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07 课 分子和原子

1.知道物质是由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构成的。(化学观念)

2.能用分子的观点解释生活中的某些变化或现象。(化学观念)

3.知道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之一，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粒子。(化学观念)

4.建立宏观与微观的联系，能从微观的角度认识纯净物与混合物、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科学思维)

5.初步运用抽象、想象、分析和推理等思维方法解决问题,培养科学思维能力。(科学思维)

6.认识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可分性。(科学态度与责任）

知识点一 物质由微观粒子构成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物质是由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构成的，这些粒子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先进的科

学仪器不仅能够直接观察到一些分子和原子，还能移动原子，如图所示。

【拓展】

（1）金属、稀有气体以及一些固态非金属（如碳、硅等）是由原子直接构成的例如，铁由铁原子构成。

（2）有些物质由分子构成。例如，水是由水分子构成的，二氧化碳是由二氧化碳分子构成的，过氧化氢是

由过氧化氢分子构成的，氧气是由氧分子构成的。

（3）也有些物质由离子构成。例如，氯化钠由钠离子和氯离子构成。（本单元课题 2学习）



【考点例题】

例 1．以下物质由原子构成的是（ ）

A．蒸馏水 B．氯化钠 C．金刚石 D．干冰

【答案】C

【解析】解：A、蒸馏水是由水分子构成的，故选项错误。

B、氯化钠是由钠离子和氯离子构成的，故选项错误。

C、金刚石属于固态非金属单质，是由碳原子直接构成的，故选项正确。

D、干冰是固态二氧化碳，是由二氧化碳分子构成的，故选项错误。

故选：C。

【变式精选】

【变式一】下列物质由分子构成的是（ ）

A．铝 B．氢氧化钠 C．金刚石 D．C60

【答案】D

【解析】解：A、铝是一种金属单质，是由铝原子直接构成的，故 A错误；

B、氢氧化钠是由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的化合物，是由钠离子与氢氧根离子构成的，故 B错误；

