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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小实验的作文（精选 47 篇） 

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学习中，大家对作文都不陌生吧，作文可分

为小学作文、中学作文、大学作文（论文）。你知道作文怎样写才规

范吗？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科学小实验的作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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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察习作这几天，我们在学习关于“观察”的课文，我非常

感兴趣。于是决定自己做一个观察实验——“醋泡鸡蛋”。 

我先准备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杯，一颗生鸡蛋，一瓶白醋，接着轻

轻地把鸡蛋放进杯子里，将白醋慢慢地倒入杯子，直到鸡蛋被白醋淹

没。同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泡在醋里的鸡蛋，蛋壳立刻被密密麻麻

的小气泡包围了。气泡不断地向上冒，还发出“滋滋”的响声。我用

手摸了摸蛋壳，手指有一股轻微麻麻的感觉，就像喝可乐的感觉。过

了一会儿，布满银色小气泡的鸡蛋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渐渐地浮了

上来。我使劲往下按鸡蛋，可一松手，调皮的鸡蛋又浮了起来。我很

奇怪：鸡蛋为什么会冒气泡？又为什么会浮上来呢？难道是鸡蛋上的

小气泡起了救生圈的作用？ 

第二天我一瞧，发现鸡蛋长胖了好多呢，周围的气泡也越来越少

了。鸡蛋脱掉了棕红色的外衣，换上了一件白衬衣，好像沙滩上白色

的鹅卵石。同时杯子里多了一层棕色粘膜，杯子口结了一层白色的泡

沫。 

第三天，鸡蛋又有了新变化，气泡几乎没了。我用食指轻轻点了

点鸡蛋，壳变软了，摸上去嫩嫩的，活像一个弹力球。 

第四天，我发现蛋壳变透明了，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里面的蛋黄。

我按捺不住好奇心，轻轻地把鸡蛋捞起来，可是因为太紧张了，淘气

的鸡蛋滑落到地上。但带来了一个惊奇的发现：包裹着蛋清和蛋黄的

“外衣”裂开了一个大口子，蛋清流出来，蛋黄却变硬了，像穿了一

件厚外套。 

最后，我请教了互联网，终于明白：醋泡鸡蛋时，蛋壳里的碳酸



钙和醋里的醋酸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二氧化碳气体，蛋壳被醋酸

溶解了，所以鸡蛋壳变软了。 

世上有很多有趣的、神奇的事，只是它们都像小精灵一样躲藏着，

如果你留心观察、认真思考，就会把它们找出来。 

科学小实验的作文 篇 2 

一提到科学小实验，我就兴奋不已，因为做科学小实验不仅很好

玩，还可以学到不少的知识。“气球打架了”就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科

学小实验。 

上课了，老师拿着一个饱满的袋子走了进来，同学们纷纷议论起

来，有的人疑惑地说到：“这节课老师要给我们零食吃吗？”而有的

人则胸有成竹地说：“肯定是要做新实验了！”听到这，老师喜笑颜

开地对我们说：“今天，我们一起做一个科学小实验，它叫做“带电

的气球”老师话音刚落，同学们顿时炸开了锅。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

容，有的同学还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嘴里大喊着：“太好了，太棒了，

我也要玩！”而细心的同学们则心想：“气球怎么会有电呢？”为了

有更好的上课氛围，老师先让大家安静下来，然后才对我们说：“看，

接下来，我每人发两个气球和一根绳子，你们的任务就是把气球吹起

来，并且绑在绳子上！”大家听了立马觉得很简单，马上就开始做起

了实验。在做实验的过程中，还有些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老师帮助

我们完成了，比如：“绑气球。” 

看到我们差不多都完成上一个步骤之后，老师又对我们说：“接

下来，我们将气球放在头发上摩擦，摩擦的差不多之后，就用手把气

球从中间提起，如果碰在一起就是摩擦不够，如果分开就是摩擦成

功。”听到这里，我心想：“这么简单，我一定是第一个成功的！” 

于是，我连忙放在头发上摩擦，第一次，我失败了，但是我不放

弃，心想：“失败乃成功之母，我尽力了就行。” 

终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才弄出一点电来。可惜这一点点

电并不足以让我成功这一次的实验。之后，老师告诉我们，两个气球

所带的电是同极，会互相排斥。一个气球上的电排斥在另一个气球上

的电，所以这两个气球才会附在硬纸板上，就像两个打架的孩子一样。 



今天的实验我虽然失败了，但是我学到了新的知识，我也知道失

败并不意味没有收获，反而让我对于这个实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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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的科学课堂，老师给每个学生下发了一把绿豆，让我们每天

