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分子热运动

分子热运动是这部分知识的核心内容，主要由

四句话构成。

1.物质由大量分子构成。
这里字面意思就是分子数量非常之多，同时隐

含了单个分子是极其微小的，是肉眼不可见的含

义。例如，阳光下飞舞的灰尘虽然很小，但以每粒

灰尘为例，仍是由数量巨大的分子构成的。

2.分子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热运动。
与分子运动相关的一系列实验即“扩散现

象”。教材上分别列举了固体、液体和气体的扩散

现象。例如，清水和硫酸铜溶液混合到一起是可以

观察到的，而这一现象说明了分子在做无规则运

动。同时冷、热水对比实验证明了温度与分子运动

间的关系，即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剧烈。这一结论

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宇宙间理论上最低的温度

是-273.15℃，而最高温度可以达到几千摄氏度（比

如太阳表面）甚至更高。因为假设构成物质的所有

分子都静止不动就能达到最低温，而这是无法做到

的。而为了达到高温，我们可以用各种手段使分子

运动得更加剧烈，例如核聚变或使用强激光照射等

方法。

3.分子间同时存在引力和斥力。
首先，要记住有关分子引力和斥力的几个典型

实验。比如，两个铅柱粘在了一起、一根铁丝很难

被拉断等现象都说明分子间存在引力，液体、固体

很难被压缩说明了分子间存在斥力。要注意的是，

气体分子间距离很远，所以气体分子间几乎没有作

用力。压缩气体后，气体压强变大的现象不能用分

子斥力来解释，那是由于气体被压缩后，气体分子

对容器碰撞频率增大造成的。

其次，同学们还要理解分子作用力特点的本质

原因。读到本文时，同学们一定已经学习了两种电

荷间作用力的规律。而每个分子都同时存在着带

负电的电子和带正电的原子核，所以引力和斥力也

是同时存在的。

4.分子间存在间隔。
物理课和化学课同时保留这一实验：一根玻

璃管大概注入三分之一体积的酒精和三分之二体

积的水，此时玻璃管是充满的。将两种液体混合

后，总体积却变小了，这一实验可以很好地说明分

子间是存在空隙的。

以上四句话是分子动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本

章节的基础，因此这里做详细的解读，考生要能做

到记住这四句话，同时了解与之相对应的实验。在

此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学习内能了。

二、内能

所谓“内能”，即物体内部自身具有的能量，与

物体所处位置和运动状态无关。八年级时我们已

经知道：一个物体能够做功就具有能量。因此，如

果想证实物体内部具有能量，就要设计一个实验或

列举出一个物体内部可以对外做功的现象。教科

书上暖水瓶塞弹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也

可以设计实验证明物体内部可以对外做功，例如在

试管中装一些水，用胶塞堵住试管口，再用酒精灯

加热试管，使胶塞弹出。

分子热运动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物体具有

内能。上文中第2句话说明分子具有动能，第3和第

4 句话可以说明分子间有势能，内能即分子动能和

分子间势能的总和。

这里有几个概念辨析上的难点，考生只有充

分理解了分子热运动理论与内能的关系才能做

到从容应对。

1.不同物体间不能比较内能的大小。
常见问题为：温度高的物体一定比温度低的物

体所含内能多。温度高只能说明分子的平均动能

大，不意味着分子动能的总和大，而且还没有讨论

分子间势能的关系，因此这句话是不正确的。

2.内能与温度的关系。
常见问题为：物体温度升高，它的内能一定增

加了。由于温度是由构成物体的分子平均动能决

定的，而内能是所有分子动能和分子间势能的总

和。因此，两个概念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考生如果

概念辨析不清则很容易失分。这里首先看这个

“它”字，意味着温度变化前后指的是同一个物体，

再看“温度升高”意味着分子动能增大了。如果想

反驳这句话，就要求物体内分子动能增大的同时分

子间势能要减小才可以。这就好像我们在给水加

热的同时还要求水结成冰一样是不可能的，因此这

句话是正确的。

这句话前后顺序变化就不同了。物体内能增

加了，其温度一定升高。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反例来

