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目　录

第一章　小发明概述

　　第一节　什么是小发明 （１）

　　第二节　小发明的特点 （６）

　　第三节　小发明的内容指向 （１１）

　　第四节　小发明的创作程序 （１５）

　　第五节　小发明的质量标准 （２７）

　　第六节　小发明成功的因素 （４５）

　　第七节　小发明的意义 （６６）

第二章　小发明的十种技法

　　第一节　排列组合联想法 （７７）

　　第二节　形态改变法 （８４）

　　第三节　缩小省略法 （８７）

　　第四节　删繁就简法 （９０）

　　第五节　扩大增加法 （９５）

　　第六节　移植法 （９８）

·１·



　　第七节　逆向发明法 （１０１）

　　第八节　缺点列举法 （１０７）

　　第九节　希望点列举法 （１１４）

　　第十节　设问发明法 （１１８）

第三章　科学家的发明故事

　　第一节　万有引力发现者———牛顿 （１２６）

　　第二节　蒸汽机发明家———瓦特 （１２９）

　　第三节　“笨头笨脑”的科学巨人
———爱因斯坦 （１３７）

　　第四节　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 （１４２）

　　第五节　“发明大王”———爱迪生 （１４７）

　　第六节　地质力学的创始人———李四光 （１５２）

　　第七节　潜水艇发明者———布什内尔 （１５６）

第四章　当代小发明家

　　第一节　季方的成功之路 （１６０）

　　第二节　小发明家徐琛 （１６４）

　　第三节　多用升降篮球架 （１７０）

　　第四节　甜丝丝的回忆 （１７３）

　　第五节　生活教他创造发明 （１７８）

　　第六节　他心中有座“金字塔” （１８１）

　　第七节　献给同龄人的爱 （１８４）

·２·



书书书

第一章　小发明概述

１　　　　　

小发明概述

第一节　什么是小发明

一提到“发明”二字，有些同学就害怕了，那有多难啊！

他们总认为只有像爱因斯坦、瓦特、爱迪生等伟大的科学

家、发明家才能办到。其实，创造发明并不神秘。

世界上的发明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开创性发明，一

类是改进性发明。开创性发明较难，而改进性发明就比较

容易了。

许多创造发明都是从改进入手的。在蒸汽机发明前，

“蒸汽的力量”早在古希腊就有人研究过，但真正完成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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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明的是英国陆军军官赛维利，不过，汽缸的破裂使

他的试验失败。巴本进一步研制了蒸汽机但不能使用。

１７１１年，纽可门制成了蒸汽机，但煤耗很大，效率很低。

１７６９～１７７２年间，英国技术人员斯密顿对纽可门的蒸汽

机进行改进实验。他的这些改进实验为瓦特的突破性的

发明奠定了基础。所以，一项发明不是一下子想出来的，

而是善于观察、实验，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造、

有所发现罢了。再拿爱迪生发明电灯来说吧！早在１８０９

年，法国人德·拉·留发明了用白金线做灯丝的白热电

灯，因白金太贵，被汽灯所淘汰。１８２７年，俄国人罗德维

发明了一种用细炭棒作发光体的白炽电灯。１８７９年，爱

迪生在他们发明的基础上，对罗德维金的电灯加以改进，

才发明了经济实惠的电灯。这个发明过程说明，许多创造

发明只是继承地发展，只在善于观察、分析现在事物的特

征和它的优点、缺点，然后研制新的事物、方法去代替，使

它具有实用价值的新功能。这样，就能有所创造发明。所

以，创造发明并非难事，只是你敢不敢去攀登。

大发明、大创造并非高不可攀，小发明、小创造更是没

有什么神秘的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小发明概述

３　　　　　

小发明指的是什么？主要是指大家在日常生活、学

习、工作、劳动当中，对那些感到用起来不称心、不顺手、不

方便的东西和方法，用自己已学过的知识、设计、制作出目

前还没有过的更称心、更顺手、使用起来更方便的新东西，

创造出新的方法。或者对现有的东西、现有的方法进行改

进，从而给别人的学习、生活、工作、劳动带来方便，给社会

创造财富，给人带来幸福。

日常生活、学习、工作、劳动是我们最熟悉的场所，范

围又很广。我们从中选择小发明的课题比较容易，所要解

决的问题也比较简单，课题就在身旁，革新并不复杂。只

要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事物，善于

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而且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力水