观察绿豆的变化，并每周上传照片到钉盘。 

周六，我谨遵老师的要求，喊上老胡，带上铲子，到楼下花坛挖

了一把黄土。我们按照老师的方法在透明的塑料杯里进行了播种，并

浇上水，静静等待它们的变化。 

一切都很顺利，第二天绿豆就有点裂开了。如实打卡，得到好评。 

但是到了第二周，看到其他同学的打卡照片，小豆芽都长得郁郁

葱葱的，十分茂盛。而我的小豆芽却像一个妖娆的姑娘，懒洋洋地贴

在透明杯子的壁上。 

“怎么办？怎么办？”看到它们迟缓的“发育”情况。我不知道

如何是好，急得直跺脚。一想到可能会被科学老师差评，眼泪水啪嗒

啪嗒地流下来。 

“哭是没有用的。”老爸过来一本正经地说。 

“那怎么办，难道‘拔苗助长’啊？”我嘟着嘴说。 

“你这成语还学的很溜啊。”老爸调侃地说道，“要找出问题，

才能解决啊。” 

我听听有点道理。一贯享有“小土鳖”之称的我来说，我的“智

囊团”力量十分强大。于是，我马上视频联线乡下的爷爷，让它给我

的小豆苗“把把脉”。爷爷说，我的豆芽外观健康，营养也充足，慢

慢等待就好。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和同学们的差距这么大呢？于是，我又联线

了我们的科学老师。科学老师看了我的照片说，豆子种植水加得不够

多，同时，土质太硬，把豆子紧紧压在外壁上，阻碍了它的生长。 

于是按照老师的方法，我给豆子加上了充足的水，并帮它拨开障

碍物，此外还给它放了一点淘米水当养料。到了第二天晚上，我的豆

芽已经冲出塑料杯子，嫩黄的叶子也变成了深绿色，比其他同学的豆

芽更高更绿。 



老爸说，科学的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这时候把它记录下来，并努力寻找解决方法，这样收获会更多噢。 

这次绿豆种植“弯道超车”的收获还真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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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上看到了一个有趣但又充满神秘感的小实验——《漂浮的

针》。我非常感兴趣，于是决定动手做一做。 

首先我将一杯清水、一根大头针、一瓶洗洁精摆摊似的一字排开。

紧接着，我小心翼翼地将针放入杯中。可是这枚大头针好似一艘进水

的潜艇，不住地往下沉，最台只听“叮”的一声，坠至杯底！啊？！

过怎么可能呢？太出乎我意料了吧！于是，我打开书本，找到《漂浮

的针》这个实验，发现了—点小小的提示，不可以用针头“扎破”水

面。我回想着自己刚刚的实验动作，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我在刚才的

实验中是先把针头扎进水里再放的。于是，我灵光一闪，立马改进方

案：将大头针呈水平方向，平稳地放入水中，可是这大头针似乎对水

有抵触，还是拼命往下沉。 

这下我可犯难了，心想：难道这针根本浮不起来？不对呀！为什

么图片中的针却浮起来了？难不成是他们在水里放了点盐，作了点手

脚？……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老爸走过来对我：“是不是针太

大了呀！换枚小的试试吧！”我按照老爸的提示，将针换了一枚，然

后屏声息气，再次小心翼翼地将针放进杯里。只见那针终于四平八稳

地浮在了水面上。我欣喜若狂，在家里狂奔、大喊：“我成功了，我

成功了！” 

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我端起洗洁精，在针旁边轻轻滴上一小滴，

针立马就又沉了下去。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一直在挠头皮，苦苦思索，

想知道其中的奥秘。可是怎么想都无济于事，啥也没想出来。这时妈

妈对我说：“小傻瓜，你这样想即使把头皮挠破了，也肯定想不出来

的，你可以从书中去找你要的答案。” 

我一听，一拍大腿：“对哦！”连忙翻开书一看，耶！找到了，

太好了：清水中存在着张力分子，水面因为这个分子的相互作用，凝

结在一块，就像一张大大的网，这样就可以让针浮起来。然而洗洁精



却可以破坏这些张力分子直接的凝聚作用，于是没有了这些张力分子

的支撑，针就自然而然地沉下去了。哦！原来是这样！看完解说，我

才恍然大悟。 

同学们，其实在大自然像这种有趣的现象还有很多，只是缺少发

现它们的眼晴，让我们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去探索，去发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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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是通过实验得来的。物质的变化可谓家喻

