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教学设计及案例(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化学教学设计及案例篇一

济宁市第二中学胡政敏

一、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是人教版选修4《化学反应原理》第四章第三节，教
材主要介绍了电解原理以及电解原理的应用。电解属于电化
学知识范畴，是中学化学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电
解质电离、氧化还原反应、原电池等知识的综合运用。本节
教材可分为两个部分：电解原理、电解原理的应用。

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知识基础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学情。学
生已经掌握了电解质溶液导电、氧化还原理论、原电池的相
关知识，所以学生学习电解原理在分析问题时有一定的知识
储备。但是对于电解池工作原理的微观想象可能存在着一定
的困难。

过程与方法：利用惰性电极电解氯化铜的实验，探究电解原
理。

情感态度价值观：体会化学家探究过程的艰辛，提升对科学
家的敬仰，树立榜样的力量;通过动手实验，理论分析，揭开
伪科学的面纱，体会电解原理的应用价值。

五、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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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板书设计

第四章 第三节 电解池

一、电解原理

1、电解原理

使电流通过电解质溶液而在阴、阳两极上引起氧化还原反应
的过程叫做电解。

阴极：与电源负极相连的电极。 4、分析电解反应的一般思
路

根据阳极氧化，阴极还原分析得出产物

化学教学设计及案例篇二

1.了解溶液、溶质、溶剂的概念。

2.初步了解溶液的重要应用。

3.能识别常见溶液中的溶质和溶剂。

4.知道乳浊液及乳化现象。

5.探究溶解性的影响因素。

6.激发探究兴趣，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教学重点]

1.溶液、溶质、溶剂的概念。



2.溶解性影响因素的探究。

[教学难点]

1.溶液概念的建立。

2.溶解与乳化的区别。

[教学方法]实验探究法。

[教学用品]实验仪器、药品、用品，教学媒体等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由溶液章图切入课题，引入新课（板书：课题1溶液的形成一、
溶液）。

二、探究活动1（探究溶液的形成过程）

1.学生实验：向实验桌上盛有20ml水的小烧杯中，加入一药
匙蔗糖或食盐，用玻璃棒搅拌（教师巡回指导）。

2.师生活动1（建立溶液的概念）：

（1）学生描述实验现象。

（2）引导学生分析两种物质“消失”的原因。

（3）帮助学生分析（体验）溶液的特征。

（4）建立溶液的初步概念。

（5）学生设计实验，证明“几种物质也可以分散到另一种物



质里，形成均一、稳定的混合物”。

（6）建立溶液的完整概念。

3.师生活动2（建立溶质、溶剂的概念）：

（1）溶质：被溶解的物质。

（2）溶剂：能溶解其它物质的物质。

（3）总结出溶质、溶剂三者之间的关系

（板书：1.溶质+溶剂溶液）。

4.师生活动3（填写表格，让学生掌握溶质溶剂判断的一般方
法）：溶液溶质（溶解前的状态）溶剂（状态）

硫酸铜溶液硫酸铜（固体）水

碘酒碘（固体）酒精

稀硫酸硫酸（液体）水

稀盐酸氯化氢（气体）水

5.师生活动4：

引导学生发现——溶质可以是固体、液体或气体；水是常见
的溶剂；两种液

体（不包括水在内）互溶时，将量多作为溶剂，量少的作为
溶质。

三、探究活动2（探究溶解的影响因素）



1.学生实验：在1、2、3号试管中做三个小实验——将1-2粒
碘、高锰酸钾、4-5滴植物油加入到2-3ml的水中。

2.学生汇报实验结果。

3.师生活动1：引导学生对比自己所做的三个实验，总结得
出——不同溶质在同一种溶剂中的溶解情况不同。

4.教师实验：将1-2粒碘、高锰酸钾、4-5滴植物油加入
到2-3ml的汽油中。

5.师生活动2：对比学生实验和教师演示实验（媒体）。

溶质溶剂溶解情况

碘水碘难溶于水

碘汽油碘溶于汽油

高锰酸钾水高锰酸钾溶于水

高锰酸钾汽油高锰酸钾难溶于汽油

植物油水植物油难溶于水

植物油汽油植物油能溶于汽油

总结得出——同种溶质在不同溶剂中的溶解情况不同。

[板书：影响溶解的因素：溶质、溶剂等]

