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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校教育是个人一生中所受教育最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在学校里接受计划性的指导，系统地学习文化
知识、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
学校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着个人社会化的水平和性质，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社会尊师重教，学校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在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特教育系列丛书”以“特定对象、特别对待、特殊方法、特例分析”为宗旨，立足学校教育与
管理，理论结合实践，集多位教育界专家、学者以及一线校长、老师们的教育成果与经验于一体，围
绕困扰学校、领导、教师、学生的教育难题，集思广益，多方借鉴，力求全面彻底解决。
    本辑为“四特教育系列丛书”之《爱学习，爱科学》。
    古今中外，许多成功人士都重视和强调学习方法的重要性。
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就曾说过：“一切知识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著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成功方程式则是“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
这也是爱因斯坦对其一生治学和科学探索的总结。
我们不难看出正确的方法在成功诸因素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
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
”也就是说，未来的文盲不是“知识盲”，而是“方法盲”。
所以，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正确学习方法教育极具重要性。
本书包括提高智力的方法以及各种学习方法和各科学习方法等内容，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
践性和指导性。
但要说明的是：“学习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
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而施以不同的方法教育，这样才能让学生掌
握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的金钥匙，从而终身享用。
    科学是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力，而科学知识的普及则是实现这一推动的必由之路。
在新的时代，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我们青少年的科普教育提供了
新的契机。
抓住这个契机，大力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质，是我们全社会的重要课
题。
科学教育，是提高青少年素质的重要因素，是现代教育的核心，这不仅能使青少年获得生活和未来所
需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能使青少年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
养。
    本辑共2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1.《智能提高有办法》    智能提高可能性，与遗传基因和后天因素
息息相关。
遗传因素我们无法改变，能够改变的就是尽量利用后天因素。
本书针对学生如何提高学习智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中小学生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2.《高效学习有办法》    高效学习法是一种富教于乐的教育方式和高效学习训练系统。
它从阅读、记忆、速算、书写这四个方面入手，提高孩子的“速商”让孩子读的快，学的快，算的快
，记的快，迅速提高学习成绩。
本书针对学生如何提高学习效率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中小学生
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3.《提高记忆有办法》    人的大脑机能几乎都以记忆力为基础，只有记忆力好，学习、想象、创意、
审美等能力才能顺利发展。
那么如何才能记得更多、记得更牢、更有效地提高记忆力呢？
本书帮助你找到提高记忆力的秘密，将记忆能力提升到顶点。
本书针对学生如何提高记忆力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中小学生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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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4.《阅读训练有办法》    本书以语境语感训练为主要教学法，以日常生活中必读的各种文体、范文讲
解及阅读材料的补充为内容，从快速阅读入手，帮助学习者提高汉语阅读水平。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根据实际情况选用适应的学习方法，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轻松作文有办法》    写作是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语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们抒发感情需要写作，总结经验教训需要写作，记叙事件需要写作⋯⋯总之，无论学习、工作、生
活都离不开写作。
本书针对学生如何提高写作能力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中小学生
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6.《课堂学习有办法》    课堂听课是学生在校学习的基本形式，学生在校学习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听课
中度过的。
听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部分知识都得通过听老师的讲课来获取。
要想学习好，首先必须学会听课。
本书针对学生如何提高课堂学习能力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中小
学生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7.《自主学习有办法》    自主学习是与传统的接受学习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化学习方式。
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学生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