户晓，我就对这家喻户晓的变化做了一项实验。 

实验的材料是白砂糖、汤匙和蜡烛。白砂糖和汤匙还好说，可蜡

烛……我翻箱倒柜，终于在车库角落里找到了一支。准备就绪，实验开

始！ 

我把蜡烛插在泡沫塑料里，用不锈钢汤匙装了一大勺白砂糖。我

有参考了一下教科书，白砂糖太多了！于是，我把多余的糖倒了回去。 

“咔哒——”我按下了打火机，点燃了蜡烛。火光摇曳，可以清

楚地看出外焰与内焰。松开打火机，我根据老师说的一样，捏住了汤

匙的尾尖，很难拿，汤匙随火摇晃着。好不容易掌握了平衡，我把汤

匙盛着白砂糖的部分小心翼翼的挪到了火的外焰。火舌贪婪地舔着汤

匙，似乎渴望要把它焚烧至尽。我保持一只手不动，用另一只空闲的

手摸索出了纸和笔，准备记录待会儿发生的事情。 

过了两分钟左右吧，白砂糖渐渐的融化了，变成了一汪糖水。与

此同时蜡烛的一部分被火焰熔成了蜡油，顺着蜡烛的边缘流了下来，

凝固在了半路，有的滴在了泡沫塑料上，也冻结在了那里。蜡烛四周

一片红， 

又过了一会儿，我的手臂累得发酸，只好换了一只手。黄色的糖

水不断的冒气泡，逐渐越变越深、越变越稠，变成了褐色的糊，连白

砂糖的甜香气也淡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菜烧糊了的焦味。滴

下的蜡油也越来越多，蜡烛变得坑坑洼洼。 

“糖糊”不断的冒着气泡。当我的手泛起酸意的时候，飘向别处

的眼睛又看了回来，心中暗暗吃了一惊：本来洁白如玉的白砂糖，易

经变成了黑色！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焦味。我用笔戳了戳它，是固体！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赶紧取回汤匙。我想，再烤一会儿，白砂糖会跟着汤匙一起遭

殃。我的纸上写的一些字，跟老师之前讲的一模一样。 

通过这个实验，我充分明白了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含义，我更

加热爱科学，对科学的兴趣更上一层楼，也更爱实验了。 

我认为，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诞生于一百次试验之后，

诞生于对科学的热爱之后，诞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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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有点兴奋地说：“今天上了第一次化学实验课，感觉好有趣，

用石灰水检测二氧化碳。每个人都发了一套实验设备，真的很好玩。

你能不能也上淘宝网买一套，暑假在家我还想玩一玩。” 

“再说吧。”先把眼前的小号搪塞了，也不知道这玩意危险不，

安得了解清楚才能做决断。 

记得曾经有个高中生，暑假在家做实验，愣是把家里的客厅给炸

了。 

中午睡觉时小号发现尽管自己的手已经洗得很仔细，可手指上还

残留着硫酸铜的气味。 

班里有同学挑头说暑假集体到九寨沟旅游，前提是不带老师和家

长。小号说已经有 10 多个同学响应了，有男生也有女生。 

问他：“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也想去?”小号点点头。他觉得最后一

个暑假同学们一起聚聚挺好的。 

想了想还是没同意，向小号解释了安的不放心，其他几个男孩子

的个性安不了解，担心他们在爬山的过程中缺乏保护意识，建议他暑

假还是跟着安一起去旅游，想去哪儿都可以满足他。 

小号还挺懂事，知道了安的顾虑后也就不再坚持了。 

晚上写作业时，小号拿来政治测试卷让安签字，一看分数 67 分，

问他怎么才考这么点?小号说总分只有 80 分，按百分制折算 67 分等于

82 分，算是他有史以来政治这门学科的最高分，看他自我感觉还挺满

意。真的拿他没办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点也不假。 

小号说英语和政治老师都在一个办公室，因为马老师总夸他，政



治老师很无奈地问：“为什么你的英语那么好，政治那么差?” 