驳斥这句话，例如晶体熔化过程在吸热，内能在增

加，而温度是保持不变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可以

做到物体内分子间势能增大的同时使分子平均动

能保持不变。

三、改变内能的方法

1.热传递。
改变内能有热传递和做功两种方式，其中热传

递指的是热量从高温物体传递到低温物体或者从

一个物体的高温部分传到低温部分。热传递发生

的条件是存在温差，传递的最终结果是温度相同。

我们发现这一过程的本质就是内能的转移，高温物

体内能传递给了低温物体，而发生传递的这部分内

能称为“热量”，因此热量和内能的单位都是焦耳，

而物体含有的那部分能量称为内能，传递的那部分

能量称为热量。

比热容是与热传递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发

现用同样的加热手段对不同物体加热，物体升温速

度是不同的（冷却过程也是如此）。这里很显然的

一个相关因素是质量，比如同样条件下，烧沸腾一

大壶冷水总会比烧沸腾半壶冷水更困难。但当我

们给质量相同的不同物质加热时，比如教材中用相

同的加热手段加热质量相同的水和煤油，升温速度

也是不同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质量相等的不同

物质升高相同温度时所需的热量是不同的。相反

过程，放热冷却时同样如此。这即是物质的一种特

性，被命名为比热容。质量相同时，比热容大的物

质升温需要更多的热量，反之亦然。奇妙之处在

于，生活中最常见的水居然是常见物质中比热容最

大的，所以海洋性气候温差会比较小。

2.做功。
狭义上讲，做功指

的是内能与机械能间

的转化。例如，钻木取

火就是将机械能转化

为 内 能 ，试 管 中 的 水

蒸气将胶塞弹出的过

程 就是内能转化为机

械能。

而利用内能来做

功，人类发明了改变人

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机

器——热机。热机种类繁多，考生在考试时只需知

道两个知识点即可：A. 凡是从作用上是将内能转

化为机械能的装置不论其结构多么简单或多么复

杂，都可以称为热机；B. 了解内燃机的大致工作过

程，即吸气、压缩、做功、排气四个冲程完成一个工

作循环。

3.相关概念辨析。
A.物体温度升高一定是吸收了热量；

B.物体吸收了热量温度一定升高；

C.物体吸收了热量，内能一定增大；

D.在热传递的过程中，吸收了热量的物体温度

一定升高。

对于A选项我们知道改变内能的方式除了热传

递还有做功，因此 A 是错误的；B，虽然绝大多数情

况下吸收热量的物体温度都会升高，但由于有晶体

熔化等特例的存在，所以B也是错误的，科学理论不

容许有特例存在；C选项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特例来

进行驳斥，例如上图中从胶塞即将弹出前开始记

录，试管吸收少许热量后弹出胶塞，将内能转化为

了机械能，虽然吸了热量，内能却没有增加，甚至会

减小；D 选项虽然与 C 接近，但由于加了限定条件

“在热传递的过程中”即排除了做功和物态变化的

情况发生，因此是正确的。

四、全章总结

我们由分子热运动认识到了内能的存在，在研

究或学习内能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内能可以转移，也

可以与机械能间发生转化。在进一步学习中，我们

还会接触到电能和化学能等知识，这些能量间都可

以互相转化或转移。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能的

总量是不变的，即能量守恒定律。化学能转化为内

能常以燃烧过程出现，这里还涉及热值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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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能及内能的利用知识梳理
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研修学院教研员 王志刚 郭 勇

当物理学考试卷中出现概念辨析题时，考生得分率总是不高。这主要是由于考生对相应的物理知识

缺乏完整的认识。其中，有关分子热运动、内能等相关题目就属于概念辨析题的高频考点。本文对相关知

识进行梳理，希望能够对广大考生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