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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
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为了进一步规范江西省专科层次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培养工
作，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小学和幼儿园师资队伍，江西省教育厅于 2009 年 7 月颁发了《江
西省培养专科层次小学教师指导性课程方案》与《江西省培养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指导
性课程方案》( 赣教师字〔2009〕25 号) 。2012 年 12 月《江西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课题
组制订了《江西省教师教育( 专科) 课程标准》( 含化学课程标准) 。为顺应基础教育化学
课程改革，培养具有化学素养的小学和幼儿园师资，笔者按照《化学课程标准》要求专门
为五年一贯制( 初中毕业起点) 师范类专业学生编写了这部教材。

本教材是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高一层次的化学基础教育教材，旨在进一步提高
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化学科学素养，立足教师的专业发展，使学生掌握化学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科学思想及科学方法，发展学生能力和个性特长，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学生将来从事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终身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编
写力图突出以下特点:

一是内容的基础性。教材按化学学科知识结构框架，根据五年一贯制师范类专业学
生认知水平，选择化学基础知识、物质的量及其浓度、化学反应及化学平衡、常见的金属
及其化合物、常见的非金属及其化合物、有机化合物、物质结构及元素周期律等内容，既
有化学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知识，又有化学物质知识，体现了内容的基础性。

二是教学的实用性。教材每章前有“本章要点”“导言”，章尾有“本章小结”，每节后
设计了“思考与练习题”，每章后有可供选用的“复习题”，全书最后设计了“总复习题”，
这些都有利于教师导学和学生自主学习，有利于学练结合、促进教学目标达成。

三是栏目设置的创新性。围绕培养目标，加强科学知识的教育和科学素养培养，设
置了“身边的化学”“知识拓展”“科学家的故事”和“友情链接”等栏目，通过阅读相关内
容，让学生领悟做科学和做人的哲理，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培养
其献身科学教育和科学探索的精神。

四是突出学科特征。教材配有教师演示实验( 或实验观察) ，添加了“常见化学仪器
和装置的绘制”“趣味化学实验”和“自制教具与仪器装配”等内容，既可为教师开展实验
探究教学提供良好的平台，亦有利于学生探究学习，激发学生兴趣，培养观察、实验能力，
体现了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特征。

五是突出地方特色。教材紧密结合江西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了铜业、光伏
产业的内容，突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使教材编写具有鲜明的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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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贴近生活实际。教材在开篇特设了化学基础知识，丰富了与小学、幼儿园科学
教育以及与人的生活有关的化学科学知识，在其他部分也通过列举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知
识以及前沿的化学成果，使内容贴近科学、贴近生活，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和求知
欲。

教材由江西省教师教育化学学科中心组成员编写，编写人员及分工如下: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伍金虎( 第一章、第二章) ，南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吴海

峰( 第三章)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刘荣华( 第四章) ，赣南教育学院陈治仁( 第五章) ，鹰潭
职业技术学院舒红群、张默青( 第六章) ，江西师范大学姜建文( 第七章) ，宜春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席建师( 学生实验和总复习题) 。

全书由江西师范大学李永红总体设计，九江职业大学潘留芳审稿，伍金虎和潘留芳
统稿。

这是按江西省教育厅颁发的教师教育五年一贯制小学、幼儿教育《化学课程标准》编
写的第一部教材，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对有些问题还来不及作深入的调研思考和细致的
推敲，欠妥之处在所难免，真诚希望各院校师生和专家不吝赐教，以便我们不断改进和完
善。

本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引用了有关专家学者的专著或出版社编写的化学教材内容，
值此本教材出版之际，致以衷心的感谢!

