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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背景分析

1)学习内容分析

“气体摩尔体积”揭示了气体的质量、体积和微观

粒子之间的关系,对学好化学计算、掌握气体性质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高中化学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

一,也是以后学习有关气态反应物和生成物的化学方

程式计算及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衡必备的基础知识.
2)学生情况分析

a)知识基础.学生已学习了物质的量、摩尔质量

等知识,还学过密度、质量、体积等相关公式,这些内

容对本节的学习起到了铺垫和支持的作用.初三学过

从微观角度解释物质的三态变化,然而对影响他们体

积大小的因素理解得不是很清楚.另外不少学生还错

误地认为气体摩尔体积和摩尔质量相似,不同的气体

摩尔体积不同.这些都需要教师在备课中去深入

挖掘.
b)能力基础.高一学生基本形成了一定的探究

习惯,而且学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观察、分析、总结归

纳能力,具备了一定的计算和数据处理分析能力,但
是抽象思维能力还有待提升,尤其是对概念的逻辑推

理能力不强.

2　教学目标设计

1)知识与技能

a)从微观上了解了决定物质体积的内在因素;

b)从宏观上了解了决定气体体积的外在因素;c)正

确理解气体摩尔体积的概念和标准状况下的气体摩

尔体积.
2)过程与方法

a)通过对相同条件下不同物质体积的探究,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数据处理、归纳等能力,掌握科学探究

的方法;b)通过气体摩尔体积的学习,培养学生分

析、归纳、空间想象和逻辑推理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a)培养学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辩证唯物主

义观点;b)通过层层递进的学习方式,提升学生形象

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严谨的科学态度.

3　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

正确理解气体摩尔体积的概念和标准状况下的

气体摩尔体积.
2)教学难点

形成气体摩尔体积概念的逻辑推理过程.
4　教学流程设计图

图1

5　教学过程设计

环节1　概念引入.
【问题情境】创设问题冲突,激发兴趣.
1)常 温、常 压 下,测 出 某 学 生 的 肺 活 量 为

3600mL,计算他呼出的气体中大约包含多少个气体

分子?2)如何建立V 与n 之间的关系呢?
【学生活动】再次明确物质的量的桥梁作用,思

考、迁移说出体积与物质的量之间的桥梁“摩尔体

积”.
【设计意图】问题冲突驱动学生进入“发现问题、

寻找新概念、应用新概念”情境.
环节2　概念建构.
任务1　比较1molH2 和1molO2 的体积大小.
任务2　了解1mol不同物质的体积.
【实物展示】1mol不同物质的体积(如图2).
【问题引导】1)为什么会有以上这样的结果?

2)影响物质体积大小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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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学生活动】通过计算、交流得出结论,分组计算

1mol不同固体、液体、气体的体积,并交流得出结论.
观察实物,分组讨论,从微观粒子角度考虑决定物质

体积大小的因素,小组代表交流讨论结果,并互相改

正、补充.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从感性、理性两方面认识事

物客观规律,培养他们进行科学归纳的能力.
【展示模型】提供直观形象的感性材料,学生受到

启发,轻松地得出粒子的大小、数目、粒子间距离影响

着物质体积大小的结论.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脑海里建立理想模型,形

象地分析物质体积决定因素,对学生进行空间想像能

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的训练.
【提出问题】1)影响物质摩尔体积的因素有哪

些?2)气体体积相同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活动】思考、交流,讨论得出决定固体、液体

体积大小的主要因素是粒子的大小,而决定气体体积

大小的主要因素是粒子间的距离.
【展示】固体、液体、气体粒子间距离,将微观问题

宏观化,帮助学生理解决定物质体积大小的主要

因素.
任务3　了解影响气体粒子间距离大小的因素.
【问题引导】影响气体粒子间距离的外界因素有

哪些?
【动画演示】演示对气体改变温度、压强导致体积

变化,粒子间距离的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

图3

【学生活动】讨论、交流,得出温度和压强这2个

外界条件影响分子间的距离大小.在同温和同压下,
粒子数相同的任何气体都具有相同的体积.

【设计意图】在明确主要因素的基础上,研究气

体,学生会对气体的特点分析得更清晰.找到外界条

件中的影响因素,明确讨论气体体积大小时必须规定

温度和压强.既突破了从宏观到微观的难点,又培养

了“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观点.
环节3　概念理解.
任务4　理解气体摩尔体积的概念和标准状况下

的气体摩尔体积.
【问题引导】1)气体的体积,物质的量,摩尔体积

之间应如何换算?2)22.4L·mol-1就是气体摩尔体

积吗? 什么关系?3)理解气体摩尔体积这个概念时,
应注意哪些要点?

【学生活动】根据单位得出:n=V/Vm,V=n×
Vm,Vm=V/n.思考、讨论、小结:气体在不同状况下

的气体摩尔体积是不同的,在标准状况下的气体摩尔

体积约为22.4L·mol-1.
【设计意图】以问题情境的合理创设,促进概念的

理解.通过不断设“障”立“疑”,使学生能达到对所学

内容有疑可思,有各种矛盾待解决的境地,促使他们

参与到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利用科学的事实数据转变

迷思概念,深化概念的理解.让学生在讨论中自己发

现概念中的关键点,准确把握概念的内涵,清晰界定

概念的外延.
环节4　概念应用.
【学以致用】1)解释现象:为什么电解水实验得

到的气体体积比等于物质的量之比.2)解决实际问

题:计算环节1中的学生呼出的气体中大约包含多少

个气体分子?
【学生总结】归纳、比较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异同和

内在联系.
【设计意图】巩固化学概念的建立过程.应用比较

类比和归纳总结提升知识,采用“网络化”的方式完善

概念体系,促进化学概念的应用.

6　教学设计特色说明

1)体现“以学定教”理念,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设计

课堂的每一个环节,帮助他们构建化学知识体系.在
这节课上,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采用计算、实
验,模型、动画等手段帮助学生建立宏观和微观之间

的联系,使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学到了技能,获取了

知识,促进学习能力.
2)体现“学生为本”理念,将大问题分割成层层递

进的小问题,降低探究难度,一步步解决,学生对于讨

论、探究的目的很明确,容易使他们集中注意力.这
样,教师充分发挥了引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始终随学

生的思维起伏,在群体思维停滞处给予言语点拨,提
供器材让学生实践反思,并不直接牵引,真正体现了

引导学生“合作、自主、探究”学习的新理念.

(作者单位:1.北京市航天中学

2.北京教育学院
)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