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９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７年４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９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７

简谈微观思想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渗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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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化学是一门宏观与微观思想相结合的基础自然学科，化学微观思想和概念渗透于整个中学化学教学中。而
化学微观概念抽象，不易于学生理解化学的本质，更不利于学生构建相关化学模型。论文以人教版初中化学教材上册为

参考，分析教材中化学微观概念的引入问题以及微观概念教学中的注意事项。在进行初中化学概念教学、规律认知教学

时，需巧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教学理念，使学生既能深刻理解化学概念，又能较好地解决化学中的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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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科在微观层面上，主要是研究肉眼观察不到的粒子，以原子、分子等粒子的基本结构和行为

特征为基础，引导人们去发现、认识物质世界。在初中化学教材中，有关原子、分子的知识是通过水的组

成及水的三态变化引入的，然后再具体探究分子的运动、一般特点及原子的构成、相互间发生的变化等

问题，最后通过对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特点的学习，引入化合价的概念及其在各元素中的数字表征［１］。

教材中关于微观知识的内容编排顺序，能够引导学生从物质世界到微观世界的认知。

１　微观思想在义务教育化学教材中的体现
在初中化学教材中，学生第一次接触分子、原子的概念是通过水的电解这一微型实验。这是学生在

学习化学变化、物理变化及混合物纯净物等知识的基础上，由宏观世界转向微观世界学习的开端。要使

学生顺利理解微观粒子的概念，首先引导学生认识分子、原子等微粒也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不同的微

粒也是具有内部结构的，避免学生孤立地看待物质世界，或只看整体而忽视了部分。这些知识的学习必

须以学生认知中的一些基本知识为基础，包括元素符号、离子、原子结构示意图、离子结构示意图、离子

符号、化合价、化学式、化学方程式等。下面就初中化学中微粒观相关知识教学等做详细的论述。

１．１　教材中微粒观相关知识的引入
化学是一门探究宏观物质与微观粒子的性质、结构以及相互转化的自然科学，它对于科学的探索是

建立在物质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的层面上［２］。物质的微观性在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通过实验

现象和生活常识，可以让学生了解物质是由微观粒子构成的。

分子和原子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通过实验证明它们是大量存在的。同时，大量的生活事实，

如花香、衣服的晾干、糖水的溶解等，都能说明物质确实是由分子和原子等微小粒子构成的。从此节内

容开始，认识物质世界都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去认识。紧接着在认识原子结构这一小节中，循序渐

进地进入微观世界，深入原子结构内部去认识物质的微观性，从量的角度去认识物质世界，为以后进一

步学习离子相关知识打下基础。元素的概念将物质的宏观组成与微观构成的认识结合起来，学生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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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元素周期表，能够区分“元素”与“原子”所表示的意义以及物质、元素、分子、原子之间的关系。

１．２　教材中微观性的进一步体现
化学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物质世界的自然学科，大量科学家在长期反复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对

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的研究，形成了化学学科独有的微观思想。对物质组成元素所形成的“元素观”、

对微观粒子具体结构的探索所形成的“结构观”等也是这样形成的［３］。当学生认识到宏观物质的微观

组成，了解到微粒自身的具体结构，掌握了其中的规律，并且学习了化学式、化合价、质量守恒定律等知

识后，能够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从定量的角度认识物质变化的特征和本质。

２　中学教材中基本概念的微观分析
２．１　化学式的微观分析

微观思想已经慢慢渗透于教学中，在教学时，要教会学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知识进行分析总

结，为以后建立微观性的学习打下基础。从更高角度的来看，微粒观是对微观知识的提升，是对微观知

识高度概括、总结出来的化学观念。通过对微观知识的学习，可以健全学生的微粒观，加深学生对微粒

知识的学习，发挥深化作用［４］。

化学式和化合价是学生学习化学的重要工具，化学式是用元素符号和数字表示物质组成的化学符

号，看似是从宏观上认识物质，实则本质还是离不开物质的微观性。任何一种纯净物都有其独一无二的

化学式，它表示的意义可以从宏观组成和微观构成来学习。如在教学过程中，由分子构成的物质，宏观

上的化学意义可以表示这种物质以及这种物质的元素具体组成，微观上可以表示该物质的一个分子和

该物质一个分子的构成。

２．２　化学方程式中微观性的体现
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学专业用语，化学方程式是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桥梁。从量的方面可以知道，化学