平，既遵循科学原理，又不被前人留下的现成结论束缚自

己的头脑，大胆地进行想像，革新，经过不断的实验、改进、

试用、提高，就能获得小创造、小发明的成功。

事实也证明，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能创造发明。上海

市的茅嘉同学发明“穿绳器”，曾先后获得国家奖和日内瓦

世界发明奖。当时，他还只是上海重庆北路小学五年级的

学生。湖北省的王帆同学发明“双尖绣花针”，荣获全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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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科学发明创造比赛一等奖，１９８８年国际发明展览会

金牌奖。当时，他还是年仅１０岁的小学生。广东省刘鸿

燕发明任意等分角器，获全国青少年科学创造发明比赛一

等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青少年发明家”金奖。当

时，她也不过在韶关市北江中学初中读了二年的书……这

样的事例很多很多。从１９８０年开始，我国已经举行了五

届青少年科技创造发明比赛。全国中小学里，科技创造发

明活动正蓬勃开展，千百万中小学生加入创造发明的行

列。再拿武穴市来说吧，每年都举行一届全市五小中学小

学科技创造发明比赛。在以往的五届中，就有几百个项目

参赛。人家能办到，难道我们就办不到吗？

也许有人说，他（她）们是神童。不，不是的。让我们

看看他（她）们的创造发明吧！例如，王帆发明的绣花针，

通常的绣花针，针尖为一端，针眼为另一端，女工绣花时要

翻动手腕，一上一下，每天得翻几万次，累得又酸又疼。而

王帆对它进行了改进，两端都为针尖，不要再翻动手腕了，

而且大大地提高了工效。又如，乐队在演奏时，翻乐谱是

件伤脑筋的事，因为手腾不出空来。安徽省含山中学的陈

昌宏、钱得胜发明了“脚踏翻谱架”，由踏脚板、压谱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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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手指”，能挟起乐谱纸张）和一些传统装置（滑轮、

尼线）等组成，解决了翻乐谱的难题。这项发明获全国青

少年科学创造发明比赛二等奖。再如，平常用的毛笔会弄

脏书、课桌、衣服。山西省平遥县一中学生邓云丽等发明

了伸缩毛笔，它的外形比普通毛笔多一个带卡子的笔帽，

使用时，一按笔帽，笔头伸出。用毕，一按笔帽，笔头就自

动缩回去。该项发明获全国青少年科学创造发明比赛三

等奖。这些例子说明小创造、小发明并不很难，不是可望

而不可即的事情。人人都有个自身的“智力库”，只要打开

它，多动脑筋，就能够想出发明的课题，再经过多实践，足

能够取得发明的成功。

概括地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个人只要有

发明意识，处处留心，事事在意，勤于思考，潜心研究，就能

搞出个发明来。创造发明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景象：“众地

寻它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关键在于

要有心。大家知道，现在的邮票四周都有齿孔，既便于撕

开使用，又很美观。可知，１８４０年世界上第一邮票出现时

是没有齿孔的，要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开来出售和使用，

很不方便。１８４８年的一天，一位新闻记者在英国伦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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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赶写当天的新闻。几篇稿子写

好后，他把稿子分别装进信封里，准备寄到几家报馆去。

这时，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大张邮票，想找一把剪刀将邮票

剪下来。可是，饭馆里没有剪刀。怎么办？他急中生智，

顺手从西服衣领上取下一枚别针，在邮票和邮票之间的空

隙处扎了一串均匀的小洞，随后轻轻撕下一枚枚邮票。他

高兴地把这种带齿孔的邮票贴在信封上。这位忙碌的记

者没有想到就在他为邮票扎孔的时候，他是在做着世界上

一项贡献深远的发明。可惜，他没有意识到。他不是发明

的有心人。然而，就在这时，恰巧有一位名叫亚瑟·亨利

的青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没等吃完饭，就跑回家，经过

连夜奋战，终于制作出一台邮票打孔机。后来被英国邮政

学局采用。这说明，只要做小发明的有心人，小发明就并

不神秘了。

第二节　小发明的特点

了解小发明的特点，对于选择发明课题，取得发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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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有着重要的关系。小发明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小发明是首创前所未有的事物，首创新的制作

