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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活动目的

以基地馆藏实物地质资料资源为载体，结合中小学生《科学》

与《生物》课程体系教育目标，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开发适合青

少年的系列馆藏课程，培养他们科学思维方式，面向中小生课程体

系教育目标，开发他们地学研究的兴趣，是学校教育在地球科学资

源方面的拓展和延伸。通过偏光显微镜观察，了解生物显微镜和地

学显微镜的不同之处，学习偏光显微镜操作与使用，观看显微镜下

的矿物、岩石和古生物等特征，了解实物薄片的在地质工作中作用

和研究价值，培养青少年学生科学研究技能和创新发现的能力。

二、活动预约形式

1、招募小学生：面向燕郊高新区所有小学校，3-6年级在校学

生，每组3人，每次活动限定5组，共计15人。

2、网络预约，初1-2年级在校学生，每组3人，每次活动限定5

组，共计15人。

三、活动内容

本活动为室内教学与操作，共分为认知矿物、了解岩石、显微

镜实践和“片花”朵朵，共 4 个环节，让学生们在显微镜观察中学

习知识、寻找乐趣，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良好的学习专注力和充

分发挥个人的想象力。

四、参与研学活动人员基本情况

学校： 班级：

姓名：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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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说说我们身边的矿产

一、我们身边的矿产资源

1.生活中的矿产资源

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随处可见（ ）直接或间接制成品，

比如人们所佩戴的金银珠宝首饰、居住的（ ）、出行时乘坐的工

具等等，例如手机的锂电池、铅笔的笔芯含（ ）及黏土、窗玻

璃含硅石、长石、纯碱、（ ）和盐等等。

图 1自然金 图 2 （ ）首饰

图 3花岗岩（ ） 图 4黄山美景-花岗岩构成

2.矿产资源及分类

矿产资源是指岩石圈由地质作用形成，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

利用价值的自然（ ）。按其特点和用途，通常分为金属矿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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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产和能源矿产（ ）大类。金属矿产有铁矿、铜矿、（ ）矿、

锌矿、（ ）矿、银矿等；非金属矿产有金刚石、（ ）、黄铁矿、

石膏、方解石、萤石等；能源矿产有煤、（ ）、天然气、地热等。

图 5（ ）天采矿场 图 6开采石油的抽油机（磕头机）

图 7太西乌金-侏罗纪无烟（ ）

第二部分 煤的形成

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知道了煤是由植物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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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咕力用（ ）观察石头“标本”，发现里面居然藏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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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小煤球讲它的前世今生。

小煤球在土里，经受着大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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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煤球他们是埋在很深很深的土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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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时候，小煤球他们是有（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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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煤球和很多兄弟姐妹，经过大地的不断运动和（ ）挤压，变成

了（ ）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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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叨大仙告诉我们，小煤球他们现在依然在（ ）自己，为我们提

供（ ）。

第三部分 煤的故事

一、绿精灵的涅槃之旅——成煤作用

煤是埋藏在地下的古代（ ）经历了复杂的生物化学和物理

化学变化逐渐形成的固体可燃性矿物，是地球上蕴藏量最丰富的

（ ）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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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煤原始物质

低等植物和高等植物都是成煤的原始物质，低等植物没有根茎

叶等器官的分化，高等植物包括苔藓、蕨类、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有根、茎、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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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等植物——（ ）和（ ）

高等植物——华南毛蕨和（ ）

2.成煤的条件

植物的演化对煤的形成和聚集有很重要的影响。

由此可见，成煤的必要条件为：

植物条件——成煤的（ ）基础；

气候条件——影响植物生长，同时影响（ ）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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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条件——泥炭沼泽和能够形成泥炭的环境；

地壳运动条件——提供成（ ）环境和形成厚煤层的条件。

二、能量储备时代——煤的分类及分布

1.煤的分类

中国煤的分类，根据煤化成度由低到高依次是：褐煤；（ ）煤

（长焰煤、气煤、肥煤、焦煤、瘦煤、贫煤）；无烟煤。

希尔特定律：煤变质程度的垂直分布规律，随着煤层埋深的增

加，变质程度逐渐（ ）。另一特点就是煤变质程度具有水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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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规律。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垂直和水平的分布规律，最好的煤是

（ ），深度达（ ）km，相对最差的煤是（ ），深度为

（ ）km。

2.中国煤矿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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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资源丰富，储量居世界第三位。总格局是西多东少、

北富南贫，有（ ）大聚煤区、有（ ）个煤炭基地。按聚煤期

统计，我国煤炭资源以（ ）煤为主，其次为石炭-二叠纪煤。

石炭纪的石炭就是（ ）的意思，这个纪的名称最早来自英国

的一个含煤岩层。这一时期（ ）大繁盛，气候温暖湿润，遍布

沼泽的环境产生了大量的煤，据统计，石炭纪煤储量约占全世界总

储量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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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下大同造化无私——煤的用途

