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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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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 知识整理与提升

一.微观粒子的共性

1. 微观粒子的质量和体积都很小

2. 微观粒子在不断地运动，温度越高，微观粒子运动越快。

例如：在热水中品红扩散会更快、湿衣服在阳光下比阴凉处干得快。、

分子运动现象的实验

现象：

步骤 1 溶液为无色

步骤 2 溶液为红色

步骤 3过一会儿看到烧杯 A 中溶液变红，

B烧杯中溶液仍为无色

解释：氨水呈碱性能使无色酚酞溶液变

红，氨水易挥发、氨分子不断运动

3.微观粒子间有间隔

二. 构成物质的微粒的种类

构成物质的粒子

㈠分子

1. 分子的定义：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

2. 分子的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

同种原子构成的分子（单质的分子）

不同种原子构成的分子（化合物的分子）

3. 分子的表示方法：

一个氢分子用 H₂ 来表示

3个氢分子用 3H₂ 来表示

注意：数字 3表示分子的个数；数字 2 表示一个

分子中氢原子有 2 个

4.化学变化的微观实质：分子分裂成原子，原子又重新结合成新的分子。

分子 由分子构成的物质 常见的气体（H₂、O ₂、NH3 、CO ₂），水，过氧化氢等

原子 由原子构成的物质 金属， 稀有气体，非金属固体（金刚石、S 等）

离子 由离子构成的物质 常见的盐、碱等 NaCl NaOH CuS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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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变化中，分子可以分成原子，原子又可以结合成新的分子。对比以上两图可知，在化学变化

中，分子的种类一定变化，原子的种类一定不变。反应前后，分子的总数可能变化，原子的总数一

定不变。

5. 运用分子、原子观点解释有关问题和现象

①宏观现象：

A.品红在水中扩散、闻到花香、汽油要密封保存：因为分子在不断运动

B.湿衣服在阳光下比在阴凉处干得快：因为受热时分子运动加快

C.把 6000mL 氧气加压后可装入 40L 的钢瓶：因为分子之间有间隔

D.物体的热胀冷缩、三态变化：因为物质分子间的间隔受热时增大、遇冷时缩小

②物质的变化：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

物质

变化
概念

主要特

征
微观结构 举例

物理

变化

没 有 新 物

质 生 成 的

变化

无新物

质生成

分子、原子本身不变，

分子间的间隔变化

物体热

胀冷

缩、水

的三态

变化

化学

变化

变 化 时 有

新 物 质 生

成的变化

有新物

质生成

由分子构成的物质在

发生化学变化时，分子

会分为原子、原子会结

合成其他物质的分子。

分子种类改变，原子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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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纯净物与混合物的区别和联系

纯净物 混合物

宏观区别 由一种物质组成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混合而成

微观区别 由同种分子构成（由分子构成的物质） 由不同种分子构成（由分子构成的物质）

性质、特征 具有固定的组成，有相应固定的性质
没有固定的组成，各种成分保持各自的

性质

实例 水、氧气、红磷、氯酸钾 空气、海水、各种天然的矿石

联系 纯净物组成混合物，混合物分离又可得到纯净物。

分子和原子的区别和联系

原 子 分 子

定义 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 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一种微粒

不同点 1．在化学反应中它不能变成另一种原

子

2．由质子、中子和电子构成

1．在化学反应中它能变成另一种或几种分

子

2．由原子构成

共同点 1．都是构成物质的微粒

2．质量、体积都很小；彼此间均有一定间隙且都在不停地运动；同种分子性质相同，

不同种分子性质不相同

联系 原子可以构成分子，分子在化学反应中分解成原子

㈡原子
1. 原子的定义：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粒子。

2. 原子的构成：通常原子是由质子、中子、电子构成的。

构成原子的粒子间的关系:

(1) 核电荷数=核内质子数=核外电子数=原子序数

(2) 质子数+中子数=相对原子质量

(3) 原子里质子数不同，原子种类也不同。

(4) 质子数不一定等于中子数

(5) 并不是所有原子都有中子

3.原子不显电性的原因：原子核内质子所带电荷与核外电子所带电荷相同

4.相对原子质量：国际上以一种 C原子质量的 1/12 为标准，其它原子与它相比较所得的比，

作为这种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原子的质量主要集中在原子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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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核外电子的排布

①电子层从里到外排布的电子，能量由低到高

②原子核外最多有七层电子，第一层最多排 2个电子、第二层最多排 8 个电子、最外层不超过 8 个

（只有一层电子时，电子最多 2 个）

原子最外层电子数与化学性质的关系:

