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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分子动理论”的概念教学设计为例,谈谈如何通过创设富于生活化和探究性的活动情境,开展

活动探究式教学,达到概念规律自然建构,不断提升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和发散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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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思想

新课程标准倡导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主体

性,就是要求学生“在做中学、在做中思考、在做中发

展”.如今课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如何通过开展活

动探究式教学是不断提升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和发

散性思维能力共同面对的挑战.
笔者以“分子动理论”的概念活动探究式教学

为例:首先,通过数字故事及“尝一尝细糖、闻一闻松

香粉末”的活动,引入物体是由分子组成.再通过一

系列小活动、实验及模拟实验等,感受分子在不停地

做无规则运动,然后,通过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体
验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力.通过解释“室内甲醛浓度

为什么会超标”的实例,反馈巩固教学效果.最后,
在地面和“天宫”扩散现象的比较中,一方面巩固知

识,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扩大学习空间的

欲望.
本设计重视“从宏观现象看微观本质”和“建立

模型”的科学方法教育,并注意引导学生关注生活、

关心社会.来谈谈如何通过“活动探究式”的教学策

略,即“创设问题情境 — 学生自主研习 — 小组合作

探究—学生交流展示—教师评价反馈—概念自然

建构 — 应用拓展,来降低学生对概念理解的难度,

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和发散性思维能力.

2 教材分析

本节教学是上海教育出版社九年义务教育课本

《物理》第五章“热与能”第一节“温度 温标”的内

容,“温度 温标”共分二课时:第一课时为“温度  

温标”;第二课时为“分子动理论”,即本课时.本节学

习有助于学生从微观理论的角度来理解上一课时所

学的“温度 温标”,同时又是后续内能等知识学习的

基础.
生活经验和《科学》知识使八年级学生知道了

扩散现象等,但由于无法用肉眼观察到分子的状态,
学生很难很直观地认识到“分子在运动”和“分子间

的作用力”等.因此,本节教学需要以生活中的感性

现象、宏观实验现象或模拟实验等为依据创设活动

情境,学生在感受到现象后,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
去猜想和推理分子的运动状况,最后,建构起分子动

理论知识.活动探究式教学是本节课的教学特点.
本节课的教学要求学生主动参与,在观察宏观

现象、模拟活动,通过自主探究、小组合作、交流展

示、评价反馈等过程中,感受观察、猜想、推理、建模

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方法,并体验学习的乐趣,

懂得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

3 学情分析

(1)从知识层面上:生活经验和《科学》知识使

八年级学生知道了扩散现象等,但由于无法用肉眼

观察到分子的状态,学生很难很直观地认识到“分子

在运动”和“分子间的作用力”等.
(2)从能力层面上:八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了

一定的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的能力,笔者将以生活

中的感性现象、宏观实验现象或模拟实验等为依据

创设活动情境,学生在感受到现象后,运用科学的思

维方式,去猜想和推理分子的运动状况,最后建构起

分子动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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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目标

(1)物理观念:能够从富有生活化和探究性系

列活动情境的探究活动中,建立物体是由分子组成

的;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分子间存在间隙;

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力的概念,形成对分子动理论

的全面认识.会运用分子动理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
(2)科学思维:通过“红豆与沙的混合”和“改变

小球间弹簧的长度”等探究活动,感受从宏观现象

看微观本质的科学方法,感受观察、猜想、推理、建模

的科学方法.
(3)科学探究:通过演示实验和学生小组实验,

观察实验现象,分析实验现象,归纳实验结论,自然

生成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分子间存在间隙;

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力.
(4)科学态度与责任:通过观察现象和感受活

动推测分子动理论,懂得善于观察生活并发现问题

的重要性;通过解释“室内甲醛浓度为什么会超标”

的实例,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通过视频展现“物质

世界的尺度”“天宫的扩散现象”等,以小见大、开阔

视野,在学生为我国航天科技的发展而自豪的同时,

激发学生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民族富强而奋斗的使

命担当.

5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知道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
教学难点: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力.

6 教学资源

(1)学生实验器材:糖块、松香、金属块、3杯水

(温度不同)、红墨水、黄沙、红豆、细绳、粉笔、塑料针

筒、弹簧连接的小球等.
(2)演示实验器材:装有水和酒精的特制细管、

胶头滴管、铅块、钩码、笔袋、西瓜、弹簧连接的小球

等.
(3)自制模拟演示PPT幻灯片、数字故事、神十

教学视频.

7 教学流程

教学流程图如图1所示.

