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物理与生活小论文(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物理与生活小论文篇一

生活中处处有科学，只要细心观察，科学就能够帮忙你做很
多事！万一有一天你走了很多路脚很累了，你只要把一盆凉
的水放在地上，泡一下脚，脚立刻就不会再累，且十分得舒
服！

大人要在厨房里做饭，一不细心手被烫到了，这不用怕，因
为有两种方法来让手变好。第一种是用冰，先用冰块敷一下
手，之后再用冷水洗，当看到手已经不红了那就好了。第二
方法是用牙膏洗，先用牙膏挤到伤口处，再用手擦一下，并
用一杯水冲洗，再后擦干，这样手就不会再红烫了。

如果有一些朋友坐汽车时会晕车，那也十分简单，可是需要
随身带一样东西——桔子皮。当他感觉到要吐的时侯，就拿
出随身带的桔子皮放到鼻子前，闻上几分钟身体立刻就会舒
服起来。当很舒服了的时候就不需要再闻了，可是要记住不
要浪费哦！这浪费指的是用玩一次就立刻扔掉。这样对环境
不好，也不讲求“绿色”。用了一次之后，如果还会感到不
适，那能够再一次使用，这会和之前的效果是一样的，也是
十分环保的哦！

生活中处处都有科学，还有很多的秘密还等着你去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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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自然学科。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物理已渗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物理学存在于物
理学家的身边；物理学也存在于同学们身边；在学习中，同
学们要树立科学意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经历观察、思
考、实践、创新等活动，逐步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训练科
学的思维方式，不久你就会拥有科学家的头脑，为自己今后
惊叹不已的发展，为今后美好的生活打下扎实的基础。

科学思维方式物理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自然学科，物理科学作
为自然科学的重要分支，不仅对物质文明的进步和人类对自
然界认识的深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人类的思维发
展也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自然哲学，
到牛顿时代的经典力学，直至现代物理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力
学等，都是物理学家科学素质、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思维的有



形体现。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物理已渗入到人类
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光是找找汽车中的光学知识就有以
下几点：

1.汽车驾驶室外面的观后镜是一个凸镜利用凸镜对光线的发
散作用和成正立、缩小、虚像的特点，使看到的实物小，观
察范围更大，而保证行车安全。

2.汽车头灯里的反射镜是一个凹镜它是利用凹镜能把放在其
焦点上的光源发出的光反射成为平行光射出的性质做成的。

3.汽车头灯总要装有横竖条纹的玻璃灯罩，汽车头灯由灯泡、
反射镜和灯前玻璃罩组成。根据透镜和棱镜的知识，汽车头
灯玻璃罩相当于一个透镜和棱镜的组合体。在夜晚行车时，
司机不仅要看清前方路面的情况，还要还要看清路边持人、
路标、岔路口等。透镜和棱镜对光线有折射作用，所以灯罩
通过折射，根据实际需要将光分散到需要的方向上，使光均
匀柔和地照亮汽车前进的道路和路边的景物，同时这种散光
灯罩还能使一部分光微向上折射，以便照明路标和里程碑，
从而确保行车安全。

4.轿车上装有茶色玻璃后，行人很难看清车中人的面孔茶色
玻璃能反射一部分光，还会吸收一部分光，这样透进车内的
光线较弱。要看清乘客的面孔，必须要从面孔反射足够强的
光透射到玻璃外面。由于车内光线较弱，没有足够的光透射
出来，所以很难看清乘客的面孔。

5.除大型客车外，绝大多数汽车的前窗都是倾斜的

当汽车的前窗玻璃倾斜时，车内乘客经玻璃反射成的像在国
的前上方，而路上的行人是不可能出现在上方的空中的，这
样就将车内乘客的像与路上行人分离开来，司机就不会出现
错觉。大型客车较大，前窗离地面要比小汽车高得多，即使
前窗竖直装，像是与窗同高的，而路上的行人不可能出现在



