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八年级物理熔化和凝固教案(汇
总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
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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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与技能

（1）了解物质存在的三种形态；理解随温度的变化，物质的
状态是可以转化的。

（2）了解熔化、凝固的含义，了解晶体和非晶体的区别，能
尝试将生活和自然界中的一些现象与物质的熔点或凝固点联
系起来。

（3）学会画出固体凝固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知道图像
是描绘物理过程的重要方法之。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创设科学探究情境，把科学探究的七要素自然的融合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使学生亲历科学探究的全过程，体验和感
悟科学探究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激发学生关心身边的环境，产生乐于探索自然现象物理道理
的情感。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知道熔化和凝固的条件及生活中的熔化和凝固现象。

难点：晶体熔化和凝固的温度特点。

三、教学器材

多媒体课件、烧杯、铁架台、石棉网、温度计、萘、蜡、停
表等。

四、教学过程

（一）课前小测：

（二）新课讲授：

1、出示目标，让学生清楚知道本节课重、难点。（幻灯片2）

（1）重点：熔化、凝固的特点。

（2）难点：晶体熔化特点。

2、引入新课：

首先通过形象的图片展示水的三态，使学生通过对冰、水、
水蒸气的了解掌握物质三态的界定（幻灯片3）。熔化的概念
较易理解，通过提问引导，使学生归纳出熔化的概念，并以
此类推引出凝固的概念（幻灯片4）。

3、学习新课：实验演示，观察分析

（1）以冰熔化为例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

（2）根据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实验所需的器材。



（3）介绍实验仪器，指导学生仔细观察萘的状态、萘的温度
变化。

（4）与数学的坐标系对比学习，教学生利用图象分析物理规
律。根据图象讨论与分析：晶体熔化时温度与状态变化。并
由学生概括出萘熔化的特点。

（5）采用同样的方法学习蜡的熔化。（幻灯片5~8）

（6）阅读课本了解晶体、非晶体及进行简单的分类。（幻灯
片9~11）

（7）采用逆向思维对比学习晶体与非晶体的凝固。（幻灯
片12~14）

4、课堂练习（幻灯片15~22）

（三）巩固练习（见配套练习）

（四）课堂小结：

让学生小结这堂课学到的知识：一物质的分类。二是熔化和
凝固的特点。三是采用坐标与图象分析的方法找特点。

（五）达标检测（见配套练习）

板书设计：第二节 熔化和凝固

1、熔化和凝固

（1）熔化：固态 气态；（吸热）

（2）凝固：气态 固态 。（放热）

2、晶体与非晶体



3、熔化和凝固的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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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熔化现象和凝固现象；

2、知道熔化过程中吸热，凝固过程中放热；

3、知道晶体有一定的熔点，能用来解释简单现象；

4、会查熔点表。

5、通过晶体熔化实验，培养观察和实验能力；

在实验过程中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方法1：利用教材上的素材。本节教材开头提出的：黑龙江省
漠河镇的最低气温达到过-52.3，在这样冷的地区测气温应该
用水银温度计还是酒精温度计。这个问题具有承上启下的作
用。既联系了上节讲过的温度计，又可用来导入新课，而且
具有实际意义。

方法2：从生活事例引入。热天，从冰柜中拿出的冰，一会变
成了水，再过一段时间水干了，变成看不见的水蒸气，跑得
无影无踪。由此导入新课。

学习新课的过程应当是在教师的引导下组织学生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探究过程，使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学到了
解决问题的方法，达到提高能力目的。

根据本节内容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水平可采用两种方法：

方法1：启发讲解式。教师边做演示实验、边提出问题、边讲
解。在讲台上，组织部分学生做海波（或冰）的熔化实验，



组织另一部分学生做松香（或蜂蜡）的熔化实验。在老师的
引导下归纳出晶体在熔化过程中不断吸热，但温度保持在熔
点不变非晶体在熔化过程中不断吸热，温度不断升高，没有
固、液共存状态。

方法2：科学探究式。在教师的组织下，提出问题，学生猜想
和假设，设计实验和进行试验，写出实验报告。得出晶体在
熔化过程中不断吸热，但温度保持在熔点不变非晶体在熔化
过程中不断吸热，温度不断升高，没有固、液共存状态。

【重点、难点分析】晶体的实验，在熔点（或凝固点）不断
地吸热，但温度保持不变，这个现象不容易做到。要得出正
确结论，对实验要求较高，希望按照下面的要去做。对于晶
体和非晶体的区分，学生知道从熔化过程表现出的特点区分
就可以了。

