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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教材

1． 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在“绪言”课和“第一章空气和氧”的教学中，

学生已具备了宏观世界物质的性质和变化的一些

基本知识，了解到大干世界是由形形色色的物质

构成的。本节课是学生将物质及其变化的宏观现

象和微观结构初步联系起来的纽带。通过本节课

的教学，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可使学生对微观想

像的形成，宏观现象与微观本质相互联系的分析

推理和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都将起到重要

的作用。
2． 教学目标和重点、难点

( 1) 教学目标

a． 知识目标 认识分子的存在，了解分子的

性质，理解分子的概念，运用分子的观点区分物理

变化与化学变化; 纯净物与混合物。
b． 能力目标 运用分子的知识解释某些日

常现象，培养学生演绎能力。通过对物质及变化

的宏观现象与微观本质间相互联系的分析推理，

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
c． 思想目标 通过物质纯与不纯的相对性，

分子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等问题的认识，逐步培

养学生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树立辩证

唯物主义世界观。
其中，知识目标为主要目标，其它目标渗透在

知识目标中。
( 2) 重点和难点

a． 重点 关于分子概念的建立。
b． 难点 分子行为的微观想像的形成和分

子有关知识的应用。
建议补充一个浓氨水与酚酞直接接触及微粒

间接接触的实物投影实验，增强教学的直观性，为

强化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和对教学难点的突破起到

关键性的作用。
二、说教法

教学方法是教和学的双边活动，必须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使之相互

促进，协调发展。根据这一基本原理，笔者采用如

下教学方法:

1． 辅助教学

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增强教学的直

观性。
2． 实验探究

采用实验探究法，始终以实验为导向，指导学

生认识化学实验的作用: 观察→思考一结论。
3． 情境激学

运用启发式的语言，不断创设新的问题情景，

将教师讲授转化为启发诱导，把学生的接受转化

为主动探索。
这种教学模式，使学生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

因而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
三、说学法

1． 阅读 教师出示阅读提纲，适当安排自学

时间，让学生独立归纳知识。
2． 观察 学会自己动手实验，观察实验现象，

通过现象探究本质。
3． 联想 将分子的有关知识和大量的、丰富

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使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形

成有机结合。
4． 推理 让学生通过推理导出结论，从而掌

握一定的逻辑思维方法。
四、说程序

依照教材的安排和特点，知识线索为: 分子概

念 － 分子性质 － 分子观点的应用( 挖掘物质的两

变实质和深入理解混合物、纯净物的概念) 。重

点抓好以下几个重要环节:

1． 利用微机动画模拟实验

问题引入，引出本节课题: 大千世界由物质构

成，那么，物质本身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一杯

水，一杯酒精，你能用最简单的方法鉴别吗?

通过学生动手实验得出结论: 闻气味鉴别!

再通过分析为什么能闻到酒精的气味，推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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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都是由相应粒子构成的观点，引出本节课题:

§ 2 － 1 分子。
实物投影实验 ( 把试液装在 浅 型 的 培 养 皿

中，影像效果很好，见图 1、2) :

图 1 图 2

启发讨论: 两个不同实验中为什么酚酞试液

都变红?

利用微机动画模拟氨分子运动扩散接触到酚

酞，使酚酞试液变红的实验，引导学生探究，层层

挖掘，进行推理，突破难点，揭示了氨分子保持着

氨水的化学性质，引出分子的概念。针对分子概

念设疑:“分子是保持物质性质的最小粒子”这句

话对吗? “能 保 持 物 质 化 学 性 质 的 粒 子 都 是 分

子”这句话对吗? 强调概念中的“化学性质”，讲

解“最小粒子”，以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2． 联系实际，展开联想

安排自学阅读课本第 27 页有关水分子的具

体数据，苯分子的照片。同时，利用信息技术联系

实际，引举感性素材。例如，嗅到酒味、湿衣服晾

干、热胀冷缩。投影酒精与水混合后体积缩小的

实验，诸如此类的日常生活实例，展开联想，使学

生享受思辨的乐趣。使抽象知识和实际体验结

合，实现对分子行为的微观想像的形成。至此，有

关“分子很小，在不断地运动、分子间有间隔”等

分子的基本性质，便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了。
3． 突出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分析推理能力

在“授课与实验同步教学”的过程中，实验应

分段进行。使各知识点在每一段实验中渗透后，

能及时得到转化和提升，使复杂的大问题化解为

简单的小问题，缩短探知时间，降低学习的难度。
演示实验并结合电脑投影:

均使淀粉试纸变蓝; 碘的化学性质不变

设疑: 固态碘升华为气态碘的物理变化中碘

分子本身有没有改变? 此过程中究竟什么在变?

温故知新，进一步探究物理变化的实质。
结论: 物理变化中，分子不变。同种分子性质

相同。
分析实验:

结论: 化学变化中，分子本身改变。不同种分

子性质不同。
在以上实验中，使学生认识到: 分子的可分性

与不可分性; 挖掘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的本质区

别，从而培养学生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
又如，通过演示分析铁粉、硫粉及两者混合后

各物质的组成，得出纯净物、混合物的概念; 再通

过演示铁粉与硫粉分离实验: 在磁铁下隔一张纸，

靠近混合物，磁铁立即把铁吸住在纸上; 反之，移

去磁铁，又看到了铁粉和硫粉恢复本来面目。由

此可以得出结论: 混合物里各成分仍保持原来的

性质。
该实验达到了一目了然的实验效果，对学生

获得更真切的理解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有助于培

养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
4． 设置课堂练习，及时反馈纠错

本节课始终根据重点内容，设置课堂练习，利

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及时投影及时反馈，巩

固所学知识，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和迁移

能力( 题目见课件) 。接下来，采用电脑投影模拟

第 28 页“家庭小实验”，预测实验现象。
通过讨论:

①糖溶解的现象说明了糖分子的什么性质?

②所得的液体属于纯净物还是混合物?

③液面为何低于水平线?

总结巩固:

分子的有关知识，复习纯净物、混合物的概

念。要求学生完成课本第 28 页的“家庭小实验”
和课后习题。

这样的教学，培养了学生演绎能力，使能力目

标潜移默化地得以实现，素质教育在课堂教学中

得到了落实。
( 收稿日期: 2015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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