这个高度，所以司机也不会将乘客在窗外的像与路上的行人
相混淆。

再如下面一个例子：

五香茶鸡蛋是人们爱吃的，尤其是趁热吃味道更美。细心的
人会发现，鸡蛋刚从滚开的卤汁里取出来的时候，如果你急
于剥壳吃蛋，就难免连壳带“肉”一起剥下来。要解决这个
问题，有一个诀窍，就是把刚出锅的鸡蛋先放在凉水中浸一
会，然后再剥，蛋壳就容易剥下来。一般的物质（少数几种
例外），都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可是，不同的物质受热或
冷却的时候，伸缩的速度和幅度各不相同。一般说来，密度
小的物质，要比密度大的物质容易发生伸缩，伸缩的幅度也
大，传热快的物质，要比传热慢的物质容易伸缩。鸡蛋是硬
的蛋壳和软的蛋白、蛋黄组成的，它们的伸缩情况是不一样
的。在温度变化不大，或变化比较缓慢均匀的情况下，还显
不出什么；一旦温度剧烈变化，蛋壳和蛋白的伸缩步调就不
一致了。把煮得滚烫的鸡蛋立即浸入冷水里，蛋壳温度降低，
很快收缩，而蛋白仍然是原来的温度，还没有收缩，这时就
有一小部分蛋白被蛋壳压挤到蛋的空头处。随后蛋白又因为
温度降低而逐渐收缩，而这时蛋壳的收缩已经很缓慢了，这
样就使蛋白与蛋壳脱离开来，因此，剥起来就不会连壳
带“肉”一起下来了。明白了这个道理，对我们很有用处。
凡需要经受较大温度变化的东西，如果它们是用两种不同材
料合在一起做的，那么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它们
的热膨胀性质，两者越接近越好。工程师在设计房屋和桥梁
时，都广泛采用钢筋混凝土，就 是因为钢材和混凝土的膨胀
程度几乎完全一样，尽管春夏秋冬的温度不同，也不会产生
有害的作用力，所以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十分坚固。另外，有
些电器元件却是用两种热膨胀性质差别很大的金属制成的。
例如，铜片的热膨胀比铁片大，把铜片和铁片钉在一起的双
金属片，在同样情况下受热，就会因膨胀程度不同而发生弯
曲。利用这一性质制成了许多自动控制装置和仪表。日光灯的
“启动器”里就有小巧的双金属片，它随着温度的变化，能



够自动屈伸，起到自动开启日光灯的作用。这样的例子举不
胜举，物理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与工农业生产、日常
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物理规律本身就是对自然现象的
总结和抽象。谈到物理学，有些同学觉得很难；谈到物理探
究，有同学觉得深不可测；谈到物理学家，有同学更是感到
他们都不是凡人。诚然，成为物理学家的人的确屈指可数，
但只要勤于观察，善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从生活
走向物理，你就会发现：其实，物理就在身边。正如马克思
说的：“科学就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
整理感性材料”。物理不但是我们的一门学科，更重要的，
它还是一门科学。

物理学存在于物理学家的身边。勤于观察的意大利物理学家
伽利略，在比萨大教堂做礼拜时，悬挂在教堂半空中的铜吊
灯的摆动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后来反复观察，反复研究，
发明了摆的等时性；勇于实践的美国物理学家富兰克林，为
认清“天神发怒”的本质，在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日
子，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司空见惯的风筝将“上帝之火”请
下凡，由此发明了避雷针；敢于创新的英国科学家亨利？阿
察尔去邮局办事。当时身旁有位外地人拿出一大版新邮票，
准备裁下一枚贴在信封上，苦于没有小刀。找阿察尔借，阿
察尔也没有。这位外地人灵机一动，取下西服领带上的别针，
在邮票的四周整整齐齐地刺了一圈小孔，然后，很利落地撕
下邮票。外地人走了，却给阿察尔留下了一串深深的思考，
并由此发明了邮票打孔机，有齿纹的邮票也随之诞生了；古
希腊阿基米德发现阿基米德原理；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
线；……研究身边的琐事并有大成就的物理学家的事例不胜
枚举。