江西省教师教育化学教材研发编写组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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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化学及化学实验基础

? 本章要点

1．了解化学研究的对象及前沿方向，理解小学科学教育中的化学基础知识。
2．了解化学实验安全知识，掌握化学实验常用仪器的名称、使用方法以及仪器和装

置图的绘制方法。
3．掌握过滤、蒸发、蒸馏和萃取等基本实验技能。

? 导言

化学是自然科学中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它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以及变
化规律的科学。

化学的历史渊源非常古老，自从有了人类，化学便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钻木取
火、烧制陶器、金属冶炼等都要用到化学知识。化学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成为人类进步的标志。今天，化学已成为人类认识物质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极为
重要的武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人类的衣食住行，防病治病，资源利用，环境保护
等都和化学密切相关。在人类共同面临的三大挑战( 人口、资源、生态环境) 中，化学是最
现实的解决途径。化学已经成为一门富有创新性的、中心的、实用的科学，是一门既历史
悠久又生机勃勃的学科，它将继续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目前，化学学科研究的前沿方向与优先领域有合成化学、化学反应动态学、分子聚集
体化学、理论化学、分析化学测试原理和检测技术新方法的建立，生命体系中的化学过
程，绿色化学、环境化学、材料和能源中的基本化学问题，化学工程的发展等。

第一节 化学基础知识

物质世界五光十色，精彩纷呈，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令人惊奇、迷惘、感叹的现象和过
程。化学能带领人们走进这块神奇的世界，了解物质的基本性质与变化过程，探索其中
的奥秘。

物质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
的，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和反映。物质可以是指占有时间、空间和质量的东西，
例如电子、质子、中子、金属、空气、水、生物等。物质也可以指客观存在的一种物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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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量、场等。物质还可以是以视觉、嗅觉及各种触觉感应到( 可以看到、嗅到、尝到或接
触到) 的东西。

一、物体的特征
物体的特征指某一物质自身所具备的特殊性质，是区别于其他物质的基本征象和标

志。自然界的物质由于组织成分、结构不同，其质地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如: 颜色的深
浅、形状的大小、质量的轻重、表面粗糙的程度、气味与味道、厚与薄、软与硬、疏松与紧
密、湿润与干涩、透明程度等都可能不尽相同。

( 一) 不同的物体和材料具有不同的状态
当大量的微观粒子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相互集聚为一种稳定的结构状态时，就叫

做“物质的一种状态”，简称“物态”。物质在不同的温度、压力和外场( 如电场、磁场等)

影响下会呈现不同的物态。过去，人们通常只能从物质的宏观外形及是否容易形变的特
征将物质分成三种状态。具有固定形状和体积但不易形变的物态叫固态;具有一定体积
但外形随容器而变且易于流动的状态叫液态; 物体的形状和体积均随容器而变，容器敞
开时，物质就挥发的状态叫气态。人们常说“物质有三态”，就是指一种物质能以固体、液
体或气体出现( 如图 1． 1) 。

图 1． 1 水的三态

由于物质内部的结构千差万别，所以从物体内部结构特征可将物质分成更多的状
态。有些固体内部的分子或原子以规则、对称、周期性的结构状态出现，叫“结晶态”。有
些固体( 如玻璃、沥青、电木、塑料等) 在常温常压下具有固定的体积和外形，但内部结构
却更像液体，这种状态叫“玻璃态”。许多有机物介于液态和晶态之间，存在一种既具有
流动特性又具有类似晶体的性质，这种物态被称为“液晶态”或“介晶态”。气体被加热至
10000℃以上高温或被辐射之后，原子可能会电离，整个气体将成为带正电的离子和带负
电的电子所组成的集合体，而且正、负电量相等，这两种离子的集聚状态叫“等离于态”。

物体处于极低温度条件下，某些金属的直流电阻将趋近于零，这种状态叫做“超导态”。

在极低温下，有的液体( 如液态氦) 的粘滞性也完全消失，这种状态叫做“超流态”。大多
数基本粒子都存在质量相等而电磁性或其他一些物理性质相反的粒子，叫做“反粒子”，

如“反质子”“反中子”等。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物质的认识将愈加深入，必然会有新
的物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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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性质，会发生不同的反应
物质不需要发生化学变化就能表现出来的性质叫物理性质，如颜色、密度、光泽、状

态等。物质在化学变化中表现出来的性质叫化学性质，如物质的酸碱性、可燃性等。
有的物质物理性质发生了变化，但化学性质没有变化。例如水果切成小块、木头锯

成木板、木屑压成木板都是材料的形状改变了，但它们的组成没有变化，所以它们的化学
性质不变。水果不论大小仍是水果，不管是木板还是木屑都是木头。有些物质化学性质
发生了变化，但物理性质没有变化。例如铁生了锈，铁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了铁锈，但状态
没有变化。

有些物质在一定的环境下放置一段时间后会变质，有的发霉结块，有的腐烂发臭，有
的变酸变色。但不同的物质变质的难易程度是不相同的，如不再存活的动物、植物以及
其他食物容易腐烂，而石头不容易腐烂。引起食物变质的主要原因: 一是微生物的作用，
二是酶的催化作用，三是食物的化学反应。

观察与思考

观察自然界的物体，描述这些物体的特征，并加以比较、讨论并整理。如哪个重? 哪
些是透明的? 哪些可以溶于水? 哪些可以燃烧?