本书针对学生如何提高自主学习能力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中小
学生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8.《应对考试有办法》    考试主要有两种目的：一是检测考试者对某方面知识或技能的掌握程度；二
是检验考试者是否已经具备获得某种资格的基本能力。
如何有效的准备考试，可分成考试前、考试中、考试后三个部分做说明。
本书针对学生如何应对考试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中小学生颇有
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9.《文科学习有办法》    综合文科的学习旨在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分析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自身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学会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等，帮助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创造力。
本书针对学生如何提高文科学习能力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中小
学生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10.《理科学习有办法》    理科学习要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有效的学习方法。
总的来说，科学的学习方法可用如下此歌谣来概括：课前要预习，听课易入脑。
温故才知新，歧义见分晓。
自学新内容，要把重点找。
问题列出来，听课有目标。
听课要专心，努力排干扰。
扼要做笔记，动脑多思考。
课后须复习，回忆第一条。
看书要深思，消化细咀嚼。
本书针对学生如何提高理科学习能力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中小
学生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11.《组织阅读科学故事》    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疑问几乎无处不在，而这些疑问往往能激发孩
子们珍贵的求知欲，它能引领孩子们正确的认识和了解世界，并进一步地探知世界的奥秘，是早期教
育最为关键的环节。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的把握时代的脉搏，做知识的文人，我们特此编写了这本书，该书真正迎合了青少
年的心理，内容涵盖广泛，情节生动鲜活，无形中破解孩子们心中的疑团，并且本书生动有趣，是青
少年最佳的课外读物。
    12.《培养科学幻想思维》    幻想思维是指与某种愿望相结合并且指向未来的一种想象，由于幻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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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创造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发明创造活动中应鼓励人们对事物进行各种各样的幻想.幻想思维
可以使人们的思想开阔、思维奔放，因此它在创造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本书针对学校如何培养学生的幻想思维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中
小学生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13.《培养科学兴趣爱好》    怎样让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
这是很多老师都想得到的答案。
想学好科学，兴趣很关键。
其实，生活中的许多小细节都蕴涵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大家完全可以因地制宜，为学生创造个良好的
环境，尽量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机会接触各种活动。
本书针对学校如何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爱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
对中小学生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14.《培养学习发明创造》    发明创造是科学技术繁荣昌盛的标志和民族进取精神的体现。
有学者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创造的世纪，而迎接这个创造世纪的主人，正是我们那些在校学习
的孩子们。
因此对青少年进行发明创造教育，就显得极其重要了。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好奇心正是他们探索世界，改造世界，产生创造欲望的心理基础。
通过开展青少年发明创造活动，鼓励青少年去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设想，实现新目标，这是培养他们
的创新精神，提高他们的创造力的最好途径。
    15.《培养科学发现能力》    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了阿基米德定律，牛顿看到苹果落地，最终得出
了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在科学史上，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它证明科学并不神秘，真理并不遥远，只要我们能见微知著，善
于发问，并不断探索，那么，当你解答了若干个问题之后，就能发现真理。
本书针对学校如何培养学生的科学发现能力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
对中小学生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16.《组织实验制作发明》    科学并不神秘，更没有什么决定科学力量的“魔法石”，科学的本质在
于好奇心和造福人类的理想驱使下的探索和创新。
自然喜欢保守她的奥秘，往往不直接回应我们的追问，但只要善于思考、勤于动手、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每个人都能像科学大师一样——用永无止境的探索创新来开创人类的文明。
本书针对学校如何组织学生实验制作发明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
中小学生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17.《组织参观科普场馆》    本书集中介绍了全国多家专题性科普场馆。
这些场馆涉及天文、地质、地震、农业、生物、造船、汽车、交通、邮政、电信、风电、环保、公安
、银行、纺织服饰、中医药等多个行业和学科领域。
本书再现了科普场馆的精彩场景；科普场馆的基本概况、精彩展项、地理位置、开放时间、联系方式
等多板块、多角度信息，全面展示了科普场馆的风采，吸引读者走进科普场馆一探究竟。