物理学也存在于同学们身边。学了测量的初步知识，同学们
纷纷做起了软尺。有位同学别出心裁，用透明胶把制好的牛
皮纸软尺包扎好，这样更牢固。然后，用大大卷泡泡糖的包
装盒作为软尺的外壳，在盒的中心利用铁丝做一摇柄中心轴，
软尺的末端固定在轴上，这 样一个可以收拾并反复使用的卷



尺诞生了。同时，这位同学受软尺自作的启示，用实验解决
了一道习题：用软尺测量物体长度时，若把软尺拉长些，测
量值是偏大还是偏小？他做了这样一个模拟实验：在白纸上
画一条直线，标上刻度，然后用透明胶粘贴，再扯下来，便
做成了“软尺”，用“软尺”不仅找到了上题的答案，而且
还清楚地看到分度值变大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学了
电学的有关知识后，同学们对蚯蚓能承受的最大电压进行了
探究：当给它加上1.5v的电压时，蚯蚓迅速分泌粘液，且奋
力挣扎，从瓶内跳出瓶外。当给它加上3v的电压时，蚯蚓被
电为两截；有同学在测量“2.4v、0.5a”的小灯泡的功率，并研
究其发光情况时，不满足于给灯泡加上2.4v的电压，而是用
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小灯泡做破坏性实验，不断加大灯泡两端
的电压，直至电压高达9v、灯泡灯丝烧断，才停止探究；有同
学在学习蒸发的知识时，不厌其烦地座在桌旁观察相同的两
滴水（其中一滴水滩开），进行聚精会神地观察，然后进行
分析、对比，得出影响蒸发的因素；……同学们捕捉身边的
琐事进行探究的事例屡见不鲜。

身边的事物是取之不尽的，对与现实生活联系很紧密的物理
学科来说，更是时时会用到的，用身边的事例去解释和总结
物理规律，学生听起来熟悉，接受起来也就容易了。只要时
时留意，经常总结，就会不断发现有利于物理教学的事物，
丰富我们的课堂，活跃教学气氛，简化概念和规律。新课标
告诉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物理课程应贴近学生生活，符合
学生认知特点，激发并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探索物理
现象，揭示隐藏其中的物理规律，并将其应用于生产生活实
际，培养学生终身的探索乐趣、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初步的科
学实践能力。”

今天，人类所有的令人惊叹不已的科学技术成就，如克隆羊、
因特网、核电站、航空技术等，无不是建立在早年的科学家
们对身边琐事进行观察并研究的基础上的。在学习中，同学
们要树立科学意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经历观察、思考、



实践、创新等活动，逐步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训练科学的
思维方式，不久你就会拥有科学家的头脑，为自己今后惊叹
不已的发展，为今后美好的生活打下扎实的基础。

物理与生活小论文篇三

1.“生活中的物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面对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物理现象，特别是日常生活中
的物理现象在教材上出现时，就能很快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引起学生对生活经验的回忆，心里产生一种“原来是这样”
的感觉。学生还会存在各种疑问：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现象能用我们所学知识来解释吗？用哪些知识来解释呢？
从而增加了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能够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生活中的物理”起到了巩固课堂教学成果的作用

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生活中的物理现象、物理应用
来引入所学知识点；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列举生活中的物理
现象、物理应用来加深学生的印象，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物态变化现象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得很多的一类现象，
人类生活中常接触到物态变化现象”。在学习物态变化之前，
先让学生联想到生活中所接触到的雾、露、霜、雨，这些都
涉及物态变化，对问题“物态变化对我们生活有什么作用”
思考后，再分析教学内容，学生再次联系生活中的亲身体会，
对物态变化这个相关内容就有了较深印象。联系实际生活中
的物理，起到了巩固课堂教学成果的作用。

3.教会学生科学思考生活中的物理

（1）教给学生用物理常识思考生活中的物理

例如，在下雪的路面上撒盐是利用降低熔点的方法来熔化冰
雪，既有实用意义，又加深了学生对物态变化的了解；介绍



体温计是根据液体的热胀冷缩的规律制成的，加深了学生对
温度计原理的了解……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物理，会使学
生感到物理非常有用，学生愿意用所学物理知识来解释、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2）教会学生用生活中小实验思考生活中的物理