二、物质材料的分类与用途
( 一) 物质材料的分类
不同的物体是由不同材料组成的，可以根据材料的组成、使用性能、应用对象等进行

分类。按照材料的化学组成和特性可以把材料分为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有机高
分子材料及复合材料四大类。按照材料的使用性能可把材料分为结构材料与功能材料
两大类。结构材料的使用性能主要是力学性能，功能材料的使用性能主要是光、电、磁、
热、声等能性能。按照材料的应用对象可把材料分为信息材料、能源材料、建筑材料、生
物材料、航空航天材料等多种类别。

( 二) 材料的性质与用途
不同的材料由于组成和结构不同，所以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用途。例如金属材

料具有导电导热性好、化学性质稳定、耐热耐腐蚀和工艺性好等优良性能，是现代电子、
机械、轻工、仪表、航空航天等技术领域不可缺少的材料。钢铁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材
料，修房造屋、铺路架桥、制造机器设备、制造飞机、轮船、大炮等都要用钢铁。传统陶瓷
材料一般硬度较高，但可塑性较差，在食器、装饰上广泛使用，人们日常使用的瓷器、水
缸、瓦盆等硬而脆的日用品，属于传统的陶瓷制品。新型陶瓷也称精细陶瓷，是以人工合
成的高纯超细粉末为原料，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经过成型、烧结等程序制成的具有微细
结晶组织的材料，具有优越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能，其应用范围更加广宽。

( 三) 天然材料和人造材料
天然材料指自然界已有、未经加工或基本不加工就可直接使用的材料，即直接来自

·3·

第一章 化学及化学实验基础



大自然的材料。如棉花、沙土、蚕丝、煤矿、石油、铁矿、羊毛、皮革、石墨等。人造材料又
称合成材料，是指人为地把不同物质经化学方法或聚合作用加工而成的材料，即不是直
接来自大自然而是科学家创造出来的材料，其性质与原料不同，如塑料、玻璃、钢铁等。
在人造材料中，塑料、合成纤维和合成橡胶被称为三大有机合成材料，这些材料的合成提
高了国民生活水平，对国计民生有重要作用。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还在不断地发
明新的材料。

观察与思考

请同学们到附近建筑工地进行考察，房屋建造需要哪些材料? 哪些是天然材料? 哪
些是人造材料?

三、身边最常见的化学物质
( 一) 水———生命之源
1．水的分布:

图 1． 2 水的分布

水是地球上最丰富的一种化合物，全球约有四分
之三的面积覆盖着水。地球上水量的分布是海洋占
97． 2%，极地冰山占 2． 15%，地下水占 0． 632%，湖泊
与河流占 0． 017%，云中水蒸气占 0． 001%。地球拥有
的总水量约为 140 亿亿吨，其中，含盐的海水约为
132． 2亿亿吨。海水由于盐分问题不能被陆地上的生
命作为水源来利用，陆地上的淡水又因为日晒而蒸发或通过滔滔江流回归大海，所以地
球上可供生命使用的淡水量达不到地球总水量的 0． 3%，因此陆地上的淡水资源是很紧
缺的。

2．水文循环:
地球上的水从地表蒸发，凝结成云，云被风吹到陆地的上空，凝结后降落到大地上，

积累到土中或水域，再次蒸发，进行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如此，陆地上的江河、湖泊、湿
地才得以形成，它们是陆地生命的淡水源。全球水循环是由太阳能驱动的，水是地球上一
切物质循环和生命活动的介质，没有水循环，生态系统就无法启动，生命就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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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水文循环

3．水的结构:

一个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化学式为 H2O。

图 1． 4 水分子结构

4．水的性质与用途:

