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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个月的学习，相信初三生已经发现化学学

科的特点：概念多，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多且细，需要

理解记忆的知识点比较零散。化学考试重点考查学

生提取信息、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

此在复习阶段，考生不能停留在只记忆知识本身，而

要多结合具体情境去感受如何应用知识，增进对知识

的理解，从而提升知识的迁移能力。针对初三化学学

习和复习备考，老师有以下几点建议。

重视实验 关注细节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

科学，许多化学的重大发现和研

究成果都是通过实验得到的。实

验既是化学学习的重要内容，也

是学习化学的有效方式。在日常

学习中，考生要认真对待每一次

动手实验的机会，细致地观察老

师的演示实验，对实验的化学物

质、仪器、装置做到心中有数，对

实验原理、步骤、现象、结论和注

意事项等要弄清记熟。建议按以

下流程复习实验：先明确每一个

实验的目的，带着实验目的去理

解实验原理；再结合所选装置，体

会实验步骤；最后准确记忆实验

现象或结果，分析得出实验结论，

体会实验结论与实验目的之间的

关联。例如，课本中的“测定空气

中氧气的含量实验”，考生在复习

时，应先明确实验的目的是测定

空气中氧气的含量，然后从反应

原理方面问自己“为什么选择红

磷”“红磷用多少”，明确该实验选

取化学物质的标准，之后从装置

原理方面问自己“为什么实验前

要用止水夹夹紧胶皮管”“为什么

集气瓶水面上方空间要分为5等

份”等问题，理解实验装置的各个

部分，最后从操作原理方面问自

己“为什么待红磷熄灭并冷却后，

再打开止水夹”，理解实验操作对

实验结果的影响。考生在复习实

验时要重点体会实验目的、实验

设计与实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

系，不要孤立地记忆某一个部分

的知识内容。复习完实验后，考

生可练习几道相关考题，提高知

识迁移应用的能力。

关注教材 整理要点

为了高中化学的学习，考生

要在初三打好基础。建议在学

习新课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预习教材，对所学知识有大致了

解 并 将 有 疑 问 的 地 方 做 好 记

录。在阅读教材时不但要关注

主要内容，还要关注插图及拓展

阅读等部分内容。这样在新课

学习时重点听老师的讲解，并对

教材中的重点实验和核心知识

部分进行圈画补充。

考生还要养成课后及时复

习的习惯，这也是打好基础的

关键。建议复习时回归教材，

精读教材中圈画的重点内容。

在记忆细碎的知识点时，要结合

具体情境，可以以核心物质（氧

气、水）等为主线绘制思维导图，

将物质的组成、构成、性质、变

化、应用、制备等知识串联起来；

也可以以核心知识（物质类别、

反应类型）等为主线绘制思维

导图，由大至小梳理零散的知

识网络。

积累方法 整理错题

考生在日常学习中要有意识

地对同一类型试题的解题方法和

注意事项进行积累。例如作答选

择题时，不宜过快，要认真圈画题

中的关键信息，看清楚题目要求

再作答。作答生产实际分析题

时，要先圈出题目中的定位信息，

再去流程图中的相应位置进行细

致分析；作答科学探究题时，要先

从题干中找出实验目的，再去理

解后续的实验设计。考生要把自

己常出错的内容积累在错题本

上。错题积累不是简单地摘抄重

做，而是要弄明白错因，体会老师

解题的思维路径，并与自己的分

析过程相比较，将所得经验进行

归纳整理。然后从教材上或练习

册上找相同类型的题再做一遍。

学习的方法有很多种，需要

考生在学习中慢慢体会，希望每

位考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循序渐进，锲而不舍，相信

大家会在化学学科中找到成就感

并取得好成绩。

只记知识不可取

结合情境去应用
——化学学习建议

北京市第八中学教师 尹 翔

北京市通州区玉桥中学教师 于 跃

物理：

内能及其转化和转移的学习
北京市八一学校 高级教师 潘跃金

“能量”主题的课程内容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综合性和跨学科性，与生产生活

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下面就比较抽象的内能以及与内能相关的转化和转移进

行详细讲解，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根据宏观现象间接认识微观世界的物理规律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版）》中明确指出，科学思维是从物理学视角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