例如，农民常常将生姜、红薯等农作物放在地窖里或用细沙
埋起来储藏，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就让学生带着问题回家问
自己父母，这样很容易得出答案。超市里常用保鲜袋包水果，
目的之一是减少水果中的水分流失。高考期间有些地方由于
天气炎热，常在考场里放些冰块，理由是干冰升华时需要吸
收大量的热，这样可以使考生凉爽。通过这些例子，可让学
生充分认识物态变化现象。家庭实验可以使学生从身边熟悉
的现象入手，让学生发现问题并展开探究，使学生自主获得
有关知识和经验。

（3）开展探究性专题思考生活中的物理

例如，“厨房里的物理”，“光污染的形成”，“力与运动
的关系”，“生活中的压强与浮力现象”等。当课题研究与
生活实际相结合，学生就会积极主动地进行探究，在探究过
程中能够利用已经掌握的物理知识去解决问题，而对于无法
解决的问题，学生会主动查阅相关资料。通过开展探究性学
习，把物理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增强了学生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教会学生科学思考生活中的物理，对学好物理、运用
物理是非常重要的。

物理与生活小论文篇四

物理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自然学科。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物理已渗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物理学存在于物



理学家的身边；物理学也存在于我们身边；在学习中，我们
要树立科学意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经历观察、思考、
实践、创新等活动，逐步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训练科学的
思维方式，为自己今后惊叹不已的发展，为今后美好的生活
打下扎实的基础。

——前言

向上，使光均匀柔和地照亮汽车前进的道路和路边的景物，
同时这种散光灯罩还能使一部分光微向上折射，以便照明路
标和里程碑，从而确保行车安全。4． 轿车上装有茶色玻璃
后，行人很难看清车中人的面孔，茶色玻璃能反射一部分光，
还会吸收一部分光，这样透进车内的光线较弱。要看清乘客
的面孔，必须要从面孔反射足够强的光透射到玻璃外面。由
于车内光线较弱，没有足够的光透射出来，所以很难看清乘
客的面孔。5． 除大型客车外，绝大多数汽车的前窗都是倾
斜的，当汽车的前窗玻璃倾斜时，车内乘客经玻璃反射成的
像在国的前上方，而路上的行人是不可能出现在上方的空中
的，这样就将车内乘客的像与路上行人分离开来，司机就不
会出现错觉。大型客车较大，前窗离地面要比小汽车高得多，
即使前窗竖直装，像是与窗同高的，而路上的行人不可能出
现在这个高度，所以司机也不会将乘客在窗外的像与路上的
行人相混淆。

生活中处处充满物理，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与物理有关。1．电
饭堡煮饭、电炒锅煮菜、电水壶烧开水是利用电能转化为内
能，都是利用热传递煮饭、煮菜、烧开水的。2．排气扇（抽
油烟机）利用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利用空气对流进行空气变
换。3．电饭煲、电炒锅、电水壶的三脚插头，插入三孔插座，
防止用电器漏电和触电事故的发生。4．微波炉加热均匀，热
效率高，卫生无污染。加热原理是利用电能转化为电磁能，
再将电磁能转化为内能。5．厨房中的电灯，利用电流的热效
应工作，将电能转化为内能和光能。6．厨房的炉灶（蜂窝煤
灶，液化气灶，煤灶，柴灶）是将化学能转化为内能，即燃



