
置过来。水不会从瓶中跑出来。

用小水流向瓶中加水。
水之所以能够通过手帕流进瓶中，是因为水流的力量冲破了手帕孔口的

表面张力。水之所以流不出来是因为在手帕网孔中的水产生了表面附着，而
外面的气压向上以同等的压力顶住了倒置的瓶中的压力。

气压向上顶住了手帕，表面附着使水无法出来。
   

油滴
   

实验 4
材料

肥皂
水
水杯
牙签
食用油

在一杯水的水面上滴几滴食用油。油与水不会混合，水中的水面张力将
会使油移到一起形成一个圆的液滴。用一根牙签移动水面上的油点。这油会
在平静的水面上形成一个圆点。个油点会被移到杯子的边上，就像它试着返
回到水中心一样。用牙签的尖端沾取少量的肥皂并把它轻轻地沾在油点的中
心。油快速地铺展成一个宽圈并移向水杯的边缘。肥皂形成了一层非常薄的



膜，这层膜向四周不断扩大，驱赶周围的油圈，迅速地形成了一个大圆圈。
油分子聚集在一起，很容易被牙签移动。</PGN0013.TXT/PGN>
只需要在牙签的尖端沾一点肥皂，就可以破坏水面张力。
油快速地跑到水边。

   
伸展的水面

   
实验 5
材料

勺子
流动的水

打开厨房内水池上的水龙头，要开大水龙头以得到稳定的水流。拿着勺
柄，并把勺放到水中，大约放在水流一半的位置。当勺底的中心部分与水流
的中心接触时，一个圆水面就会形成。气压造成的张力使水聚集在一起形成
了一个水面。甚表面张力使水聚成稳定的水流。至，当水落下成水滴后，由
于表面张力的继续作用，使得每一个水滴都成了一个个小圆球。

勺子会使水流铺开，但表面张力一直使水聚在一起。
   

水过滤
   

实验 6
材料

两个广口瓶，一个要高于另一个
着色水或茶水
长纸巾

向一个广口瓶中加入约四分之三高度的着色水。把纸巾捻成绳状，一端
放入装有着色水的瓶中，另一端放进空的广口瓶中。如果纸巾卷是湿的，空
广口瓶比装有着色水的广口瓶低的话，实验将会进行得更快些。水将被抽引
到空的广口瓶中，而且变成无色的了。

混浊或着色的水被从一个瓶中过滤到另一个瓶中。
水被从一个广口瓶抽引到另一个广口瓶依赖于毛细吸引，这是由于粘性

作用造成的。水分子被吸引到纸巾的分子上，随着水分子沿着纸巾运动，水
也被过滤了。

纸巾或布巾可用作过滤。

气压和阻力使过滤进行。
   

利用虹吸现象移动水
  

实验 7
材料

两个大小相同的广口瓶
长橡皮管



水
椅子或盒子

向一个广口瓶中加入约四分之三满的水，把它放在桌子上。把另一个空
的广口瓶放在稍低的位置。向管中加入水并用手按住管的两头以使水不流出
来。把管的一端放进有水的广口瓶中，把管的另一端插进空广口瓶。松开手，
水将会流入空广口瓶中。这个过程直到高处的瓶子中的水全部流入空瓶中为
止，或者直到从高处瓶中取出水管为止。这是因为重力作用造成水管中的水
流出，而这又降低了水管中的压力。这时，高处瓶中的水受到大气压的作用，
将水压入管内，以补充降低的压力。虹吸现象就是通过一根管借助于重力作
用和大气压力输运水的。</PGN0019.TXT/PGN>有水的广口瓶一定要高出空的
广口瓶。

管中一定要加满水。

为使水流出来，做一个小的操作是必要的。

水将会流出，直到空气进入到较高端的软水管中。
   

不同液体的重量
   

实验 8
材料

水（加有食品添加色或墨汁）
食用油
外用酒精
干净的广口瓶或水杯

向一个杯中或广口瓶中倒入少量的着色水，大约 2.5 厘米深就可以了。
把杯子倾斜，然后慢慢地沿着杯子的内壁倒入一层食用油。这样液体水、油
和酒精是几种重量不同的液体。

</PGN0022.TXT/PGN>
沿着瓶壁倒入液体不会使它们混合。

液体将按照自己的重量分层次排列。
不会混合。下一步，倒入一层外用酒精。你将会得到三个分开的液体层。

最重的液体在瓶里的底部，较重的在它的上面，最轻的在上部。液体将按照
自己的重量分层次排列，在这个实验中，水是最重的。

   
运动的硬币

   
实验 9
材料

硬币
冰箱
空饮料瓶

把空饮料瓶放入冰箱约 10 至 15 分钟。取出瓶子并将瓶口弄湿一点以便



能用硬币封住瓶口。把硬币放在瓶口上，用你的双手握住瓶子的下半利用冰
箱来降低瓶内的气压。部。几分钟后，硬币会抬起，然后落回来；再开始升
抬起，再落回。

硬币的重量和湿瓶口将会形成密封。
这是因为冷空气比热空气密度大、占空间小。在开始时，硬币粘在湿的

瓶口上，当你用手加热瓶子时，瓶中空气受热膨胀，瓶内压力增高，使得硬
币上抬。部分空气流出，然后硬币又落回原位。只要你的手不断地给瓶内的
空气加热，这个现象就会持续下去。

用你的手给瓶加热使瓶内的气体压力升高。
   

空气占有空间
   

实验 10
材料

干净的杯子或广口瓶
气球
吸管

把气球的一半放进广口瓶内，然后开始吹气球，气球开始变大，但不能
完全充满整个广口瓶的内部。把气球里的空气放出来，重新作一次。这次，
往瓶里放进一根吸管，再吹气球时，气球就能充满整个瓶子了。

吸管会使瓶口不被封住。
在第一次实验中，由于气球膨胀，使一部分空气被堵塞在气球与瓶底之

间。这些被堵塞住的空气产生了压力，抵消了膨胀的气球对这部分空气的压
力，使得气球不能完全充满瓶内。因而，气球在瓶外膨胀。当瓶中放入一根
吸管后，被堵塞的空气顺着吸管跑出来，气球就充满了整个瓶内。