大号的伤残等级评定结果出来了，医生鉴定为 7 级。拍片发现有

一颗钉子脱落了，问大号以后取出来方便吗?他也不太清楚，上医院找

手术的主治医生才知道，人家上德国培训去了，月底才回国。副手看

了片子后说不算太麻烦，以后可以从后面把钉子冲出来。就是腿难看

点，前面后面都有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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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如果我告诉你，我不需要手拿，也不需要用钳子夹，就能

让水中的鸡蛋乖乖地浮起来，你相信吗？接下来，和我一起见证这个

奇迹吧！ 

今天的作文课上老师神秘兮兮地说：“我们来做一个科学小实验

吧。”同学们都十分好奇，探着脑袋张望。这时，就看见老师拿出了

一枚生鸡蛋、一袋盐、一杯水还有一个勺子，我肯定这些就是今天做

实验的材料。 

在同学们的探寻的目光中，老师把这枚生鸡蛋放入水中，只见鸡

蛋像一个鹅卵石一样迅速地沉入水中，躺在水中一动不动，好像要睡

上一百年。这时，老师说：“现在我们要请出一个神秘助手，让鸡蛋

从水底乖乖地浮起来。”同学们个个都跃跃欲试，老师早就看出了我

们的心思，就宣布这个实验由大家一起来完成。 

首先，第一个同学登场了，只见她拿着小勺子狠狠地舀了一大勺

子盐，小心翼翼地放入水中，接着用小勺子搅拌起来。这时，同学们

都瞪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水中鸡蛋，看看它会有怎样的变化。可

以，这个家伙就是纹丝不动，急得同学们直跺脚，有些急性子同学们

说：“估计是不可能浮上来的了。”这时，勺子传到了第二位同学们

手中，只见她也卯足了劲，舀了满满一大勺子盐，倒入水中，迫不及

待地搅拌起来，期待奇迹发生。同学们也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水中的鸡

蛋看。可是，这枚鸡蛋还是纹丝不动，像是安静地等待王子唤醒的白

雪公主，真让人着急。这位同学也有点沮丧，有点失望了。看样子，

她多么希望鸡蛋能在她的帮助下浮起来啊！然后，勺子又传到了第三

位同学的手中，他狠狠地舀了一大勺子盐，放入水中，立马搅拌起来，



同学们都期待着奇迹出现。这时，看见原本只是有一点动静的鸡蛋竟

然摇摇晃晃地上浮了，只是浮在水中央。此时，同学们爆出了一阵欢

呼声。老师微笑着说：“更神奇的还在后面呢！”很快的，勺子到了

第四位同学手中，她也舀了满满一大勺子盐，放入水中，轻轻地搅动

起来。“哇！鸡蛋浮出水面了！太神奇了！”同学们欢呼起来。 

老师微笑着告诉我们：“这跟浮力有关，清水浮力小，鸡蛋会下

沉；盐水浮力大，鸡蛋会浮起来。” 

真是一次有趣的科学小实验啊！ 

科学小实验的作文 篇 8 

停课不停学，宅家做实验。今天，我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科学小实

验，它的名字叫做“水中悬蛋”。需要准备的材料有：一双筷子、两

个玻璃杯、一个鸡蛋、还有一瓶蓝墨水。 

我先在两个玻璃杯中都装了三分之一的水，在其中一个玻璃杯中

放了几勺盐，然后用筷子使劲地搅拌起来。杯中顿时掀起了一层层

“巨浪”，形成一个深深的漩涡。我把筷子拿出来，水面久久不能平

静。再看玻璃杯中的水，已经泛白了。但是爸爸说这点盐还远远不够。

于是，我又多加了几勺盐，搅拌了好长时间，费了好大的工夫，累得

额头上沁出汗珠。我总共加了 12 勺盐，这时杯底铺着一层洁白的盐颗

粒，已经不能溶解了。爸爸满意地说，现在够了。我这才开始进行下

一步实验。 

我在另一个玻璃杯里滴入两滴蓝墨水，搅拌均匀，使水变成了浅

蓝色。接下来是最艰难的一步了，我拿着一根筷子引流，将蓝色的水

慢慢地从玻璃杯里倒出来，顺着筷子往下流到盐水杯里。由于动作过

猛，第一滴蓝墨水直接越过筷子冲入盐水杯中，立刻在白色的盐水中

盛开了一朵“蓝莲花”。我紧锁双眉，屏气凝神，慢慢地贴着筷子往

下倒。那些“蓝精灵”乖乖地沿着筷子滑下去，流着流着，与盐水间

形成了一道分界线。上面一层是蓝墨水，下面一层是白盐水，形成鲜

明的对比。 

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接着小心翼翼地将鸡蛋“送”入水中。

鸡蛋如一只小型潜水艇一样慢慢地往下沉。出乎我意料的是，当鸡蛋



沉到墨水和盐水的分界处时，戛然停住了脚步。爸爸解释说：“水的

密度比鸡蛋小，鸡蛋会下沉。而盐水的密度比鸡蛋大，鸡蛋就会上

浮。” 