料燃烧放出热量。

再如下面一个例子：

剥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诀窍，就是把刚出锅的鸡
蛋先放在凉水中浸一会，然后再剥，蛋壳就容易剥下来。一
般的物质，都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可是，不同的物质受热
或冷却的时候，伸缩的速度和幅度各不相同。一般说来，密
度小的物质，要比密度大的物质容易发生伸缩，伸缩的幅度
也大，传热快的物质，要比传热慢的物质容易伸缩。鸡蛋是
硬的蛋壳和软的蛋白、蛋黄组成的，它们的伸缩情况是不一
样的。在温度变化不大，或变化比较缓慢均匀的情况下，还
显不出什么；一旦温度剧烈变化，蛋壳和蛋白的伸缩步调就
不一致了。把煮得滚烫的鸡蛋立即浸入冷水里，蛋壳温度降
低，很快收缩，而蛋白仍然是原来的温度，还没有收缩，这
时就有一小部分蛋白被蛋壳压挤到蛋的空头处。随后蛋白又
因为温度降低而逐渐收缩，而这时蛋壳的收缩已经很缓慢了，
这样就使蛋白与蛋壳脱离开来，因此，剥起来就不会连壳
带“肉”一起下来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对我们很有用处。凡需要经受较大温度变
化的东西，如果它们是用两种不同材料合在一起做的，那么
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它们的热膨胀性质，两者越
接近越好。工程师在设计房屋和桥梁时，都广泛采用钢筋混
凝土，就是因为钢材和混凝土的膨胀程度几乎完全一样，尽
管春夏秋冬的温度不同，也不会产生有害的作用力，所以钢
筋混凝土的建筑十分坚固。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物理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与工
农业生产、日常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物理规律本身就
是对自然现象的总结和抽象。

物理学存在于物理学家的身边。勤于观察的意大利物理学家
伽利略，在比萨大教堂做礼拜时，悬挂在教堂半空中的铜吊



灯的摆动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后来反复观察，反复研究，
发明了摆的等时性；勇于实践的美国物理学家富兰克林，为
认清“天神发怒”的本质，在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日
子，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司空见惯的风筝将“上帝之火”请
下凡，由此发明了避雷针；敢于创新的英国科学家亨利•阿察
尔去邮局办事。当时身旁有位外地人拿出一大版新邮票，准
备裁下一枚贴在信封上，苦于没有小刀。找阿察尔借，阿察
尔也没有。这位外地人灵机一动，取下西服领带上的别针，
在邮票的四周整整齐齐地刺了一圈小孔，然后，很利落地撕
下邮票。外地人走了，却给阿察尔留下了一串深深的思考，
并由此发明了邮票打孔机，有齿纹的邮票也随之诞生了；古
希腊阿基米德发现阿基米德原理；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
线；……研究身边的琐事并有大成就的物理学家的事例不胜
枚举。

在桌旁观察相同的两滴水（其中一滴水滩开），进行聚精会
神地观察，然后进行分析、对比，得出影响蒸发的因
素；……同学们捕捉身边的琐事进行探究的事例屡见不鲜。

身边的事物是取之不尽的，对与现实生活联系很紧密的物理
学科来说，更是时时会用到的，用身边的事例去解释和总结
物理规律，听起来熟悉，接受起来也就容易了。只要时时留
意，经常总结，就会不断发现有利于物理教学的事物，丰富
我们的学习生活，活跃学习气氛，简化概念和规律。

今天，人类所有的令人惊叹不已的科学技术成就，如克隆羊、
因特网、核电站、航空技术等，无不是建立在早年的科学家
们对身边琐事进行观察并研究的基础上的。在学习中，同学
们要树立科学意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经历观察、思考、
实践、创新等活动，逐步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训练科学的
思维方式，不久你就会拥有科学家的头脑，为自己今后惊叹
不已的发展，为今后美好的生活打下扎实的基础。

我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只要细心观察身边的物理现象，联



系到我们学过的物理知识，去分析和解释这些现象，就能够
提高观察、分析及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物理作为一门大众
的学科，在生活中的应用数不胜数，厨房中的物理知识应用
真可谓冰山一角，我们必须更加努力的学习，积累物理知识，
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
好。

物理与生活小论文篇五

摘要：物理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自然学科。随着科技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物理已渗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物理学存
在于物理学家的身边；物理学也存在于同学们身边；在学习
中，同学们要树立科学意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经历观
察、思考、实践、创新等活动，逐步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训练科学的思维方式，不久你就会拥有科学家的头脑，为自
己今后惊叹不已的发展，为今后美好的生活打下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物理渗入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存在物理学家同学们身
边科学意识科学学习方法

