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集合的知识点总结归纳(优秀8篇)
学习总结是一种对学习经验的总结和积累，可以提高我们的
学习能力和素质。在这里，小编为大家提供了一些学期总结
的参考范文，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集合的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一

(1)三角形中位线定义：连接三角形两边中点的线段叫做三角
形的中位线。

(2)梯形中位线定义：连接梯形两腰中点的线段叫做梯形的中
位线。

注意(1)要把三角形的中位线与三角形的中线区分开。三角形
中线是连接一顶点和它的对边中点的线段，而三角形中位线
是连接三角形两边中点的线段。

(2)梯形的中位线是连接两腰中点的线段而不是连结两底中点
的线段。

(3)两个中位线定义间的联系：可以把三角形看成是上底为零
时的梯形，这时三角形的中位线就变成梯形的中位线。

中位线定理

(1)三角形中位线定理：三角形的中位线平行于第三边并且等
于它的一半.

(2)梯形中位线定理：梯形的中位线平行于两底，并且等于两
底和的一半.

中位线定理推广



三角形有三条中位线，首尾相接时，每个小三角形面积都等
于原三角形的四分之一，这四个三角形都互相全等。

集合的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二

高一如何适应高中数学学习

原因一：

高中数学与初中数学相比，难度提高。因此会有少部分新高
一生一时无法适应。表现在上课都听懂，作业不会做;或即使
做出来，老师批改后才知道有多处错误，这种现象被戏称
为“一听就懂，一看就会，一做就错”。因此有些家长会认
为孩子在初中数学考试都接近满分，怎么到了高中会考试不
及格?!

应对方法：

要透彻理解书本上和课堂上老师补充的内容，有时要反复思
考、再三研究，要能在理解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并在勤学的
基础上好问。

原因二：

初、高中不同学习阶段对数学的不同要求所致。高中考试平
均分一般要求在70分左右。如果一个班有50名学生，通常会
有10个以下不及格，90分以上人数较少。有些同学和家长不
了解这些情况，对初三时的成绩接近满分到高一开始时的不
及格这个落差感到不可思议，重点中学的学生及其家长会特
别有压力。

应对方法：

看学生的成绩不能仅看分数值，关键要看在班级或年级的相



对位置，同时还要看学生所在学校在全市所处的位置，综合
考虑就会心理平衡，不必要的负担也就随之而去。

原因三：

学习方法的不适应。高中数学与初中相比，内容多、进度快、
题目难，课堂听懂作业却常常磕磕绊绊，由于各科信息量都
较大，如果不能有效地复习，前学后忘的现象比较严重。

应对方法：

课堂上不仅要听懂，还要把老师补充的内容适当地记下来，
课后最好把所学的内容消化后再做作业，不要一边做题一边
看笔记或看公式。课后尽可能再选择一些相关问题来练习，
以便做到触类旁通。

原因四：

思想上有所放松。由于初三学习比较辛苦，到高一部分同学
会有松口气的想法，因为离高考毕竟还有三年时间，尤其是
初三靠拼命补课突击上来的部分同学，还指望“重温旧梦”，
这是很危险的想法。如果高一基础太差，指望高三突击，实
践表明多数同学会落空。部分智力较好的男生“恃才傲物”，
解题只追求答案的正确性，书写不规范，考试时丢分严重。

应对方法：

高一的课程内容不得懈怠，函数知识贯穿于高中数学的始终，
函数思想更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利器，学好函数对整个高中数
学都很重要，放松不得。在高一开始时养成勤奋、刻苦的学
习态度，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和方法非常重要。高中数学
有十几章内容，高一数学主要是函数，有些同学函数学得不
怎么好，但高二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却能学得不错，因此，
一定要用变化的观点对待学生。鼓励和自信是永不失效的教



育法宝。

集合的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三

与小学生相比，初中生的学习方法显得更加多样和复杂，学
习内容的变化要求初中生做到：

1、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以免造成学习上的忙乱。

2、课堂上，要求学生认真听讲，学会记听课笔记。

3、随着学习内容的扩大加深，要求学生能够学会独立思考，
对学习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做到学得活、记得牢、用得上。