瓶内的空气阻塞使得气球无法充满整个瓶内。

瓶中不再有被阻塞的空气。
   

压缩空气的重量
   

实验 11
材料

木尺
两个气球
一根针

  
用木尺保持平衡。
向两个气球中吹气，使两个气球膨胀至同样大小，用两根长线将气球口

拴住。从中间提起木尺使两端的两个气球保持平衡。将其中一个气球用针扎



破，平衡将被破坏。这种现象证明了压缩空气比普通空气重。
</PGN0031.TXT/PGN>

在每个气球内的压缩空气的重量是一致的。
一个气球破裂则破坏了平衡。

   
测量热空气和冷空气

   
实验 12
材料

皮尺
气球
冰箱

吹大气球，然后拴住气球的口，使气球内的空气不能跑出来。用皮尺测
量气球中部一圈的长度，并记录下结果。把气球放入冰箱里，半小时后取出
气球，再作一次同样的测量。比较两次测量的结果。后一次实验可以发现，
气球变小了。空气被冷却后，其所占的空间也变小了。

用皮尺测量气球。

气球中的冷空气使它变小了。
   

利用空气抬起重物
   

实验 13
材料

两本书
一个气球
一张桌子
气球可用来抬高书。

气球内的气压使书抬起。
在桌子边上放一个空气球，在气球上放两本书。慢慢地向气球中吹气，

你会看到，书在升高。肺中的气压足以将两本书抬起。这是流体动力学的原
理。这就是为什么打气筒给车胎打气能使沉重的汽车抬高的原因。

   
热气球

   
实验 14
材料

气球
橡皮圈
空瓶子
一碗冰水
一碗热水
桌子



冰水冷却了瓶中的空气。
空气被气球堵塞。
把空瓶子放入装有冰水的碗中，放置 5分钟。把气球口套到瓶口上，然

后用橡皮圈固定好。现在把瓶子从冰水中拿出来，在室内放一会，然后放入
热水中，气球就会变大。这是因为，瓶中的空气被冰水冷却，冷空气所占空
间较小。套在瓶口的气球将冷空气封在瓶内。当把瓶子放入热水中后，瓶中
的空气受热膨胀，使气球变大。

较热的空气占据的空间比正常空气要大，加热使得空气的密度降低，热
空气就会膨胀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热气球能够飞上天的原因。

热气扩张并膨胀了气球。
气球喷气飞机

   
实验 15
材料

气球
吸管
一根长绳（25 至 40 厘米）
胶布
两把椅子

将两把椅子分放在屋中的两边，将绳子一端穿过吸管，再将绳子的两端
分别拴在两把椅子上。吹大气球，将气球贴在吸管上。把气球移到一把椅子
的位置处，调整两把椅子的距离，使绳子拉穿有绳子的吸管必须能自由滑动。
直。当气球中的空气放出时，气球将会沿着绳子“飞”向另一把椅子。

这是因为，任何一种作用力都会产生同样大小的、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气球中的气压使气球中的空气从气球口排出，这个排出的空气作用于室内静
止的空气，造成了一种力，叫推力。这种推力使得气球向前“冲”出。这就
是喷气飞机的基本原理。

在两把椅子间的绳子要伸直。
用绳子在气球口处拴一个活扣，以便容易解开。
用胶条把气球贴在吸管上。

自制气压表
   

实验 16
材料

一本书
橡皮圈
一片簿橡皮膜（破损的气球）
广口瓶
牙签
胶
吸管
纸板

气压表是用来测量大气气压的一种仪器，经常用来监测天气形势的变化



以预报气象情况。有一种气压表，口径有 0.3 米，被装在飞机上，用来测量
飞行的高度。

用橡皮膜盖住广口瓶的瓶口，并用橡皮圈将可将牙签粘在吸管上作成一
个较轻的指针。橡皮膜固定在瓶口上。把牙签粘贴在吸管的一端，做成一个
指针，再把吸管的另一端贴在绷在瓶口上的橡皮面的中心。在纸板上作出刻
度，然后将纸板的一边插入书中。你可以根据当地的气象报告来作好刻度表。

用少量的胶固定吸管的另一头。
把橡皮圈套在书上，使之不能打开。下一步，把广口瓶和指针移到书和

刻度旁，使指针的尖端对着刻度。把气压表放在一个恒温的、不通风的地方，
而且还要避开加热器和直射的阳光。

刻度表是显示气压变化必不可少的。

指针会随着室内气压的改变而移动。
指针会随着瓶外气压与瓶内气压的变化而上下移动。当出现高气压天气

时，高气压会将瓶口的橡皮膜压下，使指针移向上面的刻度；低气压时，指
针移向下面的刻度。

潜水的滴管
   

实验 17
材料

药用滴管
空塑料瓶
水

装有水的塑料瓶可作为潜水池。给药用滴管装满水，以便使滴管的橡皮
头端浮出水面一点。下一步，向塑料瓶中加满水，把橡皮头朝上的滴管放进
瓶中并拧紧盖，滴管将会浮在上面。瓶子被挤压时，滴管则会潜到瓶底。轻
轻挤压瓶子时，滴管可以沉浮在瓶中的任一水平线上。

滴管的头部只浮出表面一点。

挤压瓶子使滴管潜下。
这是因为，水是很难压缩的，而空气却容易被压缩。当挤压塑料瓶时，

水没有被压缩，而瓶中的空气被压缩，这使得更多的水进入滴管，致使滴管
下沉。当瓶中的压力减轻时，滴管内被压缩的空气膨胀，将一部分水排出滴
管，滴管就浮起来了。

   
气压使木片固定

   
实验 18
材料

木片
两张报纸



小锤子
工作桌 气压使木片固定

把木片放在桌边上。</PGN0050.TXT/PGN>
长木片上的气压是相等的。用手把报纸铺展平。
把木片放在桌面上，并使木片的一端伸出桌边约 30 厘米，小心地用锤子

