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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化和液化》

杨红艳【整理】

【学习任务分析】：

本课讲述的蒸发是汽化的一种形式，

蒸发过程要吸热及现象解释是学习的一个难点，另一个难点是关于液化产生的条件及“白

汽”形成的原因。

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和认识液化现象是本课的重点。

如何引导学生把握重点，相信蒸发过程要吸热以及水蒸气遇冷，温度降低到一定时，就会

液化这两种现象，除了设计好演示和随堂小实验外，还应让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充分发挥

想象，相互交流启发，展开讨论，并引导他们分析、归纳，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学生特征分析】

八年级学生已经学会了如何正确使用温度计掌握了两种相反的物态变化方式-熔化和

凝固，同时也具备了初步的探究实验能力。他们对物理现象具有直觉的兴趣；对物理活动

具有操作的兴趣；对物理知识具有因果关系的认识兴趣；对物理知识具有概括性的认识兴

趣。他们喜欢活跃的课堂形式，热忠于讨论、归纳、分析、争辩等思维活动，兴趣广泛，

求知欲强，探究和讨论的风气较浓厚。但他们易于用生活观念代替物理概念，学习物理的

思维障碍表现为凝固性、片面性和干扰性障碍。为了克服学生的思维障碍，教学中多让学

生接触真实、具体的物理情境，提高从真实、具体的物理情境中获得信息的辩识能力，让

学生暴露出错误观念并加以纠正。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知道汽化的两种方式——蒸发和沸腾，知道蒸发现象。

（2）知道蒸发快慢与表面积、温度、气流有关。

（3）知道蒸发过程中吸热及其应用。

（4）知道液化现象。

（5）懂得应用所学知识解释日常现象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实验探索，培养学生的观察实验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分析概括，归纳总结和应用所学知识解释日常现象的能力。

（3）初步认识应用控制变量法研究物理问题的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保持学生对自然界的好奇，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道理。

（2）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有主动与他人合作的精神。

（3）关心科学发展前沿，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有将科学服务于人类的使命感与责任



试讲稿 教师事业部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2 / 6

感。通过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科学的求知欲望，使学生乐于探索自然现

象，乐于了解日常活动中的物理道理

【教学设计说明】：

1．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学过程活动化的观念。本节内容处在物理知识的启蒙阶段，

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八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从激发学习兴趣出发，在整个教学活动中，采

用以小组合作的探究实验，通过观察、讨论、发表见解，既体验成功，也增强了学生合

作、互助的能力，还可弥补班额较大时对弱势学生关注的不足。同时结合多媒体教学手

段，让全体学生积极参与，多动脑、动手、动眼、动口，突出学生的主体性，教师的主导

性。使学生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学道理。

2．教学中渗透科学思想和方法教育，还注重能力的培养。由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引入

蒸发和液化，体现了学习物理知识的新理念：

生活---物理---生活。如：从学生熟悉的晒衣服的例子中，猜测出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

最

后又用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来解释干手器等学生熟悉的生活现象。但要从现象中得出结

论，还需通过实验来认识。教学中着重引导学生设计实验，从中观察并分析得出结论，培

养了学生自主思维的能力。

本节课也体现了学习物理知识的认知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

过程。物理课堂教学除了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外，还应注重知识的形成过程，提高学生的

科学素养，本节课力图体现这一点。如：“蒸发吸热”和“液化现象”由学生用简单的器

材进行实验探索，以帮助学生逐步了解物理学的重要研究方法—观察和实验法。

“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使学生初步了解控制变量法。初步认识科学及其相关技术对于社

会发展、自然环境及人类生活的影响。如：利用“坎儿井”的图片，在教学中渗透了节水

的观念，使学生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能在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

所贡献。

3．采用“情境—活动”课堂教学模式。

把教学活动的重点放在指导学生主动获取知识上。利用学生生活经验创设的情境，引导学

生参与积极思维、主动探索、动手实验等一系列活动来获得新知。同时应用媒体画面展现

生活实例来培养学生应用物理知识解释生活现象的能力，从而突破教学难点。这样既增长

知识，又培养能力，也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浓厚兴趣。在结尾部分采用抢答活动，不仅将

课堂气氛推向高潮，还可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多媒体手段的应用】：

利用多媒体手段自制课件，为学生提供生动丰富的信息资料。本节课运用课件教学既可增

加课堂容量，增强直观性，又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教学设备和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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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演播室、自制《汽化和液化》教学光盘、烧杯、酒精、水。