学习能力是多方面的，它包括注意力、观察力、思考力、应
用力、自觉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等。可想而知，一
个连课都听不懂的人要想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则无从谈
起。所以，要提高学习能力，必须以听课为重，提高听课水
平，在预习和上课阶段，让你的学习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
挥，然后利用复习，将学习的要点加以深入思考和整理，以
提高应用能力，从而由征服一门学科到到征服所有不擅长的
学科，全面提高学习成绩。

提高听课水平

1、积极主动地听课

真正所谓的“上课”，就是把自己事先做过或思考过，但又
不怎么理解的问题，放在课堂教学的有限时间里去求得解答
的线索，然后再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这样你必须做好预
习和复习。

2、预习，通常分为三个阶段（预习三部曲）



(1)、预习第一阶段

(2)、预习第二阶段

研究课本后的问题或习题，将它们解答出来，上课时将答案
与老师讲解的正确答案对照。

(3)、预习第三阶段

利用参考材料，将没有学过的内容（后几课）做一番预习，
能做到这一部，不仅预习的兴趣会迅速增加，而且预习的功
夫也会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当然在预习阶段遇到不太明白的地方，你得立刻回过头来复
习以前的部分，所以“预习”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复习”
因素，兼有双重功能。正如有人曾说过的“七分预习，三分
复习”。

3、复习的过程也分为三个阶段

(1)、复习第一阶段把课堂上学过的内容重温柔一遍、实际上，
这是最愚笨的方法，很多人都是这样：“点到为止”，不求
甚解，但总比一点都不复习好得多。

(2)、复习第二阶段

把课堂上学过的重点摘出来，整理在笔记本上，这并不需要
太多时间。

(3)、复习第三阶段

做练习（这是加强应用能力的问题）

总而言之，要提高学习能力，必须以听课为重，在预习和上
课阶段，让你的学习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然后利用复