敲打伸出的一端，木片的另一端很快地抬起、离开桌面。现在，在木片上面
铺盖报纸，并使它们光滑平展地贴展在桌面上。再一次小心地敲打同一端，
这次另一端不会抬起来。如果你太用力敲打的话，它甚至会被折断。盖在报
纸下面的木片已被大气固定在桌面上，当报纸平铺开的时候，报纸下面的空
气被赶出，报纸上面的空气压力使得木片无法轻易上抬。

现在，有更多的气压压在了木片上面。
瓶口的熟鸡蛋

   
实验 19
材料

小玻璃牛奶瓶
熟的去壳鸡蛋
火柴
一条弄皱的纸

小心地向牛奶瓶中放入点着的火柴或一小条点燃的纸。在火焰将要熄灭
时，向瓶口处放一个鸡蛋，较小的一端朝内，鸡蛋就将被吸入瓶内。为取出
鸡蛋，转动瓶子，使瓶口朝下，鸡蛋的较小端仍插在瓶口中，用力地向瓶中
吹气，突然地停止吹气，鸡蛋将会从瓶口中掉出来。为了使压力达到能使鸡
蛋退出，可能要做多次尝试。

在瓶中燃烧的火焰使空气受热膨胀，其中一部分空气从瓶口中跑出，这
样鸡蛋就“粘”在了瓶口中。这是因为，火焰熄灭后，瓶中的空气开始冷却，
随着空气的冷却，瓶中空气收缩，所占的空间减少，压力变小。这样，外部
的空气的强大气压就把鸡蛋压在了瓶口上。向瓶内吹气，可以增加瓶内空气
压力，鸡蛋就可以出来了。</PGN0053.TXT/PGN>火焰使空气膨胀。

煮熟的鸡蛋封住了瓶口。
给瓶中吹气使里面的气压升高。

   
从空气中吸水和从水中冒气

   
实验 20
材料

两只水杯
冰水

向杯中加入冰水。

窗台是很好的阳光来源。
向两只杯中加入冰水。把一个杯子放在热源附近或者放在阳光直射的地



方，把另一个杯子放在普通室温下。两只杯子各放置约几分钟。很快地，在
两只杯子外都将感觉到湿气，并会出现小水珠。不过，在阳光下的那只杯子
的杯壁上会有些气泡聚集。

冰水的杯子使其周围的空气冷却，这就造成了暖空气的潮湿度降低，使
多余的水分附着在杯子上。另一只杯子的内壁上出现了气泡，这是因为，冷
空气里的空气分子遇热膨胀，形成了气泡。

阳光会使气泡出现。
热空气具有的湿度比冷空气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夏天遇到湿而热

的天气而不会在冬天遇到湿而冷的天气。
测量露点

   
实验 21
材料

温度计
食品罐
水
冰
盐

向罐中的水加冰。

露点是指当水蒸气开始在罐外凝结时的温度。
露点是指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并形成小水滴时的温度。
向食品罐中倒入水并加上冰，慢慢地搅拌。把温度计放入罐中观察罐的

外壁何时生出水气。在水气生成的那一刻，温度计上所标出的温度就是露点。
这一温度可以是不同的，主要取决于空气中湿度的大小。

如果你不断地搅拌并加入一点盐再加入一点冰，罐的外壁的水气就会冻
结，形成了霜。这是因为盐降低了冰点。

水从罐内流出
   

实验 22
材料
水
吸管
约 4升的水罐

水由于外在的推力而容易流进罐中，但不会很容易地流出来。
在水池上方，向水罐中加入约一半的水。下一步，把水罐倒置过来，水

将会汩汩地流出。同时，当水从水罐中流出的时候，水罐将吞进空气。注意
观察一下，把水从水罐倒出来需要多长时间。再试一次，但这次要向水罐中
插入一根吸管，并使吸管的一端在水上面。这次，从水罐流出的水既平静又
流得快。
吸管让空气进入并充满水上面的空间。



重力作用使得水从水罐中流出，但当水开始流出的时候，水罐内气压变
小。外面的气压试图将水顶回瓶内。当气泡顺着水流进入瓶内补充了气体压
力后，水于是就好像边吞进空气边从瓶中流出。

当插入一根吸管后，空气沿着吸管进入瓶中，保持了瓶内外压力的一致，
因此，水就平缓地流出。

   
伯努利效应

   
实验 23
材料

一杯水
吸管
单面剃刀片

丹尼尔·伯努利（1700—1782）是一位瑞士数学家。他发现空气流动的
速度越快，压力就越低。可以用一个简单喷雾器或喷嘴来证明这个原理。

用刀片割一个裂口。
小心地在距吸管一端约 5厘米的位置上横向割一个裂口。一定要注意，

不要割断吸管。使吸
用手指按住吸管长的部分。
吸管短的部分向下弯曲。管在切口处呈水平方向弯曲。把短的一端放入

水杯中，这样，弯曲处正好在水面上而且离开杯子的边。向吸管中用力地吹
气，水雾将会从弯口处喷出。

这是因为，从弯口处喷出的气体压力较低，而水面上的气压是正常的，
这就使得水面上的气压高于喷嘴处的气压，于是，杯中水就被压进短管内，
然后从喷嘴处喷出。

水被吸到管中并被喷了出来。
比重

   
实验 24
材料

石头 绳子
秤 水
铅笔和本

要牢固地把石头拴紧。
一个物体的比重是指它的密度与水的密度之间的对比关系。例如，金子

的比重是 19，这就是说，任意大小的金块的重量是同样体积水的重量的 19
倍。

有这样一个传说，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前 287-前 212）在一次为了证
实金·海罗女王的王冠是否由纯金制成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定律。
</PGN0067.TXT/PGN>

在空气中称重量。
在水中称重量。
首先，在空气中称一下这块岩石的重量，然后把它放在水中，再称一下



它在水里的重量。比较一下两者间的差距。比重是用该物在空气中的重量除
以该物在水中失去的重量。例如，如果这块岩石在空气中重 5千克而在水中
重 3千克，这就表明，这块岩石排除了 2千克的水。用空气中的重量除以它
的排水量即 5除以 2，那么，这些岩石的比重就是 2.5。



