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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书是重庆市长寿区葛兰中学一位长期从事科技辅导和发明创造工

作，并取得累累硕果，被媒体尊称为“民间发明家”的退休教师张淮与

关心和支持科技创新、教育改革的一些领导、专家、同仁们共同编著的。

在“坚定不移走中国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

把青少年学生培养成创新型的人才，是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伟

大事业，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这是本书编委们共同的心声。

尽管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青少年科技创新的工作，但由于缺乏相

关的教材和优秀的科技辅导员，到目前为止这项工作发展得并不理想。

这除了确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之外，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也是重

要原因。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大批创新型的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

从孩子抓起，这是人们的共识，但是只有共识是不够的，还需要行动，

需要千千万万的人一起行动。

本书的作者们不仅自己在行动，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一起行动，他们

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分析和研究，在实践中编著了本书。

张淮同志作为主编，为此奋斗了28年，他所在的学校、长寿区委、

区府、区教委、区科委和重庆市教委、市退（离）休教师协会、市教科

院、市教学仪器管理处、市发明协会一直关心和支持他的工作。为了感

恩，为了报国，他虽然早已退休，但仍然站在流动的讲台上，为成千上

万的中小学生及科技辅导员举办发明创造专题讲座和辅导。仅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0 月，他就应邀为长寿区、北碚区的科技辅导员作发

明创新讲座，为 37 中、王朴中学、北碚区职教中心、綦江中学、巴川

中学、葛兰中学、葛兰镇一小、凤城镇一小、石新路小学等中、小学校

作过10多次专题讲座；并以办班的方式对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南开中学、

巴蜀中学、重庆一中、育才中学、巴川中学等 17 所大、中、小学的 30

多名学生进行了短期的培训和辅导，使他们每人都收获了优秀的发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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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的行动令人们感动。

28 年来，张淮同志和他辅导的学生取得的发明共有 160 多项获得

了专利权；有 30 多项获得了 53 枚奖牌；他 20 年前主编的《青少年发

明创造途径》一书获得了四川省教育厅普教科研成果二等奖；众多媒

体（包括中央电视台）称他为“民间发明家”；他曾被市、区两级教

委多次评为优秀教师、优秀科技辅导员。

《青少年发明创造实用技法》一书，作者从论证发明创造是人类

最美好的事业说起，然后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发明创造并不难、发明创

造方法甚多，到最后旗帜鲜明地表态——要“培养天才的头脑”，让

我们从中看到了作者对发明创造热爱的程度、钻研的深度和广度。

作者能从一把椅子、一个磁吸原理、一个刹车失灵、一个编号、

一个刻度、一个折叠、一个电动机、一个电瓶等细小的课题中引导学

生发明出数以百计的好项目、好专利；能从地震、火灾、停车难、短

斤少两、克尺扣寸、冶炼、冲压、注塑等社会问题和专业技术中启发

学生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提高发明创造的水平；教学生从钢铁制品、

塑料制品、纺织品、木制品、纸制品、电子技术、电子产品等领域和生产、

生活中寻找发明课题，了解人类日新月异的变化，让学生快速增长见识、

增添技能，自觉地热爱发明与创新。

本书选用的绝大多数发明案例都是作者和学生的最新发明，这些

闪烁着奇光异彩的发明，用事实告诉我们：发明创造确实是时时、处处、

人人可为。特别是“未来菁英”体验营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了中、

小学生不仅具有热爱发明创造的强烈愿望，而且具有一学就会的本领。

教育改革将如何深入下去，我认为本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

一本真正能起到“培养天才的头脑”的好书。所以，我愿意向广大的

中小学生及科技辅导员推荐此书，让他们在发明创造中也和主编张淮

老师一样取得丰硕的成果，长大以后成为优秀的创新型人才。

                                                              

                                            2013 年 10 月于重庆

青少年发明创造实用技法
QINGSHAONIAN FAMINGCHUANGZAO SHIYONG J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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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明创造是人类最美好的事业

一项发明创造会带来更多的发明创造。

                                           ——爱默生 

科学的真正的与合理的目的在于造福于人类生活， 用新的

发明和财富丰富人类生活。

                                                  ——培 根

在远古时代，地球上的人类和动物只要有阳光、空气、雨露、水和

动植物就能生存下来，繁衍下去。

地球上，除了自然界原本就存在的事物外，任何技术、产品、工具、

语言、文化、艺术、机器、设备、建筑、优良品种等的任何进步与繁荣

都离不开发明创造。

人类有许许多多的事业，如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技、医疗卫生、

发明创造等，在所有的事业中，发明创造是人类最美好的事业。

一、中国古代的发明及创造价值

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主要有指南车、地动仪、纸墨笔砚、丝绸、纺织车、

火药、机关术 ( 道家的）等。典型的有四大发明，即造纸术、印刷术、火

药、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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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技术的发明是在东汉时期，发明者为蔡伦。活字印刷术始于隋