C、金刚石是一种固态非金属单质，是由碳原子直接构成的，故 C错误；

D、C60是由 C60分子构成的，故 D正确。

故选：D。

知识点二 分子的性质

1.分子的质量和体积都很小

1个水分子的质量约为 3x10-26 kg ，1滴水（以 20滴水为 1mL计）中大约有 1.67x1021个水分子。



2.微观粒子（如分子）总是在不断运动着

（1）【实验 3-1】品红在水中扩散

实验步骤 向盛有水的小烧杯中加入少量品红，静置

实验现象 品红在水中慢慢扩散，最后整个烧杯里的水都变红

实验结论 品红在静置的水中会扩散

（2）【探究】分子运动现象

实验过程 实验现象 实验解释

①向盛有约 20 mL蒸馏水的小烧杯 A中加人 5~6滴酚酞溶液，

搅拌均匀，观察溶液的颜色

溶液呈无色 水不能使酚酞变色

②从烧杯 A 中取少量溶液置于试管中，向其中慢慢滴加浓氨

水，观察溶液颜色有什么变化

溶液由无色

变为红色

氨水能使酚酞变红

③另取一个小烧杯 B，加人约 5 mL浓氨水。用一个

大烧杯或水槽罩住 A、B两个小烧杯，观察几分钟

烧杯 A 溶液由无色

变为红色

浓氨水具有挥发性，浓氨

水挥发出来的氨分子运动

到烧杯 A中与水结合生成

氨水，氨水使酚酞变红

烧杯 B 溶液无变化 烧杯 A中的物质没有挥发

性

【说明】



温度越高，分子能量越大，分子的运动速率越快，如湿衣服在夏天比冬天干得快，品红在热水中的扩

散速率比在冷水中快得多。

3.分子之间有间隔

（1）等质量的同种物质，气态分子间的间隔>液态分子间的间隔>固态分子间的间隔。

（2）物体的热胀冷缩现象，是因为物质分子间的间隔受热时增大，遇冷时缩小。

【说明】

①通常情况下温度越高，分子间的间隔越大；压强越大，气态分子间的间隔越小。如夏天充满气的自行车

轮胎暴晒后易爆炸，用打气筒给篮球充气。

②物质的三态变化和热胀冷缩，改变的是分子之间的间隔，分子本身的体积和数目没有改变。

4.同种物质的分子化学性质相同，不同种物质的分子化学性质不同

（1）固态氢和液态氢是由同种分子(氢分子)构成的它们的化学性质相同,如都具有可燃性。

（2）氢气和氧气是由不同种分子构成的，它们的化学性质不同,如氢气具有可燃性,而氧气能支持燃烧,具有

氧化性,不具有可燃性。

【考点例题】

例 1．（2023•广西）向液化石油气中添加具有特殊臭味的乙硫醇，一旦液化石油气泄漏，就能闻到这种臭味，

及时采取安全措施。闻到臭味是因为（ ）

A．分子在不断运动 B．分子之间有间隔

C．分子的质量很小 D．分子的体积很小

【答案】A

【解析】解：向液化石油气中添加具有特殊臭味的乙硫醇，一旦液化石油气泄漏，就能闻到这种臭味，

是因为乙硫醇中含有的分子是在不断运动的，向四周扩散，使人们闻到臭味。



故选：A。

【变式精选】

【变式一】（2023•河东区二模）糖在水中“消失”，这一过程不能说明分子具有的性质是（ ）

A．分子在不断运动

B．分子很小

C．分子间有间隔

D．同种分子，化学性质相同

【答案】D

【解析】解：A、这一过程能说明分子在不断地运动，不符合题意；

B、蔗糖分子的运动，我们肉眼不可见，说明蔗糖分子很小，故这一过程能说明分子很小，不符合题意；

C、这一过程能说明分子间有间隔，不符合题意；

D、糖在水中“消失”，发生物理变化，与分子的化学性质无关，这一过程不能说明同种分子，化学性质

相同，符合题意。

故选：D。

知识点三 分子可以分为原子

1.分子的概念

由分子构成的物质，分子是保持其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例如，保持五氧化二磷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

是五氧化二磷分子。

【说明】

（1）“保持”的含义是指构成该物质的每一个分子与该物质的化学性质相同。即物质的化学性质是由构成它

的每一个分子决定的。

（2）单个分子只能保持物质的化学性质，不能保持物质的物理性质。物质的物理性质需要大量分子聚集在



一起共同体现，单个分子不能体现物质的状态、颜色、气味等物理性质。

（3）“最小”是有条件的，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

（4）由分子构成的物质和由其他徽粒构成的物质，构成微粒不同，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不同，即

分子只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最小的粒子之一，但由其他微粒直接构成的物质，其化学性质由构成它的粒子

保持。

2.原子

(1)分子由原子构成。有些分子由同种原子构成，如 1个氧分子是由 2个氧原子构成的；大多数分子由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原子构成，如 1 个二氧化碳分子是由 1个碳原子和 2个氧原子构成的。

(2)化学反应实质：在化学变化中，分子分成原子，原子又重新组合成新的分子。

例如，加热红色的氧化汞粉末时，氧化汞分子会分解成氧原子和汞原子，每 2个氧原子结合成 1个氧分子

许多氧分子聚集成氧气，许多汞原子聚集成金属汞。

(3)原子的概念：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粒子。

3.分子、原子的联系与区别

项目 分子 原子

概念 由分子构成的物质,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 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粒子

相同点 （1）质量和体积都很小都在不断地运动、粒子间有间隔

（2）都能直接构成物质；

（3）同种粒子化学性质相同，不同种粒子化学性质不同

联系 分子和原子都可以直接构成物质，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它们的关系如图所示



根本区别 在化学变化中,分子可以再分,而原子不能再分

【考点例题】

例 1．19 世纪初，意大利科学家阿伏加德罗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子的概念，认为：①一切

物质都是由分子构成的；②分子由原子构成；③原子不能独立存在；④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