第二章
   

固体力学实验
   

固体力学是研究固体动力学和固体静力学的学科。固体动力学是指能
量，或者物体具有的活力或力量。在物理学中，固体动力学研究各种外力对
运动物体的影响。运动物体所具有的能量叫动能。固体静力学研究物体处于
静止状态下的情况。

后面的实验将向你展示一些固体力学的基本原理。
   

简单机器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机器都想象成某种东西，它具有马达，可以做工作。
其实，任何一种能工作的设计物都是机器，它不一定非要有马达。机器产生
力量，并且控制这个力量的方向和速度，但不能创造出能量。机器不可能比
输入的能量做更多的工作，这是因为有摩擦力的原因。杠杆是最有效的，因
摩擦力而造成的能量损失非常小，因此，输出功与输入功是基本相等的。

斜面和楔子
   

实验 25
材料

30 厘米木尺
90 厘米木尺
橡皮绳
4～5本厚书
2个钉子
锤子
金属锉
重物（木头块）

木尺以不同倾斜度搭在书上。

在陡峭的斜坡上需用更多的力移动重物。
把几本书摞成约 15 厘米高的书堆，把每把尺子的一端放在书堆上，使它

们成为两个斜坡。用橡皮绳拴住木块并将它沿斜坡往上拖起。注意观察橡皮
绳伸出的距离。斜坡越陡峭，橡皮绳被抻得越长。

这个斜坡是一个倾斜面。它像一台机器，使逐渐向高处移动物体比垂直
向上抬高此物体变得更容易。坡越长，用力越小，然而所走的距离也就越长。
这也是为什么上山的路是蜿蜒曲折的而不是直接到达山顶的。

锉掉钉尖和锉一个楔形。

一个钉子有尖头，另一个没有。
用锉把一个钉子的钉尖锉钝，并用锤子把它锤进一块木头上。现在锤进



一个有尖的钉子。注意观察有尖的钉子很容易锤进去。这是因为钉子的头部
是楔形状。楔形是由两个斜坡或斜面组成的。钉子上的倾斜点使得锥入更容
易，所以用力更小。斧子、刻刀和针是一些楔形的例子。

没有尖头的钉子很难锤进去。
螺旋和杠杆

  
实验 26
材料

一张纸
剪子
铅笔
桌子
两块木板，约跟桌子一样高
彩色笔

把纸剪成一个斜坡。
用一个斜面紧密卷成圈。

螺丝钉是一个一圈一圈卷起的斜面。

当用杠杆时，只需用很小的力就能抬起桌子。
从一张纸上剪出一个直角三角形来做成一个倾斜面。把笔放在纸的三角

形短边位置，朝着三角形的顶尖处，把纸卷在铅笔上。用彩笔沿着剪下的斜
边标出记号，这样将会形成一个螺旋形支撑。当你在卷纸时，请保留三角形
的底线或称基本线。这个倾斜将会沿着铅笔螺旋形上升，形成一个螺丝钉模
型。这就说明，螺丝钉事实上是一个倾斜平面。

杠杆是由一个硬棒及这个硬棒的支撑点组成的，这个支撑点叫支点。杠
杆得益于从重物点到支点的距离短，而从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长。

为了作一个杠杆，把一块木板靠近桌子垂直立起，把另一块木板放在上
面。把放在上面的木板的一端放在桌边的下面，按下木板的另一端，这个很
重的桌子就很容易被抬起来。

有很多杠杆原理的例子，如启瓶盖的动作，有轮的手推车、锤子等等。
   

轮、轴和滑轮
  

实验 27
材料

削笔器
绳子
2～3本书
金属衣架
线轴（空的） 重物



钳子
   
用曲柄转动轮子和轴可以更容易地抬起重物。
轮子和枢轴是真正按照杠杆作用的原理操作的。轴的中心是一个枢轴

点，或者称支点。机械效益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枢轴的外围有多大，另
一个是，作为作用力附着点的轮把柄到轮轴的距离。

滑轮是由轮和轴组成的。当只有单一滑轮时，抬升物体所需的力与物体
本身重力是相同的。单一滑轮的唯一益处是，你可以从不同方向向上拉一个
重物，并且靠你的体重来增加拉力。

沿着书的周围系上一根绳子。打开削笔器的盖，把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轴
上。当你转动把柄时，

用一个线轴和一根金属丝可做成一个简单滑轮。
  
滑轮的益处是可以靠你的体重来增加拉力。
绳子就会缠到轴上，书就会很容易地抬起来。削笔器是由轮和轴组成的。
为了作一个简单的滑轮，用钳子剪下衣架的底下部分。把两边弄弯并把

它们穿在线轴上。把两边缠在一起，以使金属丝不被分开。把滑轮固定在一
个位置，用一根绳和一块小的重物，你可以明白，原来向下用力抬升一个物
体所使用的力量是与物体自身重力一样的。

   
静止摩擦和滑动摩擦

  
实验 28
材料

几个橡皮圈
装有东西的鞋盒
3支铅笔

当我们开始开动汽车时，为使汽车前进，我们把车档从低档换到高档，
高档用于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这说明，开始移动某物所使用的力气要比保持
该物移动所使用的力多。

把橡皮圈套在一起，并把它的一端固定在鞋盒里。把盒子放在一个光滑
的地面上或桌面上，拉着橡皮圈的另一端。看一看，在盒子开始移动前，橡
皮圈被拉长的距离。然后，再注意一下，保持盒子移动橡皮圈被拉长的距离。
为使盒子移动，橡皮圈被拉长的距离要更长些。这是因为静止摩擦力大于移
动摩擦力。

