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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學校名稱：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學生姓名：林海頌 

書名：《繩索、紙袋、黑光燈——解破 72 個科學謎團》 

作者：黃烱明 

  

內容大意： 

這是一本有關科學的書。作者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把科學的思考方法變成為生活中的樂事，就能引

起孩提時代「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求知欲，使人重新開始生動活潑的科學思考。但是思考的路徑往往

不是筆直的，有時走彎路，有時甚至走回頭路；不過也有可能從彎路上獲得意外的新發現。例如在日

常生活裏，光着的冰與棉花包着的冰哪一個融化得快？當然是光着的冰融化得快，因為棉花是可以防

止熱量傳遞的「絕熱材料」，這原理可以應用在熱水瓶裏。 

 

書中有兩個有趣的章節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一個是下雨時，跑步前進還是漫步前行較不易沾濕？

因為這些事情經常發生，尤其是沒有帶雨傘的時候。原來在雨中停留的時間越長，沾濕到的雨量也越

多，所以採用跑步方式較不易沾濕。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深海魚浮上海面會死去？海洋中的魚類不是

可以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呢？其實在海中某一定深度處，魚鰾與水壓有互相平衡的作用。當深海魚一

旦游到較淺的水域時，由於水壓減少，失去壓力平衡的魚鰾便膨脹起來。一旦克服不了浮力，牠只能

被推往更淺的水域，永遠不能回到深海裏了。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事令我們誤解，這本書也有一些例子糾正了我們的錯誤觀念，如紙袋充氣後

會變重嗎？空氣是有重量的，我們會認為一定是充滿空氣的紙袋比較重。事實上，袋內外都是空氣的

話，空氣的重量與受到的浮力完全相等時，紙袋根本沒有重量的變化，結論是紙袋充氣後是不會變重

的。另一個例子，在電影中，有些情節講述有人躲在吊鐘的內部，會被震耳欲聾的聲音嚇到，但事實

是吊鐘所產生的聲波是可以在鐘外傳播的，但站着吊鐘的中央部位，周圍的音波基本上互相抵消，所

以充其量只聽到輕微的聲響而已。 

 

書中提及了一些例子，令我產生了一些新想法。其中一個例子是講述有關地球的萬有引力，原來

地球的內部，任何地方都無重量感，所以我們只能站在地球「上」，不能站在地球「內」。另一個新

奇的想法就是「器官移植」。如果將人的腦移到某人的頭顱裏面，軀體將為大腦所有。可惜，生物機

體對於外部來的東西存在着排斥反應，可能結果仍以失敗告終。此外，書中也解釋了什麼是金屬的原

子排序，讓我們在原子世界中，隨着條件的變化，金屬的排序會尋求適應新條件的法則。 

 

看完這本書後，令我知道所有事情需要科學根據才能作出結論，這樣世界才會越來越進步。 

   



 
老師評語： 

欣賞妳的認真，並能從這本書得到啟發，把科學的思考方法變成生活中的樂事，引起孩提時代 「打

破沙鍋問到底」的求知欲，重新開始生動活潑的科學思考。最欣賞妳能將書中的例子套用到日常生活

中並再作思考，從而糾正我們的錯誤觀念。欣賞妳能夠明白所有事情需要科學根據才能作出結論，這

樣世界會來越進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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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除校正如錯別字及標點符號外，以呈現學生作品的原貌為編輯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