方法1：承上启下引入。

我们学习。

方法2：生活事例引入。

我们学习熔化与凝固。

由于萘对人体有危害，课本已将晶体熔化的实验换用海波。
海波在照相器材商店、化工店都容易买到。假如买不到海波
而手边又有萘，则务必只由教师来演示，不要让学生接触萘，
而教师也要注意实验室通风好些，尽量少吸入萘蒸气。

本节课的实验比较难做，根据学校条件不同可以提供两种方
案供参考。

如果学校实验仪器较多，可在实验室组织学生进行探究固体
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事前将学生分成若干实验小组（2~3



人为一组）。把仪器按教材50页图4-7观察熔化现象的实验装
置组装好。

提出问题：不同物质在由固态变成液态的熔过程中，温度的
变化的规律相同吗？

猜想和假设：熔化过程一定要加热，所以物质一定要吸收热
量。这时温度可能也是不断上升的。

设计实验和进行实验：研究蜡和海波（硫代硫酸钠）的熔化
过程。

参照如图选择需要的实验器材。

注意：实验时，严禁用酒精灯点燃另一只酒精当；用完酒精
灯必须用灯冒盖灭（不能用嘴吹）；万一洒出的酒精在桌上
燃烧起来，不要惊慌，立即用湿布铺盖。

教师要讲解实验的做法和注意事项。除了要将实验目的、如
何分组、如何分工、观察什么、记录什么、如何画图像等之
外，由于学生没有用过酒精灯，还要特别注意向学生讲清如
何点燃、熄灭酒精灯，万一酒精洒在桌上并燃烧起来，如何
扑灭。教师要准备几块湿布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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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物质常见的三种状态及状态之间是可以转化的;

了解熔化、凝固的含义，了解晶体和非晶体的区别;

了解熔化曲线和凝固曲线的物理意义;

教学重难点



探究晶体和非晶体的熔化和凝固的规律;

学习利用图像分析数据找规律方法;

教学工具

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引言：

物质的三种状态及变化

1.物质有三态：固态、液态、气态。

2.物质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叫做物态变

二、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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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物态变化中，需要吸热的是

a.凝固

b.液化

c.熔化

d.凝华

2.以下关于物态变化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严寒的冬天，一直冰冻的衣服也会变干，这是升华现象

b.放在衣橱里的樟脑丸最终“消失“了，这是蒸发现象

c.寒冷的冬天，玻璃窗上有冰花，这是凝华现象

d.用久的白炽灯泡内壁发黑，这是凝固现象

3.下列现象发生的过程中，吸收热量的一组是()

(1)春天，冰雪融化汇成溪流

(2)夏天，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饮料罐“出汗”

(3)秋天，清晨的雾在太阳出来后散去

(4)冬天，室外草地上出现了霜.

a.(1)(2)

b.(1)(3)

c.(3)(4)

d.(2)(4)

4.萘的熔点和凝固点都是80℃，当温度恰是80℃时，萘将处于
()

a.固态

b.液态

c.固液共存态



d.以上三种情况均可能

5.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夏天，我们看到的冰糕冒“白气”是一种汽化现象

b.深秋的早晨，枯草上的霜是水凝固形成的

c.高压锅是利用液体沸点随液面上方气体压强的增大而降低，
使食物容易被煮熟

d.电冰箱是利用致冷物质迅速蒸发吸热;使电冰箱内温度降低

6.下列现象与物态变化对应正确的是()

a.天气突然变热墙上起汽水--液化

b.打开热水瓶盖，瓶口冒“白汽”--汽化

c.冬天洗热水澡时，窗玻璃“模糊”--升华

d.冬天的早晨，草坪上的青草叶上有霜--凝固

7.下列有关说法中正确的是()

a.春天的早晨经常出现大雾，这是汽化现象

b.夏天揭开冰棒包装后会看到冰棒冒“白汽”，这是凝华现
象

c.秋天的早晨花草上出现小的露珠，这是液化现象

d.初冬的早晨地面上会出现白色的霜，这是凝固现象



8.下列是对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热现象的解释，其中正确
的是()

a.冬天在菜窖里放几桶水，利用水凝固放热防止菜被冻坏

b.衣柜里的樟脑丸变小是因为樟脑丸蒸发了

c.清晨花草上的小露珠是由空气液化而形成的

d.发烧时在身体上擦些酒精降温是因为酒精的温度低

9.下列物态变化中，都需要吸热的是()

a.熔化、汽化

b.汽化、凝固

c.液化、凝华

d.熔化、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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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的地位、特点和作用