四、探究活动3（酒精能否溶于水？）

1.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回答。



2.要求学生在所做过的三个实验的基础上，设计实验验证。

3.学生交流设计方案。

4.学生实验（在实验前提醒学生：滴加酒精的过程中不要振
荡，滴加结束后振荡；要留心观察振荡前后的现象）。

5.教师总结：如果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还会发现酒精和水
这两种物质能以任意比互溶。

五、探究活动4（乳浊液及乳化现象）

1.学生实验：观察3号试管中的液体振荡前、振荡后、静置后
的现象。

2.学生实验：向3号试管中滴加2-3滴洗涤剂，按照振荡前、
振荡后，静置后的顺序仔细观察实验现象。

3.比较浑浊液体1和浑浊液体2（媒体）。

4.建立乳浊液的概念：小液滴分散到液体里形成的混合物叫
做乳浊液。[板书：

3.乳浊液]

5.学生实验：比较滴加了洗涤剂和未加洗涤剂的两支试管的
干净程度。

6.分析洗涤剂的去污原理：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化学教学设计及案例篇三

化学是高中所有学科中一门基础性学科，化学实验对培养学
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巩固化学理论知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当前高中化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实验设备落后，
教学方式不恰当等原因，直接导致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无法真
正发挥作用。因此，为了有效改善当前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
现状，提高教学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实验教学的作用，必
须探究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策略。

1课堂上创设有趣实验激发学生兴趣

我在教学中充分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所以我经常创设
有趣的实验情境，营造轻松的氛围，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为学生提供实验的机会。让学生在“做”中学，
在“看”中不断进步，使学生丰富感性认识，这样化学实验
教学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在教学“离子反应”时是
这样创设实验情境的，播放《三国演义》第66回：“绝路问
津”片段。让学生从化学的视角看待哑泉之谜，它实际上就
是一些溶有cuso4的泉水，而且其真正致病的是cu2+。然后我
设计了3套方案，分别向泉水中加入nacl、bacl2和naoh。实验
探究是否存在可行的方案除去cu2+以达到治病的目的并得出
离子反应的定义。学生在学习中既兴奋又好奇，这样巧妙地
创设实验情境，激起了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有利于使学生
产生极大的学习兴趣。

2利用学生实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实验能力



在高中化学实验教学中，教师通过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
促使他们通过亲身体验将实验带给大家的兴趣感逐步转化为
对实验本质的研究，使其成为促进学生探究化学实验的根本
动力。我认为，化学实验教学中，更能形成学生实验技能的
还是学生实验，因此，教师应该利用学生实验，培养学生动
手操作能力。例如：在验证二氧化硫具有漂白性的实验中，
首先，教师要让学生回顾已学的知识一炭的吸附性和次氯酸
的漂白性，积极思考漂白的不同原理、实验现象的异同;其次，
开始实验，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亲自动手设计实验，并观察
和记录实验结果，加深对二氧化硫的漂白原理的理解;最后，
让学生利用二氧化硫的漂白原理讲解为什么会得出此种实验
结果，总结二氧化硫的性质。通过此种方式，不仅可以体现
学生在实验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而且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
力和实验能力。

3注重对学生进行化学实验理论知识的教学

为了有效开展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教师首先应该注重对学生
进行实验理论知识的教学。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
有些教师在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学生进行与实验相
关的理论知识的教学，对于实验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学生
也并不了解，同时学生对实验步骤也并不熟悉，在这样的情
况下让学生到实验室做实验，结果学生在实验的过程中处处
碰壁，严重打击了学生的实验信心。在学生进行实际的实验
操作之前有效的对学生进行与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的教学十
分必要，最重要的就是让学生掌握实验步骤，在掌握实验步
骤的情况下去做实验，会大大降低学生的实验难度，使学生
的注意力能够集中于对实验现象的思考，发现更多新的问题。

4开展探究性实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高中化学教学的过程是师生相互交流共同进步的过程。教学
相长是不变的真理。教师在教授学生化学知识的同时，与学
生共同学习进步。为开发学生的智力，让学生的思维更加的