本书是一本科普读物，更是一本参观游览的实用指南。
通过本书的介绍能让更多的观众走进科普场馆。
    18.《组织探索科学奥秘》    作为智慧生物的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漫长的探索进程，人类的发
展史就是一部探索科学、利用科学史。
镭的发现，为人类探索原子世界的奥秘打开了大门。
万有引力的发现，使人们对天体的运动不在感到神秘。
进化论的提出，让人类知道了自身的来历⋯⋯探索让人类了解生命的起源秘密，探索让人类掌握战胜
自然的能力，探索让人类不断进步，探索让人类完善自己。
尽管宇宙无垠、奥秘无穷，但作为地球的主宰者，却从未停下探索的步伐。
因为人类明白：科学无终点，探索无穷期。
    19.《组织体验科技生活》    科技总是不断在进步着，并且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
加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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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科学技术普及的目的是使广大青年学生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培养他们
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爱好，增强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引导他们树立科学思想、科学态度，帮
助他们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本书针对学校如何组织学生体验科技生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
中小学生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20.《组织科技教学创新》    现在大家提倡素质教育，科学素质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科
学素质培养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开发应从幼儿开始，在长期
的教学、训练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
小学科技教学，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帮助学生树立新的观念，主动地、富有兴趣地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去观察、探索、实验现实生活乃至
自然界的问题，在课内外展开研究性的教学活动等，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科技活动辅导任重而道远，这就要求科技课教师不断探索辅导方法，不断提高辅导水平，为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
    由于时间、经验的关系，本书在编写等方面，必定存在不足和错误之处，衷心希望各界读者、一线
教师及教育界人士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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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科学技术普及的目的是使广大青少年学生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培养他
们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爱好，增强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引导他们树立科学思想、科学态度，
帮助他们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培养科学发现能力》针对学校如何组织科学试验活动培养科学发现能力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
探讨，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对中小学生颇有启发意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
性。

    《培养科学发现能力》由萧枫、姜忠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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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生科学发现的指导  1.科学发现的含义  2.科学发现的引导  3.学生科学兴趣的培养  4.创造与创
新能力的培养  5.让学生在科学课中自主发现  6.激发学生探究科学兴趣的方法  7.使学生成为科学发现者
的方法  8.在教学中让学生学会自己发现第二章  学生天文发现的启迪  1.“日心说”的发现  2.哈雷彗星
的发现  3.发现月球的另一面  4.天王星的发现第三章  学生物理发现的启迪  1.阿基米德定律的发现  2.牛
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  3.发现燃烧的秘密  4.电磁理论的发现  5.相对论的发现  6.湍流理论的发现  7.泡利
不相容原理的发现第四章  学生化学发现的启迪  1.钾与钠的发现  2.元素周期率的发现  7.物理化学的开
创  4.薛定谔方程的发现第五章  学生数学发现的启迪  1.数的善与恶  2.惊人的预言  3.二十世纪数学的领
航人  4.科学通才创建控制论第六章  学生生理发现的启迪  1.奇妙的绿色“工厂”  2.光合作用的探索轨
迹  3.叶绿素的秘密  4.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  5.微生物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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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球上有家奇妙的“工厂”，那就是“绿色工厂”。
    你知道吗？
这家“工厂”已有二十亿年的历史。
它从开办的那天起，就采用自动化生产，比现代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工厂还要精密、灵巧；它的原料、
动力都很巧妙地取之于大自然，用不着花钱购买；它的体积小到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
但是，它生产的食品却多得惊人，全世界六十三亿人口、上百万种动物都得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依靠它
过日子。
    这么奇妙的“工厂”，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兴趣。
长期以来，许多科学家为了叩开“工厂”的大门，洞察其中的秘密，曾呕心沥血，不辞劳苦，一代接
一代地对它进行探索。
直到现代，“绿色工厂”之谜才逐步被揭开。
    一片绿叶好比一个工厂    “绿色工厂”开设在哪里？
它就开设在绿色植物的叶片内。
    植物叶片的形状各式各样，有蒲扇似的棕叶，巴掌似的梧桐叶，眉毛似的柳叶，缝衣针似的松叶等
