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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化和凝固

一、教材分析

本节课教学内容节选自人教版版八年级第四单元第二节．教材是在前面学习物态变化

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学习熔化和凝固的相关知识，同时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也为后面进一步学

习其它物态变化，如汽化和液化、生活和凝华等相关知识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教材中具有承

前启后的作用。

二、学情分析

在这之前，学生已学过声现象和光现象，对温度计的使用也较为熟悉，，那么借助知识

的迁移利用温度计来能帮助学生探究熔化和凝固等物态变化现象能帮助学生顺利理解并掌

握新知识。与此同时八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合作探究思考能力也有很大

的提高，这都为本节课的学习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三、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知道熔化和凝固的含义，了解晶体和非晶体的区别，知道一些物质

的熔点和凝固点，并能认识到熔化是吸热过程，凝固是放热过程。

过程与方法目标：经历固体熔化的实验探究过程，学习实验探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并在探究的过程中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情感态

教学重点：探究固体熔化过程的规律。度与价值观目标：尝试将生活和自然界中的一

些现象与物质的熔点与凝固点联系起来，并将所学知识与生产、生活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提

高物理的学习兴趣。

四、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难点：能正确识别晶体和非晶体的熔化和凝固的曲线，并能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生

活中的熔化和凝固现象。

五、教学准备：铁架台、酒精灯、石棉网、大烧杯、温水、大试管、粉末萘、石蜡、温度计、

搅拌器、火柴。

六、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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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回忆复习前面学习的物质存在的三种状态：固态、液态和气态。并用动画展

示：铁矿石在高炉中熔化为铁水，从高炉中倒出的铁水凝固成铁板；在低温度实验室制得

液态氧、氮和固态氧氮；不同季节、气候下的水的状态变化。引导学生归纳得到：随着温

度的变化，物质会在固、液、气三种状态之间变化。

联系生活：（1）把水放入冰箱的冷冻室里，水就会变成冰；（2）把冰加入饮料中，冰

从它们那里吸收热量就变成了水。（3）点燃的生日蜡烛的火焰旁边，固态的蜡不断地变成

液态的蜡，一部分流下来的蜡滴很快又变成了固态的蜡。（4）路桥施工人员把固态的沥青

加热成液态，再把液态的沥青浇在路面上，很快又变成固态。

进一步点明课题：科学上把物质从固态变成液态的过程叫熔化，如冰变水。从液态变成固

态的过程叫凝固，如水结成冰。

动画展示：正在喷发的火山。（鼓励学生用以上的结论分析火山喷发的现象）

引出问题：物质熔化和凝固需要什么条件？不同物质熔化和凝固的规律一样吗？

（设计意图：新课程标准强调通过从自然、生活到物理的认识过程，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让学生领略自然现象中的美妙与和谐，培养学生终身的探索兴趣。本课设计中用多媒

体的方式引入大量的生活物理，从这些感性素材中概括出物理概念，有利于培养学生“初

步的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有利于体现“从生活走向物理”的新课程理念。）

二、探索新知

（一）创设情景、探究固体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

设置问题：不同物质在由固态变成液态的熔化过程中，温度的变化规律相同吗？

猜想假设：熔化过程中一定要加热，所以物质一定要吸收热量，这时温度可能也是不

断上升的。

进行实验：

（1）四个同学为一组，选出一名同学作为组长，负责本组探究性学习，教师课前要

对组长进行指导，交待实验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注意事项，确保实验能顺利进行。

每一组分成两个小组，分别探究两种不同固体的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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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介绍实验装置，如图所示，强调酒精灯和温度计的用法。

（3）第 1 小组探究萘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要求从 68℃开始计时，实验员每隔 1

分钟报告一次温度值和物质状态，记录员把数据填入记录表，并在坐标纸上描出对应的点；

第 2 小组探究石蜡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要求从 50℃开始计时，实验员每隔 1 分钟报