开阔，同时，让学生对化学产生一种神秘感，不断的进行探
索，发现化学本身的巨大魅力，从而对做化学实验更加的积
极主动，教师可以多开展一些研究性的实验，让学生自主设
计实验，寻找问题的答案，有些问题也许教师也不知道如何
解释，这时教师可以与学生一起进行实验，积极探索。例如：
在进行乙烯与酸性高锰酸钾反应的实验中，学生观察到的实
验现象与教材中描述不相符，教师可以让学生多做几次实验，
以检查是否因为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出现了操作性的失误。学
生认真做过实验之后，发现两种物质反应之后确实不像教材
中所描述的那样出现浅红色的溶液，而是出现了黑色的悬浮
不溶物。学生因此觉得教材是不正确的，继而展开进一步的
探究实验。同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自主进行实验，证明出现
的悬浮物中到底含有什么物质，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
力。教师也可以对学生进行一些指导，以帮助学生更快、更
好的完成实验。通过自己设计的实验证明出结果，学生会因
为实验带来的成就感，而对化学实验产生深深的兴趣。

5反思总结是实验探究的新起点

实验结束以后，结合各组的实验情况，可选代表进行交流，
找出每组实验现象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此时要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总结自己在实验中的成功和失败之处
以及实验中的一些异常现象，并且结合生活实际，能够提出
新的可探究的问题，实验探究的结果怎样不是我们追求的目
的，不论结果如何，探究过程中的各种知识、能力、技能的
体验是传统教学中无法感受到的，因此实验探究对于促进学
生科学素养的全面发展，有效落实化学新课程目标，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实验课是化学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是为提高
学生化学知识的学习过程。因此，学校不能忽视化学实验操
作的教学，必须积极的完备化学实验器材，为教师和学生进
行实验操作提供有利条件。然而，教师要创新实验教学方法，
不能仅仅向学生演示并传授知识，还要给予学生自行操作的
时间，正确指导学生进行实验课的学习。学生要积极投入化
学学科内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实验课的操作过程。



化学教学设计及案例篇四

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元素的概念，将对物质的宏观组成与微观结构的
理性认识统一起来。

2、了解元素符号所表示的意义，学会元素符号的正确写法，
逐步记住常见27种元素符号。

3、初步认识元素周期表，知道它是学习和研究化学的工具，
能根据原子序数在元素周期表中找到元素和有关该元素的一
些其他信息。

课题分析：

本课题包括元素、元素符号和元素周期表简介三个部分。前
面课程学生已经知晓元素是组成物质的基本成分，需要结合
原子结构知识，从微观结构的角度对元素进行比较确定的概
念定义，将物质的宏观元素组成与微观粒子构成的认识有机
统一起来。

1、元素概念是化学概念的教学难点，这里可以淡化概念的具
体教学，可以通过生活物品中元素组成的大量实例，促进学
生认识到元素是具有相同核内质子数的一类原子的总称，只
需了解决定元素的因素是核内质子数或核电荷数。

2、元素符号是国际通用的化学用语，是学习化学的基本根据，
因而是教学重点。要求学生了解元素符号的表示意义，以课
本列举27种元素为重点，包括每种元素的符号、名称，做到
会写、会读、会用。

3、简介元素周期表，让学生初步认识这个化学工具，依据学
生有限的知识基础，可以安排学生组织探究活动，从原子序



数查找一些元素的名称、符号、核外电子数、相对原子质量，
以及确定元素分类等信息，为今后的化学学习提供方便，建
立良好的使用学习工具习惯。

教学准备：

系列生活物品，教学课件，学生导学单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展示课题：

【生活启示】充分利用学生熟悉的生活中常用实物、图片、
食品包装标识等，让学生阅读分析这些物品所给出的信息。

【展示实物】提供生活中的系列用品（食品、饮料和日用品
等）。

【学生回答】这些指的是都是元素。

【投影课题】第2课题：元素

（评析）：化学是生活泛化的自然科学，学习化学要注重化
学联系生活，积极与我们的生活、学习紧密联系，将我们生
活中的各种用品包括食品、日常用品等，运用化学的观点认
识。

二、广泛联系生活实际，加强理解元素的概念：

【问题探究】那么什么叫做元素？

【学生演板】要求书写几种常见物质的化学
式：o2、co2、h2o、h2o2等。

【共同分析】四种物质分子里都含有氧原子，虽然它们的性



质各不相同，从上次所学的“原子结构知识”中知道：这些
氧原子的核电荷数都是8，即核内都含有8个质子，于是将这
些氧原子统称为氧元素。

【学生1】我们把核电荷数为1的所有的氢原子统称为氢元素。

【学生2】把核电荷数为6的所有的碳原子统称为碳元素。

【定义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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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讲解】氧元素和氢元素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 b ）