现在，在盒子的下面放上 3支铅笔，再做一次静止实验。这个实验用更
小的力就可使盒子移动。滚动轴承可用于减小摩擦力。

把橡皮圈套在一起。

用一根小棍或铅笔把橡皮圈固定在鞋盒里。

橡皮圈被拉出的长度证明用了多少的力。



铅笔像一个轴承，减小了摩擦力。
   

滚珠轴承减少摩擦力
  

实验 29
材料

弹子
2个大小相等的食品罐（带有凹槽的，如油漆罐）
书

带有凹槽是必要的，它能使弹子放在上面。
把弹子放在一个食品罐的槽里，把另一个食品罐倒过来放在它的上面，

把一本书放在它们的

弹子减少了两个罐的表面接触。

弹子像个轴承，允许
上面的罐旋转。上面。注意观察，罐子是多么容易转动。滚动摩擦力比

滑动摩擦力更小。滚珠轴承很坚硬，使两个表面接触很少，而且，滚珠轴承
是圆形的，无法限制它们的旋转方向。

   
平衡动作

  
实验 30
材料

两把叉子
火柴或牙签
软木塞
一根长线

把火柴插入木塞中。
将一根火柴的一头切一个小口，另一头插进木塞底部的中心处。在木塞

相对的两处，插入两把叉子，并使两把叉子的柄与火柴指向同一方向。当叉
子被安全地放好，把火柴开口的一头放在一条伸直的线绳上。如果绳子有些
倾斜的话，它能够在上下移动的同时保持平衡。它们能保持平衡地呆住，那
是因为重心已经降到了火柴放置点之下。

向木塞中插入两把叉子。

叉子在线绳上可以保持平衡。
   

确定重心
  

实验 31



材料
尺子
锤子
一根短绳（约 25 厘米或 30 厘米长）

把一根绳子的两头系起来，使之形成一个直径为 10 或 12 厘米的圈，把
它套在尺子上，约在尺子的三分之二处的位置，同时再套在锤把一半处的位
置上。锤尺子的一端放在桌子边的上面，这样做使得锤子的头慢慢地呆在桌
子下面，锤柄的头接触在尺子的三分之一的位置。你或许要对它们进行一点
调整，以便使尺子和锤子保持平衡，在某一个特殊位置时平衡就达到了。这
时，整个重心都在与桌子也接触的尺子的那一点上了。

重心可以看成是物体上的某一点，在这一点上集中了物体的所有的量。
重力作用于物体产生了重量，这一特殊点就成了重心，或者说重力作用在物
体上并产生了物体的重量。如果有一个向上的力作用于这一点，且这个力的
大小与重力相等的话，物体就被平衡了。

尺子、锤子和绳圈可以达到平衡作用。用绳圈套住尺子和锤子把柄。尺
子的尖端在桌边上将会保持平衡。

   
找出不规则形状物的重心

  
实验 32
材料

一张不规则形状的纸板
带有螺母的一根绳子
铅笔

吊起不规则纸片的一个角。

系有重物的绳子被用来寻找重心。

运用不同的角和记号。
拿起纸板的一个角，把这个角固定在某处，把系有螺母的绳子的另一端

拴在这个角处。沿着这根绳子在纸板的大约中心位置画一条线。移动纸板，
把纸板的另一个角挂在那个位置上，系有重物的绳子仍在原处。沿着绳子再
画一条线。再重复一次这种步骤，在纸板上画出第三条线。线的交叉位置是
纸板的重心位置。

   
移动重心

  
实验 33
材料

约 7本同样大小的书
桌子

在桌边上整齐地把几本书摞在一起。



把一摞书放在桌子边，把最上边的一本书朝桌边移动，直到它将要发生
倾斜为止。你注意一下，这本书大概可以平移出一半。将它稍稍往回推一点，
这样它就可以非常平衡地放在那里。从上面第一本开始，一本一本依次地向
桌子边移动。

当你移动到最底部的一本书时，你会看到，最上面的一本书已经完全伸
到桌子边外了。最上边的一本书移动得最远，第二本书移动得稍稍近了点，
因为这本书的重心受到了它上边那本书的影响。第三本书移动的距离就更小
些，因为它的重心受到它上面两本书的影响。如此从上到下，越往下面的书
移动的距离就越小，因为，越往下的书的重心受到它上面书的影响就越大。

最上面一本书的重心已经完全移到了桌边外。
摆 体

  
实验 34
材料

绳子（大约 80 厘米长）
重物（例如铝坠）
两把椅子
扫帚
一本书

用扫帚做支持摆动物的材料。
把两把椅子背靠背地放置，中间相隔大约 90 厘米的距离，把扫帚横架在

两把椅子背上，使之成为一个支持悬挂物的横杠。下一步，把绳子的一端紧
紧拴在扫帚把的中间部分，使绳子结在横杠的下方。把铝坠拴在绳子的另一
端，使铝坠稍稍高出地板，将多余的绳子剪掉。把铝坠拉向一端，并且放开
后，这个重物将按照固定的节律来回摆动。重物摆一个来回所花费的时间被
称做摆动的周期。

直立一本书，作为起点标志。
把一本书直立在地板上，作为重物摆动的一个起点标志，拉过重物，使

之靠在书上，然后将其放开，重物将来回摆动。尽管它可以摆到离书很近的
地方，但它不会碰到书上。

当一个重物被拉起到一定的位置的时候，重力作用使这个物体具有势
能，当重物被放开后，势能就被转换为动能。这就使重物能够沿弧线摆动。
当摆动到最高点时，重物将在最高点停留瞬间，这时，动能又被完全转化成
势能。这种能量的相互转化一直在交替进行着，当摆动物从最高点到最低点
时，它的摆动速度从最小变成了最大。如果不存在摩擦力和空气阻力的话，
这个摆动现象将永远持续下去。而实际上摆动的铝坠一经从书本上离开就再
也不能碰到书本了。

摆动传送能量
  

实验 35
材料

两个铝坠
一根绳子（长约 2米）



两把椅子
一把扫帚

这个实验装置很容易在地板上做好。把绳子绳子上的两个圈作为两个摆
动点的连接。从中间剪断，先拿其中的一根绳子，并在它的上面拴两个圈状
绳套，使两个绳套距绳子两端 30 厘米。把这根绳子的两端都拴在扫帚把上，
使两个绳结相距 60 厘米左右。把剩下的一根绳再从中间剪断，每根绳上拴一
个重物。把每个重物分别拴在前一根绳子的两个绳套上。再把整个装置放在
两把背靠背的椅子背上。两把椅背相距 90 厘米。