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毕昇的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火药

发明于隋唐时期，始于古代道家炼丹术。在史料中没有记载，指南针的

发明者。   

中国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与创新发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这些伟大的发明曾经影响并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对西方科

技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

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的传播，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起到重要作用；火

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的思想枷锁；指南针传到欧洲

航海家的手里，开辟了有方位的新航路，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

环球航行，为西方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四大发明体

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为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后人的

现代发明指明了方向。

二、西方古代的发明及创造价值

1. 西方古代的主要发明

中国的火药西传后，14 世纪，欧洲人发明了发射铅弹、铁弹和铁器

的火炮，15 世纪出现了带炮耳的火炮（可使火炮俯仰）。 

1450 年，欧洲人发明了油漆和火绳枪。

古罗马人发明了圆规和卡钳。

北欧人发明了冰鞋。

英国人发明了放大镜。

意大利人发明了眼镜。

德国人发明了印刷机和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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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方近现代以来的主要发明

1776 年，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  

1793 年，伏特发明了电池，使得科学家可以用比较大的持续电流来进行

各种电学研究，促使电学研究有了一个巨大的发展。 

1839 年，英国法官威廉 • 格罗夫（William Grove）在一项业余实验中发

现了神奇的燃料电池。

1866 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发明了强力发电机，并用于机车上，此后电

真正进入人类社会生产，为人类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此外，可以说以下几项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形态。

汽车：开始载着时代向前奔驶。汽车改变了人类的整个交通状况，拥有

汽车工业成为了强大工业国家的标志。汽车工业走过的历史：1771 年，法国

人居纽设计出蒸汽机三轮车；1860 年，法国人雷诺制造出了以煤炭瓦斯为

燃料的汽车发动机；1885 年，德国人本茨和戴姆勒各自完成了装有高速汽

油发动机的机车和装有二冲程汽油发动机的三轮汽车，并且成功企业化；

1908 年，美国人福特采用流水式生产线大量生产价格低、安全性能高、速

度快的 T 型汽车，汽车的大众化由此开始；1912 年，凯迪拉克公司推出电

子打火启动车，使妇女也开始爱上汽车；1926 年，世界第一家汽车制造公司

戴姆勒 •本茨公司成立；1934 年，第一辆前轮驱动汽车面世；1940 年，大战

令许多汽车制造商停产，欧洲车商开始转向生产军用车辆；20 世纪 50 年

代，德国沃尔沃的甲壳虫轿车一经推出就成为最受欢迎的汽车；1970 年到

2000 年，日本车在亚洲走俏，丰田、本田、三菱以及日产特高技术小型车入

侵欧美市场，改写了欧美品牌垄断的局面。 实际上，汽车的发明使人类的

机动性有了极大的提高，使 20 世纪人类的视野更加开阔，更追求自由。当

然，汽车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道路网挤占土地资源、大气污染和高昂的车费

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汽车确实载着人类向前发展，向前奔驶。 

电视：被称为人类自己创造的“魔鬼”。 有些人可以一天不吃饭，不喝水，

但不能一天没有电视。电视的设想和理论早在 1870 年就出现过。18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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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发明家保罗 •尼普科夫设计了整个穿孔的“扫描圆盘 ”，当圆盘转动的

时候，小孔把景物碎分成小点，这些小点随即转换成电信号，另一端的接收

机把信号重组成与原来图像相同但粗糙的影像。1926 年，苏格兰人约翰 •贝

蒙德采用尼普科夫的“大圆盘”制造了影像机。真正制造出画面稳定的电视

的是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拉基米尔 • 佐里金和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的菲洛 •

法恩斯沃思。在 1939 年的世界博览会上，世界第一台清晰的电视开播，电视

真正诞生。电视由黑白到彩色，再到云智慧，功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

不仅仅影视、新闻的传播工具，更是知识、信息的源泉，教育、科研的舞台……

登月：人类航天梦圆终于迈出一大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

刹那所说的名言“对个人来说，这只是一小步；对人类来说，这是迈出一大步”

