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单元 热和能

第1讲 物态变化



1．能说出生活环境中常见的温度值，了解液体温度计的工

作原理，认识环境温度，会测量温度．

2．理解固、液、气三种物态及其基本特征．

3．知道熔化和凝固，探究晶体的熔化规律及熔点，能识别

晶体和非晶体．

4．知道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及蒸发制冷作用；理解水沸腾

时的现象、规律及沸点与气压的关系；知道液化现象及液化方

法．

5．理解升华和凝华及吸热和放热情况．

6．理解水的三态变化并能解释自然界中的一些水循环现

象．



一、温度和温度计

冷热程度

摄氏度 ℃

1 ． 温度：物体的 ______________ 叫温度 ，常用单 位是

________，用________表示．

液体热胀冷缩

2 ．温度计原理：家庭和实验室常用的温度计是根据

____________________的性质制成的．

冰水混合物3．温度的划分：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把______________

的温度规定为 0 ℃，________的温度规定为 100 ℃，两者之间

分成 100 等份，每一份是________℃.

沸水

1



二、熔化与凝固

熔化

液态 固态

1 ．定义：物质从固态变成液态的过程叫 ________ ；从

________变成________的过程叫凝固．

2．晶体：有些固体在熔化过程中尽管不断吸热，温度却保

持________，这类固体我们称为________，如海波、冰、各类

金属等．

不变 晶体

熔化3 ．熔点和凝固点：晶体__________ 时的温度叫熔点，

____________________时的温度叫凝固点；同一种晶体的熔点

和凝固点________．

液体凝固成晶体

相同



4．晶体的熔化和凝固图象：

图 3－1－1

5．非晶体：有些固体在熔化过程中，只要不断吸热，温度

就不断的________，这类固体我们称为________，如松香、石

蜡、玻璃等．

升高 非晶体



6．非晶体的熔化和凝固图象：

图 3－1－2

三、汽化和液化

液态 气态

吸

1．汽化：物质从________变成________的过程叫汽化．汽

化的方式有蒸发和沸腾，都要________热．



(1)蒸发：是在________温度下，只在液体________发生的

缓慢的汽化现象．蒸发时要从周围吸收热量，使周围的温度

________，故有________作用．

任何 表面

降低

影响液体蒸发快慢的因素：①液体______________；②液

体____________；③液面____________的快慢．

制冷

表面积的大小

温度的高低 空气流动



(2)沸腾：是在___________温度下，在液体___________和

__________ 同时发生的剧烈的汽化现象．液体沸腾时要

________，但________保持不变，这个温度叫________．液体

的沸点与气压有关：气压增大，沸点________；气压减小，沸

点________．

一定 表面

内部

吸热 温度 沸点

升高

降低

2．液化：物质从_________变成_________的过程叫液化，

液化要 _________热 ．使气体液化的方法有 ：_________和

________．

气态 液态

放 压缩体积

降温



3．常见的液化现象：

(1)烧水时，壶嘴上方出现 “白气”．

(2)夏天自来水管、水缸和玻璃上会“出汗”．

(3)雾与露的形成．

(4)冬天，嘴里呼出“白气”．

(5)夏天，冰棍周围冒“白气”．

注意：生活中看得见的“白气”是小水珠，而不是水蒸气．



四、升华和凝华

升华

气态直接变成固态

1 ． 物质从固态直接变成气态的现象叫 ________ ；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现象叫凝华．

2．升华是一个________热过程，有________作用，而凝华

是一个________热过程．

吸 制冷

放

3．常见的升华现象：

(1)灯泡内的钨丝变细．

(2)冰冻的衣服变干．

(3)樟脑丸会渐渐变小．



•1、纪律是集体的面貌，集体的声音，集体的动作，集体的表情，集体的信念。

•2、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3、反思自我时展示了勇气，自我反思是一切思想的源泉。

•4、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5、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

•6、做老师的只要有一次向学生撒谎撒漏了底，就可能使他的全部教育成果从此为之失败。十月 

242024/10/262024/10/262024/10/2610/26/2024

•7、凡为教者必期于达到不须教。对人以诚信，人不欺我;对事以诚信，事无不成。2024/10/262024/10/2626 October 2024

•8、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2024/10/262024/10/262024/10/262024/10/26
 



(4)利用干冰人工降雨或保鲜．

(5)碘容易升华．

4．常见的凝华现象：

(1)钨蒸气在白炽灯内壁凝华形成黑色小颗粒．

(2)霜、冰花和雾凇．



五、物态变化与生活

1．如图 3－1－3 所示为物态变化相互关系图：

图 3－1－3

2．物态变化在生活中的应用：

(1)蒸发吸热有制冷作用，例如：夏天室内洒水可以降温．

(2)升华吸热有制冷作用，例如：用干冰人工降雨．

(3)熔化吸热制冷，例如：超市中用冰熔化吸热使荔枝和海

虾保鲜等．



区别 构造 量程
分度
值

用法
测温液
体

体温计

玻璃泡与

直玻璃管

之间有缩
口

35 ℃～

42 ℃
0.1 ℃

①可以离

开人体读
数

②使用前

要甩一甩

水银

考点 1 温度和温度计

1．常见的三种温度计：



区别 构造 量程
分度
值

用法
测温液
体

实验室

温度计

玻璃泡与

直玻璃管
相连

－20 ℃～

110 ℃
1 ℃

①不能离

开被测物
体读数

②不能甩

煤油

寒暑表

玻璃泡与

直玻璃管
相连

－30 ℃～

50 ℃
1 ℃ 直接读数 酒精

相同点 利用液体的热胀冷缩

续表



2.温度计的正确使用：

(1)选择：看清温度计的量程和分度值，以此来选择合适的

温度计．

(2)放置：温度计的玻璃泡完全浸没在被测液体中；温度计

的玻璃泡不能接触容器底或容器壁．

(3)读数：要等温度计的示数稳定后再读数；读数时温度计

不能离开待测液体；视线应与温度计内的液柱的上液面相平．

(4)记录：记录数值和单位．



[例 1]图 3－1－4 中甲、乙、丙、丁各温度计的分度值都是

1 ℃，它们的读数分别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 3－1－4

8 ℃ 9 ℃ 18 ℃ －4 ℃



[例 2]四位同学进行“用温度计测水温”的实验，操作分别

如下列图所示，其中正确的是(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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