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的认识方式；是建构物理模型的抽象概括过程。

宏观现象

“1+1<2”，1体积的水和1体积的酒精混合后总体积小于2

1cm3空气里的分子。如果人能一个个数且数的速度能达到每秒100个，

要把这么多分子一个个数完，1亿人得花80多年

香水瓶盖打开后，整个房间都可以闻到香气

在冷水和热水中滴入相同的红色墨水，热水中的红色墨水扩散得更快

两个铅块平面切平后用力挤压可以“粘”到一起，用力才能让二者分开

铁块分子间存在空隙，但用力压缩铁块时很难把铁块压缩

微观世界规律

分子之间存在间隙

物质由大量分子组成

分子在永不停息地运动

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剧烈

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引力

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的斥力

结论：1.物质由大量分子组成，分子间存在空隙。2.分子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温度越高运动

越剧烈。3.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引力和斥力

对比机械能理解内能

机械能（宏观世界）

物体由于运动

物体受地球吸引且被

举高

具有动能

具有重力势能

内能（微观世界）

分子在永不停息地运动

分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引力和斥

力，分子间有距离

分子动能

分子势能

结论：物体内所有分子的分

子动能和分子势能的总和叫做

物体的内能。

说明1：温度影响内能。

解释：温度改变，分子运动

剧烈程度改变，分子的平均速度

改变，分子动能改变。

说明 2：物质的状态影响

内能。

解释：分子间距改变，分子

势能改变，影响内能。

说明3：物体的质量大小也

影响内能。

解释：物体的质量影响分

子数量，因为所有分子的分子

动能和分子势能总和为内能，

所以分子数量改变也会影响

内能，物体的质量大小也影响

内能。

【例 1】关于内能和分子动

理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金秋桂花飘香，说明分

子是在运动着的

B.铁块很难被压缩，说明分

子之间只存在斥力

C. 扩散现象只能发生在气

体之间

D.红墨水在热水中比在冷

水中扩散得快，说明温度越高分

子热运动越剧烈

【答案】A D

【例2】关于内能和温度，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A.0℃的冰块内能为零

B.冰化成水，内能不变

C.一瓶水温度升高，内能增加

D.水的内能，一定比冰的内

能大

【答案】C

【解析】0℃的冰块的分子

一直处于无规则运动之中，一

直会有分子动能，所以动能不

为零，A选项错误；冰化成水，状

态改变，改变了分子势能，内能

也发生改变，B 选项错误；质量

不同，分子数不同的水和冰，水

的内能不一定比冰大，所以 D

选项错误。

内能转化和转移的事例

根据内能的定义可比较清

晰地判定内能的变化情况。主

要是三个方面，分子数、分子动

能（与温度有关）、分子势能（与

状态有关），怎么能改变物体的

内能大小呢？也可以理解为如

何改变以上三方面，比如如何改

变一个铁丝的温度。方法可以

是在火焰上加热，发生热传递，

也可以是来回弯折或者摩擦，通

过做功的方式。所以改变物体

的内能有两种方式：做功和热传

递。做功过程对应内能的转化，

热传递过程对应内能的转移。

【例3】下列实例中，通过热

传递的方式改变物体内能的是

A.两手相互摩擦，手的温度升高

B.用炉火加热壶中的水，水

的温度升高

C. 压缩打气筒内的气体，

气体的温度升高

D. 把铁丝来回弯折，铁丝

的弯折处温度升高

【答案】B

【例4】关于温度、内能和热

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 物体吸收了热量，它的

温度可能不变

B.物体的温度升高了，表明

它一定吸收了热量

C. 物体的内能增加了，它

的温度一定升高

D.内能是物体内所有分子

的分子动能和分子势能的总和

【答案】A D

【解析】改变物体的内能有

两种方式：做功和热传递。做功

可以改变内能，从而改变物体温

度，不一定吸热，所以 B 选项错

误；内能增加，可能是分子势能

增加，物体的温度不一定升高，

比如冰化水，所以C选项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