我的“水中悬蛋”实验成功了！这真让我欣喜若狂。正所谓“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出真知。我在动手实验中不

仅加深了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也享受到了探索过程的乐趣。我们要学

习科研工作者勤奋创造的精神，不断探究科学奥秘。 

科学小实验的作文 篇 9 

这次，老师说这是一个神奇的课堂。 

老师拿出一个碗，一直钳镊子和一瓶 70% 的酒精，放在桌子上，

又从袋子里拿出一块手帕，在我们面前抖了抖，神秘地说：同学们，

手帕是易燃物吧？对啊。那你们知道酒精有什么作用吗？能消毒。能

帮助燃烧。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回答。那么你们信不信，我有魔法，把

酒精洒到手帕上，点上火，手帕也不会烧焦？ 

有的同学说信，有的说不信。我想：老师怎么可能有魔法？况且

手帕是易燃物，还加了酒精？那肯定是焦的！老师一定在骗我们！ 

老师看我们答案不一，干脆也不说了。直接开始做给我们看。 

老师首先把手帕放在盘子里，再把整瓶酒精倒下去，开始点火了。 

我急忙背起书包，拿起袋子，准备逃跑了。因为一瓶酒精都倒下

去了，点起火，那还不爆炸？还是赶紧走人吧！免得惹祸上身！ 

轰的一声，老师点上火了。不过还好，没有我想象中的爆炸发生！ 

啪！老师把灯关了。 

现在，我清清楚楚地看见火焰的真面目了。火焰底部呈深蓝色，

越往上越浅，到了最顶就变成了金黄色。它像一个穿着蓝色衣裳头上

戴着金黄色帽子的舞者，正在跳着舞，扭动着身体；又像一个张牙舞

爪的魔鬼，在吞噬着这块可怜的手帕。我想：现在那手帕应该烧得体

无完肤了吧？ 

感觉烧了有整整一个世纪。啪的一声，老师用碗向火苗上一盖，

火灭了。我觉得下面手帕同志好可怜啊！应该是灰飞烟灭了吧！ 

老师问我们手帕有没有烧焦？那还用问吗？这么大的火，钢铁也



 

但老师打开了碗，手帕正静静地躺在盘子里，向着我们笑呢！还

是那么的鲜艳，好像刚才那场大火不是发生在它身上似的。 

这怎么可能！同学们就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老师见我们一脸懵逼的样子，就告诉了我们魔术背后的真相。 

原来，老师用的是 70% 的酒精，里面还有 30% 的水。同体积和水

比同体积的酒精重，酒精是浮在水的上面，所以燃烧只在盘子的.表面

进行。只要水没被火烧干，就会一直保护着手帕，这样，手帕就不会

被烧焦了。 

原来，科学就在身边，只要肯去观察，肯去发现，就能够发现真

相。 

 篇 10 

今天，肖老师说他要为我们做一个小实验。学生们非常热情健谈。 

她先拿起一个装满水的杯子，然后从一本普通的家庭作业书上撕

下一张白纸，小心翼翼地把纸盖在杯子上，轻轻地按了两下，纸就牢

牢地粘在了杯子口上。突然，肖老师把水杯倒过来，只听到“啪啪”

