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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爱迪生发明电灯经历了7 000多次试验，相传瓦特从被蒸汽顶开的壶盖中得

到启发而发明了蒸汽机……

生活世界是人类获得直接经验的源泉，对于学生来说，更是学习发展的直

接“动力”。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了“优化知识结

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的战略主题。因此学校课程要凸显动手实

践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以求能够促使学生“学会动手动脑、 学会生存

生活”，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自我提高。

青岛实验初级中学近年来形成了“以人为本，快乐育才”的办学特色，

“让孩子像孩子一样快乐的生活”是我们做教师的共同心愿。我想每个学生每

天都能亲自动手做一做感兴趣的实验，那是还原于学生精神世界最本真的需

要。为此我校组织实施“快乐实验”活动，人人动手，让家里变成实验室；物

理、化学、生物学科的全体老师们贡献力量搜集、编纂甚至原创实验方案。这

本《青岛实验初级中学学生必做的100个小实验》小册子也在学校干部、教师

的努力下形成并不断完善。

真正的教育，是曾为教育的沃土耕耘过，让自己的学生在这片土地上尽情

地跳跃、欢笑……

                                                    校 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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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的威力大

你知道吗
植物的根看起来很柔弱，但实际上，它的威力可大了！不信，你就利用身

边的材料用具来探究一下吧！

身边的材料用具
几粒太阳花种子（或牵牛花种子等）、小碟子、空蛋

壳、高脚杯、勺子、土壤、水等。

动动手
（1）将太阳花种子放在盛满水的小碟子里，让种子浸泡

一夜。

（2）在蛋壳中加入适量的土壤（到蛋壳的中部位置即

可），然后把浸泡过的太阳花种子埋进土里。

（3）把蛋壳放进高脚杯里，再把高脚杯放在阳光充足的

窗台上。

（4）注意每天给土壤浇适量的水。

（5）十天左右，从高脚杯中取出蛋壳。

奇妙的现象
你会发现太阳花的根从蛋壳的底部钻了出来。

原来如此 
太阳花的种子发芽后，生出了根。根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和无机盐，茁壮成

长，从而把蛋壳穿透了。同时胚芽发育成茎和叶。

知识窗
太阳花为一年生肉质草本植物，株高10~15 cm。花瓣颜色鲜艳，有白、

深、黄、红、紫等色。蒴果成熟时盖裂，种子小巧玲珑，呈棕黑色。喜温暖、

阳光充足而干燥的环境，极耐瘠薄，一般土壤均能适应，能自播繁衍。见阳

光开花，早、晚、阴天闭合，故有太阳花、午时

花之名。花期6～9月。太阳花种子非常细小，每

克约8400粒。发芽温度21℃～24℃， 7～10天出

苗，在15℃以上20余天即可开花。生长期不必经

常浇水。果实成熟即开裂，种子易散落，需及时

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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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没有“骨”的牵牛花

你知道吗
牵牛花的茎总是直不起来，它要么趴在地上，要么攀着别的东西。你也来

种一株牵牛花吧，请探究一下它为什么没有“骨”。

身边的材料用具
几粒牵牛花种子、两个花盆、一根细长的木

棍。

动动手
（1）在两个花盆里分别种上几粒牵牛花种

子，按时给它们浇水。

（2）等牵牛花幼苗长到5 cm左右的时候，在

其中一个花盆里插上小木棍，并将牵牛花幼苗的

茎尖拉到小木棍上；将另外一盆牵牛花的几株幼

苗相互缠绕在一起。

（3）每天观察这两盆牵牛花的生长情况并做好记录。

奇妙的现象
过几天，可以发现插有小木棍的牵牛花沿着小木棍缠绕着生长，而没有小

木棍的那一盆牵牛花则几株互相缠绕着生长。

原来如此
藤本植物通过茎本身的缠绕、卷须等各种方式向上生长。牵牛花属于藤本

植物，所以，它的茎要么缠绕在一起生长，要么攀爬着别的东西向上生长。

知识窗
藤本植物植物体细长，不能直立，只能依附别的植物或支持物，缠绕或攀

缘向上生长。藤本植物依茎质地不同，又可分为木质藤本（如葡萄、紫藤等）

与草质藤本（如牵牛花、长豇豆

等）。

藤本植物一直是造园中常用的

植物。如今可用于园林绿化的面积

愈来愈小，充分利用藤本植物进行

垂直绿化，是拓展绿化空间，增加

城市绿量，提高整体绿化水平，改

善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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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蒸腾作用的“门卫”——气孔