科学思维方式物理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自然学科，物理科学作
为自然科学的重要分支，不仅对物质文明的进步和人类对自
然界认识的深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人类的思维发
展也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自然哲学，
到牛顿时代的经典力学，直至现代物理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力
学等，都是物理学家科学素质、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思维的有
形体现。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物理已渗入到人类
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光是找找汽车中的光学知识就有以
下几点：

1．汽车驾驶室外面的观后镜是一个凸镜

利用凸镜对光线的发散作用和成正立、缩小、虚像的特点，
使看到的实物小，观察范围更大，而保证行车安全。



2．汽车头灯里的反射镜是一个凹镜

它是利用凹镜能把放在其焦点上的光源发出的光反射成为平
行光射出的性质做成的。

3．汽车头灯总要装有横竖条纹的玻璃灯罩

汽车头灯由灯泡、反射镜和灯前玻璃罩组成。根据透镜和棱
镜的知识，汽车头灯玻璃罩相当于一个透镜和棱镜的组合体。
在夜晚行车时，司机不仅要看清前方路面的情况，还要还要
看清路边持人、路标、岔路口等。透镜和棱镜对光线有折射
作用，所以灯罩通过折射，根据实际需要将光分散到需要的
方向上，使光均匀柔和地照亮汽车前进的道路和路边的景物，
同时这种散光灯罩还能使一部分光微向上折射，以便照明路
标和里程碑，从而确保行车安全。

4．轿车上装有茶色玻璃后，行人很难看清车中人的面孔

茶色玻璃能反射一部分光，还会吸收一部分光，这样透进车
内的光线较弱。要看清乘客的面孔，必须要从面孔反射足够
强的光透射到玻璃外面。由于车内光线较弱，没有足够的光
透射出来，所以很难看清乘客的面孔。

5．除大型客车外，绝大多数汽车的前窗都是倾斜的

当汽车的前窗玻璃倾斜时，车内乘客经玻璃反射成的像在国
的前上方，而路上的行人是不可能出现在上方的空中的，这
样就将车内乘客的像与路上行人分离开来，司机就不会出现
错觉。大型客车较大，前窗离地面要比小汽车高得多，即使
前窗竖直装，像是与窗同高的，而路上的行人不可能出现在
这个高度，所以司机也不会将乘客在窗外的像与路上的行人
相混淆。

再如下面一个例子：



五香茶鸡蛋是人们爱吃的，尤其是趁热吃味道更美。细心的
人会发现，鸡蛋刚从滚开的卤汁里取出来的时候，如果你急
于剥壳吃蛋，就难免连壳带“肉”一起剥下来。要解决这个
问题，有一个诀窍，就是把刚出锅的鸡蛋先放在凉水中浸一
会，然后再剥，蛋壳就容易剥下来。

一般的物质（少数几种例外），都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可
是，不同的物质受热或冷却的时候，伸缩的速度和幅度各不
相同。一般说来，密度小的物质，要比密度大的物质容易发
生伸缩，伸缩的幅度也大，传热快的物质，要比传热慢的物
质容易伸缩。鸡蛋是硬的蛋壳和软的蛋白、蛋黄组成的，它
们的伸缩情况是不一样的。在温度变化不大，或变化比较缓
慢均匀的情况下，还显不出什么；一旦温度剧烈变化，蛋壳
和蛋白的伸缩步调就不一致了。把煮得滚烫的鸡蛋立即浸入
冷水里，蛋壳温度降低，很快收缩，而蛋白仍然是原来的温
度，还没有收缩，这时就有一小部分蛋白被蛋壳压挤到蛋的
空头处。随后蛋白又因为温度降低而逐渐收缩，而这时蛋壳
的收缩已经很缓慢了，这样就使蛋白与蛋壳脱离开来，因此，
剥起来就不会连壳带“肉”一起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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