的声音。水从杯子里涌了出来。教室里一片混乱，实验失败了。一些

学生叹气，一些学生说话。 

柯潇老师并不气馁。她平静下来，慢慢地斟满另一杯水。她刚才

重复了这个程序。然后她准备把杯子倒倒。美好的时刻来了！学生们

屏住呼吸盯着看。肖老师很快把水杯倒过来。啊！肖先生成功！我看

见白纸乖乖地贴在水杯上，一动不动，教室里又热闹起来，掌声雷动，

大家都很高兴。 

肖先生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面面相觑。 

老师告诉我们：“你看到肖老师的小举动了吗？”老师把纸捏了

很多次。这样，杯子外面的大气压就会高于杯子里面的大气压，纸就

会紧紧地粘在杯子的口上，这样水就不会自然地流出来。 

啊！这个实验真的很有趣。 

科学小实验的作文 篇 11 

今天早上，我和我的好搭档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这个实验是什



的。于是我找到了樟脑，我的同伴在沙滩旁发现了许多蚂蚁。我抓住

了地上的蚂蚁，我的好朋友刘畅在它前面画了一条线。蚂蚁不去了！

蚂蚁在原地停了五六秒钟，然后立刻转身。我快速地在蚂蚁面前画了

一条线，蚂蚁没有动。它似乎对樟脑的气味有强烈的反应。然后我把

它封起来。 

这时，蚂蚁们来回地跑着。真是蚂蚁在火锅上团团转。最后，蚂

蚁干脆停在了中间。然后，在刘畅的帮助下，我画了小圆圈。这时，

蚂蚁不宜撤退，也不宜进入，好像它走不动似的，于是蚂蚁在那里呆

了几秒钟。 

当我画了一个不到一角钱的圆圈时，蚂蚁动了！它绝望地继续着，

看上去好像很费劲。走了大约三分钟后，蚂蚁终于突破了防线，自由

地爬行。啊！我们被蚂蚁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是的，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仔细想想，我们似乎不如蚂蚁。甚至蚂蚁也

有这种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我们人类不去找蚂蚁吗？因此，当我们

在人生旅途中遇到困难时，我们不能轻易放弃。我们必须尽力解决这

些问题。 

 篇 12 

我在《从小养成好习惯》的书里看到一个实验，是把鸡蛋泡在醋

里 2 天，鸡蛋壳会变软。妈妈说：鸡蛋壳就相当于我们的牙齿，醋就

是食物在牙齿上变成的酸的东西，看看我们的牙齿在酸东西里会变成

什么样。今天早晨，我和妈妈用鸡蛋、醋，还有一个小玻璃杯做了这

个小实验。 

我们先在小玻璃杯里倒了半杯醋，再把生鸡蛋放进去。放鸡蛋的

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点点小困难，杯子底深，可是手又伸不进去，我

们怕生鸡蛋碎，怎么办呢?这时妈妈想了一个好办法，妈妈轻轻地把杯

子倾斜一下，然后再轻轻地把鸡蛋放进去。把鸡蛋放进去之后，我们

观察了一下鸡蛋，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小泡泡在鸡蛋壳上面升起来，

妈妈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水蒸气，妈妈说那是小气泡，是醋和鸡蛋

壳发生了化学反应。观察了一会，我小心翼翼地把装鸡蛋的玻璃杯放



 