根据煤炭的使用目的主要有两大用途：（ ）煤和（ ）煤。

我国动力煤的主要用途有（ ）用煤、蒸汽机车用煤、建材

用煤、一般锅炉用煤、（ ）用煤和冶金动力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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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煤的主要用途是炼焦炭，焦炭多用于（ ），被喻为钢铁

工业的“基本粮食”。

第四部分 煤的观察与实践

一、煤的化学组分和物理性质

1.煤的化学组

煤的化学组分归纳起来分为有机质和（ ）机质两大类。有机

质是（ ）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 ）利用的对象，主要是由

碳、氢、氧、氮和有机硫等（ ）构成，此外还有极少量的磷和

其他元素；无机质主要是指（ ）和矿物质，是煤中有害成分，

矿物质组成元素主要是硅、铝、铁、钙、镁、钠、钾、硫和磷等。（ ）

是煤中最重要的组分，其含量随煤化程度的加深而增高。煤中（ ）

是最有害的化学成分，煤燃烧时，其中硫生成 SO2，腐蚀金属设备，

污染环境。

2.煤的物理性质

煤的物理性质主要包括（ ）个方面，为光学性质、机械性质、

空间结构性质、（ ）性质和热性质。具体如颜色、光泽、反射率、

折射率、吸收率、（ ）度、脆度、可磨性、断口、密度、表面积、

空隙度、压缩性、介电常数、导电性、磁性、比热、导热性等。

二、不同煤化程度类型煤的特征

1.褐煤：多为块状，呈黑褐色，光泽暗，质地疏松，含挥发分（ ）%

左右，碳含量 60%~70%，燃点低，容易着火，燃烧时上火快，火焰

https://baike.so.com/doc/494010-52307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947440-716981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947440-71698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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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冒黑烟，所有煤中（ ）级的煤，含碳量与发热量较低，燃

烧时间短，需经常加煤。

2.烟煤：一般为粒状、小块状，也有粉状的，多呈黑色而有光泽，

质地细致，含挥发分（ ）%以上，碳含量为 74%~92%，燃点不太

高，较易点燃；含碳量与发热量较高，燃烧时上火快，（ ）长，

有大量黑烟，燃烧时间较长;大多数烟煤有粘性，燃烧时易结渣。

3.无烟煤：有粉状和小块状两种，呈黑色有金属光泽而发亮。杂

质少，质地紧密，挥发分含量低，在（ ）%以下，碳含量为 90%~98%，

燃点高，不易着火，但发热量（ ），刚燃烧时上火慢，火上来后比

较大，火力（ ），火焰短，冒烟少，燃烧时间长，粘结性弱，燃烧

时不易结渣。应掺入适量煤土烧用，以减轻火力强度。

三、矿物的观察方法

1.矿物的形状：柱状、六面柱状、六面体状、（ ）状、针状、

立方体型、粉末状、粒状。

2.矿物的颜色:颜色是最容易观察到的（ ）特征，也是辨认

矿物的最重要根据之一。

3.矿物的条痕：把矿物放在（ ）无釉瓷砖上摩擦，瓷砖上

留下的痕迹就是这种矿物的条痕。

4.矿物的透明度：光线能不能穿过矿物的程度称为（ ）度。

分为透明、半透明、不透明。

5.矿物的光泽：矿物表面呈现的（ ）程度（反光）称为光

泽。分为金属光泽、半金属光泽、非金属光泽（玻璃光泽、油脂光

https://baike.so.com/doc/6732552-6946871.html
https://baike.so.com/doc/8697720-90197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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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珍珠光泽、丝绢光泽、土状光泽、蜡状光泽）。

四、观察矿物的特征

1.石墨（C）：晶体片状或鳞片状，集合体板片状、块状、土状

等，铁黑色、灰（ ）色、黑灰色，不透明，半金属光泽，条痕为

黑色，硬度（ ），具滑感，（ ）或污染纸张；具良好的导

电性。石墨是金刚石（钻石）的兄弟，它们是“同素异形体”。

2.萤石：晶体呈立方体、（ ）体，少数有菱形十二面体等。

集合体呈晶粒状、致密块状等。颜色鲜艳多样，常呈（ ）色、紫

色或无色，还有蓝色、红色、黄色等，常有多种颜色共存于一块萤

石之上，构成多彩多姿的图案。透明至（ ）透明，玻璃光泽；质

脆，易划，条痕呈（ ），摩氏硬度为（ ）。萤石在紫外光照

射下，可见有紫或紫红色荧光。

五、观察工具及方法简述

（1）放大镜观察煤和矿物标本的形态、（ ）、透明度和光

泽等。

（2）条痕板（白色无釉瓷砖）刻划煤和矿物标本的（ ），

观察他们各自的颜色。

（3）托盘天平测量煤和矿物标本的（ ）。

（4）用荧光笔测量煤和矿物标本的（ ）性。

（5）电流表测量煤和矿物标本的（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