办法，而不是仿制，复制原来已有的东西。这是最主要的

特点，改进是不是发明？只要通过改进使作品有新的实用

功能或新的使用方法，这也是一项发明。

第二、小发明的特点是“小”。所谓“小”，一是搞“小”

的发明，而不是去搞那高深尖端的、难以办到的科研项目

的大发明；二是不脱离青少年年龄小，知识量小以及经费

有限等实际。

第三、小发明要具有实用性。搞小发明的目的是为了

能解决学习、生活、劳动中的实际问题，而不只是供人观

赏，摆摆样子。

第四、小发明是指科学技术范畴里的创造发明，文学、

音乐、舞蹈、美术的创作，除了演奏乐器、操作工具的发明

外，不属于科学技术范畴，因此它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小

发明。

只有同时具备了这四个特点，才称得上是一项小发

明。只有了解了小发明的特点，才能选准课题，在创造发

明中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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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

一、要区别发明和发现

发明和发现是含义不同的两个概念，尽管它们相互间

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件事。

什么是发现？发现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是通过人

的视觉、味觉、触觉等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到或借助于仪器

感知到世人尚未感知到的自然现象，并从中找出自然规

律。例如，１６６６年，英国科学家牛顿借助三棱镜在他的住

所进行了著名的色散实验，发现白光是由赤、橙、黄、绿、

青、紫等不同颜色的光组成的。这就是发现。而发明则不

同。认识世界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改造

世界。发明则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发明不

像发现那样主要是依靠感官去认识世界，而主要是依靠感

官去认识世界，而主要是依靠人的大脑，借助一定的科学

思想和技术手段，去构思并依靠双手造就出我们这个世界

上还没有的崭新的物品和未曾有过的新方法。发明是一

种技术性强的脑力劳动，因此人们时常在“发明”之前冠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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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说明“技术发明”。

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请你判断一下，是发明还是发

现？据报道，美国太空总署进行一次难题招标，内容是设

计一种超级太空笔。要求这种笔能在真空状态下使用，而

长时间不用上墨汁，必要时还能倒着书写。于是，热情的

美国人上上下下都在讨论着这支太空笔。许多专家和设

计者更是各显神通，拿出了不少的图纸与实施方案，但那

复杂的结构使得招标委员会望笔兴叹。一天，太空总署又

收到一个包裹，当工作人员打开一看，怔着了，好大一会，

才哑然大笑，拍手称好。这包裹是一位小学生寄来的，里

面装有一打铅笔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试试看铅笔如

何？显然，这位聪明的小学生只是发现，而不是发明。

二、不要把小发明同科技作品的制作混同起来

小发明和科技作品的主要区别是：

第一、科技制作主要是在具有现成的图纸、样品等资

料的情况下，按照图纸、样品等资料的要求去制作。而小

发明要创新，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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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技作品的工艺要求比较高，要精细，要在内部

结构和外观工艺的要求上下功夫，着重考虑制作水平。而

小发明则要求构思巧妙、新颖、先进、实用。

第三、科技制作主要是仿制、复制，它比较容易获得成

功。但是小发明要求的是创新，无论构思，设计都比科技

制作要困难得多，有时需要经过反复实验，才能成功。

所以，大家要注意小发明同科技小制作的区别，不要

把科技作品当作小发明作品。

三、要坚持自己选题、自己构思、自己设计的原则

进行创造发明要坚持自己选题、自己构思、自己设计

的“三自”原则。但是，并不是不要有经验的长者的帮助，

并不排斥与他人合作。因为小发明者大多是年龄小的青

少年，科学文化知识、技术水平受到限制，实践经验缺乏。

因此，在自己选题、自己构思、自己设计的前提下，可以请

老师、家长进行辅导。工艺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如电焊、铸

造、机床切削等等，还可以请工人帮助。但是，决不能让别

人包办代替自己去选题、构思和设计，更不要抄作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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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作品。抄作别人的作品是一种不光彩的不道德的行