习，将学习的要点加以深入思考和整理，以提高应用能力。

集合的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四

2.集合的中元素的三个特性：

(1)元素的确定性，

(2)元素的互异性，

(3)元素的无序性，

3.集合的表示：{…}如：{我校的篮球队员}，{太平洋，大西
洋，印度洋，北冰洋}

(1)用拉丁字母表示集合：a={我校的篮球队
员},b={1,2,3,4,5}

(2)集合的表示方法：列举法与描述法。

?注意：常用数集及其记法：

非负整数集(即自然数集)记作：n

正整数集n或n+整数集z有理数集q实数集r

1)列举法：{a,b,c……}

3)语言描述法：例：{不是直角三角形的三角形}

4)venn图：

4、集合的分类：



(1)有限集含有有限个元素的集合

(2)无限集含有无限[]个元素的集合

(3)空集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例：{x|x2=-5｝

集合的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五

1、生的饺子会沉、熟的会浮，是因热空气比冷空气轻。

2、加盐可以让马铃薯和鸡蛋浮起来，加盐是为了增大水的密
度。

3、用塑料薄膜做的降落伞可以在空中停留比较长的时间，是
因高楼边有上升气流。

4、我们能看见蓝天，是因阳光中蓝光的穿透力最强。

5、放大镜能把纸点燃，是因为凸透镜能聚焦。

6、指南针能指南，是因南边是地磁场的北极。

7、雪地开车轮子上缠铁链，是为了增大摩擦力。

8、夜观星星越来越少，是因宇宙还在不断膨胀。

9、空调、汽车尾气、水泥地面、大量建房，是造成温室效应
的罪魁祸首。

10、植物有制造氧气、吸收灰尘和噪音、降低周围温度、抵
挡风沙、固土固水的作用，因此应多种树种草。



集合的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六

1.科学是一门研究各种自然现象，并寻找他们产生、发展的
原因和规律的学科。在学习科学时应该多观察、多实验、多
思考。

2.观察和实验是进行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也是学习科学
的重要方式。

3.借助各种仪器的目的：使观察的范围更广，使判断更准确

9.量筒的使用——使用前看清测量范围和最小刻度

1）放正确：放在水平面上

2）看正确：视线要与凹形液面最低处相平。

仰视使读数比实际值偏小，俯视使读数比实际值偏大

3）读正确：不能用手拿起来读数

10.量筒与量杯的比较

1）量筒：粗细均匀、刻度分布均匀2）量杯：上粗下细、刻
度上密下疏

1.蜗牛的身体结构包括眼、口、足、壳、触角；它有视觉、
味觉、触觉、嗅觉等感觉，没有听觉。

2.自然界的物体根据有无生命，可分为生物和非生物。生物
区别于非生物的生命特征有：能进行新城代谢、有严整的细
胞结构、有遗传、变异的特性、能生殖和发育、有应激性、
能生长、能适应环境和影响环境等。



3.动物和植物最根本的区别是能否进行光合作用。

1.生物体一般由细胞构成，根据构成生物体细胞的多少，可
将生物分为单细胞生物和多细胞生物。

2.单细胞生物的特点是：个体微小，全部生命活动在一个细
胞完成，一般生活在水中。

例如：草履虫属于单细胞动物，体内没有叶绿体，它摄取食
物靠口沟，消化食物依靠食物泡。

3.细菌没有叶绿体，也没有摄食结构，依赖现存的有机物生
活。

细菌根据形态可分为球菌、杆菌、螺旋菌。

细菌的细胞没有成形的细胞核，所以细菌属原核生物。

霉菌、酵母菌、食用菌都属于真菌，它们的细胞都有细胞核，
所以属真核生物

真核生物还包括动物和植物。

4.微生物生长的条件有：空气、水分、适当的温度和有机物。
所以我们保存食物的方法通常有巴斯德消毒法、加热法、冷
藏法、腌制法、真空保存法、干藏法。

集合的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七

1、为什么先看见闪电后听到雷声？（光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
度比声速快）

2、中国第一个奥运会冠军是谁？（许海峰）



3、下面的称号各是谁？（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鬼—
李贺山水诗人——孟浩然、田园诗人——陶渊明）

4、月亮围绕什么东西转？转一周期多长？（地球）（24小时）

5、最小最冷的星星是什么？（冥王星）

6、地球的厚被是什么？（大气圈）

7、飞机上为什么要装黑匣子？（它是用来记载失事时飞机上
的各种情况的，帮助人们了解事故的原因的）

8、春节有哪些风俗？（扫房、放爆、贴春联、吃年夜饭等）

9、什么动物能预测地震？（牛、马、驴、兔、鸡、狗、蛇、
鼠、狗、猫、燕子、鹰等）

10、什么植物先开花，后长叶？（连翘、迎春花、腊梅、桃
树、梨树）

11、药瓶为什么是浅色的？（因为浅色能反光，深色的受太
阳光一照，吸收光多，药品容易变质）

12、谁发明蒸汽机？（瓦特）

13、哪种恐龙最硬？（剑龙）

14、地球的血是什么？（岩浆）

15、为什么不能关灯看电视？（电视机的屏幕和图象都比较
小，在黑暗中看，视力要高度集中和扩展，对电视机屏幕上
的光线的强烈反映特别敏感，会使眼睛受到刺激，视力下降）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是谁？（朱德、彭德怀、贺龙、
陈毅、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林彪、叶剑英）