图1 教学流程图

8 教学过程

8.1 新课引入

(1)情景 Ⅰ(视频1):数字故事“奇妙的视觉旅

行 ——— 从不同的尺度观察我们的世界”,知道宏观、

微观世界,并知道到今天的学习将停留在微观世界

中分子这一站.
(2)通过碾碎糖块、松香的活动,认识到物体可

分,引入分子.
新课引入的教学设计:首先通过数字故事及“碾

碎糖块、松香”的活动,顺势引入物体是由分子组

成.
8.2 新课教学

活动 Ⅰ:通过有关水分子的小资料介绍,建构

认识分子特点.
通过有关水分子的小资料介绍,认识分子特点.
活动 Ⅰ 的教学设计:通过有关水分子的小资料

介绍,自主探究,认识分子非常小.物体是由大量分

子组成的,分子质量小、体积小.
活动 Ⅱ:通过日常现象猜想一下分子的运动,

并通过学生实验1验证猜想,探索分子运动的特点.
(1)以日常有关现象为依据对分子运动等进行

猜想.
(2)学生实验1:将一滴红墨水分别滴入3杯温

度不同的水中,观察红墨水在水中的变化过程.
(3)举例气体、固体扩散现象,进一步表明分子

在做无规则运动.
活动 Ⅱ 的教学设计:通过“尝一尝细糖、闻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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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香粉末以及观察堆煤墙角的变色”的活动,知道

扩散现象,猜想分子在运动.以情激趣,激发学生的

探究热情.通过学生实验,观察红墨水在3杯温度不

同的水中扩散的基础上,了解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

则运动,并得到分子运动剧烈程度与温度高低有关

的结论.
活动 Ⅲ:通过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2,建构分子

间存在间隙.
(1)演示实验:等体积的水和酒精混合后,总体

积减小.
(2)学生实验2:用红豆与沙混合,进行模拟实

验,知道分子间存在间隙.
活动 Ⅲ 的教学设计:通过“模拟活动推测微

观”:在教师做好水和酒精的混合后,学生进行红豆

与沙的混合活动,体验总体积变小了,推测分子之间

存在间隙.
活动 Ⅳ :通过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3,建构分

子间存在相互作用力.
(1)情景Ⅱ演示实验:在铅块下挂重物,演示两

块铅块挤压后存在引力.
(2)体验活动:“拉绳子、拉粉笔、压缩针筒内的

水”等活动.
(3)用弹簧连接的小球作为分子模型,尝试改

变弹簧长度,理解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力.
活动 Ⅳ 的教学设计:通过教师的“震撼演示”,

教师挤压两块铅块,使它们表面分子间尽量靠近后,

铅块由于分子间的引力而吸在一起,并在其下面挂

上西瓜.学生认识到分子间的作用力是比较大的,引

起震撼,激发兴趣.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活动”,如

“拉绳子、拉粉笔、压缩针筒内的水”等活动,让学生

直观感受到分子间存在看不见的相互作用力.通过

“模型和课件整合”,在教师演示球和弹簧建立的物

理模型之后,学生自己拉伸、压缩弹簧,感受到了引

力和斥力,并在此基础上引入PPT模拟实验课件,

解释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原理.
活动 Ⅴ:应用拓展

(1)解释存在于新墙面、家具中的甲醛造成室

内空气中甲醛浓度超标的原因.
(2)情景 Ⅲ(视频2)

对比“神十”授课视频中的扩散现象,进一步理

解分子的无规则运动,拓展学习空间,激发自主学习

的欲望.
活动 Ⅴ 的教学设计:通过解释存在于新墙面、

家具中的甲醛造成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超标的原

因.让同学们深刻体会知识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

活.“太空实验认识微观”,在“神十”太空授课视频

中红色液体的扩散现象与实验室中红墨水的扩散现

象对比中,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

则运动,拓展学习空间,激发自主学习的欲望.

9 教学反思

教师充分挖掘教科书中的素材,设置生活化和

富有探究性的活动情境,以情激趣,引导学生观察、

分析实验现象,合作交流,寻找共性,归纳和总结规

律,达到分子动理论的自然生成以及应用分子动理

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在分子动理论的活动

教学设计中,通过数字故事“奇妙的视觉旅行 ———

从不同的尺度观察我们的世界”引入新课,激发学

生的探索热情.不断创设生活化和富有探究性的问

题情境,以情激趣,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活动探究,体

验分子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分子间存在间隙、

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力的建构过程;通过解释存在

于新墙面、家具中的甲醛造成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

超标的原因.让同学们深刻体会知识来源于生活,服

务于生活.在整个活动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教师的科

学引导下,开展探究活动,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本”

的新课程理念,让他们自主地参与到活动探究中去,

真正做“课堂的主人”,使课堂充满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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