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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鸟儿往哪飞



思维能力是各种能力的核心。 思维包括分析、 综合、

概括、 抽象、 推理、 想象等过程。 我们应通过概念的形

成、 规律的得出、 模型的建立、 知识的应用等培养思维能

力。 因此， 在学习过程中， 不但要学到知识， 还要学到科

学的思维方法， 发展思维能力。

首先要培养思考习惯。 能力提高有赖于思考习惯的养

成， 只有养成凡事都要探究一番， 都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

习惯， 才会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事物上发现其独特之处。

其次要训练思维方法。 在学生改变了死记硬背的填鸭

式学习， 有了质疑的兴趣后， 教给思维方法就很有必要，

这有助于促进学生习惯的养成。

最后要锻炼思维能力。 培养兴趣、 教给方法对提高学

生思维能力是很有必要的， 但要想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思维

能力， 老师必须在读写中运用启发教学， 让学生的思维能

力得到全面的锻炼。 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应包括思维敏锐

性、 思维的综合性、 思维的深刻性与思维的周密性。

枟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故事全集枠 共分 １０ 册：

１畅宇宙医院的不速之客　　　２畅降低飞翔的高度

３畅享受思维的盛宴 ４畅怎样把鸡蛋立起来



５畅他从千里高空掉下来 ６畅没有指纹的罪犯

７畅天堂的鸟儿往哪飞 ８畅游戏中的思维世界

９畅积极思考才有出路 １０畅放飞想象的翅膀

在当前素质教育的大潮中， 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是非

常重要的。 唯有培养每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 才谈得上真

正的素质提高。

翻阅书卷， 答案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你会从别人的

故事中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 唤醒沉睡的记忆； 从别人的

奋斗中找回曾经的梦想， 点燃希望的火种； 从别人的感悟

中找到成功的诀窍， 扬起理想的风帆； 从别人的性情中找

到真实的自我， 播洒爱的阳光， 从而在愉悦与感动中， 鼓

足勇气， 坚定信念， 阔步向前方迈进。

本套丛书所选的文章篇篇都是精心选编， 值得品读。

在每篇文章后设有 “心灵悟语”， 拉近了作者与读者心灵

的距离， 因而使得本套丛书更富有人文气息和启发性。

本书编纂出版， 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

持。 在此， 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朋友们一并表

示谢意。

本书在筛选编写等方面， 由于时间短、 经验不足， 可

能有不足和错误， 衷心希望各界人士及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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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球奥秘

　　神奇的地球中到底隐藏了多少奥秘， 无人
能够说清。 已知的与未知的， 一起构成了一个
多姿多彩的世界。



地球及其他行星为什么看起来都是圆的

物理学家牛顿发现， 所有物质都有相互的吸引力， 叫

作万有引力或重力。 这吸引力和物质的质量及距离有简单

的关系： 物质愈多， 质量愈大， 吸引力就愈大； 而物质之

间的距离愈近， 引力亦愈大。 即使是两个人之间， 也有引

力； 当人处身于重力极小的太空， 人与人之间的引力便会

将大家的身体拉近； 两个大胖子的引力就比同样距离的两

位小朋友大。 万有引力支配着宇宙内各星体的运动。 比如

说月球围绕着地球转， 就是月球和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造成。

每个行星都包含很多物质， 例如地球， 把它的质量以

公斤写出来， 就要在 ６ 之后加上二十四个零！ 而在宇宙

中， 地球只是一颗比较小的行星哩。 地球有那么多的物

质， 引力就很大了， 这也是我们站在地面不会飞出太空的

原因。 既然地面上的所有物质都被地球的引力吸着， 地面

就很难 “起角”， 山不可以太高， 因为地球的引力要把山

峰的物质拉向地心， 所以地球就很圆了。 月球的质量只有

地球的八十分之一， 所以月球的引力比地球小很多， 月球

上的山就比地球的高很多。

依照以上的理论， 一颗星球质量愈大便愈圆。 相反，

若质量很小， 引力也小， 星体便未必是圆的。 事实上，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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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系内除了九大行星外亦有很多质量很小的小行星， 它们

的形状不甚规则， 就如一块大石的模样。

不过， 即使最大的行星———木星， 也不是完全圆的。

这是因为木星自转的速度很快 （每十小时便自转一周， 是

八大行星中自转最快的一个）， 自转造成离心力， 而在赤

道附近离心力最大， 以致整个星球扁了少许。 其实所有的

行星都发生同样的情形， 我们要很小心才能观察到。

处理事情最关键的是深思熟虑， 深思熟虑就能

找到真情实据， 从容不迫就能处理得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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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为什么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天空有各种不同颜色的云， 有的洁白如絮， 有的是乌

黑一块， 有的是灰蒙蒙一片， 有的发出红色和紫色的光

彩。 这不同颜色的云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很厚的层状云， 或者积雨云， 太阳和月亮的光线很难