17、为什么兔子不用喝水？（因为兔子的主食青菜里有大量
水份，足够身体的需要了，如果肠里的水一多，就会患肠胃
炎。但兔子体内缺水时，也是可以喝水的）

18、什么是流星？（指太空很小的固体或尘埃闯入地球大气
层所产生的光迹）

19、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天文学家是谁？（张衡）

20、电池的发明人是谁？（伏特）

21、第1个到达月球的两个宇航员是谁？（阿姆斯特郎和奥尔
德林）

22、泰山在哪个省哪个市？（山东泰山市）

23、世界上最宝贵的五大宝石叫什么？（猫眼石、祖母绿、
金刚宝石、蓝宝石、红宝石）

24、鱼类的祖先叫什么？（文昌鱼）

25、世界上最毒的蜘蛛叫什么？（狼蜘）

26、法国的首都是什么？（巴黎）

27、英国的首都是什么？答案：伦敦。

28、我国的四大海产是哪四样？答案：大黄鱼、小黄鱼、带
鱼、乌贼。

29、最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答案：蓝鲸。

30、最大的两栖动物是什么？答案：娃娃鱼。

31、两栖动物的祖先是哪种动物？答案：鱼。



32、最早的农作物是什么？答案：小麦。

33、甩掉中国贫油帽子的人是谁？答案：李四光。

34、谁发明了麻醉术？答案：华佗。

35、橡皮是谁发明的？答案：爱迪生。

36、是谁发明了导弹？答案：钱学森。

37、海龟的寿命有多少？答案：300岁。

38、中国是世界上产虎最多的国家，那么什么最为名贵？答
案东北虎。

39、什么动物是人最早驯养的？答案：鸡。

40、最高的哺乳动物是什么？答案：长颈鹿。

41、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绿色植物是什么？答案：蓝藻。

42、代表着和平的植物是什么？答案：橄榄枝。

43、ufo是什么标志？答案：飞碟。

44、不给仙人掌浇水，最多能活几年？答案：6年。

45、山茶是什么血型？答案：o型。

46、我国杂交水稻之父是是谁？答案：袁隆平。

47、飞机是谁发明的？答案：莱特兄弟。

48、全球的四大害是哪四种？答案：老鼠、蚊子、苍蝇、臭
虫。



49、为中国夺得第1枚国际金牌？答案：吴传玉。

50、第一个预报彗星的是谁？答案：哈雷。

51、汉民族的共同语是什么？答案：普通话。

52、被称为捕虫神刀手的.是什么动物？答案：螳螂。

53、中国是何时参加奥运会的？答案：1924年。

54、最长的马拉松赛跑用了多少时间？答案：54年。

55、乒乓球是中国人引为骄傲的“国球”吗？答案：是的。

56、冰淇淋是哪国发明的？答案：中国。

57、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获得若贝尔奖的是谁？答案：居里夫
人。

58、酱油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答案：秦汗时期。

59、最早的地雷是谁发明的？答案：爱国名叫将戚继光。

60、书法有哪些种类？答案：正书、草书、篆书、隶书、行
书、楷书。

61、感恩节是哪国的节日？答案：美国。

62、感恩节是每年的几月的第几个星期几？答案：每年的11
月的第四个星期日。

63、植物是空气的净化器代器吗？答案：是的。

64、哪些蚊子会吸人的血？答案：雌蚊。



65、含义深刻的小故事是什么？答案：寓言。

66、我国农历中有多少个节气？（24个）

67、我国法律规定，未满多少周岁的公民称为未成年人？
（18）

68、企鹅是南极还是北极的特有动物？（南极）

69、地球上有四大洋，位于地球最北部的是什么大洋？（北
冰洋）

70、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五行”是指什么？（金木水火土）

71、离地球最近的一颗恒星是哪一颗？（太阳）

72、我们经常在商品包装上看到的一些黑白间隔的直条，这
是什么？（条形码）

73、寓言“坐井观天”中坐在井中的是什么动物？（青蛙）

74、吃西餐时，我们应该用哪只手拿刀，哪只手拿叉？（右
手拿刀，左手拿叉）

75、文房四宝指的是哪四件东西？（笔墨纸砚）

76、百家姓》中的第一个姓氏是什么？（赵）

77、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是谁发明的？(蔡伦)