告一次温度值和物质状态，记录员把数据填入记录表，并在坐标纸上描出对应的点。

动画展示：如何用图象法分析所收集的数据。

分析论证：各小组将描在坐标纸上的点连成一条曲线。根据图象分析固体熔化时时温

度的变化规律。

小组评估：回想实验过程，有没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错误？进行论证的根据充分

吗？实验结果可靠吗？

交流合作：与同学进行交流。你们的结果和别的小级的结果是不是相同？如果不同，

怎样解释？

（设计意图：固体的熔化和凝固是学生常见现象之一，选择这一内容让学生参与探究，

目的是引导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体验科学探究的全过程，学习科学探究方法，发

展初步的科学探究能力，形成尊重事实、探索真理的科学态度。有利于体现“注重科学探

究，提倡学习方式多样化”的新课程理念。）

第二部分：认识熔点和凝固点。

对比研究：分析两种不同固体的熔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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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论：

（1）一类固体有确定的熔化温度叫晶体；如各种金属、冰、海波等。另一类固体没

有确定的熔化温度叫非晶体；如松香、沥青、玻璃等。

（2）晶体熔化时的温度叫熔点；非晶体没有确定的熔点。

（3）晶体凝固时也有确定的温度，这个温度叫凝固点。同一种物质的凝固点和它的

熔点相同。

知识扩展：让学生阅读小资料“几种晶体的熔点”，体会不同晶体熔点不同，认识熔

点是晶体的一种特性。同时记住冰的熔点是 0℃，钨的熔点最高。

（设计意图：这是初中物理中第一次用图象的方法来表示物理过程，教师应通过班级

讨论的方式，解释清楚曲线上每一个点的含义，让学生深刻地体验图象法是一种非常简洁、

有效地表示物理过程的方法，为今后使用图象法学习物理打好基础。）

第三部分：认识熔化吸热、凝固放热

归纳总结：晶体与非晶体熔化时都要吸收热量。

逆向思维：从冰吸热可熔化成水，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变成冰的道理，知道凝固是熔

化的逆过程。让学生根据物质熔化的规律推理出物质凝固的规律：无论晶体还是非晶体，

在凝固时都要放热；晶体凝固时放出热量，但温度不变，非晶体凝固时放出热量，温度降

低。

联系生活：北方的冬季很冷，为了妥善地保存蔬菜，都在菜窖里放几桶水，可以利用

水结冰时放出热，窖内温度不致太低，保护菜不被冻坏。

学以致用：请同学解释“下雪不冷化雪冷”这句俗语中包含的科学道理。

（设计意图：新课程标准强调通过科学想像与科学推理方法的结合，发展学生的想像

力和分析概括能力，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本部分从设计上启发学生应用逆向思维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5

的方式学习，并紧密的联系前沿科技，使学生关心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和新思想，了解自然

界事物的相互联系，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三、巩固练习

（1）请学生解释“下雪不冷化雪冷”这句俗语中包含的科学道理。

（2）针对北方的冬季很冷，为了妥善地保存蔬菜，都在菜窖里放几桶水的现象，如

何运用今天学习的熔化和凝固的知识加以解释？

四、课堂小结（7分钟）

1、鼓励学生自己总结本课的主要内容，教师加以补充。

（1）什么是熔化和凝固？

（2）什么是晶体和非晶体？及其相应的熔点和凝固点各是什么？

（3）熔化和凝固哪个过程需要吸热？哪个过程需要放热？

2、引导学生重点理清晶体和非晶体的图像及其区别。

五、布置作业、课外延伸：

1、如图所示，为某种晶体熔化过程的图象。由图可知，该晶体的熔点为________，

熔化过程用了________min，该晶体可能是________。

2、有两个同学研究海波和石蜡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记录的数据如下表：

他们在实验中观察到，海波第 5 min 开始熔化，第 11min 熔化完毕；石蜡第 2min 开

始变软，第 12min 全部熔化完毕。

加热

时间

/mi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2 14

海波

的温

度

/℃

40 42 44 46 48 48 48 48 48 48 48 53 56 59

石蜡

的温

度

/℃

40 41 42 44 46 47 48 49 51 52 54 56 59 63

请你对以上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完成下面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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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波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石蜡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板书设计 ：

熔化和凝固

一、活动：

1、过程

2、观察、记录现象

3、结论

二、溶化是物质从固态直接变成液态的过程；熔化吸热

凝固是物质从液态直接变成固态的过程。凝固放热

三、生活中的熔化和凝固现象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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