当这个装置都放好了以后，用一只手抓住任
把重物拴在绳套上。把扫帚把放在椅子上。
当一个摆动物开始摆动时，另一个被固定在圆线上。一个绳套处，以使

该侧的重物不能运动。同时，使另一侧重物作弧形摆动，摆动幅度约为 8～
10 厘米。这时，把握住绳套的手放开，起初，两边的重物会同时往复摆动，
但摆动几次后，其中一个将几乎停止摆动，而另一个在摆动，摆动几次后，
摆动的重物会停下，而原来停止的重物开始摆动。这种现象将持续数分钟。
这是因为能量通过绳子交替传递给两侧的重物。

   
滚球传递能量

  
实验 36
材料

约 8个滚球
2～3本书（精装，约 2.5 厘米厚）
用书做成一个斜坡。

把书靠在墙上，使书背向下，使书的上部形成可以使滚珠滚动的滚槽。
将末尾的书翘起约 2.5 厘米做成一个斜坡。将各书间连紧。将滚珠并排放在
槽中并使它们相互接触。现在把其中一个滚珠拿到用书做成的斜坡上并放
手。当这个滚珠碰到那一排滚球时，这一排滚球的头端的一个将滚走。如果
从斜坡上滚下两个滚珠，那么前端的两个滚珠滚走，如果是同时滚下 3个滚
珠，那么前端滚走 3个。

滚下斜坡的滚珠的能量通过滚珠排传递到最前面的滚珠，并使其滚动，
两个滚珠的能量则传给前面的两个滚珠，并使他们滚动。
滚下一个滚珠并使前面一个滚动。

滚下两个滚珠并使前面两个滚动。
   

惯性
  

实验 37
材料

短棒
重物（砖）
一段绳（不要太粗）
用一根绳子拴住砖和短棒。

用绳拴紧重物，并把短棒拴在另一端，把短棒当作提把，慢慢把重物提



起十几厘米然后放下，突然向上猛地提起重物，绳子将被拉断。惯性定律指
出：动者恒动，静止的物体有保持静止的趋</PGN0109.TXT/PGN>重物可被慢
慢提起。

势，直到物体受到外力影响为止。使一个本来静止的物体突然运动，要
比使之逐渐运动需要更大的外力。在这个实验中，慢慢提起重物时安然无恙，
而当突然提起时，绳子经不住那么大的力而断裂了。

猛然提起重物使绳子断裂。
转动的水罐

  
实验 38
材料

锤子
钉子
空罐
流动的水
一段绳子

用锤子和钉子沿着空罐接近底部处锤出 4个距离相等的孔。当你从每个
钉孔拿出钉子时，每一次都向相同的方向掰一下钉子，使得每个钉孔都朝同
一方向。弄弯罐子上边的垂片，使它朝上，并在它的开启处拴一个绳子。现
在提起绳子的另一端，把罐移到水池的水龙头下，罐中注满水。现在用绳子
提起罐子，当水从罐中的钉孔流出时，它将快速地开始旋转。

对每一个作用力而言，都会产生一个同等的反作用力。在这个实验中，
水从罐中流出时是呈角度流出的，由于罐是被绳子提起来的，因此它运动起
来的阻力就很小，水流出的力量就足以使它旋转。

在接近罐子底部锤 4个孔。
把钉子朝某一方向掰一个角度，以便水流顺着角度喷出。
抬高罐上部的垂片可做一个很好的抬升点。
当罐被绳子抬起，从孔中流出的水流开始喷出。

回转的铁罐
  

实验 39
材料

带盖的咖啡罐
4根牙签或火柴根
两个橡皮圈
重物（螺钉等）锤子
钉子

在咖啡罐的两端分别锤出两个孔口。
用锤子和钉子，小心地在罐子的上下两端面、约三分之一直径的位置，

分别钉一个孔。另一个孔的位置约在每端面的约三分之二直径处。在罐的底
部每一个孔处穿一个橡皮圈，用牙签来保持每个橡皮圈不被滑下来。把每个
橡皮圈的另一端穿过罐子上盖子上的两个孔，并用牙签把它们分别固定在那
儿。在罐内的中间处，用绳子把两个橡皮圈系在一起，并在此系上重物。橡
皮圈在罐内中心处会成为 X状，并带有重物。盖上盖子。



在光滑的地面上滚动罐子，它将会向前滚几步、停下、又返回来。你或
许要试换一下不同大小的橡皮圈和重物以便达到更好的效果。

橡皮圈有个特点叫伸缩性。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在力的作用下，橡皮圈
可以拉长和扭转，当用牙签把橡皮圈固定。这个力消失时，它们几乎又恢复
到原来的形状。在罐里，重物和地心吸引力产生了卷弯橡皮圈的力量，被扭
转的橡皮圈将积蓄曾用来滚动罐的力量。当罐停止前进时，这个被积蓄的能
量将会使橡皮圈松开扭转，然后使罐转回到几乎是它原始的位置。

把橡皮圈固定在盖子上。
在中心部分拴紧重物。
内部装置示意图

旋转的唱片
  

实验 40
材料

一段绳子（8～10 厘米长）
牙签或小短棍
唱片一张

用牙签挂住唱片。
把绳子的一端拴在牙签中部，并用另一端穿过唱片中心的小孔，直到牙

签卡住不能再拉为止。抓住绳子的一端将唱片提起并高出地面十几厘米，使
唱片摆动。唱片摆动时，要注意反复摆动的倾斜程度。现在再来一次，但这
次将唱片水平把绳子穿过唱片孔。

唱片将会上下吊起。放置，并使之转动。这一次唱片会努力保持水平，
直到唱片的转动停止。唱片变成了一个旋转仪。只要它在转动，唱片就会保
持同一平面，或保持它开始转动时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转动的陀螺可以立
在一个点上运动而本身不会倾倒。