a、中子数 b、质子数 c、相对分子质量 d、核外电子数

【师生分析】在原子结构中，决定元素的因素是核内质子数
（即核电荷数），因此选择（b）。

【学生回答1】分子种类和性质发生了变化。

【学生回答2】元素种类没有发生变化。

【生活应用】

1、生物细胞无论来源于动物还是植物，微生物，其中元素种
类及其质量分数都相近。

2、从生物学或科普书刊中查找几种食品的元素组成，并列表
说明。

【阅读图表】了解地壳里各种元素的含量分布即质量分数。

【发现规律】地壳中元素含量（质量分数）从多到少次序：
氧硅铝铁



【师生讨论】为了加强记忆，可以采取谐音记忆技巧：养闺
女贴（心）。

【知识拓展】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元素（非金属元素）是氧元
素；最多的金属元素是铝元素。

【引导归纳】进一步认识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发现和合成
的物质已超过2千万种，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元素只有100
多种。

（评析）：现阶段需要积极引导学生理解元素和原子之间的
关联，认识到分析物质宏观组成时用“元素”，在研究物质
微观结构时则用“原子”，运用形式多样的训练方式，加强
知识经验的不断积累，突破两个概念容易混淆的认识误区。

三、熟记常见元素符号，领悟元素符号的国际通用性：

【趣味话题】外国友人不会认识实验桌上的三瓶金属材料，
他问都是些什么物质？他说我不认识。

【教师提问】科学上使用什么来表示元素呢？

【学生讨论】为了书写和学术交流的方便，需要采用国际统
一的符号表示各种元素。

【阅读资料】常见元素符号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道尔顿在
化学上的又一贡献。

（评析）：以学生容易接受的动漫形式介绍，有利学生从乐
于感兴趣的话题入手，充分了解元素符号的国际通用性，这
样就便于不同国度的化学界进行学术交流。

【学生1】书写元素符号应该注意法则：一大二小。

【提出问题】氧元素符号为o表示什么？



【学生2】o表示氧元素

【学生3】o表示一个氧原子

【共同归纳】元素符号表示一种元素，还表示这种元素的一
个原子。

【阅读资料】从中文元素造字规律来看，将元素分成哪三种？

【学生1】有“金”字旁的是金属元素，例如生活中的“五
金”即金银铜铁锡au、ag、cu、fe、sn。

【学生2】有“气”字头一般是气态非金属元素o、n、cl、h等，有
“石”字旁的是常温下的固态非金属元素，c、s、p等。

【学生3】记住三种常见稀有气体元素：氦he、氖ne、氩ar等。

（评析）：元素符号作为学习化学的第一种化学用语，加强
书写化学用语的规范性和严谨性，让学生体悟运用元素符号
的重要作用，为马上学习的化学式做好准备。

四、开展课外探究，简单认识元素周期表：

【类比引入】超级市场为了便于顾客选购采用分门别类、有
序方式排放成千上万种商品。而化学上为了便于研究元素的
性质和用途，需要寻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规律性。

【规律探索】根据元素的原子结构和性质，有序排列构成元
素周期表。

【学生1】元素周期表共有7个横行，即7个周期。

【学生2】共有18个纵行，其中8，9，10三个纵行共同组成一
个族，共有16个族。



【学生1】可以查找元素的名称、符号、相对原子质量。

【学生2】通过计算还可以知道元素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中子
数等。

【学生3】确定该元素属于金属、非金属还是稀有气体元素等。

【拓展视野】通过科普书刊或互联网查询：门捷列夫和元素
周期表的故事

（评析）：由于认识元素种类不多，暂时无法理解元素周期
表的内在规律，因而需要适当降低运用知识的难度系数，重
要的让学生积极拓宽知识视野，体验门捷列夫和道尔顿等科
学家研究化学的乐趣。

化学教学设计及案例篇五

实验时用浓盐酸，使二氧化碳中混有氯化氢气体影响该实验
石灰水的原因：石灰水变质

教师总结学生的猜想假设并引导归类，将学生分组，以小组
为单位选择猜想并设计实验方案。

水蒸汽重新结合成盐酸的小液滴(即白雾))

关于石灰水是否变质：将石灰水中通入呼出气体看是否变浑
浊教师总结方案，引导学生加以完善。实验中预期现象及结
论。

进行实验：学生按照本小组所设计方案进行实验得出结论反
思评价：教师总结本节课，引导学生学会学以致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