【学生自备器材】：

一把金属小汤勺、一次性灯火机、碘酒、滴管、硬纸片、酒精、棉签两根、温度计两支、

冰块少量。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汽化：

师：大家好，很荣幸能来到美丽的大连（用水写“大连”），我来自福建著名的武夷山脚

下，欢迎大家到武夷做客（用酒精写“武夷）。今天看到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老师真的

很开心，相信同学们能学得轻松，学得愉快。

师：嗨，黑板上的几个字怎么啦？

生 1：消失了。

师：到哪儿去啦？

生 2：变成气体了。

师：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

〈板：汽化和液化〉我们将像这样物质由液态变成气态的过程，叫做汽化。（板）

汽化有两种方式：蒸发和沸腾。

（二）引入蒸发

师：刚才大家看到黑板上的字消失了这种汽化现象就是蒸发。你能举出生活 中的蒸发现象

吗？

生：地上的水逐渐消失。

师：很好，有没有同学会说只有夏天地上的水会干，而冬天却不会变干呢？

所以，蒸发是液体在任何温度下都能发生，且只在液体表面发生的汽化现象。

（板）一、蒸发

1．什么叫蒸发

师：刚才黑板上先写的字更迟消失，说明什么呢？说明蒸发有快慢。下面我们就研究同种

液体蒸发快慢的问题。大家请看这是一件刚洗过的湿衣服。

〈情景：一件湿衣服〉

（三）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

师：你如何让这件湿衣服尽快变干，有哪些方法呢？知道的同学请举手。

生：在阳光下晒干得快，用电吹风吹。

生：拧干，摊开来。

生：挂在通风处。

生：用电熨斗熨；烘干机烘。

生：甩干后干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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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非常好，刚才大家提了好多的方法让衣服更快变干，现在请同学们把这些方法进行归

类，并猜测一下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可能有哪些呢？

生：温度高低，表面积大小；表面空气流动快慢，液体多少。

师：蒸发快慢与这些因素到底有什么关系？用什么方法来研究？比如要研究蒸发快慢与温

度的关系该怎么办呢？能不能同时改变这些因素来研究它们间的关系呢？像校运会上要比

赛 100 米的成绩，要分成甲乙丙丁组，而不让 12 岁的同学和 18 岁的同学一起比呢？

师：那该怎么研究呢？请大家讨论一下。

（讨论，再提问）

生：只让一个因素改变，而保证其他因素都不变。

师：很好，这种方法叫控制变量法，即只让其中一个因素变化，而控制其他因素都不变，

来研究它们间的关系，现在提供给同学们的器材有：三个酒瓶盖、打火机、碘酒、滴管、

硬纸片等，你该怎么设计每个研究实验的步骤呢？请大家议一议（讨论，再提问）。

生：在两个瓶盖上都滴两滴碘酒，让它们的面积一样，一个用打火机加热，一个不加热，

观察哪个碘酒干得快。

师：他说的这几个因素有没有控制好，请注意用打火机加热时别让碘酒烧着了。

师：如何让表面气流不同呢？

生：用纸片扇。

师：能不能两个瓶盖靠很近扇呢？（师演示）

生：不能

师：如何让碘酒表面积不同呢？

生：一个瓶盖滴一滴，一个瓶盖滴两滴（或用棉签抹

开）

师：这样能行吗？（生齐答：不行）请再想一想该怎么

办？

生：都滴两滴，一个瓶盖晃动一下让表面积更

大。

师：回答得很好，现在就根据你们的设计方案开始实验。 比一比哪组同学实验完成得

快，且观察得仔细。请第一、二组研究蒸发快慢与温度的关系. 第三组研究蒸发快慢与表

面积的关系；第四组研究蒸发快慢与表面空气流动快慢的关系。

师：如果实验完成快的小组可以根据你们的兴趣再研究别的因

素。

（学生实验完成后，请举手），

师：同学们还可以对刚才的实验过程反思一下，你的操作步骤是否合理，有没有什么新的

发现？

（学生汇报）得出结论

师：很好，这组同学观察的很仔细。 （板）2. 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液体温度高

低；液体表面积大小；液体表面附近空气流动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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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师：要加快液体蒸发可以怎么做呢？

生：…….