水在室温下是没有颜色、没有气味、没有味道、透明的液体。水可以溶解许多物质，

例如水可溶解营养素、激素和代谢产物。在人体细胞中循环，所有的生命体中都存在水，

人体内血液的含水量占 83%，肌肉的含水量占 71%，骨骼的含水量占 22%，所以水是维
持生命的必要条件。水容易流动，是一种很好的运输和循环流体。

水的比热高，能很好地稳定温度，升温与降温都不容易，因而人的体温能稳定在
37℃。水蒸发时带走一部分热，人在发烧与出汗的时候，皮肤将汗水蒸发，带走热量，使
人体降温，所以水是人体的冷却剂。

( 二) 空气———地球周围气体
1．空气的性质:

空气是构成地球周围的无色、无味的气体。在 0℃和 1． 013 × 105Pa 时密度为 1． 293g /

L。空气有重量，会产生压力，能挤压或推动其他物质，如气球、轮胎、皮球。空气流动形
成风，如扇扇子、台风。风具有能量，能够产生力的作用，可以把一些物体托起来，如帆
船、风力发电、风吹起浪、风筝、滑翔机、热气球。一些微小的颗粒可以在空气中漂浮，如
沙尘、花粉、炊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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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 风吹帆船

2．空气的组成:
空气是多种气体的混合物，氮气约占 78%，氧气约占 21%，稀有气体约占 0． 94%，二

氧化碳约占 0． 03%，水和杂质约占 0． 03%。它的恒定组成部分为氧气、氮气、氩和氖等稀
有气体，可变组成部分为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它们在空气中的含量随地球上的位置和温
度不同在很小限度的范围内会微有变动。

图 1． 6 空气体积比

3．空气的影响:
现代医学证实，一般人在相对湿度为 45% ～ 55%的时候感觉最舒适，因为在这样的

湿度下病菌的死亡率较高，氧气比较容易通过肺泡进入血液。空气过于干燥或潮湿，都
有利于一些细菌和病菌的繁殖和传播。当空气湿度高于 65%或低于 38%时，病菌繁殖滋
生最快。湿度过大时，人体中会分泌出较多的松果激素量，使得体内甲状腺素及肾上腺
素的浓度就相对降低，人就会感到无精打采，萎靡不振。长时间在湿度较大的地方( 如高
山、海岛) 工作、生活，容易患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湿痹症。但湿度过小时，蒸发加
快，干燥的空气易夺走人体的水分，使人皮肤干裂，口腔、鼻腔黏膜受到刺激，出现口渴、
干咳、声嘶、喉痛等症状，极易诱发咽炎、气管炎、肺炎等病症。由于空气湿度影响着人体
健康，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关注温度和晴雨，也要关注身边无时不在的空气湿
度及其变化。

观察与思考

观察蜡烛燃烧前后的物质变化情况。讨论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变化应属于哪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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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糖溶于水，铁生锈等) ，讨论水的污染与净化。

四、物质的利用
( 一) 人类生存需要不同形式的能源
能源是自然界中能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包括矿物燃料、阳光、风、

流水、潮汐、波浪、薪柴等。
1．能源的来源:
从能源的形成和来源可将能源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来自太阳的能量，有直接太阳

辐射能和由太阳辐射能转化而来的生物质能、风能、波浪能、海洋热能等。第二类能源来
自地球本身的地热能，它包括来自地球内部的火山、地震、地热蒸气、热岩层、热水等。第
三类则是由月球、太阳等天体对地球的引力而产生的能量，如海水潮流运动的潮汐能。

2．能源的转化和利用:
能源的利用就是能量的转化过程，如煤燃烧放热使蒸汽温度升高的过程就是化学能

转化为蒸汽内能的过程，高温蒸汽推动发电机发电的过程是内能转化为电能的过程，电
能通过白炽灯泡或荧光灯管可转化为光能，电能通过电解槽可转化为化学能等等。

图 1． 7 能量转化示意图

( 二) 人类利用物质的活动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
由于人类的活动或自然原因引起了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以致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

活，给人类带来了灾害，这就是环境问题。联合国把人口、资源、粮食、环境与发展并列为
当今国际社会的五大问题。

1．人口的过度增加会影响生态平衡:
( 1) 影响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口增加，资源消耗增加，资源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
( 2) 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增加，对环境的承载能力要求增加，废物排放量

