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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起科学! 许多人都认为它是科学家的专利! 普通人只能

"可望而不可即#$ 而对于中学生朋友来说! "科学# 这个词恐怕也

不怎么受欢迎! 因为它意味着枯燥的概念和公式! 还有无休无止

的作业和考试$ 学习科学! 对大多数中学生来说! 是件头疼的事

情$ 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他们愉快轻松地学习科学呢%

游戏无疑是被普通人! 尤其是学生朋友易于接受的一种方式!

比起实验室中复杂精密的实验仪器! 用生活中易于得到的材料和

工具做一些简单易行的小游戏! 会让同学们觉得更加自然& 亲切!

也更易于接受$ 而通过游戏将课本中晦涩严肃的科学原理表现出

来! 也能使深奥的科学知识变得容易理解! 贴近实际$

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说’ "对孩子来说! 游戏是学习! 学

习也是游戏! 游戏是劳动! 游戏是重要的教育方式$# 苏联文学家

高尔基也曾说过’ "游戏是孩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途径$# 许

多心理学实验也表明’ 游戏中包含了多种认知成分的复杂活动!

是青少年最佳的学习方式$

是啊! 有哪个孩子不爱玩游戏呢% 捉迷藏& 下跳棋& 玩电

脑((这些乐趣无穷的游戏! 使孩子们积累了丰富的 "玩# 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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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在 "玩# 中! 认识世界! 了解世界! 进而有可能改造世界$

许多杰出人物! 幼年时代都是玩游戏的高手! 比如比尔)盖茨小

时候就是在外婆的引导下玩各种游戏! 他也因此养成了从小勤于

动手和思考的良好习惯! 为他日后构建自己的微软帝国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可见! "玩# 和 "学# 并不对立! 关键要看如何玩了$ 我们这

本 *边玩边学科学+ 便是为那些喜欢玩的同学编写的一本好玩有

趣的书$ 书中的游戏材料随手可得! 比如我们司空见惯的易拉罐&

经常吃的水果& 随处可见的纸张& 冰箱里的鸡蛋((甚至我们自

己也可以充当游戏道具! 而且游戏的操作安全无险! 步骤简单易

行! 过程乐趣无穷! 结果则出人意料$

总之! 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亲自动手做这些科学游戏! 在游

戏中发现科学现象和原理! 体验一次 "小小科学家# 的感觉! 能

够在玩耍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激发探索科学原理

的欲望! 边玩边学! 从而真正对科学产生长久而深入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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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玩饮料瓶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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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静止物体有惯性

T OOLS 工具箱

一只空雪碧瓶

水

硬纸板

鸡蛋

P ROCESS 游戏步骤

( 1) 取一只空雪碧瓶，截去上部并装入适量的水;

( 2) 然后在雪碧瓶上盖上一块硬纸板，将一枚鸡蛋放在硬纸

板上;

( 3) 用手指快速弹击纸板，并且要保证鸡蛋不动;

( 4) 纸板飞离雪碧瓶，而鸡蛋安然落入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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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IENCE 游戏中的科学

在做这个小游戏之前，似乎让纸板离开瓶子，而鸡蛋不动，似

乎是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做了这个游戏就知道，原

来这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因为静止的物体具有一定的惯性，当我

们突然用力弹开纸板时，鸡蛋由于惯性会保持不动，最后安然落

入瓶中。

惯性的故事———萨尔维阿蒂的大船

经典物理学是从否定亚里士多德的时空观开始的。当时曾有过

一场激烈的争论。赞成哥白尼学说的人主张地球在运动，维护亚里

士多德—托勒密体系的人则主张地静说。地静派有一条反对地动说

的强硬理由: 如果地球是在高速地运动，为什么在地面上的人一点

也感觉不出来呢? 这的确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1632 年，伽利略出版了他的名著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