熔化和凝固是两种重要的物态变化，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两种
现象。学生在小学自然常识学习的基础上，加之日常生活中
的无意观察，对这两种现象已有一定的感性认识。教材将其
编排于《物质三态温度的测量》和《汽化和液化》这两节之
后，《升华和凝华》和《水循环》两节之前，起到了承上启
下的作用，即既是对前两节知识、能力的巩固，又为学习后
两节的内容打了基础。就本节内容的编排体现了以下特点：
一是突出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新课程
理念。二是强调了“过程与方法”，即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2、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探究晶体、非晶体的熔化过程，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实验能力、概括能力。

教学难点：指导学生通过对实验的观察、分析、概括，总结
出固体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并能用图象表示出来。

1、知识与技能：

（1）知道熔化和凝固的含义

（2）知道晶体和非晶体的区别及熔点和凝固点

（3）了解熔化图象和凝固图象的物理意义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观察固体的熔化过程，培养观察能力

（2）通过探究固体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感知发生物态变
化的条件，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和分析概括能力。

（3）通过探究活动，培养学生认识图象、利用图象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对自然现象的关心，产生乐于
探索自然的情感。

（2）通过实验培养善于实践和克服困难的良好意志和品质

实验室现有器材基本能满足本节课所需实验器材。冰的来源，
可由教师课前利用冰柜或冰箱自制，保存在保温箱或保温瓶
中备用。相关知识的光盘、图片学校已配备。相关的投影片



需教师课前自制。

实验探究——阅读分析——讨论归纳

1、创设情趣，引入新课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和探索自然的情感，可以借助
于播放教学光盘《水的故事》引入新课，教师板题：

2、讨论归纳：

在引入新课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讨论、归纳熔化和凝固的含
义。由于学生对物质的三态及汽化、液化等知识已掌握，所
以采用讨论法不仅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活跃了课
堂气氛，但教师要注意把握教学时间。

3、探究冰、松香熔化时的特点：

探究过程通常包括：提出问题，猜想假设、设计实验、实验
探究，分析论证、交流评估。

（1）由于初二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尚有限，因此，在引导
学生提出问题时要尽量使问题的口径小一些，但又不能让学
生的问题局限于教师设定的圈子内。

（2）组织学生猜想、假设时，要调动全体学生的思维，使不
同学生的不同猜想都能在全体同学面前表达出来。这样不仅
体现了面向全体，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活跃了课
堂气氛。

（3）实验设计。可引导学生自读教材相关内容，让学生从中
体会如何设计实验方案，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思
维能力。

（4）实验探究是教学的重点之一。组织学生分组实验时，教



师必须明确实验顺序，先做冰熔化实验，再做松香熔化实验，
要求学生正确使用器材，提醒学生观察温度计示数的同时还
要观察冰或松香的状态变化情况，并及时正确记录现象和数
据。

（5）在实验探索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分析论证猜想假设，然
后交全班交流。

4、总结归纳——形成规律

在探究的基础上，教师指导学生根据实验数据分别画出冰和
松香熔化的图象，然后打出冰、松香熔化图象的投影片，引
导学生讨论冰熔化和松香熔化时温度的特点，以及吸热、放
热的情况，并由此推理到一般固体熔化时的特点。教师归纳
板书。

5、自学训练[

关于晶体和非晶体、熔点、凝固点等内容，在实验探究和讨
论归纳的基础上学生已有感性认识，可设计一些自学题让学
生自学后集体讨论，教师板书，以达到教学目标。

6、课堂小结

引导学生梳理本节课学到了什么？阅读插
图2—31，2—32，2—33，2—34，讨论本节末的想一想。

7、课堂练习

（1）把冰水混合物拿到室内，若室内温度为0℃，则冰____
熔化，水____凝固（填“能”或“不能”）；若室内温度高
于0℃，则出现的现象是________；若室内温度低于0℃，则
出现的现象是________。



（2）下雪不冷化雪冷。为什么？

（3）如图是某晶体放热凝固的图象，该物质的

凝固点是_____，凝固时间为_____分钟，曲线bc

段表示该物质处于______状态。

8、课后实践作业

教材p4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