粒子；⑤分子在不停地运动。从你所学的知识看，上述观点中存在明显不足的是（ ）

A．①③ B．①②⑤ C．④⑤ D．③⑤

【答案】A

【解析】解：①一切物质都是由分子、原子或离子构成的，错误；

②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正确；

③原子可独立存在，错误；

④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正确；

⑤分子在不停的运动，正确；

观点存在明显不足的是①③；

故选：A。

【变式精选】

【变式一】分子和原子的本质区别是（ ）

A．质量和体积的大小

B．运动形式和间隔的远近



C．能否保持物质的化学性质

D．在化学反应中能否再分

【答案】D

【解析】解：

A、分子与原子质量体积都很小，故 A错误。

B、分子与原子运动形式和间隔的远近没有多大的区别，故 B错误。

C、既然都能够组成物质故都能保持物质的化学性质，故 C错误。

D、分子与原子的区别是在化学变化中是否可分，分子可分原子不可分，故 D正确。

故选：D。

知识点一 物质由微观粒子构成（共 2小题）

1．（2023•西峡县三模）物质是由各种微粒构成的。下列不能直接构成物质的微粒是（ ）

A．原子 B．分子 C．离子 D．中子

【答案】D

【解析】解：A、原子可以直接构成物质，金属单质、稀有气体以及部分非金属固态单质是由原子直接

构成的，故选项错误。

B、分子可以直接构成物质，如水、二氧化碳等，故选项错误。

C、离子可以直接构成物质，如氯化钠是由钠离子和氯离子构成的，故选项错误。

D、中子不能直接构成物质，故选项正确。



故选：D。

2．（2023•仪征市一模）下列物质由分子构成的是（ ）

A．铁 B．氯化钠 C．氨气 D．金刚石

【答案】C

【解析】解：A、铁属于金属单质，是由铁原子直接构成的，故选项错误。

B、氯化钠是由钠离子和氯离子构成的，故选项错误。

C、氨气是由氨分子构成的，故选项正确。

D、金刚石属于固态非金属单质，是由碳原子直接构成的，故选项错误。

故选：C。

知识点二 分子的性质（共 11小题）

3．（2023•三明模拟）水可以变成冰，在一定条件下，水还会像棉花糖一样，以蓬松轻盈的形式稳定存在，

被称为“气凝胶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分子间的间隔，冰＞“气凝胶冰”

B．“气凝胶冰”中分子静止不动

C．“气凝胶冰”和冰都是由水分子构成

D．水变成“气凝胶冰”分子体积变大

【答案】C

【解析】解：A、由水可以变成冰，在一定条件下，水还会像棉花糖一样，以蓬松轻盈的形式稳定存在，

被称为“气凝胶冰”，所以“气凝胶冰”的分子间间隔比冰大，故 A错误；

B、“气凝胶冰”中分子在不断运动，故 B错误；

C、“气凝胶冰”和冰都是由水分子构成的，故 C正确；



D、水变成“气凝胶冰”分子间间隔变大，分子本身体积不变，故 D错误；

故选：C。

4．（2023•北京一模）氧气能压缩在钢瓶中保存，主要体现了（ ）

A．分子的质量很小 B．分子间有间隔

C．分子在不断运动 D．分子由原子构成

【答案】B

【解析】解：A、氧气能压缩在钢瓶中保存，主要体现了分子间有间隔，气体受压后，分子间隔变小，

而不是质量很小，故选项错误。

B、氧气能压缩在钢瓶中保存，主要体现了分子间有间隔，气体受压后，分子间隔变小，故选项正确。

C、氧气能压缩在钢瓶中保存，主要体现了分子间有间隔，气体受压后，分子间隔变小，而不是分子在不

断运动，故选项错误。

D、氧气能压缩在钢瓶中保存，主要体现了分子间有间隔，气体受压后，分子间隔变小，而不是分子由

原子构成，故选项错误。

故选：B。

5．（2023•桐柏县二模）构成冰的分子和构成水蒸气的分子具有（ ）

A．不同的性质 B．相同的性质

C．不同的化学性质 D．相同的化学性质

【答案】D

【解析】解：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一种微粒；因固体冰和气态的水蒸气属于同一种物质，所以具