增多，交通、就医、就业、住房等压力都将增大。
( 3) 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增加，对教育事业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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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类的活动会引起全球性的环境变化:
现代化工业社会过多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后放出的二氧化碳进入大气，矿藏、原

始森林和土地等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破坏生态环境。沙漠蔓延、森林锐减、物种灭绝、水
源污染、垃圾成灾、酸雨肆虐、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淡水资源缺乏、沙尘暴、荒漠化和水
土流失、龙卷风、雾霾、自然灾害连绵不断地发生。这些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有构成了
威胁。

3．人类需要为保护环境做出正确的选择和不懈的努力:
通过法律和舆论抑制废物排放量。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实行清洁生产和循环使用材

料，发展绿色产业，开发替代能源，利用生物能源，挖掘海洋吸收碳的潜力。限制化石燃
料和机动车辆的排气，禁用氟氯碳化物。保护森林，促进森林再生。

? 兴趣拓展

生活中化学知识

1．铅笔的标号是怎么分的?
铅笔的笔芯是用石墨和粘土按一定比例混合制成的。“H”即英文“Hard”( 硬) 的词

头，代表粘土，用以表示铅笔芯的硬度。“H”前面的数字越大( 如 6H) ，铅笔芯就越硬，即
笔芯中与石墨混合的粘土比例越大，写出的字越不明显，常用来复写。“B”是英文
“Black”(黑) 的词头，代表石墨，用以表示铅笔芯质软和写字的明显程度。以“6B”为最
软，字迹最黑，常用以绘画，普通铅笔标号则一般为“HB”。考试时用来涂答题卡的铅笔
标号一般为“2B”。

2．墨水为什么会沉淀?
墨水是一种胶体。当墨水瓶盖未盖好时，随着水分蒸发，墨水变浓，色素胶粒易挤在

一起，由于它们之间的水层变薄了，因此胶粒就会结合成大粒子而沉淀。另外，不同牌号
的墨水混合也会导致墨水沉淀。因为制造墨水时为使胶粒稳定，都让它带电，而不同方
法制出的墨水其胶粒所带的电荷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当胶粒带不同电荷的墨水混合
时，电荷因中和而消失，胶粒就变得不稳定因而发生沉淀。所以，换用别种牌号的墨水
时，最好将钢笔用清水洗净。此外，过冷、过热也会使墨水中有胶体溶液破坏，而导致沉
淀。因此冬天将墨水放在窗口，平时不应将墨水放在高温的地方。

3．变色眼镜为什么会变色?
变色眼镜的镜片是用“光致变色”玻璃制成的，这种玻璃在制造过程中，掺进了微量

光敏感的物质，如氯化银、溴化银等。还掺进了极微量的敏化剂，如氧化铜等，敏化剂的
作用是使玻璃对光线更加敏感。在变色眼镜的玻璃里，卤化银在阳光照射下分解，产生
许多黑色的银的微粒，均匀分散在镜片中，镜片就变黑了。当回到光线较弱之处，在氧化
铜的催化作用下，银和卤素重新化合生成卤化银，于是颜色又变浅了。

4．铁刀削水果后为什么会变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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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中含有鞣酸，鞣酸遇上铁质或其他重金属以后，就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
难溶于水的鞣酸铁或其他鞣酸盐，所以刀与水果接触过的地方就变黑了。少量鞣酸盐对
人类无害，因此不必在意。但不能用手帕去擦小刀，因为鞣酸铁不溶于水，手帕中的黑色
就洗不掉。欲把手帕中的黑色污渍除去，应用稀草酸溶液擦拭，后用水洗，才会干净。

5．石灰涂墙有什么学问?
生石灰遇水生成熟石灰，该反应是放热反应，因此把冷水泼在生石灰上，冷水会变

热。而石灰涂墙很不容易干是因为熟石灰(氢氧化钙) 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
酸钙和水。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少，反应慢，此外，水的生成也使墙壁更不容易干了。涂墙
时石灰浆是氢氧化钙，质较软，与二氧化碳反应后生成的碳酸钙既坚硬又洁白。