为，应当坚决反对。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在小发明活动

中学到真本领。

第三节　小发明的内容指向

小发明活动是有过程的，一般要经过选题、设计、实施

和检验等几个步骤。当然这也是相对的，几个步骤之间也

不能截然分割。

课题内容的选择是小发明的开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步。能不能选准课题，是关系到能否顺利开展小发明活

动并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一步解决得好就等于完成一项小

发明一半的工程。

创造发明是首创前所未有的东西，发明的课题是还没

有被开发的项目。课题内容的选择要充分发挥儿童少年

的创造性和有利于发明的技法的应用；同时选题设想与设

计构思两者也不能截然分开。有了发明的内容项目而缺

乏发明思路，或者有了发明思路而不落实到内容项目，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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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不可能实现发明创造。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先讲一讲

小发明内容指向的选题范围。

小发明的范围极其广泛，从何下手呢？对于一个初次

接触小发明的小学生来说，的确是一个难题。近年来，全

国不少青少年结合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和劳动，在身边

周围寻找出发明课题，并取得了成果，获得全国青少年科

学创造发明比赛的优胜名次和奖励，我们可以将这些作品

成果作为选题的参考，当然也不能局限于这些范围。

现在把第二、三、四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创造发明比赛

获奖的３００项小发明作品的分类统计和部分内容项目简

列于下：

１．生活用品

日常生活是小发明的广阔天地，以方便、实用、安全、

多样化、多用途等为目标，改革和改进日常生活用品是获

奖作品中数量最多的。如以方便、实用为题的有：学生便

携雨伞、方便煤气灶支架、蜡烛灯、电灯泡简易装拆器、信

封封口机、折叠自行车把、蜂窝煤填压器、新式窗钩、翻转

窗、方便插座、盆挂、双尖绣花针、定位衣架；安全实用的

有：保险风钩、自锁衣架、安全灯座、防触电插座、无形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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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声锁、定位衣架；多用途、多功能的有：多用途挂物架、多

用簸箕、多用电源插座、多功能生态系列灯、多功能开罐

刀、组合门锁、多报箱等。

２．教具、仪器

改进教学用的各种教学用具，演示和实验装置、仪器。

如：方便黑板、多用黑板、多功能拼贴教学板、电化教学五

线谱板、电机原理示教板；太阳测高仪、月相变化演示仪、

双球仪以及塑料喷涂海藻标本等。

３．学习用品

多数都是以方便、多用、袖珍、新型为改革思路。如方

便墨盒、方便胶水瓶、方便折页；多用途墨汁、多用绘图仪、

多功能圆规、卷尺圆规、笔尖可调钢笔、三用尺、通用三角

尺、万能尺、任意等分角器；袖珍多功能卡尺、袖珍卡尺、折

叠书包；新型报夹、新型打孔器、新型圆珠笔以及排扰朗读

器、卷笔刀小改革、钢笔自动吸水器、自动墨水瓶盖等。

４．生产用品

主要是革新和改进工农业生产和商业、服务行业中的

工具、部件、装置等。如适用于工业、能源交通部门的有：

冷热水混合三通管、飞轮扳手、沉砂器、无基板充气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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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便携式平板型太阳灶、伞型折叠式多功能太阳灶、可调

角度的汽车大灯、拖拉机高效照明灯、波浪发电机、步进器

模型、可旋转射水推进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有：灭蚜敌、

补种器、简易种豆器、匀豆勺、农田追肥器、玉米高梁追肥

器、简易肥水耧、氨水点施器、多功能两用喷杆；适用于商

业、服务行业的有：售货计算器、公用电话自动计时报价

器等。

５．娱乐用品

对文娱器具的改进和创新。如跳绳自动计数器、脚踏

翻谱架、多功能九路抢答器、迷踪棋、化学棋等。

６．医疗、卫生用品

主要是改革医疗、保健、卫生器材用品，如护士手中三

用器、注射警报器、滴速监器、卫生瓶塞、多用卫生盆套、自

动消毒电话、假性近视矫正器、驱蝇灵、翻板捕鼠箱等。

７．动植物新品种

通过人工繁育的动植物新品种。如：“８０（４）－１”小麦

品种，“一中分一号”玉米、花生品系“杂交二号”、天津桂

花、反季节龙眼和硕明秋海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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