开始旋转唱片。
唱片将会水平面旋转。

   
惯性与向心力

  
实验 41
材料

1.2 米长的粗绳
一只网球

小心地把绳子拴在球上。
把绳子的一端环绕并拴在网球上，抓住绳子的另一端，使网球在头顶上

做圆圈转动。转动的速度不要太快，能维持网球的转动即可。只要你不停地
抓住绳子使之转动，网球就会沿着轨道在你头上旋转。

当球转动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企图飞离这个轨道中心的冲力。如果绳子
断了，球就会飞出去，这是由其惯性所致。但绳子也会产生一种把网球拉向
轨道中心的力，这就是向心力，这个向心力平衡了网球的惯性而使球沿着轨
道转动。



当向心力向里拉球时，离心力试图把球拉走。
   

能量守恒
  

实验 42
材料

用过的线轴
粗绳（约 150～180 厘米长）
重物铝坠

把绳子的一端穿过重物上的小孔并拴一个结，把绳子的另一端穿过线
轴。注意找一个空旷的旁边无人的场地。

把绳子穿过线轴。
用一只手抓住没有重物的绳子端，另一手抓住线轴并举过头部。使重物

旋转成一个大圈。
努力使重物的旋转保持稳定节律，注意旋转的速度。保持线轴高度并向

下拉绳子，重物将向线轴方向靠近同时旋转速度增加。这是因为当重物绕大
圈旋转时，它保持了一定速度及与之相应沿大圆圈旋转重物。的能量，当轨
道变小时，重物会试图保持同样的速度和能量。轨道变小后，重物绕行的距
离缩小。为了保持同等能量，它将增加单位时间里的转动圈数。

随着半径的减少，物体旋转加快。
   

自由落体定律
  

实验 43
材料

垒球一只（或小橡皮球）
高尔夫球一只
同样大小的两张纸
高处的平台（楼上的窗口阳台等）

垒球和高尔夫球同时落地。
看清下面没有人，同时握住两只球并同时松手，两只球将同时碰到地面，

即使高尔夫球要轻一些。重力对各种物体的作用是一样的，无论其形状、大
小或重量。

平展的纸受到的空气阻力要大些。
把一张纸揉成小球，并将其与另一张平整的纸一同向下放，纸球的下落

要快得多，即便它们的重量是相同的。这是因为空气阻力作用于下落物体。
一根羽毛和一块石头在真空中的下落速度是相同的。

把一只球水平抛出去而另一只球同时在同等高度上自由下落，两只球碰
到地面的时间是一样的，而水平抛出的球在水平方向上多运动了许多。水平
运动改变不了物体下落的速度。水平扔出的球在水平运动的同时也在下落，



而且其下落速度与自由落下的物体是一样的。
   

降落伞
  

实验 44
材料

手绢
4根绳子（20～25 厘米）
重物（中等大小的铝坠等）

在 4个角上拴上绳。在绳上挂个重物。
把伞叠起来以减少空气阻力。
把绳子拴在手绢的 4个角上。从中心抓起手绢并把 4根绳子拉齐，它们

应是一样长短。把 4根绳端拴在重物上并打个结。把手绢从顶部开始向重物
端折叠，并把绳子缠绕在卷好的手绢上，这张开的伞受到较大的空气阻力。
样手绢就成了一个小包。把这个小包向上空扔去。

向上扔的小包到达顶点时开始下落，这时降落伞会打开，物体慢慢落地。
当把小包向上扔去时，空气阻力很小。降落伞打开后，空气阻力猛然间增大，
并使下落变慢。

   
直升机

  
实验 45
材料

纸条（约 5厘米宽 10 厘米长）
胶带
剪刀

可用纸条做直升机。
将纸条纵向对折，在一端折 10 次以增加重量。用胶带将折叠固定住。在

另一端，沿中间折线剪下 10 厘米左右，并使剪下部分外翻折叠形成两个小翅
膀。直升机就做成了。

从高处或你的头顶上方放下这个小直升机，该物将不断旋转，并慢慢降
落到地面。折叠的部分增加了重心，而流过翅膀的空气使之旋转，并使下落
速度变慢。直升机也叫“螺旋桨飞机”。

直升机降落时会不断旋转。
   

螺旋桨实验
  

实验 46
材料

曲别针
卫生纸的纸板轴
胶带或胶水



空纸盒
剪刀、牙签、钮扣
橡皮筋、绳或铁丝钩

用纸筒底部画出一个圆圈。
剪出螺旋桨。
以纸轴为模版，在纸盒上沿纸轴的一端画个圆并小心地把它剪下来。在

这张圆纸板上的中心位置弄一个小孔。从纸盒上剪出一个长约 13 厘米和宽约
1.3 厘米的螺旋桨。在螺旋桨的中心位置做一个小孔。掰直曲别针，并把它
的一头穿过螺旋桨的孔口，在伸出的一端的约 1.3 厘米处弄弯，使它形成一
个角状。用胶条或胶水把这个加工过的曲别针粘在螺旋桨上。这样就使螺旋
桨固定在了曲别针作成的螺旋轴上。把曲别针的另一头穿过钮扣，再穿过圆
纸板中心的孔。把这个曲别针的这头弄弯成一个勾圈，并把橡皮圈挂在它的
上面。用一根绳子或金属丝挂钩，把橡皮圈通过纸轴拉直，然后用牙签拴住。
把牙签横跨在纸轴的一端。用胶条或胶水把牙签和在纸轴的另一端的圆纸板
分别固定住，扭转螺旋叶片。

把螺旋桨贴在短竿上。
一手抓住纸轴，用另一只手的手指使螺旋桨转动，可能要转一分钟。当

松开螺旋桨后，被转紧的皮筋将反转动，并带动螺旋桨旋转，螺旋桨的转动
推动空气，而且空气运动的方向与旋转的螺旋桨有关。这种推动的空气产生
一种推动力，为船或飞机的航行提供动力。