78、世界上最小的鸟是？答案：蜂鸟。

79、我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是什么？（红楼梦、西游记、水
浒传、三国演义）



80、戏曲人物中画白色脸谱的一般是好人还是坏人？（坏人）

81、我国第一大岛是：（台湾岛）

82、电风扇能把空气吹凉吗？（不能）

83、我国古代有“琴棋书画”之说，请问琴指什么？棋指什
么？（古筝围棋）

84、人体有多少块骨骼？（206块）

85、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是哪个湖？（青海湖）

86、中国在南极设立的第一个考察站叫什么名字？（长城站）

87、发明了电话的科学家是谁？（贝尔）

88、自然界已知的最硬物质是什么？（金刚石（钻石））

89、属于可再生的清洁的常规能源是什么？（水能）

90、每年的“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6月5日）

91、人体含水量百分比最高的器官是？答案：眼球。

92、人的一生大约要喝多少吨水？(80吨)。

93、美术中的“三原色”指哪三种颜色？（红、黄、蓝）

94、人的正常体温是多少？（370c左右）

95、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奥运会是几年举行1次？（四
年）

96、奥运“五环旗”中的“五环”分别是什么颜色？（红、



黄、蓝、绿、黑）

97、空气中支持燃烧的气体叫什么？（氧气）

98、“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搭乘了的宇航员名叫什么名字？
（杨利伟）

99、与人类最接近的动物是：（大猩猩）

100、食物的“五味”是指（酸、甜、苦、辣、咸）

集合的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八

我们看到星闪闪，这不是因为星星本身的光度出现变化，而
是与大气的遮挡有关。大气隔在我们与星星之间，当星光通
过大气层时，会受到大气的密度和厚薄影响。大气不是绝对
的透明，它的透明度会根据密度的不同而产生变化。所以我
们在地面透过它来看星星，就会看到星星好像在闪动的样子
了。

2为什么向日葵总是朝着太阳开花?

向日葵花盘下面茎部的地方，含有一种叫做「植物生长素」
的物质。这物质有加速繁殖的功用，但却具有厌旋光性，每
遇到光线时，便会跑到背光的一面去。

所以太阳升起时，向日葵茎部便马上躲到背光的一面去，看
起来整棵植物就向着太阳的方向弯曲了。

3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

萤火虫会发光因为在它们的腹部末端有发光器，发光器内充
满许多含磷的发光质及发光酵素，使萤火虫能发出一闪一闪
的光。萤火虫发光的目的，除了要照明之外，还有求偶、警



戒、诱捕等用途。这也是它们的一种沟通的工具，不同种类
萤火虫的发光方式、发光频率及颜色也会不同，它们藉此来
传达不同的讯息。

4为什么松鼠的尾巴特别大?

别看轻松鼠的尾巴!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同时，它的尾巴正
发挥很大的功用。它能够令松鼠在树上跳跃时得到平衡，避
免掉下来受伤。此外，这条大大的尾巴更能于冬天发挥保护
的功用，紧紧围着松鼠的身躯，既方便，又实用。

5为什么海水大多是蓝、绿色?

望向大海，很多时也发现海水呈现蓝、绿色。可是，当你把
海水捞起时，你却只能看到它像往日的水般，透明无色。原
来，海水本身与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水没有大分别，也是透
明的。我们所看到的绿色，其实是海水对光吸收能力而产生
出来的现象。只有绿光能被海水吸收，从而反射出来;当海水
更深时，绿光也被吸收，海水看上去便成了蓝色。

6为什么树叶会变颜色?

树叶变色的原因与其蕴含的化学物质—叶绿素有关。当秋天
来临时，白天的时间比夏天较短，而气温更亦较低，树叶因
此停止制造叶绿素，剩余的养分输送到树干和树根中储存。
树叶中缺少了绿色的叶绿素，与此同时，其它化学色素因而
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多看到黄和褐等颜色的树叶。

7冰糕为什么会冒气?

冰糕冒气是因为外界空气中有不少眼睛看不见的水汽，碰到
很冷的冰糕时，一遇冷就液化成雾滴包围在冰糕周围，看上
去似乎是冰糕在“冒气”一样。



8蝉为什么会蜕皮?

蝉的外壳(外骨骼)是坚硬的，不能随着蝉的生长而扩大，当
蝉生长到一定阶段时，蝉的外骨骼限制了蝉的生长，蝉将原
有的外骨骼脱去，就是蝉蜕。

9蜜蜂怎样酿蜜?

蜂先把采来的花朵甜汁吐到一个空的蜂房中，到了晚上，再
把甜汁吸到自己的蜜胃里进行调制，然后再吐出来，再吞进
去，如此轮番吞吞吐吐，要进行100～240次，最后才酿成香
甜的蜂蜜。

10为什么人会打呵欠?