6．熟悉 1-18 号原子的结构示意图

⑴决定元素种类的是质子数。

⑵元素的化学性质与原子结构中的最外层电子数关系密切。

⑶决定元素类别的是

通常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 <4 时是金属的原子（氢、氦例外）；

通常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 4~7 时是非金属的原子；

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8（氦为 2 个电子）是稀有气体的原子。

⑷判断微粒种类的方法是：

质子数=核外电子总数——是原子

质子数>核外电子总数——是阳离子

质子数<核外电子总数——是阴离子

⑸决定元素相对原子质量的是质子数与中子数之和。

⑹微观粒子中带正电的有质子、阳离子；带负电的有电子、阴离子；不带电的有分子、原子、中子

⑺ 通常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相同时，元素的化学性质相似。

(8)电子的层数决定元素位于周期表中第几周期，最外层电子数与族序数关系密切。

㈢离子
1.离子的定义——带电的原子或原子团。

带正电的离子叫阳离子（如 Na+），带负电的离子叫阴离子（如 Cl－）。

2.离子的形成：原子失去电子→带正电→阳离子

原子得到电子→带负电→阴离子

离子化合物的形成过程；

在氯化钠的形成过程中，钠原子失去一个电子而带上了一个单位的正电荷；氯原子因得到一个电子

而带上了一个单位的负电荷，两种带相反电荷的离子间相互作用，形成了化合物氯化钠（NaCl）。

3. 常见的碱、盐都是由离子构成的物质。例如：氯化钠是由钠离子和氯离子构成的。

硫酸铜是由铜离子和硫酸根离子构成的。

4.离子符号

⑴表示方法：在元素符号（或原子团）右上角表明离子所带的电荷，数值在前，正、负号在后。离

子带 1 个单位的正电荷或 1 个单位的负电荷时，“1”省略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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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表示意义：表示离子（或一个离子），如：

Mg2+ ——表示一个镁离子数字“2”表示一个镁离子带 2 个单位的正电荷）

2Mg
2+
：表示两个镁离子（离子符号前面的化学系数表示离子的个数。）

注意与化合价区分：

+2

MgO 数字 2 表示氧化镁中镁元素为+2 价

三、元素

1. 元素的概念：元素就是具有相同核电荷数（即核内质子数）的一类原子的总称。

一种元素与另一种元素最本质的区别是：核电荷数（即质子数）不同。

化学变化中，原子的种类不变，因而元素的种类也不变。

元素和原子的区别

2. 元素的种类：共有 100 余种。按质量计，地壳中含量前四位元素是氧、硅、铝、铁（如下图所

示）。生物细胞中的元素组成元素质量分数前四位是氧、碳、氢、氮。

钙是人体必需的常量元素

“锌铁硒碘氟”属于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3. 元素的分类：可分为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两大类。金属元素

除汞以外都是“金”旁，非金属元素按其单质在通常情况下的存在

状态分别加“石”“气”等偏旁。

4. 元素的化学性质：与其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特别是最外层电

子的数目有关。

5. 元素的表示方法——元素符号

1 书写方法：第一个字母大写，第二个字母小写，常见元素的名称和符号见上册 62 页。

2 元素符号及数字的意义：

A. 表示一种元素；

B. 表示这种元素的一个原子；

C. 某些元素符号还能表示由原子直接构成的物质。例如：“N”既表示氮元素，又表示氮元

素的一个原子；“Fe”表示铁元素，表示一个铁原子，表示铁这种物质；

D. 元素符号前有数字时，只有微观意义“几个某原子”,如 2N 只表示两个氮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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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元素周期表：根据元素的原子结构和性质，把已发现的 100 多种元

素科学有序的排列起来，这样就得到了元素周期表。每一种元素均占据

一格；每一格中包含原子序数、元素符号、元素名称、相对原子质量等

内容。

①元素周期表中的“周期”和“族”：元素周期表共有 7 个周期（共 7 个横行），18 个纵列。每一个

横行叫一个周期，每一个纵列叫一个族（8,9,10 三个纵列组成一个族）

②在周期表上用不同的颜色对金属元素、非金属元素做了分区。随着原子序数的递增，同一周期（从

左到右）元素原子的最外层上的电子数由 1 个递增到 8 个（第一周期例外），每一周期开头的是金属

元素，靠近尾部的是非金属元素，结尾是稀有气体元素，然后又重复出现原子最外层电子数从 1 个

递增到 8 个的变化规律。这种规律性的变化是“元素周期表”名称的来源，它反映了元素之间的内

在联系。

四、重要人物的成就

1.道尔顿提出原子论的观点

2.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并编制出元素周期表

3.中国的张青莲教授为相对原子质量的测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五、总结：分子原子离子元素的对比

小结：元素是宏观概念，只讲种类，不讲个数。元素与分子、原子、离子等微观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正确运用概念描述物质的组成和构成：

1.水通电生成（氢气和氧气），说明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的。

2.水是由（水分子）构成的，一个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的。

3.通电时，水分子被分解成（氢原子）和（氧原子），（氢原子）两两结合成（氢分子），(氢分子)

聚集成氢气。

4.铁是由（铁原子）构成的。

5氯化钠是由（钠离子和氯离子）构成的。

6.氨气是由（氨分子）构成的。

7.氧气和二氧化碳中都含有（氧元素）；水分子和二氧化碳分子中都含有（氧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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