世界体系的对话》。书中那位地动派的 “萨尔维蒂”对上述问题给

了一个彻底的回答。他说: “把你和一些朋友关在一条大船甲板下

的主舱里，让你们带着几只苍蝇、蝴蝶和其他小飞虫，舱内放一

只大水碗，其中有几条鱼。然后，挂上一个水瓶，让水一滴一滴

地滴到下面的一个宽口罐里。船停着不动时，你留神观察，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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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等速向舱内各方向飞行，鱼向各个方向随便游动，水滴滴进

下面的罐中，你把任何东西扔给你的朋友时，只要距离相等，向

这一方向不必比另一方向用更多的力。你双脚齐跳，无论向哪个

方向跳过的距离都相等。当你仔细地观察这些事情之后，再使船

以任何速度前进，只要运动是匀速，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你将

发现所有上述现象丝毫没有变化。你也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个现象

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停着不动。即使船运动得相当快，在跳

跃时，你将和以前一样，在船底板上跳过相同的距离，你跳向船

尾也不会比跳向船头来得远。虽然你跳到空中时，脚下的船底板

向着你跳的相反方向移动。你把不论什么东西扔给你的同伴时，

不论他是在船头还是在船尾，只要你自己站在对面，你也并不需

要用更多的力。水滴将像先前一样，滴进下面的罐子，一滴也不

会滴向船尾。虽然水滴在空中时，船已行驶了许多柞。鱼在水中

游向水碗前部所用的力并不比游向水碗后部来得大; 它们一样悠

闲地游向放在水碗边缘任何地方的食饵。最后，蝴蝶和苍蝇继续

随便地到处飞行。它们也决不会向船尾集中，并不因为它们可能

长时间留在空中，脱离开了船的运动，为赶上船的运动而显出累

的样子。”

萨尔维阿蒂的大船道出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真理，即: 从船中发

生的任何一种现象，你是无法判断船究竟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

现在称这个论断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萨尔维阿蒂的大船就是一种所谓惯性参考

系。就是说，以不同的匀速运动着而又不忽左忽右摆动的船都是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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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参考系。在一个惯性系中能看到的种种现象，在另一个惯性参考

系中必定也能无任何差别地看到。亦即，所有惯性参考系都是平权

的、等价的。我们不可能判断哪个惯性参考系是处于绝对静止状态，

哪一个又是绝对运动的。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地静派对地动说的非难，

而且也否定了绝对空间观念 ( 至少在惯性运动范围内) 。所以，在从

经典力学到相对论的过渡中，许多经典力学的观念都要加以改变，

唯独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却不仅不需要加以任何修正，而且成了狭义

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原理之一。

2. 凹陷的海绵

T OOLS 工具箱

一只空雪碧瓶

适量的水

海绵

P ROCESS 游戏步骤

( 1) 向雪碧瓶中装入少量的水放在一块海绵上，立刻看到海绵

凹陷一些;

( 2) 将雪碧瓶装满水再放到海绵上，会发现海绵凹陷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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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IENCE 游戏中的科学

这个看似简单的小游戏其实是为了验证压强与压力的关系。从

这个游戏，我们可以看出，随着雪碧瓶中水量的增加，海绵的凹陷

会越来越深，由此得出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压力大小有关这一结论:

在受力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压力越大，压强就越大。

3. 大气压强存在吗

T OOLS 工具箱

装满水的雪碧瓶

一盆水

一个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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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OCESS 游戏步骤

( 1) 将一装满水的雪碧瓶浸没于水中，抓住瓶底向上提，会发

现在瓶口未离开水面之前，瓶里始终充满水;

( 2) 用锥子在瓶底钻一小孔，重做上面的步骤，会发现瓶中水

面与瓶外水面始终相平。

S CIENCE 游戏中的科学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第一次瓶内无大气压，瓶外

有大气压; 第二次瓶内、瓶外均有大气压且相互抵消。

大气是摸不着、看不到的气体，大气压的存在令好多人心存怀

疑，通过实验观察是让人们明白大气压存在的最好办法。

马德堡半球实验

在 17 世纪，德国有一个热爱科学的市长，名叫格里克。他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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