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现阶段，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对于当前初

中化学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化学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

不仅要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化学理论，同时也要培养其形成良

好的“微粒观”，为学生接下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对此，教

师应着重探讨初中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微粒观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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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化学教学的过程当中， 培养学生形成微粒观具有

重要意义，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深化学生对于化学学习内容的

理解与掌握。但是，微粒观的形成，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在这种

情况下，在初中化学教学的过程当中，如何才能够更好的帮助

学生构建微粒观，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点。
一、让学生正确认识化学微粒

作为一名初中化学教师，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首

先要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理解、认识常见的化学微粒，进而为接

下来的教学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化学这一门课程所涉及的

微粒种类非常多，并且各种微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也

需要学生掌握。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要引导学生正确认知不

同的微粒、微粒之间的作用方式以及微粒之间所包含的关系。
由于化学微粒知识存在着一定的抽象性， 这也就在很大程度

上加大了学习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有意识地去化解

这一系列的教学难点，使得学生能够更好、更快地掌握化学微

粒知识。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图片的方式，来为学生讲解不同

微粒的特征以及彼此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使得学生能够更加

直观的掌握化学微粒知识。除此之外，我们要帮助学生明确物

质是如何构成的，因为这是培养学生形成微粒观的基础。物质

主要是由分子、离子等微粒所构成的，这些微粒是非常小的，

分子很小，原子更小，那么离子呢？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我们可

以通过设问的方式，活跃学生的思维。 微粒之间的关系，就像

是“中国盒子”一样，我们打开一个盒子，里面又包含着一个小

盒子，我们要让学生对这些微粒，形成感性的认识，进而帮助

学生更好地参与到化学微粒知识的学习当中， 逐渐形成准确

的微粒观。
二、深化学生对微粒知识的认知

在学生初步认识构成物质的一些基本微粒之后， 我们要

进一步深化学生对于微粒知识的认知， 并将其转化到实际物

体当中来进行有效的应用。 随着学生对于物质构成的基本微

粒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要在化学教学的过程当中，要积极通

过分析实例的方式， 来更好的帮助学生掌握这些知识。 在这

一过程当中，可以将某种特定物质的形态转化作为研究对象，
进而使得学生能够更加明确同一物质在形态转化的过程当中

构成微粒所出现的变化， 使得学生更好地掌握微粒之间的相

互作用，进而逐渐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化学微粒观。我们可以

通过举例的方式来展开教学。 例如，水包括液态、气态以及固

态三种形态。我们可以发出提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水形成了三

种形态呢？ 有的学生说是温度导致的。 然后我们接着发出提

问：温度会导致出现三种形态，这其中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通

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学生逐渐形成微观知识，进而掌握水在不

同的状态之下，其中构成微粒所出现的转换。 再如，我们可以

以水为例展开教学，水电解能够形成氧气和氢气，氧气被我们

吸收掉了，氢气被燃烧掉了，通过实验的方式，帮助学生形成

微粒观，更好、更快地掌握这一部分知识。
三、微粒观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形成与渗透

学生在掌握了最基本的微粒知识之后， 要有意识的给学

生渗透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微粒观， 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

并掌握化学反应以及物质的变化。在初中化学教学内容当中，
涉及大量关于物质性质转变的内容， 并且在很多实验当中都

能够渗透微粒观知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善于利用这些教

学素材，通过分析化学反应的方式，促使学生更快形成正确的

微粒观。我们在讲解微粒的存在时，就可以通过化学实验的方

式来进行讲解， 使得学生能够充分地感受到化学微粒是无处

不在的。 例如，进行酚酞溶液和浓氨水的实验，溶液由无色逐

渐转变成为红色， 进而引导学生能够得出氨气分子是在不断

运动的这一结论。 再如，我们在学习“微粒是永不停息的运动

的；微粒间有间隙；微粒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时候，就可以通

过对比试验的方式来展开教学，借助水和酒精融合的实验，在

大颗粒中间加上小颗粒物质， 使得学生能够明确微粒间是有

间隙的，并且微粒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以此来帮助学生形成良

好的化学微粒观。
四、结语

综上所述，微粒观作为化学教学的重点、难点，很多学生

无法形成良好的微粒观，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于化

学知识概念的理解与掌握。我们要积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微粒观， 为接下来的化学学习打下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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