中午，我们发现鸡蛋有变化，鸡蛋壳掉色了!我们用手指甲划了划

鸡蛋，出现了白色的小印，那些小气泡变成了泡沫，还有一些褐色、

滑滑的东西漂浮在醋的上面。我用手指敲了敲，发现鸡蛋壳还很硬。 

 篇 13 

今天晚上婶婶带我和弟弟来到麦淘实验室，这里放着各种各样的

实验材料有玻璃管，钢丝球等。今天教我们实验的是绵羊老师。 

这个实验是牛奶开花。大家都知道牛奶是不会开花的，但在这个

实验中老师可以将牛奶开花，首先要拿一个盆子，一袋牛奶两种颜料。

把牛奶倒在盘子里，再用大头针管从红色颜料中滴几滴在牛奶的一边，

再用另一个大头针管，从蓝色颜料中滴几滴在牛奶的另一边。之后拿

出一根沾满洗洁精的棉签放在中间，奇迹的事情发生了。颜料就像花

瓣一样一片片的生展开了，再把棉签拿开，颜料又想沉睡一般恢复成

原来的形状。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原来没放棉签使牛奶有一层表面压力，牢牢

的抓住了颜料不往外开展。圆圈里的洗洁精破坏了表面压力，并且将

颜料像花瓣一样一片一片的分开，这样颜料就能像花瓣一样展开。是

这样的原理，我们可以让液体实现出开花的形状。 

另外一个实验就是非牛顿流体。将水和玉米淀粉混合在一起。再

用拳头快速的击打表面，会发现表面是非常的坚硬。用一根手指头慢

慢的放进去，会发现里面是非常柔软。 

我喜欢实验，只要我们多用脑，多做实验。相信我们的祖国能够

更加美好，更加强大。 

科学小实验的作文 篇 14 

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神奇的实验。 

实验开始，老师拿了一条毛巾，问：毛巾能燃烧吗？同学们异口

同声地说：能。老师又拿出酒精，说：酒精有什么作用？同学们说：

它是帮助燃烧的。最后老师拿出一个盘子和不锈钢做的碗。 

老师说：我要让这条毛巾燃烧，并且不会烧坏。同学们说：老师

你别骗人了，毛巾肯定会烧成灰的。老师二话不说，把毛巾折好放进



苗穿着蓝色的衣裳，戴着金色的帽子，在毛巾上跳起了舞。慢慢地，

小火苗变大了。我猜想：老师肯定会用水来把火灭掉的。然而，这时

候，老师用不锈钢碗盖住了盘子。我想这时候毛巾肯定已经被烧成灰

了。可是当老师把碗拿开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惊呆了，

那条毛巾竟然安然无恙的躺在盘子里面，周围的火也消失不见了。毛

巾好像在向们做鬼脸，说：看我厉害吧，连火都不能烧坏我，而且还

加了酒精呀！ 

老师向我们解释道：这是百分之七十的酒精，里面有百分之三十

的水，酒精沸点比水高，先燃烧起来了，水在吸收热量保护着这条毛

巾，所以这条毛巾就不会被烧坏了。 

原来如此，生活处处是科学，只要细心观察就有新发现。 

 篇 15 

今天，妈妈告诉我学校给我布置了一项很有趣的作业，这个作业

就是做一个科学小实验。当我听到做实验三个字的时候，我高兴得跳

了起来。我兴奋地把妈妈的手机抢过来看是做什么科学实验。最终我

选了三个科学小实验，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胡椒粉与盐的分离这个

小实验。 

这个实验之前我准备好实验材料：胡椒粉、盐、一把塑料小勺和

一个小盘子。实验开始了，首先，我把胡椒粉和盐放小盘子里混合在

一起，然后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以后，我就拿塑料小勺

开始在衣服上用力地摩擦。过了一会儿，我拿小勺慢慢地靠近小盘子

的上方，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开始是胡椒粉先吸附在了小

勺上，我将小勺向下慢慢移动，再靠近小盘子一些，盐也开始吸附在

小勺上。好神奇啊！ 

经过反反复复的测试，我终于明白了：小勺经摩擦后就会产生静

电，静电可以把胡椒粉和盐巴都吸附在小勺上。胡椒粉会比盐先被吸

附的原因是因为胡椒粉比盐的重量轻。 

科学源于生活。科学小实验让我学到了生活小知识。 

科学小实验的作文 篇 16 



 

做实验当然少不了材料，我迫不及待地准备好实验材料：一个塑

料杯子、一杯米、一根竹筷子。首先我把米倒进塑料杯里，用手按压

杯中的米，然后用手按住杯中的米，将竹筷子从手指缝中间插进去，

接着用手轻轻一提筷子，但是杯子和米都没有被提起来。我又试着做

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怎么回事呢？ 

我拿过爸爸的手机看了一下实验原理，然后恍然大悟。原来筷子

能够把杯子和米提起来，是因为用手按米的时候把杯子里面的空气挤

出来，杯子外面的压力大于杯子里面的压力，使筷子和米之间紧紧地

结合在一起，筷子就能将倒满米的杯子提起来。我失败的原因是没有

将杯子里面的空气全部挤出来。失败乃成功之母！再试一次！这一次

我使劲把米按了按，再用我的拳头压了压，一边按压一边想：这次一

定要把被子里的空气挤出去。然后把筷子轻轻地插进去，最后我轻轻

一提筷子哈哈！我终于成功了！ 

通过这次小实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遇到困难不能

轻易放弃，要多动脑筋思考，要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篇 17 

今天早上，我和妈妈一起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游动的“小鱼”。 

我准备了一张薄薄的小铁皮，一把剪刀，一个盆，几根针和一块

磁铁。我先用剪刀把铁皮小心翼翼地剪成小鱼的形状。不一会儿，一

条条小巧玲珑的银色“小鱼”就呈现在我的眼前了。接着我拿针摩擦

磁铁几次，摩擦时保持同一个方向。然后，我把针用力地插进鱼头，

但是怎么也插不进去，急得我直冒汗。于是我对妈妈说：“妈妈，你

能帮一下忙吗？”妈妈说：“好呀，把针拿过来，我来插。”妈妈就

把针从鱼头向鱼尾插入，一根针一条鱼。不一会儿，所有鱼都插好了

针。 

最后，再将水倒入盆中，我把“小鱼”轻轻地放入水中。奇迹发

生了！我发现所有的“小鱼”像正在检阅的士兵一样，排着整齐的队

伍，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快乐地游动。太神奇了！我开心地跳了起来：

“哇！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吸引，插上了针的“小鱼”自然也就会朝一个方向游动。哦！原来是