透射过来， 看上去云体就很黑； 稍微薄一点的层状云和波

状云， 看起来是灰色， 特别是波状云， 云块边缘部分， 色

彩更为灰白； 很薄的云， 光线容易透过， 特别是由冰晶组

成的薄云， 云丝在阳光下显得特别明亮， 带有丝状光泽，

天空即使有这种层状云， 地面物体在太阳和月亮光下仍会

映出影子。

有时云层薄得几乎看不出来， 但只要发现在日月附近

有一个或几个大光环， 仍然可以断定有云， 这种云叫做

“薄幕卷层云”。 孤立的积状云， 因云层比较厚， 向阳的

一面， 光线几乎全部反射出来， 因而看来是白色的； 而背

光的一面以及它的底部， 光线就不容易透射过来， 看起来

比较灰黑。

日出和日落时， 由于太阳光线是斜射过来的， 穿过很

厚的大气层， 空气的分子、 水汽和杂质， 使得光线的短波

部分大量散射， 而红、 橙色的长波部分， 却散射得不多，

因而照射到大气下层时， 长波光特别是红光占绝对的多

４



数， 这时不仅日出、 日落方向的天空是红色的， 就连被它

照亮的云层底部和边缘也变成红色了。

由于云的组成有的是水滴， 有的是冰晶， 有的是两者

混杂在一起的， 因而日月光线通过时， 还会造成各种美丽

的光环或虹彩。

深思熟虑之后， 实践起来就不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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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为什么无色而大海是蓝色

我们站在轮船上看大海， 海水总是碧蓝碧蓝的。 但

是， 如果舀一勺海水看看， 就会发现海水并不是蓝色的，

而像自来水一样， 是无色透明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是太阳光在 “变戏法”。 我们知道， 太阳光是由

红、 橙、 黄、 绿、 青、 蓝、 紫七种色光组成的。 当太阳光

照射到大海上时， 波长较长的红光和橙光由于透射力最大，

能克服阻碍， 勇往直前。 它们在前进的过程中， 不断被海

水和海洋中的生物所吸收。 而蓝光、 紫光等， 由于波长较

短， 一遇到海水的阻碍就纷纷向四面八方散射开来， 甚至

被反射回去， 只有少部分被海水和海洋表面生物所吸收。

大海看上去是蓝色的， 就是因为这部分被散射和被反

射的蓝光和紫光进入了我们眼中。 海水越深， 被散射和被

反射的蓝光就越多， 看上去也就越蓝了。

圣贤之人之所以知识渊博， 只不过是他们把思

考和见闻结合起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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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为什么会发生

泥石流是一种自然灾害。 当泥石流发生时， 洪流中不

仅有大量泥沙石块， 也夹杂着洪水或冰雪融水等， 它们混

合成一股黏稠的泥浆， 像脱缰的野马一般， 沿陡坡奔腾而

下。 泥石流所到之处， 良田变荒漠， 房屋变废墟， 冲毁路

基、 桥梁， 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损失。 据统计，

全世界每年都要发生近 １０ 万次大大小小的泥石流。 １９７０

年南美洲秘鲁的安第斯山脉曾发生一次冰川泥石流， ３０１０

多万立方米的冰雪泥石一下子冲入一个名叫罗嘉依的城

镇， 顷刻间， 全城被彻底淹埋， ３ 万居民全部遇难。

泥石流是山体松动造成的， 常常发生在半干旱的山区

或高原冰川区。 这里地形陡峭， 树木植被很少， 一旦暴雨

来临或冰川解冻， 石块吸足了水分， 便出现松动， 开始顺

着斜坡向下移动。 随着互相挤压、 冲撞， 大大小小的泥石

夹杂着泥浆水， 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滚滚而下， 于是就出

现了泥石流。

心是精神栖息的地方， 精神是知识的根源， 思

维是精神和知识的巧妙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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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晚上为什么星星越多，

隔天的天气越热

　　夜间， 星星的多少和当时的天空状况有十分密切的关

系。 天空有云层的时候， 由于星星被云层遮去一部分， 同

时星光经过水滴， 也会被反射和吸收掉一部分光， 因此从

地面望去， 星星就很稀少， 星星的光度也弱。 如果天空没

有云， 空中的水汽比较少， 那么从地面望去， 星星就会

很多。

夏季， 当有些地区受副热带高气压系统笼罩时， 这些

地区由于空气多作下沉运动， 在下沉过程中， 空气由于气

压逐渐变小， 气层变得比较干燥， 以致出现碧空无云的天

气。 入夜以后， 太阳辐射热源中断， 地温迅速减低， 水汽

的蒸发作用减弱， 下层空气温度下降， 气层变得更加干燥

和稳定， 人们看到的星星就会较多。

因此， 人们可以从夏夜星星较多， 判断出当地正被副

热带高气压所笼罩。 由于在这种气压笼罩下， 天气多晴朗

少云， 白天太阳能充分照射到地面， 使地面增热强烈， 而

且在这种高气压盘踞时， 天气常稳定少变， 因此， 可以进

一步从夏夜星星多这一现象， 判断第二天天气将较热， 这

就是 “满天星， 明天晴”， “夜里星光明， 明朝依旧晴”

说法的道理。

８



博览群书未必精当， 只有擅长思考才能体会其

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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