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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化学是一门“核心、实用、创造性”的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占据

战略地位。在现代生活中，无论衣食住行，还是生老病死，都与化学紧密

相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那么多的奥妙，难么多的疑点，那么多的新鲜

事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化学知识。

但对于低年级的孩子们来说，虽然他们在幼儿园至小学科学课程中学

习了一些零散化学知识，但一提起化学，仍然感觉它很神秘、很神圣，好

像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认为只有化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研究

才能称之为化学，可以说对化学心存敬畏。

如何打破孩子们对化学的神秘感，使孩子们以轻松愉悦的心情初步体

验化学学科的价值，像化学家那样用眼睛观察，像化学家那样用头脑

思考?

作为化学教育工作者，长期从事一线教学，较熟悉孩子们的知识结构

和认知特点。我们摒弃了枯燥乏味、高深莫测的学术性说教，用实验说

话，以孩子身边熟悉的现象或事物为载体，渗透寓教于乐的教育思想，设

计一系列趣味性较强的活动 ( “玩耍”) ，将抽象的化学知识借助实验手段

直接复原为实验这种具体的物质形态，使孩子们在活动中轻松学习一些化

学知识，掌握一些科学方法，养成良好的科学态度，引导孩子从化学的视

角审视或看待身边的现象或事物，对孩子们进行一些化学启蒙教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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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编写此书的初衷。

“边玩”，实际上是操作、实验、调查、观测; “边学”，不仅仅是学习

化学知识，更主要的是学习科学方法和思想。我们衷心希望，这本书能为

青少年朋友走向科学道路给予一点启迪和帮助。希望你阅读完这本书之

后，能够更加保持对化学事物的新奇感，有意识地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并

学会科学解决化学问题的方法，争取将来能够在化学科学这个广阔的领域

里大展宏图!

在知识内容上，我们设计了 41 篇活动，着力凸显化学学科核心知识和

观念，具有较完整化学知识体系，而不是零乱的化学知识罗列。

在呈现方式上，采用了一种不同于教科书式的呈现方式，以故事的形

式，设定了四位学生 ( 文文、川川、佳佳、悠悠) 、一位老师 ( 温老师)

和两位家长 ( 司先生、钟女士) 作为故事的人物，把主人公身边熟悉的现

象以故事的形式引入、分析，提出问题，求助同学、老师、家长，设计实

验，一起行动，最后汇报成果。以栏目形式介绍一些相关资料，开阔学生

视野。整个活动设计包含了科学探究的各要素，渗透合作学习的思想，体

现人文关怀，渗透心理疏导。

本文作者均为一线化学教师，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积极学习、思

考，不断尝试，尤其在设计、指导学生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书主

要供 7 ～ 9 年级学生阅读，也可供中小学教师及科技辅导员参考。

由于作者学识所限，经验不足，虽经反复讨论、修改，仍不免有不完

善之处，呈现之时也是静待各位读者朋友不吝赐教、批评指正之时。希望

我们的付出能够为孩子们送去一份来自化学学习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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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闻香识物

第一天来上课，大家都充满了期待，化学老师温老师带来了很多个棕

色玻璃试剂瓶，让大家猜里面装的是什么。瓶子是棕色的，里面有的装的

是固体，有的装的是液体，但是看不清楚，怎么猜呢? 仔细观察，瓶塞上

有一个小孔，是什么东西在里面，可以闻一闻?

小川、文文、佳佳和悠悠，分别闻了闻，原来分别是: 牛奶、柠檬

汁、酱油、醋、白酒、花露水、玫瑰花汁、大蒜、泡菜、姜、洋葱。

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闻气味鉴别物质呢?

四位同学决定请教老师。

温老师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让他们做了一

个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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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材料: 两个烧杯，一瓶红墨水，一杯蒸馏水，两个胶头滴管

步骤:

( 1) 取一个烧杯，注入半杯自来水，向其中滴加 3 滴红墨水，观察红

墨水滴加到蒸馏水中的变化。

( 2) 另取一个烧杯，滴加 10 滴红墨水，再向其中逐滴滴加 10 滴蒸馏

水，观察红墨水的颜色变化。

佳佳说: “红墨水进入到蒸馏水里面去了，蒸馏水也能进入到红墨水

里面去。”

悠悠问: “这能说明气味的问题吗?”