这样。 

这次的科学实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神奇的科学奥秘来源于生活，

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的人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篇 18 

对于我们来说，小实验是能让我们玩，又能让我们增加知识的。

而就在这个星期四中午，老师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做。 

星期六，我拿出从实验包里拿出的针筒、牙签。首先我将针筒的

针管往上拉，然后我再把跟针筒一样粗的牙签，塞进针筒里，之后，

我把针筒我下按，牙签就飞了出去，飞的很远，我又将牙签我里面再

塞进去一截，结果，牙签飞得并不是很远。我想不明白这是什么原理，

我就通过和同学们讨论，又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气动式使用压缩空

气为动力，是最常见的一种气动式装置类型是叫作多冲压式， 

顾名思义，多冲压式每次只打进很少一点空气，但需要象打气筒

一样泵好多次（2 到 10 次不等）才能使将枪内的空气充到足够的压力，

使牙签能射出象样的速度。决大多数的多次泵压式体积小，重量轻，

无后座力，牙签射出威力属中等。这是我通过讨论和上网查找找到的

资料。下星期，我要做的是吸管火箭，这个实验又会给我带来什么乐

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小实验太有趣了，多做实验，多动脑，思维才会转得快。 

科学小实验的作文 篇 19 

今天晚上，刘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老师拿出两个塑料杯，叫夏文浩把塑料杯装自来水。老师把装了

水的塑料杯放在桌子上，又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鸡蛋，他让我们猜，

鸡蛋如果放进自来水里会浮起来还是会沉下去？我心想：如果是做实

验，那肯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哦，我知道，我猜鸡蛋是浮起来了。 

老师把鸡蛋放进水里，鸡蛋居然沉下去了，唉，我猜错了。 

老师又从包里拿出一包盐，倒进塑料杯里，然后拿出一根筷子在

水里搅拌了一下，杯子里的水变成了乳白色，老师又把鸡蛋放进水杯



里。哇！这次真的是太神奇了，鸡蛋居然能浮在水面上。老师让我们

轻轻的把鸡蛋按下去，然后松手，鸡蛋又浮起来了，真是太好玩了。 

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大

将军押着一些俘虏路过死海，将军下令把俘虏扔下死海，因为死海有

大量的盐，所以俘虏浮起来了，将军以为是天神不让俘虏死，将军命

令把俘虏捞了起来放了。其实将军不知道因为死海含盐量很高，人是

沉不下去的。 

今天的作文课，我懂得了，淡水浮力小，盐水浮力大。关于浮力

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船可以浮在水面上航行。 

科学小实验的作文 篇 20 

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哥哥在家看书，书上写到鸡蛋能在水面上

“游泳”。 

“切，这绝对是假的！”我肯定地说。但是我往右边的图片上一

看，图片上的鸡蛋还真浮在了水面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和哥哥决

定动手试一试。实验开始前，我们从厨房里拿出来了一个鸡蛋，水、

杯子、盐和一双筷子作为实验材料。 

实验开始了，我先把鸡蛋放在装有清水的杯子里，鸡蛋立马就沉

在了杯底。接着我们来验证鸡蛋是否能在盐水中浮起来。我按照书中

的方法，放了一勺盐在清水里，用筷子将盐搅拌至融化后，把鸡蛋放

进盐水里，我满怀期待地看着杯中的鸡蛋，发现鸡蛋也沉在杯底。

“咦！这和书中说得不一样呀，是哪里出错了呢？”“会不会是盐放

少了呢？”哥哥说。于是我们再往杯子中加入两勺盐，重复上面的步

骤后，发现沉在了杯底的鸡蛋开始向上游动，最终浮在了水面上。我

和哥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了确保实验的准确性，我们又做

了两次实验，发现鸡蛋都浮了起来。 

通过查找资料，我们知道了盐水的密度高于鸡蛋的密度，这就是

鸡蛋能在水面上“游泳”的原因。 

科学小实验的作文 篇 21 

科学课上，老师神秘地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空气是占空

间的。不信，我们今天来做个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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