6．绘制装饰图案用的“金粉”“银粉”是用什么做的?
“金粉”是用黄铜(铜锌合金)制成的。将黄铜片和少量润滑剂经过碾碎和抛光就制

成“金粉”，它被广泛用于油漆和油墨中。
“银粉”是用价格便宜且和银一样有银白色光泽的铝制成的，铝粉质量轻，在空气中

很稳定，反射光能力强。制铝粉有两种方法:一种将纯铝薄片同少量润滑剂混合后用机
械碾碎;另一种是将纯铝加热熔融成液体，后喷雾成微细的铝粉。

7．甘油的润肤作用绝对吗?
珍珠霜中含有甘油，甘油的作用是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使皮肤保持湿润，那么，纯甘

油能否直接涂到皮肤上来润肤呢? 不行，因为纯甘油若直接涂在皮肤上，它除了能吸取
空气中的水分外，还将皮肤组织中的水分也吸出来，结果会使皮肤更加干燥甚至灼伤。
因此买甘油时，一定要先问清是纯甘油还是含水甘油，若是纯甘油尚须加入 20%的水才
能用以润肤。

8．为什么不能用茶水服药?
服药通常是用温开水送服的，为何不能用茶水呢? 因为茶水中含鞣酸，它会和药物

中的多种成分发生作用，从而使药效降低以至失效，如贫血病人服用铁剂会同鞣酸反应
生成难以被人体吸收的鞣酸铁。

9．为什么抗菌素类的药物宜在饭后服用?
抗菌素药类大部分是胺类化合物，人空腹服用后药物易被胃中胃酸分解，既降低药

效，又对胃壁产生较大的刺激作用。而饭后服用药物，由于胃酸被食物冲淡，药物就不会
被胃酸分解，因此抗菌素药物一般在饭后服用。

10．为什么放久的红糖会发酸，放久的白糖会变黄?
红糖放久后，逐渐吸收空气中的水气，使糖中的乳酸菌大量繁殖，随着乳酸菌的增

多，红糖中的主要成分蔗糖逐渐转化成葡萄糖和乳糖，进而产生乳酸，日子久了，乳酸越
来越多，红糖就产生酸味。白糖在生产过程中为增加其洁白程度，有经过硫漂白工序，即
在糖洁中通入二氧化硫使糖汁中色素还原脱色。用这种方法脱色不够稳定，放久的白
糖，长期同空气接触，被还原脱色的色素又会被空气中的氧氧化而重现颜色，因此白糖久
置会变黄。

·9·

第一章 化学及化学实验基础



思考与练习题

1．选择题:
( 1)下列物体，能溶解于水的是( )。
A．白糖、油 B．食盐、沙子 C．氧气、白糖 D．白糖、沙子
( 2)下列变化中只含物理变化过程的是( )。
A．蜡烛熔化 B．太阳晒干地面上的水
C．铁生锈 D．水果发霉
( 3) 水的特点有( )。
A．有味道 B．无固定形状 C．白色 D．有甜味
( 4)我们可以用( )准确测量水的体积。
A．量筒 B．皮尺 C．天平 D．酒精灯
( 6)有关空气的性质，下列描述错误的是( )。
A．没有重量 B．流动的 C．占据空间 D．有刺激性气味
2．判断题:
( 1)空气是一种会流动的、无固定形状的气体。 ( )
( 2)液体的多少可以用毫升、升来表示。 ( )
( 3)木材、棉花、皮革，塑料都是人工材料。 ( )
( 4) 水比油重比空气轻。 ( )
( 5)木片、纸片、布片它们的吸水能力是不一样的。 ( )
3．调查当地主要污染源，讨论如何保护当地的资源，写一份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建

议书。

第二节 化学实验基础知识

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化学科学的形成、发展和研究都离不开实验，实验是化
学的灵魂，是化学的魅力，是培养和发展人们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所以，掌握有关实验方法和实验操作技能方面的基础知识，是学好化学的重要途径。

一、化学实验安全知识
实验是研究化学的最主要的方法，要做好化学实验，必须遵守实验守则，了解化学实

验中的安全知识。
( 一) 遵守实验守则
在化学实验中，要树立安全意识，遵守实验守则，这是实验顺利进行和避免受到意外

伤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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