温老师笑了笑，又接着做了第二个实验。

实验二

材料: 酒精灯、三脚架、石棉网、火柴、烧杯、醋

步骤:

( 1) 将试剂瓶中盛放的醋倒出少许于烧杯中，闻一闻气味。

( 2) 将酒精灯置于三脚架下方，将石棉网放在三脚架上，将烧杯放在

石棉网上，点燃酒精灯，加热。观察现象并设计表格记录实验现象。

讨论:

( 1) 醋在加热前后味道是否一样? 有什么不同?

( 2) 分子受热时运动速度会加快，这有什么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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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嗅觉的刺激物通常都是气态，而不是液态或固态; 某种气态的微

粒被呼吸带入鼻孔，从而刺激到带有黏膜上的细胞，这些刺激所引起的神

经脉冲会被嗅觉神经传送到大脑，从而感知气味。组成物质的有一种微粒

叫“分子”，分子总是在无规则地做运动，这种运动叫扩散，类似于我们

看到的，红墨水溶于蒸馏水中，蒸馏水溶于红墨水中。试剂瓶是棕色的，

透过试剂瓶，我们虽然无法用视觉辨认醋、白酒、酱油等这些物质，但由

于其中有气味的分子变成气态扩散到空气中，使我们能通过闻气味来识别

它们。在一些行业比如茶叶、咖啡、香水、葡萄酒、黄油、药剂等，从业

者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可以培养出无与伦比的嗅觉，以辨认商品的优劣与等

级，这就叫“闻香识物”。

而升高温度，会使分子的运动加剧，加速了扩散，所以我们给醋加

热，大家能闻到满屋子的醋味儿，熏醋可以杀菌，还可以预防感冒。

“闻香识物，与分子的扩散有关!”小川说。

“对! 我国古人曾有赞美菊花的诗句 ‘冲天香阵透长安’就形象地说

明了分子的运动。”温老师说。

“闻香识物，还与那么多职业有关。”文文说。

“通过闻香识物，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些 ‘异常’

的味道，而‘异常’的味道往往预示着一些危险，因此，这会帮助他们发

现生活中的一些隐患，以便防患于未然。”温老师补充道。

“我们都知道，公共场合禁止吸烟，为什么呢? 谁能从分子的角度来

解释一下?”温老师提问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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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说: “因为烟中含的有毒分子的运动，导致周围的人被动吸烟，

被动吸烟对身体的害处比主动吸烟更大。”

“战争中，有人使用生化武器，就是利用分子的运动让毒气向对方的

阵地扩散，对敌人造成伤害。”小川补充。

“这真是太糟糕了! 我想把闻香识物的知识，还有分子运动的益处与

害处告诉同学们。”佳佳说。

“那我们开始行动吧!”悠悠说。

“好啊!”大家齐声说。

我们计划出一期班级黑板报向大家展示与分子运动有关的知识。

1． 五彩缤纷。( 打五种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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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难分离的玻璃杯

文文一早到校发现悠悠没来，就去问老师，知道悠悠生病了。于是他

约了小川和佳佳放学一起去看悠悠。

到了小悠家，开门的是小悠的妈妈，阿姨非常高兴，拿出了很多好吃

的招待他们。

“渴了吧，你们都喜欢喝什么呢?”小悠妈妈问他们。

“阿姨，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小文非常懂事。

“好，小悠感冒了，我把杯子再洗一洗!”

“阿姨我们自己来洗吧!”说着，小川已经一个箭步冲到阿姨跟前，将

杯子接了过去。

小川认真地将杯子洗干净，想一下子拿到客厅里，于是他将其中两个

杯子摞到一起用右手拿着，左手拿了一个单独的杯子，快步走回客厅，阿

姨已经准备好了鲜橙汁。

阿姨接过小川左手的杯子，倒了满满一大杯交给了小佳。但是小川洗

的另两个杯子任小川费多大的劲也分不开了!

阿姨接过杯子试了半天，结果也分不开。 “没关系，小川，不过只好

让你再洗两个杯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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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陪悠悠聊了一会儿，就和他们道别了，临走时都关切地提醒悠悠

多喝水多休息。

回家的路上小川一直在想，为什么小悠家的湿玻璃杯分不开呢? 是不

是以后都分不开了呢? 不行，我明天一定要去问问老师!

第二天一早，小川把小文他们招集过来，说: “你们还记得昨天小悠

家那对分不开的杯子么?”

