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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复

习以前学习的知识。自然界

的物质分为几种状态？物态

变化有几种？它们分别是什

么？

复习



          云、雨、雪、雾、露、霜是十分常见的自然现象，它们都是地球上的云、雨、雪、雾、露、霜是十分常见的自然现象，它们都是地球上的
水发生物态变化形成的。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它们是如何形成的。水发生物态变化形成的。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一、自然界中的水循环



云
的
形
成

由于白天气温高，地表水大量蒸

发成水蒸气，当水蒸气上升到冷

的高空以后，一部分         成为小

水滴，一部分        成小冰晶，天

空中的云就是由大量的小水滴和

小冰晶组成的。

液化

凝华

云： 水蒸气
液化

小水滴

水蒸气
凝华

小冰晶

水蒸气凝华成小冰晶或液化成小水滴



高空中的水蒸气不断      成水，

云越聚越厚，就要开始下落，

在下落过程当中随着温度升高，

云中的小冰晶也       成小水滴，

与云中原有的小水滴一起降落

到地面上，这就是雨。

熔化

液化

雨： 水蒸气
液化

小水滴水蒸气液化成水（冰晶熔化成水）



由于白天气温高，空气中形成大量

的水蒸气，当水蒸气上升到很冷的

高空时，高空水蒸气       成小冰

晶，小冰晶聚集在一起，形成雪片

降落下来，这就是雪。

凝华

雪： 水蒸气
凝华

小冰晶水蒸气凝华成小冰晶



由于白天气温高，空气中含有大

量的水蒸气，当夜晚温度下降，

水蒸气        成为小水滴，如果悬

浮在空中就形成了雾，如果附着

在花草树叶上形成露。

液化

雾、露： 水蒸气
液化

小水滴水蒸气液化成小水滴



由于白天气温高，空气中含

有大量的水蒸气，夜晚，气

温急剧降到0摄氏度以下时，

地面附近的水蒸气遇到地面

上冷的物体，        为小冰晶

附在物体上，这就是霜。

凝华

霜：
水蒸气

凝华
小冰晶

水蒸气凝华成小冰晶



自然现象 物态变化

云（小水珠小冰晶） 液化、凝华

雪（固态） 凝华

露（液态） 液化

雾（液态） 液化

霜（固态） 凝华

自然界水的物态变化自然界水的物态变化



高压锅

1、高压锅有机部分组成？

锅身、锅盖、易熔片、放气孔、安全阀和胶圈组成。

2、高压锅是根据什么原理制成的？

根据液体沸点随其压增大而增大的原理制成的

3、高压锅是怎样快速煮熟食物的？

高压锅内部温度可达110-120℃，可以快速煮熟食物。

4、高压锅的安全问题？

压强较大时，锅内气体推起安全阀。双保险：易熔片



1. 电冰箱内的致冷系统主要由哪些部分组成？

2. 电冰箱所用的致冷物质有什么特点？

3. 电冰箱是如何达到的致冷的目的？

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

 

易汽化和易液化的物质。

蒸发器里汽化吸热，冷凝器里液化放热。

电冰箱



航天技术中的物态变化

运载火箭的燃料与助燃剂

在实际中有些火箭使用氢气作为燃

料，用氧气作为助燃剂。但由于气体

的体积较大，所以人们采用将氢气液

化的方法减小燃料的体积。



飞船返回的“防热衣”

航天技术中的物态变化

      飞船返回舱的“防热衣” 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使返回舱内部

的温度控制在航天员可以忍受的温度下。降温主要通过三种方

法：

      一是吸热式防热，在返回舱的某些部位，采用导热性能好、

熔点高和热容量大的金属吸热材料通过溶化来吸收大量的气动

热量；

     二是辐射式防热，用具有辐射性能的钛合金及陶瓷等复合材

料，将热量辐射散发出去；

      三是烧蚀防热，利用高分子材料在高温加热时表面部分材料

熔化、蒸发、升华或分解汽化带走大量热量的方法散热。 



     

     热管

热管里的液体不断地通过汽化

和液化，把热量从一端传递到

另一端。液体在汽化和气体在

液化时要分别吸收和放出大量

的热 。

航天技术中的物态变化



1、下列自然现象中吸热的是：（       ）

A、早春河流上冰的消融　　 　  　　

 B、初夏旷野里雾的形成

C、深秋草木上露的出现　　　 　　 　

D、初冬砖瓦上霜的形成

A



2、我国“神舟”五号返回舱的表面有一层叫做“烧蚀层”的物质，它可以在返回

大气层时保护返回舱不因高温而烧毁.“烧蚀层”能起这种作用，除了隔热性能外

还由于（    ）

A.它的硬度大，不易烧坏

B.它的表面非常光滑，能减少与空气的摩擦

C.它在熔化和汽化时要吸收大量的热

D.它能把热辐射到宇宙空间

Ｃ



3、下列现象形成的过程中，吸收热量的一组是（    ）

 ①春天，冰雪融化汇成溪流  ②夏天，自来水水管“出汗”  

③秋天，草丛上凝结出露珠  ④冬天，冰冻的衣服晾干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Ｃ



4、某同学在江畔观察到的下列自然现象中，属于吸热的物态变化是  （       ）

A、早春江面上皑皑冰雪的消融

B、初夏江面上浩浩浓雾的形成

C、深秋江边上晶莹冰凌的生成

D、初冬江岸上美丽雾松的出现

A



课课  堂堂  小小  结结

一、自然界水的物态变化

云   雨   雪   雾   露    霜等物态变化

二、自然界水的循环

三、高压锅

四、电冰箱

五、航天技术中的物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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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蓝天上的朵朵白云是怎样形成的吗？
• 你遇到的茫茫大雾是怎么回事？
• 你知道露和霜是怎样形成的吗？
• 你知道雨、雪、霜、雹各从何而来？
• 你知道地球上水资源面临危机吗？
• 在生活中，你准备采取哪些措施节约用水？
• 电冰箱是如何制冷的？制冷物质如何循环？
• 电冰箱的制冷物质氟利昂对环境有什么破坏作用？有没有可以替代它的

环保电冰箱？
• 空调器是怎样工作的?怎样安装空调器才能降低室内温度？
• 我国的航天技术有什么显著的成就？航天技术中在什么地方用到了物态

变化的知识？

新课引入



云、雨、雪、雾、露、霜是十分常见的云、雨、雪、雾、露、霜是十分常见的
自然现象，它们都是地球上的水发生物自然现象，它们都是地球上的水发生物
态变化形成的态变化形成的..

自然界中的水循环一



(云)
(高空)
水蒸气

液化

凝华

小水滴

小冰晶

云

观察与思考



(雨)熔化 水
（高于00C）

(云)小冰晶

小水滴(云)
(雨)变大下落 水

雨

雨



(雪)
（低于00C）

变大下落
冰晶

凝聚
小冰块

变大下落
(冰雹)

(云)小冰晶

小冰晶(云)

雪 冰雹

雪

冰雹

（没有完全熔化）



雾雾

雾，是水蒸气在空气
中遇冷液化成为小水
珠，这些小水珠悬浮
在空气中，在地面附
近称为雾，是水蒸气
液化现象.

(雾)水蒸气
液化 小水滴
地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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