方程式从宏观上表示各物质之间的质量比，从微观上表示反应物和生成物之间的微粒个数比，它的书写

以遵循客观事实和质量守恒定律为原则，其中物质的微观性就体现在化学方程式的配平和如何运用质

量守恒定律上。

质量守恒定律，通俗来说，就是指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并无变化。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因为化

学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没有发生改变。从微观角度理解，所有的化学反应都应遵循质量

守恒定律，把我们对化学反应从质的研究引向量的理解。同样在化学方程式的配平步骤中，可以知道在

反应物和生成物的化学式前面配上适当的化学计量数，使反应前后各种原子的数目不变。

３　微观知识教学研究
３．１　微观知识教学设计思路

化学科学家以实验事实为基础，借助想象和相关理论在分子、原子水平上建立了一整套关于物质及

其变化规律性认识解释系统［５］。在对微观性引入这类知识的教学中，主要还是对微观粒子概念性知识

的学习。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实验演示、形象化讲述、模型化等方式让学生从宏观世界步入陌

生的微观世界。在微观性引入的教学中，学生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尽量在教学过程中将抽象的知识形

象化、直观化。如在原子结构教学设计中，在认识原子构成的发展史时，可以用图片展示道尔顿以及原

子模型、汤姆森的原子结构模型，并通过卢瑟福的散射实验让学生总结归纳原子的构成微粒，在深入认

识原子结构中数和量的关系时，可以用情景激活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了解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掌握微粒

的基本特征（小、间隔、运动、相互作用），理解核外电子在化学反应中的作用。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难题：一是学生常常将具体概念割裂开来，去进行宏观解释和微

观解释；二是学生无法从微观的角度去理解物质的物理性质；三是物质是运动的，化学反应也是一个动

态过程，学生无法从动态及微观角度理解化学反应［６］。因此在教学设计活动中，一定要突出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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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生活经验的紧密联系，展开联想，使抽象知识与实际体验相结合。

３．２　微观性知识讲解在教学设计中的具体体现
建构化学微粒观是一个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过程。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系统地把握教材内

容，分析教材中每个单元之间的联系，明确教学目标，由整体到部分，使之具有概括性、层次性，从而降低

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的难度［７］。在教学中讲解微观性知识时，利用已有的知识，从学过的反应入手，创

设情境，让学生对化学反应有了从质到量的思考。在进行质量守恒定律微观知识的讲解时，可以适当的

模拟球棍模型，使学生充分体现并感悟质量守恒的原因。学生将信息加以处理、迁移，就能比较容易的

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讲解物质组成与化学式的关系时，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穿插图片或动画，将宏观、

微观直观地融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就能很快理解化学式与宏观物质之间的联系，并深入解剖化学式的隐

藏内涵。下面以分子和原子课题为例，探讨如何进行课堂教学。

本课题为２课时，主要研究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以及分子和原子的区别。对本课题的学习，不仅能
够把前面的教学内容从微观角度得到更深的认识，同时也为接下来学习化学方程式和物质的结构奠定

了基础。教学过程中的具体实施细节如下：

１）课前准备：充分利用课程资源，利用橡皮泥和牙签让学生制作分子模型。
２）课堂引入：我们已经知道分子是可以构成物质的，那么分子是最小的粒子吗？若不是，分子是由

什么构成的？构成分子的粒子又能否直接构成物质呢？

３）对电解水的实验进行分析时用模型演示方法，得出水分子电解生成氧分子和氢分子的模型。通
过图解，将学生的认知从宏观的物质世界引向微观粒子的思维跳跃。深入理解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的

本质区别：在变化中，物质的分子变成其他物质的分子，就是化学变化。而从“质量守恒定律”的微观角

度来解释化学变化的实质，实际上是分子分裂成了原子，原子重新组合后又形成了新的分子。

４）知识延伸：用直观的分子模型，向学生介绍种类繁多的物质的分子是由不同的原子组成的。利
用多媒体演示金刚石、石墨、足球烯的结构模型，可以得出有些物质，如金属、某些固态非金属单质等是

由原子直接构成的，由同种原子构成的不同物质，其结构不一样。

５）课堂小结：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所以，一个水分子是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构成。水电
解是一个化学变化过程。

通过教学过程的一些具体做法，学生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会有较好的认识。

４　结语
针对微观概念较为抽象，是学生学习的难点这些特征，本文具体分析了微观思想是怎样渗透于初中

化学教材的。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初中化学教学中，如何帮助中学生更好地认识化学微观的一些基

本概念。提出在进行初中化学概念教学、规律认知教学等方面，需要巧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教学理

念，这样学生既能深刻理解化学概念，又能较好解决化学中的疑难问题，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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