等。
它们都是由许多绿色的细胞组成。
在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见细胞里有许许多多绿色的颗粒，这就是叶绿体。
每个叶绿体都可以单独地进行光合作用。
一个叶绿体好比工厂的一个车间。
    你也许感到诧异，那一片片随风摇曳的绿叶怎能容得下那么多的“车间”、摆得进那么多的“机器
”？
    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工厂”的布局和设备吧。
请你在庭院随手摘一片阔叶片，肉眼能够看到的是叶片的正面和背面都有一层表皮，即上表皮和下表
皮。
用小镊子撕去表皮，露出叶肉，叶肉中间分布着许许多多叶脉。
    如果把叶片纵切成薄片，放在低倍显微镜下观察，就可以看到上下表皮好像是“工厂”的围墙，它
是由一层排列得很紧密的细胞组成的。
表皮向外一面的细胞壁上，有一层透明的、不易透水的角质层，它既能让阳光透过“围墙”进到“车
间”，又可以保证“工厂”内部的水分不会轻易地散发出去。
    叶片表皮上有许多很小很小的孔，叫气孔，气孔是由两个半月形的保卫细胞围成的，保卫细胞的壁
调节着气孔的开闭。
    气孔有多大呢？
一般用微米来表示(一微米等于千分之一毫米)，据测量，一个气孔宽约3～12微米，长约10-40微米。
    叶片的上下表皮都有气孔。
一般地说，下表皮的气孔数目比上表皮多一些。
不过，不同的植物也不一样，比如苹果叶片的气孔都在下表皮，莲和睡莲叶片的气孔只在上表皮。
叶片上面的气孔多得惊人，通常在一平方厘米的叶面积上就有100～16000个。
气孔的面积约占叶片总面积的1-2％。
空气和水就从这里进进出出。
    气孔的开闭运动，是由保卫细胞的含水量决定的。
    一般地说，在温暖晴朗的天气里，叶片照光以后气孔就开放，黑暗降临时气孔就关闭。
但是，外界环境的水分和温度也影响气孔的开关。
缺水的时候，气孔关闭；温度超过25摄氏度时，气孔也关闭。
你看气孔的开闭跟外界条件的关系多么密切呀！
这也是植物对不良环境的一种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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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叶肉里有成束的叶脉，其中包括导管和筛管，它和根、茎的导管和筛管连通。
叶脉像一条条四通八达的运输线，源源不断地把原料输送到“工厂”里来，同时把产品运出“厂”，
供应植物体各个部分的需要。
叶脉还是支撑叶片的桁架。
    叶片中的主要部分是叶肉，不论它的重量或者体积，都占整个叶片的90％以上。
叶肉是一群夹在上下表皮之间的薄壁组织。
靠近上表皮的叶肉细胞呈圆柱形，排列得比较整齐，像一根根栅栏，叫做栅栏组织。
接近下表皮的叶肉细胞，形状不规则，排列得很疏松，细胞之间空隙比较大，很像海绵，叫做海绵组
织。
    如果用高倍显微镜来观察叶肉的话，首先跃入你眼帘的是一粒粒晶莹剔透的好像绿宝石似的叶绿体
。
    高等植物的叶绿体形状像透镜，平均直径有10微米左右，厚有2微米左右。
每个绿色细胞中叶绿体数目不一样，从几个到几十个。
上下层细胞所含叶绿体的数量也不一样。
蓖麻叶的栅栏组织里，每个细胞约有36个叶绿体，海绵组织的细胞里只有20个左右。
高等植物的叶绿细胞内所含的叶绿体数目较多，每个细胞里有几十个到100个，甚至还要多。
而绿藻中数量很少，比如衣藻细胞里只有一个叶绿体，星接藻细胞里有两个叶绿体。
    后来，科学家根据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知道叶绿体外面被两层透明的膜包着，里面是许许多多层绿
色的膜，叫做层膜。
这些层膜里面含有叶绿素，并且浸在水里。
因为有了它们，叶片才绿得醉人。
    叶绿素不仅把植物装饰打扮起来，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更重要的，它是“绿色工厂”的“机器”
，有了它，“工厂”才能出产品。
    叶绿素分子的数量大得惊人，一个层膜单位里约有一百万个叶绿素分子，这样，一片绿叶中的叶绿
素分子的数量是很多很多的了。
如果按重量计算，它又小得出奇，平均只占叶片重量的千分之一。
一平方厘米绿叶面积内，只有0.2毫克叶绿素；一公顷土地的绿色植物，也只有13公斤左右的叶绿素。
    “工厂”的原料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    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写的《春夜喜雨》中的诗句，意思是好雨也懂得适应季节，随着微风在夜里
悄悄地洒落，使万物受到雨水的滋润。
    在自然界里，所有生物的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水。
而对植物来说，更有另一种意义：水是“绿色工厂”的重要原料。
没有水，“车间”就开不了工。
    有句成语“根深叶茂”是很有道理的。
一棵健壮的植物具有庞大的根系，植物主要是通过根的幼嫩部分特别是根毛，从土壤中吸收水分。
植物的根毛多得惊人，一株玉米的根，每平方毫米的面积上约有420条根毛，豌豆的根上每平方毫米约
有230条根毛。
    植物的根不仅数量多，有的还埋得很深。
非洲的巴恶巴蒲树，它的根毛区就长在地下35米深的地方，专门吸收地下水。
有趣的是，有些植物的根直接长在水中，比如浮萍，随风漂流。
有些植物的根悬空生长，比如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榕树，它用气根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气根上面虽然没有根毛，可是在根尖的表面有许多层死细胞，细胞壁比较厚，上面有一些小孔，能够
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这些死细胞叫做根被。
    除了水，二氧化碳也是“绿色工厂”的重要原料。
    二氧化碳来自空气。
前面讲过绿色植物叶片的表皮上布满了气孔，每个气孔都和叶肉细胞的间隙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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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孔除了调节植物用水以外，还用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据估计，地球上植物叶片的气孔，每年要吸进去1500亿吨二氧化碳。
如果你要检验一下二氧化碳对于植物的作用，只要在叶片表面涂上一层薄薄的凡士林就行了。
凡士林把气孔堵塞住，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不能跑进去，要不了多久，叶子就枯萎了。
    P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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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萧枫、姜忠喆主编的这本《培养科学发现能力》是“四特教育系列丛书”之一，系统而深入地分析和
探讨了学校如何组织科学试验活动培养科学发现能力，并给予了切实的指导。
全书共分六章，包括：学生科学发现的指导，学生天文发现的启迪，学生物理发现的启迪，学生化学
发现的启迪，学生数学发现的启迪，学生生理发现的启迪。
本书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故事情节强，适合青少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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