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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9_A9_E8_B4_A8_E7_c64_155925.htm 一、基本概念及解题

策略 1.物质的变化 （1）物理变化：没有生成其他物质的变化

。 （2）化学变化：生成了其他物质的变化。 注意：物理变

化和化学变化的辨析，从宏观上看要抓住变化时是否有其他

物质生成；从微观上看要把握构成物质的粒子是否发生了变

化。如果变化时没有新物质生成，构成物质的粒子也没有变

化，就属于物理变化，否则就属于化学变化。而伴随变化的

现象：发光、放热、变色、生成气体、产生沉淀等只能作为

判断的辅助依据。 2.物质的性质 （1）物理性质：物质不需要

发生化学变化就能表现出来的性质。如：物质的颜色、状态

、气味、熔点、沸点、硬度、密度、溶解性、导电性、挥发

性、延展性等。 （2）化学性质：物质在化学变化中表现出

来的性质。主要包括：可燃性、稳定性、活泼性、氧化性、

还原性、酸碱性、毒性等。 注意：区分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时一定要抓住“是否需要发生化学变化才能表现出来”这个

特点。 3.物质的性质和变化的区别 物质的性质和变化是两组

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性质是物质固有

的属性，是物质的基本特征，是变化的内因（即变化的依据

），而变化只是一个过程或现象，是性质的具体体现，即性

质决定变化、变化体现性质。物质的变化和性质在描述上是

不同的，物质性质的描述在物质变化的基础上增加了“可以

或不可以”、“能或不能”、“容易或不易（难）”等说法

。 4.化学变化的基本特征 从宏观上看，生成新物质的变化是



化学变化；从微观上看化学变化的实质是原子的重新组合。

与化学变化的基本特征对比，物理变化没有新物质生成，从

微粒上看，构成原物质的粒子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 二、命

题趋势 作为考查概念的主要内容，物质的变化多为选择题，

且一般出现在试卷的前几道题；对物质性质的考查，命题形

式主要有选择题、简答题、填空题等题型。 联系生活实际和

同学们熟悉的自然现象，联系典型的科技、新闻热点判断物

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及其相互联系和区别；根据题给新信息，

分析归纳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成为中考命题热点之

一。近年来，从宏观、微观角度对题给物质的变化或性质进

行描述或做出解释的简答题增多，估计也会成为今年中考命

题的热点。 三、典型例题 例1.（南昌考题）古诗词是古人为

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下列诗句只涉及物理变化的是

（）。 A.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B.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

成灰泪始干 C.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D.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解析：选项A、B、D均涉及有关燃烧的知识

，属于化学变化：“铁杵磨成针”只是发生了形变，属于物

理变化。 答案：C 例2.（新疆考题）请用下列描述物质的词

语填空（每空只填一个选项） a.可燃性 b.腐蚀性 c.氧化性 d.

还原性 e.吸水性 f.酸碱性 （1）使用浓酸、浓碱等药品时，应

防止沾到皮肤或衣服上，因为它们有____________. （2）在

工业上常用一氧化碳冶炼金属，因为它们具有____________. 

（3）固态氢氧化钠常用作干燥剂，因为它具

有____________. （4）当煤矿矿井中瓦斯（主要成分是甲烷

）达到一定浓度时，遇明火会发生爆炸，因为甲烷具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以物质的用途等



为切入点，考查物质的性质。物质的性质决定物质的用途，

物质的用途又反映物质的性质，只要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便会得出答案。 答案：（1）b （2）d （3）e （4）a 例3.（云

南考题）下列文字描述了有关物质的变化和性质：①潺潺的

流水能蒸发成水蒸气②水蒸气可以变成天空中的白云③白云

变成了雨滴或雪花降落到地面④铁矿石冶炼成铁⑤钢铁可能

变成铁锈⑥煤着火燃烧，残余一堆灰烬 请分析：其中属于物

理性质的是________（填序号，下同）；属于化学性质的

是________；属于物理变化的是________；属于化学变化的

是________。 解析：解本题时只要紧扣“物质变化的描述侧

重的是事实，物质性质的描述侧重的是可能性”这一解题思

路，便会得出答案。 答案：①②⑤③④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