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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再 版 说 明

《研究性学习丛书》是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朋友的丛

书。该丛书自首次印刷以来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

现在为了更符合中小学生的阅读需求和接受程度，根

据广大读者的来信意见，我们对该丛书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再版，对书中的一些陈旧的内容进行了修正，对书中的板块

和图片进行了调整，并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勘误。使丛书

得到大幅度的充实和提升。

《研究性学习丛书》的修订版首先是对内容的修订，使

书的内容更适合读者的需要，其次是在体例的设计上进行

了修改，使读者拿到书后能对书中的内容有直观上的认识。

例如，《人类文明》配置了大量的图片以及更新了“小知识”

等板块，使读者能在掌握知识的前提下轻松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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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该丛书在装帧设计上也依照读者的阅读、审

美习惯，进行了适当改进，希望能给读者更大的帮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

和读者指正。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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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
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化、全球化趋势
势不可挡，导致人们对知识、能力、竞争力等概念产
生了新的认识。对于学校教育来说，重要的不是让
学生掌握多少现成的知识，而是要让其学会获得新
知识的方法，提高创造新知的能力。实践证明，如果
当代教育继续沿用传统的教育模式，那么很难培养
学生主动获取或学习知识的能力，更不要说培养学
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了。当前，研究性学
习———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应运而生，适应了时代的
需求，成了教育的“新宠儿”。

为此，我们根据研究性学习的课程改革模式编
写了《研究性学习丛书》。该丛书分为文学艺术、社
会生活和自然科普三大部分，涉及文化、历史、民俗、
艺术、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本书融综合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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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性和趣味性于一炉，以达到让学生“学会求
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的目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丛书的“小知
识”、“小研究”、“专家在线”等活动设计提出自己的
想法并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还可以动手操作实践
探索。活动设计突破了原有课程学习的封闭状态，
让学生处于一种动态、开放、生动、多元的学习环境
中，给学生更多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渠道，提供了一个
活跃的展示平台，使他们自己在自主学习和探索中
获得新的学习体验，从而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

希望本套书能得到广大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
的支持和喜爱，并能成为指导学生成长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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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广袤的宇宙

人类在地球上居住了３０万年之后，在最近的

３００年———人们在地球上生活的千分之一的年
代———才拥有了研究外部空间的光学工具。本章着
重描述人类用崭新的目光看空间所形成的印象。

内容大致按年月先后顺序排列。这顺序是由于
望远镜不断增大倍数，使我们能朝空间越看越远的
顺序，因此等于是从太阳开始，越看越远。我们不
打算采用任何连续性的记载，而只想提出几个里程
碑来概括地表明这个顺序。人类依此顺序对宇宙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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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领域不断扩大与巩固。

太阳系

我们的第一个里程碑，或许最好说成我们的出
发点，就是伽利略和他的继承者所解开的太阳系的
结构之谜。

太阳的行星族很自然地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
组———４个“小行星”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它们
的体积小，离太阳也近；４个“大行星”土星、木星、天
王星和海王星，它们体积大，且离太阳很远。

水星是所有行星中离太阳最近的，接下来是金
星。这两颗星的轨道位于地球的轨道和太阳之间。
正如从地球上看到的那样，这两颗星绕太阳的圆周
相对小些，在天空中必然出现在离太阳较近的地方，
因此只能在凌晨（如果它们刚好在日出前升起）及晚
上（如果它们恰恰在日落后降落）作为“晨星”或“昏
星”被看见。古时候的人可不是都能认清同一颗行
星既能在早晨出现、又能在晚上出现这个事实的，于
是给不同时间出现的它们起了不同的名字。早晨出
现的金星，希腊人称作“启明星”，罗马人称作“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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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之星”），而晚上出现的金星，希腊人和罗马人
都称之为“长庚星”。

接下来，除地球以外，从太阳朝外向空间行进的
是火星———小行星的最后一颗行星。火星、水星、金
星都比地球小。金星只比地球小一点点。

小行星群最外面的火星的轨道和大行星群最里
面的木星的轨道之间有一条很宽的空间。这空间不
是空无一物，而是布满了成千上万颗小行星的轨道。
没有一颗小行星比地球大。最大的谷神星，直径只
有４８０英里。直径大于１００英里的据知只有４颗。
水星、金星、火星在远古时期便为人知，小行星们却
是在１９世纪才进入天文学领域的。谷神星，这小行
星中的第一颗，也是最大的一颗，是１８０１年１月１
日由皮亚齐发现的。

小行星之外是４颗大行星，即木星、土星、天王
星和海王星，它们一般都比地球大。最大的木星，据
桑普森（Ｓａｍｐｓｏｎ）测得，直径有８８　６４０英里，或者
说有地球直径的１１倍多，在木星内填满１４００个地
球后还有空隙。土星排在第二，仅比木星小，直径大
约为７万英里。这两颗星到目前为止是行星中最大
的。其他所有的行星滚成一个球也只有土星的１／５
大。所有这些行星再加上土星也只能滚一个比木星
一半稍大些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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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太阳系最外端的天王星和海王星比木星和
土星小得多，但每一颗也有地球的４倍大。木星和
土星在天空中那样引人注目，很早就为人所知了。
天王星和海王星则是近期才发现的。１７８１ 年，
威廉·赫歇尔偶然地发现了天王星。当时他正毫无
目的地在他的望远镜里看，希望发现天空中什么有
趣的东西。与之相反，海王星却是１８４０年经数学的
复杂推算而被发现的，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把这看作
是自牛顿时代以来人类才智的重大胜利。荣耀应归
属于两个人：一个是英国人约翰·亚当斯，他后来是
剑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另一个是法国天文学家勒
威耶。他们都认为天王星运动的过程中有一颗外部
行星的引力在起作用，于是都着手计算这颗假设的
外部行星的运行轨道以解释这种奇想。两个人都算
出了这条重要的轨道。虽然计算不是太精确，但对
于找到这颗假设的新行星在天空中的行踪是够准确
的了。