“记得呀，阿姨不是说没关系么?”大家说。

“但是如果那对杯子永远分不开，阿姨就不能再用了，我想我们去问

问老师看看该怎么办，也好告诉阿姨!”

“好!”他们决定请教老师。

温老师耐心地听完他们的讲述，先让他们做了一个小实验。

实验一
材料: 橡皮筋、洗净的玻璃片 ( 5 厘米 × 5 厘米左右) 、黏胶 ( 能将玻

璃和橡皮筋粘在一起的胶) 、弹簧秤

图 2-1

步骤:

如图 2-1，

( 1) 用黏胶将玻璃片吊在橡皮筋的下端用弹簧秤

钩住橡皮筋，称出重量。



7

( 2) 使玻璃片水平地接触水面。

( 3) 用弹簧秤钩住橡皮筋向上拉，并记录拉力数值，与玻璃片的重量比较。

讨论: 为什么拉动玻璃板的力要远远大于玻璃板的重力呢?

实验二
材料: 两个圆柱形铅块、砝码

步骤:

图 2-2

( 1) 将两个圆柱形铅块的端面刮平。

( 2) 试着在铅块下面悬挂一个砝码，记录所能悬挂

的砝码的最大质量。

( 3) 用力挤压让两个铅块的端面紧压在一起 ( 如图

2-2 所示) 。

( 4) 将铅块悬挂起来后，下面由小到大吊起砝码。重复 3 次，记录悬

挂的砝码的最大质量，并求出平均值。

讨论: 第 2 步和第 4 步中，悬挂的砝码重量一样吗? 为什么?

总结:

( 1) 对玻璃板的拉力会大于玻璃板的重力，说明玻璃板离开水时，克

服水分子的引力需要一定的力。

( 2) 两个圆柱形铅块，当把端面刮平后，让它们端面紧压在一起，合

起来后，它们不分开，而且悬挂起来后，下面还可以吊起一定量的重物，

说明要使铅块分开也需要一定的力。

我们知道物质是由微粒构成的。组成水的微粒叫 “分子”，分子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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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引力和斥力，这两种力较量的结果就是任意两个水分子间都有一定的

间隔。

从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分子间作用力这一方面讲，分子间的引力

和斥力都随分子间距离增大而减少，尤其斥力随距离增大减小得更快。

当我们将两个圆柱形铅块的端面刮平后，让它们紧压在一起，合起来后，

它们不分开，而且悬挂起来后，下面还可以吊起一定量的重物。还有平时人们

用力拉伸物体时，为什么不易拉断物体? 是因为此时分子间的力表现为引力。

同样道理，套在一起的湿玻璃杯由于水分子间的力表现为引力难以分开，从水

面拉起玻璃板也由于水分子间的力表现为引力而使得拉力大于重力。

但是当两分子间距离大于一定倍数时，两个分子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受力

了，就像一个杯子摔碎了粘好后也不会像新的一样了，再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

“破镜不能重圆”，若想削弱分子间的力，可以使分子间的距离增大到一定程度

(分子间距离接近 10 －9米) ，分子间作用力将微小到可忽略的程度。

如果将上面的玻璃杯倒入冷水，下面的玻璃杯放在热水中就可以轻松

的帮助小川将湿玻璃杯分开了!

用力拉伸物体时，物体难分离体现构成物质的分子间有引力，生活中

还有哪些实验事实可以说明分子之间有引力呢?

2． 富贵不能淫。( 打八种化学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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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纹再现

昨天晚上，小川看了一个动画片《谁偷吃了我的奶酪》，大致内容是胖胖

熊的奶酪不见了，那是胖胖熊的奶奶从新西兰给他带回来的，它一直不舍得

吃，不知道被谁偷吃了，只剩下包奶酪的纸，胖胖熊很生气，打电话叫来警

察。警察仔细观察了四周，用相机拍下了脚印，戴上手套，将包奶酪的纸放在

密封的塑料口袋里拿走了，经指纹检验后，他宣布: 小偷是小老鼠。

看完动画片后，小川心想: “指纹检验”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川打电话问文文，文文想了想说: “是不是和分子扩散有关?”他俩

决定请教老师。

“温老师，指纹检验是不是和您上次给我们讲的分子有关?”小川跟老

师求证文文的想法。

“我先问问大家，什么是指纹?”温老师并不急着回答小川。

“指纹不就是手指头上的这些圈圈嘛。”文文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