有相同的化学性质。

故选：D。

6．（2023•攸县模拟）下列关于气体受热膨胀现象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构成气体的粒子的体积变大

B．构成气体的粒子的质量变小

C．构成气体的粒子的种类改变

D．构成气体的粒子的间隔变大

【答案】D

【解析】解：气体受热体积膨胀，是因为温度升高，构成气体的粒子间的间隔（而不是大小）增大；

故选：D。

7．（2023•桓台县二模）下列变化前后，构成物质的分子或原子没有发生改变的是（ ）

A．塑料风化变成粉末

B．活性炭去除液体的颜色

C．向某溶液中滴入石蕊后溶液后变红色

D．生石灰暴露在空气中变成白色粉末

【答案】B

【解析】解：A、塑料风化变成粉末发生了化学变化，则构成塑料的分子改变，不符合题意；

B、活性炭具有吸附性，可以去除液体的颜色，因为活性炭疏松多孔的结构，过程中活性炭的原子没有发

生改变，符合题意；

C、向某溶液中滴入石蕊后溶液后变红色，体现溶液酸碱性，属于化学性质，该过程中有新物质生成，因

此构成物质的微粒发生变化，不符合题意；

D、生石灰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中的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氢氧化钙再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钙和

水，发生了化学变化，因此构成物质的微粒发生变化，不符合题意。

故选：B。

8．（2023•六安模拟）从两幅图中不能得出的信息是（ ）



A．分子在不停运动 B．分子很小

C．分子由原子构成 D．分子间有间隔

【答案】A

【解析】解：A、图中是静态图，不能反应分子在不停运动，从两幅图中不能得出该信息，选项正确；

B、图 1是由放大很多倍的仪器拍摄的，说明分子很小，从两幅图中能得出该信息，选项不正确；

C、由图 2可知分子由原子构成，从两幅图中能得出该信息，选项不正确；

D、由图 1可知，分子间有间隔，从两幅图中能得出该信息，选项不正确。

故选：A。

9．（2023•费县一模）下列事实的微观解释不正确的是（ ）

A．干冰升华：分子间隔变大

B．湿衣服晾在太阳底下干得快：分子运动速率变快

C．水烧开后把壶盖顶开：分子数目变多

D．水在通电的条件下分解：分子种类变化

【答案】C

【解析】解：A、干冰升华，是因为二氧化碳分子间的间隔变大，故选项解释正确。

B、湿衣服晾在太阳底下干得快，是因为阳光下温度高，温度升高，水分子运动的速率加快，故选项解释

正确。

C、水烧开后把壶盖顶开，是因为温度升高，水分子间的间隔变大，故选项解释错误。



D、水在通电的条件下发生分解反应，是因为水分子分裂成了氢原子和氧原子，然后氢原子、氧原子分

别重新组合形成氢分子、氧分子，分子种类发生了变化，故选项解释正确。

故选：C。

10．（2023•张家口模拟）用分子的知识解释下列现象，其中合理的是（ ）

A．八月桂花飘香，说明分子在不断运动

B．酒精挥发，说明酒精分子的斥力更大

C．水结成冰，说明温度降低后分子体积减小

D．固体比气体难于被压缩，说明固体物质分子之间没有空隙

【答案】A

【解析】解：A.分子在不断运动，因此会闻到八月桂花飘香，故说法正确；

B.酒精挥发，是因为酒精分子在不断地运动，故说法错误；

C.水结成冰，是因为温度降低后，分子间间隔减小，故说法错误。

D.固体比气体难于被压缩，是因为固体物质分子空隙比气体的小，故说法错误。

故选：A。

11．（2023•墨玉县一模）用“分子的观点”解释下列现象，不正确的是（ ）

A．湿衣晾干﹣﹣分子不停地运动

B．水结成冰﹣﹣分子发生变化

C．干冰升华﹣﹣分子间间隔变大

D．轮胎充气﹣﹣分子间有间隔

【答案】B

【解析】解：A、湿衣晾干是因为水分子在不停地运动，运动到空气中去了；故选项解释正确。

B、水结成冰是因为水分子间的间隔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分子发生了变化；故选项解释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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