当我们感到疲累时，体内已产生了许多的二氧化碳。当二氧
化碳过多时，必须再增加氧气来平衡体内所需。因为这些残
留的二氧化碳，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活动，这时身体便会
发出保护性的反应，于是就打起呵欠来。打呵欠是一种深呼
吸动作，它会让我们比平常更多地吸进氧气和排出二气化碳，
还做到消除疲劳的作用呢。

11为什么蛇没有脚都能走路?

蛇的身上有很多鳞片，这是它们身上最外面的一层盔甲。鳞
片不但用来保护身体，还可以是它们的「脚」。蛇向前爬行
时，身体会呈s形。而每一片在s形外边的鳞片，都会翘起来，
帮助蛇前进时抓住不平的路面。这些鳞片跟蛇的肌肉互相配
合，并能推动身体向前爬行，所以蛇没有脚也可以走动呀!

12为什么人老了头发便会变白?

我们的头发中有一种叫「黑色素」的物质，黑色素愈多头发
的颜色便愈黑。而黑色素少的话，头发便会发黄或变白。人



类到了老年时，身体的各种机能会逐渐衰退，色素的形成亦
会愈来愈少，所以头发也会渐渐变白啊!

13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

肚子饿了便会咕噜咕噜地叫，这是因为之前吃进的食物快消
化完，胃里虽然空空的，但胃中的胃液仍会继续分泌。这时
候胃的收缩便会逐渐扩大，内里的液体和气体便会翻搅起来，
造成咕噜咕噜的声音。下次不要再为肚子咕咕叫而感到尴尬
啊!因为这是正常的生理动作呢。

14为什么驼鸟不会飞?

身型庞大的驼鸟类的一种，但它们却不会飞上天啊!这不是因
为它们的翅膀不管用，而是它们的羽毛都太柔软，翅膀又太
小，根本不适合飞行。另外，驼鸟的肌肉不发达，胸骨又平
平的，对飞行都没有帮助。驼鸟生活在非洲，由于长期居于
沙漠地区，身体为了适应环境，便逐渐演化成现在的样子。

15为什么罐头里食品不容易变坏?

午餐肉、豆豉鲮鱼、茄汁豆......都是美味的罐头食物，它
们都可以存放很久而不易变坏。这因为罐头是密封的，细菌
便无法进入。人们在制造罐头食品的时候，把罐头里的空气
全部抽出，然后把它封口。在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即使里面
的食物沾上少许细菌，它们也无法生存或繁殖啊!

16为什么婴儿刚出生时都会哭个不停?

婴儿刚出生时都会呱呱大哭，这不是因为他们感到不开心，
而是他们正在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第一口的空气呢!当婴儿离开
妈妈身体出生时，他们吸进的第一口空气会冲到喉部去，这
会猛烈地冲击声带，令声带震动，然后发出类似哭叫的声音。



17为什么蜥蜴的尾巴断落后仍然不断弹跳着?

18为什么人的大拇指不可以有一或三节?

原来，它的节数正好配合其它四指。要是三节的话，大拇指
会显得没有力，以致不能提起较重的物件;要是只得一节，它
便不能自如地与其它四指配合抓紧东西!

19为什么自己搔自己时不感到很痒?

当别人搔自己时，我们会倍感痕痒，而且不断大笑;可是，当
自己搔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单不会大笑，而且更不感痕痒。
基于我们的思想上已有了准备，大脑会发出一种「不会有危
险」的讯息，神经亦随之放松，所以便不会大笑起来和感到
很痒了!

20为什么海水大多是蓝、绿色?

望向大海，很多时也发现海水呈现蓝、绿色。可是，当你把
海水捞起时，你却只能看到它像往日的水般，透明无色。原
来，海水本身与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水没有大分别，也是透
明的。我们所看到的绿色，其实是海水对光吸收能力而产生
出来的现象。只有绿光能被海水吸收，从而反射出来;当海水
更深时，绿光也被吸收，海水看上去便成了蓝色。

21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

我们的皮肤表面长着汗毛，而每一个毛孔下都有一条竖毛肌，
当受到神经刺激(例如：生气、害怕、受凉等情况)后，身体
的温度会下降，而竖毛肌便会收缩而令毛发竖立起来，形成
鸡皮疙瘩。除了有着保温的作用外，这个生理系统亦可使动
物的体型看起来比实际更大，从而吓退敌人。

22海马是由爸爸的肚里出世?



