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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既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在知识经济时代仅仅靠勤劳勇敢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知识经济时代极为重要的是人民的科学知识、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还有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国家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从根本上决定着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的提高。
”要培养和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自然必须“从娃娃抓起”，必须在中小学阶段就大
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灵魂”，它激励人们学习、掌握和应用科学，鼓舞人们在科学的道
路上不断勇敢前进。
而科学精神的养成，不但需要学习科学知识，更需要不断地进行科学实践和研究活动。
独立的研究和操作能力是科学创新的基本素质。
只有在独立研究中，青少年的创新潜能、主动的探索精神、独立思考的思维能力才能获得激发，具有
独创个性的创造型人才才能逐步形成。
为使青少年的独立研究与操作能力及早得到培养，必须在中小学阶段大力倡导研究性学习。
现在高中教学大纲中已经列入了研究性学习的内容；今年秋季，全国小学课程将进行改革，研究性学
习将从小学开始全面普及。
这对我国青少年科学精神及研究能力的培养无疑会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行研究性学习，通常是离不开研究性写作的。
因为在研究中需要写作学科论文、研究报告、研究设计方案、科研状况综述或述评等各种研究性作文
。
研究性作文既是研究性学习成果的载体，也是进行研究性学习的重要手段。
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无论是计划方案的制定、资料的收集、现象的观察、实验或实践活动的记录，
还是材料的整理、信息的取舍整合、观点结论的形成与论证都离不开研究性作文的写作。
没有研究性写作的支持，研究性学习就很难深入开展下去。
因此，鼓励、培养和提高中小学生的研究性作文的写作能力，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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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既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在知识经济时代仅仅靠勤劳勇敢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知识经济时代极为重要的是人民的科学知识、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还有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国家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从根本上决定着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的提高。
”要培养和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自然必须“从娃娃抓起”，必须在中小学阶段就大
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灵魂”，它激励人们学习、掌握和应用科学，鼓舞人们在科学的道
路上不断勇敢前进。
而科学精神的养成，不但需要学习科学知识，更需要不断地进行科学实践和研究活动。
独立的研究和操作能力是科学创新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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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温室气体的来源　　毫无疑问，二氧化碳是各种温室气体中最受重视的一种。
它的人为排放主要来源于木柴、石油、天然气、煤等有机物和矿物燃料的燃烧，同时也是许多工业化
学反应的一种生成物。
正因为此，工业革命后，二氧化碳在空气中的含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根据通常的预测，在未来的100年内，二氧化碳含量的增长还不可能得到很大的遏止。
但对于我们来说，现阶段仍是拯救环境的较好时机。
　　甲烷是一些有机物（尤其是蛋白质）分解的产物。
它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也能在沼泽地中自然生成。
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的甲烷气体被开采或人为制出，而在运输或加工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发生泄
漏。
由于甲烷分子可在大气中滞留20年之久，因此，它对温室效应的作用是二氧化碳的56倍。
　　氟氯化碳在空气中的出现，大致以工业革命为起点。
它早先被广泛用作制冷剂、除垢剂等。
近几年来，氟氯化碳破坏臭氧层的知识得到了普及，它的应用也随之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制。
然而，现有的氟氯化碳的许多替代物也是剧烈的温室气体这一事实，却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例如一种名为HFCl34a的气体，其温室效应为二氧化碳的3400倍。
因此，虽然氟氯化碳及其替代物在大气中的含量极低，但它们仍然由于其强烈的作用而被视作重要的
温室气体。
　　一氧化氮，亦即通称的笑气，可在燃烧有机物的时候产生。
农肥如硝酸铵的自然分解，也能产生一氧化氮。
在实验室中将金属与极稀的硝酸反应，可以很容易地制得此种气体。
一氧化氮在大气中能够存留100年，它的温室效应也因此是二氧化碳的3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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