亚当斯先完成这项计算，并告知剑桥的观察家
们新行星应当存在的哪部分天空。而在剑桥的观察
家们确认之前，勒威耶已完成了他的计算，并将结果
告知他在柏林的助手加耳。他当天就确认了这颗行
星，因为柏林当时拥有的探究那部分天空的星表比
剑桥的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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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１７７２年，圣比德就指出了从太阳到各行星
间距离的一个简单的数字关系。如下所示：先写下
一系列数字０　１　２　４　８　１６　３２　６４　１２８。从第二个开始，
后面一个是前面一个数的倍数；然后把每个数字乘
以３，便得到０　３　６　１２　２４　４８　９６　１９２　３８４；再把每个数
上加４，得４　７　１０　１６　２８　５２　１００　１９６　３８８。这些数字
非常接近从太阳到各行星实际距离的比例（以地球
的距离为１０）。这些距离是：水星３．９、金星７．２、地
球１０．０、火星１５．２、小行星２６．５、木星５２．０、土星

９５．４、天王星１９１．９、海王星３００．７。
这个定律在发现天王星、小行星或是海王星之

前就宣布过，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当天王星和小行星
们被发现时，它们的位置竟相当准确地与预测的位
置相吻合。可另一方面，海王星完全不符合这条定
律。严格地说水星也不符合。因为这一系列最初的
数字０　１　２　４　８是以人为的方式开头的。真正的算
术系列应当是１／２　１　２　４　８……每一个数是前面数字
的１倍，这样算出的水星距离是５．５，而实际距离才
是３．９。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圣比德定律作过解释。
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它本身就没有根本合理的
解释。

最外层的行星离太阳的距离非常远。海王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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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的距离是地球的３０倍，在海王星上如果有居民
的话，他们只能从太阳那里得到地球上面居民所得
到的阳光和热量的９／１００。

如果这是它唯一的热源，那么可以计算出海王
星表面的温度会是很低的，大约为－２２０℃。但也可
能它有内部热源，这将使它表面温度高一些。最近
我们将地球上受到的木星极其微小的热量进行了测
量，得知木星表面的温度为－１５０℃，这刚好和太阳
维系它的热量相当。另一方面，类似的测量表明土
星和天王星的表面温度分别是－１５０℃和－１７０℃，
如果除了太阳的辐射外再没有其他热源的话，两者
的温度都比预料的高些。可能因为内部热源都很
小，所有的大行星都很冷，上面也不可能有大海和河
流，因为所有的水都会冻成冰。大气层里也不会有
雨和水蒸气。据说遮掩着木星表面的云中可能凝聚
着二氧化碳的颗粒或沸点比水的冰点低得多的其他
气体。

小行星的物理条件与我们熟悉的地球相似。火
星比地球要稍冷一些。它的１天是２４小时３７分，
只比我们的１天稍长些，因此它的表面也经历了温
暖的白天与寒冷的夜晚的交替，与地球相似。在赤
道地区，中午温度能升到冰点以上不少，可达５０°Ｆ，
甚至更高。但就是这个地区，在太阳下山后某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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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里，温度就降到冰点以下，到第二天，气候非常冷。
极区自然还更冷些，极顶峰的雪冠有些地方大约有

－７０℃或－９４°Ｆ至－１２６°Ｆ的霜。
金星，因为离太阳最近，因此肯定比地球的平均

温度高。但是因为它的每个白天和黑夜的交替都相
当于地球时间的几个星期，白天和夜晚的温差就比
我们的大得多，白天极热，夜里极冷。夜晚温度大约

－２５℃或－１３°Ｆ。金星表面任何一点上都经历几周
的严寒与几周的酷热的交替。水星离太阳如此之
近，因此平均温度比地球高得多。水星总是同一面
朝太阳，就像月亮总是同一面朝地球一样。这样，不
受热的一面肯定特别冷，受热面特别热。拜提特和
尼科尔森推算水星受热半球的温度大约为３５０℃或

６６２°Ｆ。这是能把铅熔化的温度。水星的另一半不
受热，又是永久的黑暗，可能比我们能想象的任何地
方都冷。

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４颗卫星之后紧接着就发
现，除了轨道在地球轨道以内的金星和木星外，所有
的行星都有卫星。１６５５年惠更斯发现了土卫六。
它是土星、卫星中最大的一颗。到１６８４年盖斯尼又
发现了４颗。然后间隔了整整１个世纪后，１７８７年
威廉·赫歇尔发现了天王星的两颗卫星，１７８９年
又发现了土星的两颗卫星。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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