几乎所有动物也是雌性繁殖下一代，但海马却是与众不同，
它是由雄性分娩出来的。于雄性海马的肚上有一个像袋鼠
「育儿袋」的孵卵囊，雌性海马会把卵子排到雄海马的孵卵
囊中。此后，雄性海马就担起孕育的责任，经过约三个星期，
小海马便由爸爸的体内弹出来。

23为什么树叶会变颜色?

树叶变色的原因与其蕴含的化学物质—叶绿素有关。当秋天
来临时，白天的时间比夏天较短，而气温更亦较低，树叶因
此停止制造叶绿素，剩余的养分输送到树干和树根中储存。
树叶中缺少了绿色的叶绿素，与此同时，其它化学色素因而
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多看到黄和褐等颜色的树叶。

24为什么有落叶?

秋天来临的是时候，树叶上蒸发的水份比夏天多，但树根吸
水却比夏天少了。为了减少树木的水分流失，茎部的细胞开
始形成一个分离层，待养分完全离开树叶后，分离层会令树
叶和树干隔离，树叶从而掉下来。

25为什么鲸鱼会喷水?

鲸鱼是哺乳类动物的一种，可是它的鼻子没有鼻壳，鼻孔长
在头顶上。在水中生活的它用肺呼吸，能一次过储存很多空
气，不用经常到水面换气。但当它往水面换气时，它便会用
鼻呼吸，而呼吸时连带海水喷出体外所发出的巨声浪便是由
压力所造成的。

26银河系有多大?

许许多多的恒心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巨大的星系，其中太阳
系所在的星系叫银河系。银河系像一只大铁饼，宽约8万光年，
中心厚约1.2万光年，恒星的总数在1000颗以上。



27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

因为白天部分阳光被大气中的气体和尘埃散射，把天空照得
十分明亮，再加上太阳辐射的光线非常强烈，使我们看不出
星星来了。

28太阳系有那些天体?

太阳系中有八大行星。它们依次是：水星、金星、地球、火
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另外，太阳系里还有许
多小行星、彗星和流星，已正式编号的小行星有2958颗。最
的彗星是哈雷彗星。

29蓝天有多高?

“蓝天”其实是地球的大气层。大气层包围着地球的空气，
根据空气密度的不同分为5层，总共有2000-3000公里厚。但
绝大部分空气都集中在从地面到15公里高以下的地方，越往
高处空气越稀薄。大气层有多厚，蓝天就应该有多高。

30打雷是怎么回事?

答：这是阴电和阳电碰到一起发生的自然现象。下雨时，天
上的云有的带阳电，有的带阴电，两种云碰到一起时，就会
放电，发出很亮很亮的闪电，同时又放出很大的热量，使周
围的空气很快受热，膨胀，并且发出很大的声音，这就是雷
声。

31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

答：飞机有两个机翼，像小鸟的翅膀一样，它还有推进器。
机翼能产生升力，把飞机托起在空中;推进器能产生能力，把
飞机推向前进。因此，飞机就能像鸟儿一样飞上天了。



32为什么灌满水的瓶子不易破?

有两个相同的玻璃瓶，一个空着，一个灌满了水，同时从相
同的高度落到地面上，哪个瓶子容易破?一般说重的瓶子容易
破。可是，当瓶子灌满水后，瓶子里的水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能减少瓶子的形变，反而使瓶子不容易破了。玻璃瓶破裂，
大多是由于形变引起的。空瓶子落地，地对瓶子产生一个压
力，瓶子从外向里形变，终于破裂。瓶子装满水，由于水是
不可压缩的，从而减少了形变，使得瓶子不易破裂。瓶子里
装满水，再拧紧瓶盖，就更不容易摔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