牢牢铭记在地球人的心上。 1969 年 7月 20 日下午 4 时，全世界 5 亿电视观众

都看到了“黑黝黝”的画面，画面深处传来一个来自外太空的声音：“休斯敦，

这里是静海基地，鹰舱已经登陆！”接下来，美国“阿波罗 11 号”登月宇宙飞

船上的两名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问休斯敦宇航中心：“我们不想休息

四小时，我们想马上登月。”休斯敦回答：“同意立即登月！”接着，阿姆斯特朗

背朝外，开始从九级梯子缓缓爬下。全世界 5 亿人都看到了这一场景。 登月确

实是人类航天科技的一大进步，因为正如登月者塞尔南上校所说的：“在月球

遥望地球，我看不到任何国界，我觉得地球就是一个整体，我的整个思想也就

开阔了。”登月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尖端科技的体现，有利于人类掌控和利

用巨大的太空资源，有利于经济、军事、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计算机与互联网：成为人类未来新生活的希望。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

1946 年 2 月 14 日问世。全球互联、资讯快递、社交自助的互联网始于 1969

年，是美军在 ARPA（阿帕网，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制定的协定下将美

国西南部的大学 UCLA(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斯坦福大学研究学院 )、UCSB( 加利福尼亚大学 ) 和 University of 

Utah( 犹他州大学 ) 的四台主要的计算机连接起来。1969 年美国 ARPANET

建成，标志着互联网的诞生。此后，便为人类牵引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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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社交即时”的新价值生活。计算机既有电视的功能，又具有快速搜索、

下载、存储各类信息，快速计算、写作、绘图的功能，还具有掌控卫星、飞机、

轮船、导弹及多种机器、设备的功能等，用什么样的形客词去赞美它都不会

过分。

基因：成为破解生命的千古密码。科学界曾预言，21 世纪是一个基因

工程世纪。人类基因工程走过的主要历程是怎样的呢？1866 年，奥地利

遗传学家孟德尔神父发现生物的遗传基因规律；1868 年，瑞士生物学家

弗里德里希发现细胞核内存有酸性和蛋白质两个部分，酸性部分就是后来

的 DNA；1882 年，德国胚胎学家瓦尔特弗莱明在研究蝾螈细胞时发现细

胞核内包含有大量分裂的线状物体，也就是后来的染色体；1944 年，美国

科研人员证明 DNA 是大多数有机体的遗传原料，而不是蛋白质；1953 年，

美国生化学家华森和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宣布他们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

结果，奠下了基因工程的基础；1980 年，第一只经过基因改造的老鼠诞生；

1996 年，第一只克隆羊诞生；1999 年，美国科学家破解了人类第 22 组基

因排序列图；未来的计划是可以根据基因图有针对性地对有关病症下药。

人类已经利用基因工程生产出 60 多种药品，如胰岛素、干扰素、乙肝疫苗等，

已将基因工程广泛应用到诊断、治疗，农牧业及食品中。

在最近的 200 多年时间里，围绕着发电机、电动机、机电产品、电子产

品的发明不计其数。

飞机、火箭、宇宙飞船、火车、汽车、轮船……人类不仅能上天入地，飘

洋过海，而且还能一日千里。

电报、电话、手机、电子技术、云电视、云智慧比千里眼、顺风耳更加来无影、

去无踪，更神奇。

正是这不计其数的东西方创新发明的接踵而至，才给人类带来了五彩

缤纷的世界，使如今人类的生活变得更为方便舒适。

当下的人们不用出门就可知天下事，办好很多事，这些都是发明创造的

功劳，因此，发明创造是人类最美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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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明创造并不难，一切就怕有心人

发明乃需要之母。

                                               ——索尔斯坦·凡勃伦

发明是百分之一的聪明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

                                      ——爱迪生

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

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 

发明创造真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吗？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是，

只有你爱上了发明创造，又有具体的行动，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发明创造出自己的项目。如果你有很渊博的知识，智慧、能力、毅力都

能胜人一筹，如果你在某一个领域有很深的功底，又带领着一个强有力

的团队集体攻关，那么，你就可能发明创造出该领域水平最高，贡献重

大的项目。

一、时时、处处、人人都能发明和创造

 什么是发明创造？发明创造是指运用现有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

首创出先进、新颖、独特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事物及方法，用于有效地解

决某一实际需要。简言之，就是指运用自然事物的突出特性及规律来解

决社会发展中人们生活所需解决的问题而提出创新方案、解决措施的创

造行为活动过程。

发明创造包含三要素：一是创造（新的事物或方法）；二是创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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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事物或新方法；三是创造性地发挥思维想象、创意并演化为可用成果。

理解了发明创造的真谛，就可能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发现、寻找

需要发明的课题。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创造发明就在你身边，从你最熟

悉的事物中就能找到有价值的发明课题，教室里的课桌、椅子、黑板、

计算机、电视、投影仪，教师使用的教具，学生使用的学具等都是同学

们最熟悉的教学设备。同学们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在老师的启发与引

导下，使它们展现出迷人的风采。本书列举了大量中小学师生的发明，

证明了发明创造时时、处处、人人可为。

二、创造性思维训练

青少年在开始进行发明创造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即使

是有科技辅导员的启发和辅导，也很难迅速进入角色，发明出有一定水

平的项目来，因为全国和各省市都没有统一的教材，也很少有经过专业

培训的科技辅导员。

我们搞发明，不是为发明而发明，而是要发明出具有新颖性、创造性、

实用性的发明，简称“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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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是发明创造中最核心的条件，它要求新的发明必须比已