师：生活中很多时候是希望蒸发快些，可有时又尽量使蒸发慢些。

师：（图片、录像片段）日常生活中为了让蔬菜保鲜，人们常将蔬菜用保鲜袋包起来并放

入冰箱。这是采用了哪些方式来减慢水分的蒸发呢？

师：大家知道我国是个水资源紧张的国家，画面上谁能想象这里曾经是黄河的河道？在酷

热的新疆，为了减慢水的蒸发，人们利用埋于地下很深的暗渠道输水--坎儿井。坎儿井已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尽管如此我国西部地区仍然严重缺水，制

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可见水是多么重要的资源，同学们一定要从小树立节水意

识。

（四）蒸发吸热

师：除了水能蒸发外，各种液体都能蒸发。液体蒸发过程还有什么特点呢？接下来请同学

们观看一个“乙醚蒸发”的实验，大家猜一猜，随着乙醚的蒸发，将会发生什么现象？

（播发录像）

生：可能乙醚会消失…… 〈现象〉：烧杯与泡沫块粘在一块儿，并且杯底的水结冰

了。

生：哇！

师：为什么杯底水会结冰呢？想要知道原因吗？请同学们用棉签沾些酒清擦在你的手上，

说出你的感觉。（感到凉）接下来再跟老师一起按实验步骤一步步来做个有趣的实验。

（教师边演示，学生边做）

[学生实验]：

（1）取两支相同的温度计在室温下观察示数是否相同？

（2）将其中一支温度计的玻璃泡浸没酒精中，观察示数有否不

同？

（3）再将这支温度计从酒精中取出，并与空气中的那支温度计相比较，观察示数有何不

同？

结论：液体蒸发要吸热，蒸发有致冷作用。

简单分析“杯底水结冰”的原因：因为乙醚蒸发时要从周围吸热，使水的温度降低达到凝

固点而结冰。

师：生活中有蒸发吸热的现象吗？在坐的同学有会游泳的吗？说说当你刚从游泳池上岸

时，有什么感觉？

生：游泳上岸感到凉，因为身上的水在蒸发时要从身体吸热，使体表 5 温度降低感

到凉。

（五）液化

师：回答得很好，生活中还有许多蒸发的现象，请同学们课后收集有关蒸发应用的实例，

下节课来汇报。关于汽化的另一种方式沸腾现象的研究，我们下节课专题讨论。刚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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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物质从液态变成气态的过程，那么物质能不能从气态变成液态

呢？

[演示]：电热棒烧开水 下面请同学们认真观察一个实验，杯里的水已经开

了，从导管口喷出了什么？再认真观察导管口附近这段有什么特征？你还观察到了什

么？

生：是水蒸气 〈引导学生观察〉：在导管口位置什么也看不到，在离导管口一小段距

离的位置才看到“白汽”，同学们看到的“白汽”到底是什么呢？冬天嘴里会呼“白

汽”，而夏天却不会，这是为什么呢？请同学们先跟老师一起用汤勺做两个小实

验。

[学生探索实验 2]：

1.先观察汤勺的凹面，然后用嘴对着汤勺哈气，再观察，比较有何不同？

2．将汤勺的背面用打火机烧一烧，再用嘴对着汤勺凹面哈气，观察有化？

学生讨论原因：第一次是嘴里呼出的热的水蒸气遇冷勺子凝结成的小水珠；第二次勺子温

度较高，水蒸气不会凝结成小水珠。

结论：（1）将物质从气态变成液态的过程叫液化。

（2）水蒸气遇冷，降低到一定的温度时，就会液化。

师：请同学们来分析刚才看到的“白汽”是怎么形成的。

生：……

师：教室的空气中也有许多水蒸气，同学们能不能让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小水珠呢？请

同学们回去做一做。

师：同学们是否注意到家中浴室的镜子在洗完澡后都会变模糊？

师：请你设计一个装置，使浴室内的镜子不会变模糊。生活中有没有应用液化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实例，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收集相关资料，下节课交流讨论。

师：关于气体液化的其他知识希望同学们回去自学课本并进入“相关知识链接”详细了

解，下节课来汇报。

（六）学生抢答

师：画面中的现象你会解释吗？

1．湿手在干手器下，一会儿手上的水就不见了。

2．夏天从冰柜里取出的饮料瓶外有许多水珠，这是饮料瓶被冻裂而渗漏吗？

3．装水的纸锅可以烧水，当水烧开时，纸锅却不会燃烧。

4．喝开水烫嘴时，常向水面吹气并用两个杯子来回倒水。

（七）小结：

（八）布置作业：

1．观察了解本节所学的蒸发、液化知识在生产、生活中还有哪些应用，并说出自然界中存

在的液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