你知道吗
试着做一做下面这个实验，你会知道气孔的作用有多大了。

身边的材料用具
两根相同带叶的树枝、两个相同的汽水瓶，以及食

用油、凡士林和水。

动动手
（1）在两个汽水瓶中装入同样多的水，并分别滴几

滴食用油。

（2）在一根树枝上的叶子正反两面涂上凡士林，另

一根树枝上的叶子不涂凡士林。把两根树枝分别插入两

个汽水瓶中。

奇妙的现象
过两天你会发现，没有涂凡士林的那根树枝所在的汽水瓶，它里面剩下的

水明显少于另一个汽水瓶。

原来如此
树枝的叶子正反两面都有气孔，植物通过气孔进行蒸腾作用，散失水分。

而当叶片上的气孔被凡士林堵住之后，就无法进行蒸腾作用，也就不会流失水

分。所以，涂凡士林的树叶无法向外散失水分，因而汽水瓶里的水也就不会减

少。而没有涂凡士林的树叶仍然正常进行蒸腾作用，散失水分，所以汽水瓶里

的水会明显减少。

知识窗
气孔是由植物叶片表皮上成对的保卫细胞以及之间的孔隙组成的结构，是

植物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门户和控制蒸腾的结构。保卫细胞区别于其他表皮

细胞的主要特点是其结构中含有叶绿体，只是体积较小，数目也较少，

不同植物的叶、同一植物不同的叶、同一片叶的不同部位（包括上、下表

皮）气孔的分布都有差异，且

受客观生存环境条件的影响。

浮水植物只在上表皮有气孔分

布，陆生植物叶片的上、下表

皮都可能有气孔分布，一般阳

生植物叶下表皮的气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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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花香的秘密

你知道吗
很多花儿不仅美丽，还会发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香味，它们的香味是从哪

儿来的呢？

身边的材料用具
有盖子的玻璃杯、玫瑰花瓣、酒精。

动动手
（1）将玫瑰花的花瓣放进玻璃杯中，然后

往杯中倒入少量酒精。

（2）盖紧杯盖，将杯子放在能照射到阳光

的地方。

（3）一周以后，打开杯子，用手指把杯子

里的液体轻轻地涂在手腕上。

奇妙的现象
你会闻到一股玫瑰花的香味。

原来如此
手腕发出的香味，其实来自于玫瑰花瓣。因为花瓣里有一种油细胞，能分

泌出芳香油，往瓶中的花瓣上倒入酒精，酒精就将花瓣里的芳香油萃取出来。

当你把溶有芳香油的酒精涂到手腕上后，随着酒精的挥发，芳香油就留在你的

手腕上了。

知识窗
自然界中还有一些花，它们的花瓣中没有油细胞，但也有香味。这是因为

它们的细胞中含有一种叫作苷类的物质，苷类本身没有香味，但当它经过酶的

分解，也能够散发出芳香味来。不同

花儿分泌芳香油和分解苷类的能力是

不同的，这就是有的花香浓烈、有的

花香清淡的原因。

一般来说，白花和淡黄花的香气

最浓，其次是紫花、黄花，浅蓝花的

香味最淡。但也有例外，比如白芍药

就不如紫玫瑰香，因为花香的浓淡又

与花的品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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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神奇的花朵

你知道吗
把两枝白色的花分别养在带颜色的水里。你猜猜，它们后来会有什么样的

变化呢？

身边的材料用具
两枝白色的鲜花，三杯水，红、绿、蓝

三色颜料。

动动手
（1）在每杯水里分别加入不同颜色的颜

料。

（2）小心将其中一枝花的茎剪开。

（3）把剪开的那朵花的茎分别插入装有

红、蓝颜料的杯子里，把有完整茎的那枝花插在装有绿颜料的杯子里。

奇妙的现象
4天以后，有完整茎的那枝花的花瓣边缘变成了绿色，而剪开茎的那枝花

的花瓣边缘变成了一半红一半蓝。

原来如此
花通过茎中的输导组织运输水等物质，带有颜料的水通过茎向上移动到花

瓣上，花瓣因此会改变颜色。

知识窗
输导组织是植物体中担负物质长途运输的主要组织，包括导管和筛管。根

从土壤中吸收的水分和无机盐，由导管运送到植物的地上部分。叶的光合作用

的产物，由筛管运送到根、茎、花、果实中去。植物体各部分之间经常进行的

物质的重新分配和转移，也要通过输导组织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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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梨怎么变色了