有的同类发明在结构上、效能上有更科学的设计，更多的功能，更好的

效果，等等。

要达到新的发明创造比已有的发明创造更好的目的，必须要了解自

己的发明项目与目前已有的项目有没有明显的进步，否则不具备创造性。

只有让自己的发明创造优于已有的发明创造，你的发明才具有创造

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发明之前需要对准备发明的项目进行分析、

了解。把它和已有的发明相比较，并想方设法超过已有的发明，这种想

方设法的过程就是创造性思维。

进行创造性思维训练，能帮助青少年发明出具有“三性”的发明。所以，

要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或事物进行全面的分析与了解，提出大胆的想

法与见解，如折叠椅的创新与发明。

折叠椅的创新与发明

   图 形   创新与发明    图 形   创新与发明

未创新
增 加 了 轮 子 的 功
能

增加拉链包的功能
增 加 了 桌 面 面 扳
的功能

增加了桌面面扳和
轮子的功能

增 加 了 轮 子 和 活
动 插 接 式 桌 面 面
板 的 功 能（ 可 坐
在 椅 子 中 间） 女
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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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形   创新与发明    图 形   创新与发明

增加了按摩的功能

增 加 了 滚 动 轮、
指南针、拉链包、
雨 伞、 雨 伞 局 部
延 长 、 按 摩 等 7
种功能

在上图 7 种功能的
基础上增加了夜间
照明的功能

以上发明都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都可能获得实用新型专

利权。

折叠椅的创新与发明还有很大的空间，还可以组合旅行箱、床、测

量身高体重、担架、婴儿车等功能。

进行创造性思维训练，需要经常进行，坚持不懈。

自然界有许许多多的物质和自然现象，如空气、阳光、水等；人类

也发明了许多用途很广的机器、设备、零件，如电动机、电子技术，标件、

磁铁、弹簧等。

1. 空气

绝大多数的人对空气的了解和认识，主要是“三态”（气态、液态、

固态）, 无色无味，可以用来呼吸、维持动植物的生存，可以充气球、篮球、

排球、救生圈、轮胎、充气游乐产品 , 生产化肥等。

对空气的认识，能联想到这么多已属不易了，但这种认识很普通、

很寻常。如果要知道空气的更多用途，就得进行创造性思维，或按本书

提供的思路去探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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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有溶解性能、传导性能、氧化性能、流动性能、助燃性能、动

力性能等。我们要把它的所有性能都搞明白，弄清楚，不是一下子就能

办到的 , 需要认真地分析、思考。

空气的溶解性能（混合性能）：它可以与很多气体、烟尘、水蒸气

混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与很多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如燃烧生成二氧化碳，

发酵用来酿酒，制作豆瓣、酱油多种调味品等。

空气的传导性能：它传递声音、阳光、图像、电池波、超声波以及

电流的能力，神奇而不可思议。在电梯里，四面都是金属时，手机信号

就中断，足以说明固体传导性能弱、空气传导性能强。

空气助燃的性能：正常的助燃具有极其广泛的用途（冶炼、餐饮、

杀菌、消毒、陶瓷、砖瓦、水泥、烧铸……），古有火中取宝的说法。

但非正常的助燃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巨大的破坏和财产损失。例如，火

灾会毁灭成片的森林、房屋，致大量的人和动植物的伤亡。通过对空气

的分析、了解之后，大家对空气的认识和感受肯定会不一样。由此可以

得出：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或问题，只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了解，

对它的认识就会有根深蒂固的感觉。

2. 水

绝大多数人对水的认识也许只达到它具有的“三态”变化，可以用

来饮用、发电、灌溉、洗衣、洗浴、水上运输、水上游乐，水可以分离

为氢气和氧气等。但是通过创造性思维之后，我们一定会发现它的性能

之多，用途之广，完全可以用无限来形容。例如，它的溶解性能、浮力

特征、动力因素、化学性能等与空气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水的溶解性能：水能溶解的物质有成千上万种，如糖、盐、味精、

肥皂、香皂、牙膏、洗衣粉、洗洁精、洗衣液、饮料类、药品类（水剂）

就能列举好几百种，工业、农业里的用途则更多更广。

水的浮力特征：人类利用水的浮力制造出船只、舰艇、潜艇、水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