在短竿下部弯一个钩。
把螺旋桨降入纸筒。
用牙签将皮筋挂住。
使皮筋转紧。

风箔
  

实验 47
材料

纸板
胶带
一张纸（8厘米宽 30 厘米长）
电风扇

用胶带将末端贴到一起。
把一张纸对折成 13 厘米长，抓住两端，把它粘到纸板上。在贴胶条之前，

把纸端稍稍地移动，使上面的纸稍稍错开，这样上面的纸就形成了一个扁圈，
这个圈的底部比较宽。靠近纸板的纸最

把风箔贴在纸板上。
流动的风吹起风箔。
平坦地铺在纸板上，上面的纸形成了一个曲面。这就是一个风箔。把这

个风箔固定在纸板上，再把纸板拿到电风扇前，使有胶条固定的一端较为靠
近风扇。开大风扇，风箔会从纸板上飘起。风箔之所以能够飘起，是因为风
扇吹出的空气，在经过风箔的曲面时，速度加快，而风箔下边的空气基本上



不动。这使得风箔曲面上的气压低于底部气压，因而风箔向上升起，这也是
飞机能够飞上天的原因。

纸飞机
  

实验 48
材料

吸管
一张纸
胶条
剪子

小心地从纸上剪下两条长约 28 厘米和宽为 1.3 厘米的纸条。把每个纸条
做成圆环并用胶条把每个纸条两端贴在一起。把一个圈环贴在离吸管一端约
5厘米的地方。把这个环作为飞机的前从纸上剪下纸条。</PGN0145.TXT/PGN>
把纸条做成纸环状。

用胶条把纸环固定在吸管上。面。把另一个圈环贴在同一吸管的距离另
一端约 2.5 厘米的位置。把这个纸飞机投向空中。因为这两个圈环是固定在
这个位置的，所以它将有一个慢飞行路径。重新把圈环定位，圈环将会改变
飞行路径。

向空中投掷飞机。
拉力和推力的方向

  
实验 49
材料

大号线轴
桌子

抬高线绳，线轴将会滚远。从线轴上绕开约 60 厘米长的线，并把线轴平
放在桌上。把线轴放在桌子的另一侧。握住线头并抬高离桌面大约 30 厘米左
右，拉动线绳，线轴将滚动并远离而去，使更多的线解开。把线头降到距桌
面 2.5 厘米的高度，再次拉动线头，这次线轴将朝你滚来并将线绕回。当从
高处角度拉动线头时，力是从同一侧加给线轴的；当拉动线头的高度降低时，
力则从反侧作用于线轴。把拉线轴的线降低，线轴将向朝你的方向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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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科学演示实验</PGN0150.TXT/PGN>
   

我想对于参加科学博览会来讲，最大的困难莫过于选择题目。不必太焦
虑，花点时间选个题目。这里有一个计划过程，也许这是整个项目中最重要
的部分。

决定一个项目需要很多的思考方案。
你可能要根据本书的实验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但最基本的原则是这

样的：
把你的科学博览会项目分成几步，例如：
（1）选择题目。
（2）问题和假设。假设是指你认为实验中应该发生什么。
（3）动手做实验。
（4）结果和结论。
一项实验报告通常是很必要的，它将阐述实验的目的。目的应该是回答

一个问题或证明一个假设。报告应包括实验本身，实验结论及得出这些结论
的实验结果。图和表通常很起作用。为你的项目做一份报告。

选择一个你确实想从中受益的题目。一个科学博览会通常既有趣又可从
中学到知识。别把你的项目搞得太复杂，选择项目时要考虑到材料和装置是
你所能找得到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发现只是运用了简单的科学原理。

选择一个题目后，把它缩小为一个特别问题来解决，或来回答。例如，
有关摩擦力的题目可以缩小为比较几种不同表面的摩擦力，如沙纸、纸板和
蜡纸。可以将这几种材料的纸铺成平面，在上面放个木块，看看拉动这块木
块所用的力有何不同。

一个有关滑动摩擦力的实验可以借助一条皮带进行，有点像传送带，可
以用一个手柄来带动它。一个重物，比如一块 5×10 厘米的小木块，可以用
一条细绳把它连到一个小的弹簧刻度上。当手柄转动时，刻度上的数值就可
以记下来。由于手柄是持续转动的，数值也就都记下来了。

假使你对针浮在水面上这个实验感兴趣，你可以演示一下，一滴洗涤液
可以降低约 10 平方厘米内水的表面张力，并使针下沉。表面张力也可以浮起
一个双刃的刀片。你可以将两者加以比较。

自制气压表可以成为另一个项目，你可以自己制作并且与你所在的当地
天气预报保持同一标准。然后连续几天进行测量并对比一下其准确性。

你一旦选定了项目，就要想一下如何才能很好地展示它。也许需要一个
模型。大多的模型可用木头或纸板建成。家中的废弃物如空罐、纸筒或咖啡
罐都可以利用。一切从原材料开始，充分利用你的想像力与创造力。

假设你展示一下汽车避震器为什么用空气，常常能在家中找到实验所需
的材料。一块展示板可以显示实验的全部情况。眼药瓶实验可以证明空气比
水更容易被压缩，你可以用展示板画图来比较一个气桶中的空气和把空气换
成水或者其他液体，哪一个容易被压缩。空气容易被压缩，因此，用空气来
作避震器可以使座位平衡，而其他材料不行。挤压装有眼药的药水瓶可以证
明这个事实。空气避震器确实很好。通过升高或降低避震器中的空气压力，
你可以调节座位的松软度。



可以在展示模型的后面放一块可以自己站得住的展板，展板可以用厚的
纸板折成三部分。中间的一部分作为背景，两旁成角度张开的小的部分作为
两侧，看起来这很像一个剧场里的舞台。

在展板的左侧，你可以写实验的目的，中间背景可以写上实验的作法和
过程，右边部分可以写上实验的结果和结论。

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实现你个人的想法，比起简单照抄书本要好得多。
实验并非都要一切从头开始，可以是体现一个原理的不同侧面。有时只要问
问自己“我换个方法怎么样”就可以了。带有动力装置的飞行进行了很久了，
只是因为从不同实验中得出了新的观点，航空技术才取得了令人惊喜的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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