你知道吗
在生活中我们常有这样的经历：把吃剩下的半个梨放在桌上，过一会儿再

想吃时，却发现梨切开的表面已经变成了褐色，这是为什么呢？ 

身边的材料用具
一 个 梨 、 一 把 水 果

刀、盐水（浓度为1%）、

一个玻璃杯。

动动手
（1）将盐水放入玻璃杯中。

（2）用水果刀将梨切成两块，将其中一块放在盐水中浸泡5 min。

（3）过一会儿，从盐水中取出梨进行观察。

奇妙的现象
放在盐水中的梨的切口处没有变色，而另一块梨的切口处已经变成了褐

色。

原来如此
发生色变反应主要是这些植物体内存在着酚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易被氧

化成醌类化合物，即发生变色反应变成黄色，随着反应的量的增加颜色就逐渐

加深，最后变成深褐色。氧化反应的发生是由于与空气中氧的接触和细胞中酚

氧化酶的释放。而盐水可以阻止、延缓这种化学反应。所以，盐水中的梨的切

口处没有变色。

知识窗
梨变色以后，所含的维生素C会减

少，影响营养价值。为了防止切开后的梨

变色，除了将梨泡在盐水里外，还可以在

梨的切面上滴点柠檬汁。这样做不但可以

使切开的梨不变色，还能保持原来的风

味。另外一些容易变色的水果也可仿此方

法处理，效果颇佳。



7

青
岛
实
验
初
级
中
学 

学
生
必
做
的100

个
小
实
验

7．爱“吃糖”的蚂蚁

你知道吗
爱吃糖的动物除了蜜蜂以外，还有小蚂蚁呢！你想探究一下吗？

身边的材料用具
水、一张卫生纸、几块石头、一个放大镜、一块方

糖。

动动手
（1）将方糖放在水中泡一下，然后用它在卫生纸上画一条线。
（2）把纸放在蚂蚁比较多的地方，用石头压住纸张的四个角。

奇妙的现象
一会儿，卫生纸上聚集了一群蚂蚁。

原来如此
触角是蚂蚁的嗅觉、触觉和进行“语言”交流的器官。通过触角，蚂蚁不

仅可以闻到糖味，而且还会循着糖味一直走来走去，直到将纸上的糖粒全部运
完为止。

知识窗
动物的社群行为离不开彼此的信息交流，它是行动协调一致的保证。根据

信息源可将动物的信息交流分为三大类：
（1）化学通讯。动物通过释放和接收化学物质，达到彼此间的信息交流。
昆虫体表可分泌不同的激素，传递着聚集、跟踪、警报等不同信息；狗、

虎等通过尿液气味识别自己的子女和占有的领地或走过的路线。
动物对化学信息的接收器，主要有触角、嗅细胞、味觉细胞。　　　
（2）机械通讯。动物的发声引起介质的机械振荡，从而把声音传给其他

个体。
①动物的发声器 ：雄蛙通过声带发出的声音经鸣囊共鸣得以扩大；鸟类借

助鸣管及其鸣肌可发出各种鸣啭。
②动物的听器： 接收声音的结构叫作听器。脊椎动物的听器随进化而不断

复杂化：鱼只有内耳；爬行类和鸟类内耳形成耳蜗，中耳内有一块听骨。
（3）辐射通讯。它包括光通讯和热通讯。
①光通讯。利用光的传递达到信息的交流，称为光通讯。目前已发现千种

以上动物能自身发光，如萤火虫等。
②热通讯。通过对热量的散发和接受取得动物间的联系，称为热通讯。动

物在新陈代谢中能不断辐射出热量。动物体表（特别是恒
温动物）分布着冷热感受器，可以传递热信息。蝮蛇和响
尾蛇在眼与鼻孔之间有异常灵敏的热定位器，能感知周围
微小的气温变化，从而在夜间也能发现鼠类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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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什么冷热不均

你知道吗
同样是一盆温水，你的两只手却一只感觉热，一只感觉冷，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

身边的材料用具
一盆热水、一盆冷水、一盆温水。

动动手
（1）将左手浸泡在冷水中，右手浸泡在热水中。

（2）2 min后，拿出双手并同时浸泡在温水中。

奇妙的现象
左手感觉温水很热，右手感觉温水很凉。

原来如此
手部皮肤的神经感受器在感知温度时，有一个参照度。

将左手浸入冷水，左手感知到冷水的温度，然后马上将左手浸

入温水，两者一对比，左手以冷水温度为参照度，所以感觉水很热。同理，将

右手先放进热水再浸入温水，右手就以热水为参照度，你就会感觉温水很冷。

知识窗
皮肤内分布着多种感受器，能产生多种感觉。一般认为皮肤感觉主要有五

种，即触觉、压觉、冷觉、温觉和痛觉。

触觉是微弱的机械刺激兴奋了皮肤浅层的触觉感受器引起的，压觉是指较

强的机械刺激导致深部组织变形时引起的感觉，两者在性质上类似，可统称为

触-压觉。触点在皮肤表面会布密度和该部位对触觉的敏感程度成正比，如颜

面、口唇、指尖等处密度较高，手背、背部密度较低。

冷觉和温觉合称温度觉。冷感受器

在皮肤温度低于30℃时开始引起冲动发

放；热感受器在超过30℃时开始引起冲动

发放，47℃时频率最高。一般皮肤表面冷

点较热点多4~10倍；

痛觉是由有可能损伤或已经造成皮

肤损伤的各种性质的刺激所引起的，它们

除引起不愉快的痛苦感觉外，尚伴有强烈

的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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