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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凝结”的一点思考

路永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江苏 南京  211102)

(收稿日期:2017 02 08)

水蒸气遇冷后从气态变成液态,这种现象叫做

液化.然而,小学科学教材上讲的明明白白:水蒸气

遇冷后,又从气态变成液态,这种现象叫做凝结.
困惑中,笔者翻阅了一些资料: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教科书八年级

上册第三章“物态变化”第三节“汽化和液化”中的

描述 是 “…… 从 气 态 变 为 液 态 的 过 程 叫 液 化

(liquefaction).…… 北方的冬天,可以看到户外的

人不断呼出‘白气’,这是呼出的水蒸气遇到冷空气

凝结成的小雾滴;戴眼镜的人从寒冷的室外进入温

暖的室内,镜片上会蒙上一层小水珠,这是室内空气

中的水蒸气遇到冷镜片凝结成的.实验表明,所有气

体在温度降到足够低时都可以液化.”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教科

书八年级上册第二章“物态变化”第二节“汽化和液

化”中的描述是“…… 物质由气态变为液态叫作液

化(liquefaction).…… 露和雾也是由水蒸气液化形

成的.空气中的水蒸气在夜间气温降低时液化后凝结

在地面,花草,石块上形成小水珠,这就是露.通常,空
气中有较多的浮尘,气温降低时,水蒸气就会液化成

小水珠附着在浮尘上并弥漫在空气中,从而形成雾.”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概念 高中物理读本

(第三册)》(赵凯华、张维善)中关于凝结是这样说

的:物质由气态转变为液态的过程称为液化,也叫凝

结.…… 在大自然中,往往在空气上升时发生绝热

膨胀而冷却,其中冷却了的水蒸气变成饱和汽后,遇
到空气中的尘埃、离子等便凝结成小水滴,这是自然

界中水蒸气凝结的最重要的过程.按水蒸气凝结现

象发生的高度不同,可以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地

面上的水蒸气凝结,温度高于0℃,就是露;温度低

于0℃ 则形成霜.若凝结时高于0℃ 成露后再降低

到0℃ 以下则成为露冰.第二类是大气中的水蒸气

凝结,低空叫做雾,高空叫做云.在温度高于0℃ 时,
云是由水滴构成的,称为暖云.水滴因继续凝结而不

断增大时,落到云外变成雨.
从上面的几段关于凝结的说法中我们可以看

出,对凝结和液化以及凝华,并没有做出严格意义上

的区分,如果我们一定要区分,那应该是凝结的内涵

包含了液化和凝华,如果说发生了凝结,则可能是液

化,也可能是凝华;但是如果明确是液化,就不可能是

凝结,同样,如果是凝结,就不可能是液化.
再来了解有关课程标准,《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第

二部分课程目标中(三)科学知识部分是这样要求的:
(1)学习生命世界、物质世界、地球与宇宙三大

领域中浅显的、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与研究

方法,并能尝试用于解决身边的实际问题.
(2)通过对物质世界有关知识的学习,了解物

质的常见性质、用途和变化,对物体的运动、力和简

单机械,以及能量的不同表现形式具有感性认识.
(3)而具体内容标准活动建议则是:

1)了解物质有3种常见的状态:固态、液态和

气态.温度的改变可使物质的状态发生变化.知道水

的冰点与沸点.
2)知道物质的变化有两大类,一类仅仅是形

态的变化,另一类会产生新的物质.
不难看出,小学的课程标准要求只是“具有感性

认识”、“知道物质的变化有两大类,一类仅仅是形

态的变化”,对有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出判断,是
不做要求的,而且,如果要判断,水蒸气遇冷后从气

态变成液态的种现象,在凝结、蒸发、凝固 、液化中

选择,也应该是液化,而不是凝结!
类似的小学科学和中学物理 “打架”的现象不

止一次遇到,笔者想,小学阶段的《科学》(江苏在一

二年级的课程名称叫“做中学”)课程,在课程内容

的编排上,是否需要和中学阶段进行有效的衔接?
重点是两方面,一是有关概念的定义方面,能不能更

严谨、更科学规范? 二是活动的内容,能否让初中物

理(也含化学和生物等)是小学科学的继续和升华,
让小学科学成为初中物理的前概念? 因为对初中物

理的教学而言,小学阶段的科学学习应该是激发学

生学习物理的前概念的动力,从知识结构上说,只能

补充、完善,而不是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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