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氧气制取教学反思总结 氧气教学反思
(通用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优秀的总结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
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氧气制取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

1、氧气的物理性质，掌握氧气的化学性质，会写碳、铁和石
蜡分别在氧气中燃烧的文字表达式。

2、会用集气瓶、燃烧匙、坩埚钳、酒精灯等常见的化学仪器，
规范学生的实验操作。

3、知道氧气的重要用途，让学生形成“性质决定用途”这一
重要的化学思想。

根据教学目标，我在课前做了充分的备课，在课堂教学中始
终以学生为主体，充分信任学生已有知识即对氧气的'认识。
所以课堂中主要以问题提出为主，如你知道氧气有哪些性质
吗？举例说明。什么事实能证明自然界的水中有氧气，空气
中有氧气？学生积极发言，我不断鼓励，使他们觉得自己很
了不起，从而增强了自信心。

本节课有许多实验，学生喜欢化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可以
做实验，因此我就想借此再次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我
们是农村学校，无法满足所有的学生都动手做实验，所以我



就利用演示实验和多媒体配合使用，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同时让学生描述出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加深对氧气性质的认
识，有到了较好的效果。

但也存在着问题，如演示实验无法让所有的学生都清楚的观
察到，特别是后排的学生，如有办法改学生动手实验会更好。
还有就是时间安排不好，后的内容有点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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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制取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实验在化学教学中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学习一种新物质时，
氧气是初中化学中学习的第一种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种物质。
上好这节课对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提高很有帮助。上课前
要把上课需要的氧气制好，但是我校没有条件做实验。所有
的实验只能够“讲”，因此只有充分利用学生的已有知识来
讲解。效果当然不理想。为此我们也无法，孩子们选择了刁
家，就放弃了（初中）优质教育的机会。

还好，我准备利用网上的'实验视频来补上这节课，增加学生
的直观感受。当然教学进度就只有放慢了。氧化反应和化合



反应放在第二节课讲比较好。这样可以把元素符号的表达式
也能告诉学生们。碳燃烧的现象说错了一点，应该产生了能
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才对。

本课重点：反应表达式，燃烧的现象，燃烧的程度与氧气的
浓度有关，硫和铁得燃烧放水的作用。

下节课开始讲氧化反应和化合反应，处理上节课练习。

氧气制取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本节课内容简单有趣，大胆的改变了教学方法，让学生动手
制备氧气，通过实验操作，学生知道了该如何制取氧气以及
制取氧气的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懂得了化学是一门以实验
为基础的学科，任何一个科学结论的获得，都是在实验的基
础上得出来的。

学生有了亲自体验，课堂兴趣很浓，动手的积极性提高了。
但是，这是学生第一次进行气体实验室制取的探讨，对一些
方法和步骤还比较陌生，有时还不知所措。教学中要不断进
行指导和提示。同时，随时要紧扣本节教学目标，落实基本
概念的理解和化学反应的文字表达式的书写。因此在本节课
中，本人因为比较注重学生动手做、动口讲、动笔记、动脑
想，所以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了很多
中下等生对学习化学的兴趣，而且课前的准备要充分，特别
是课件的制作应该符合科学性。

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善于发现机会、寻找机会、制造
机会，与学生一起进行探究活动，在活动中让学生的怀疑勇
气、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得到磨练、升华，使学生的终生学
习能力得以提高。不足之处是没能将每个学生出现的错误及
时纠正，因为怕耽误时间讲课，没利用好优秀学生的帮助作
用。



氧气制取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

1、氧气的物理性质，掌握氧气的化学性质，会写碳、铁和石
蜡分别在氧气中燃烧的文字表达式。

2、会用集气瓶、燃烧匙、坩埚钳、酒精灯等常见的`化学仪
器，规范学生的实验操作。

3、知道氧气的重要用途，让学生形成“性质决定用途”这一
重要的化学思想。

根据教学目标，我在课前做了充分的备课，在课堂教学中始
终以学生为主体，充分信任学生已有知识即对氧气的认识。
所以课堂中主要以问题提出为主，如你知道氧气有哪些性质
吗？举例说明。什么事实能证明自然界的水中有氧气，空气
中有氧气？学生积极发言，我不断鼓励，使他们觉得自己很
了不起，从而增强了自信心。

本节课有许多实验，学生喜欢化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可以
做实验，因此我就想借此再次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我
们是农村学校，无法满足所有的学生都动手做实验，所以我
就利用演示实验和多媒体配合使用，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同时让学生描述出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加深对氧气性质的认
识，有到了较好的效果。

但也存在着问题，如演示实验无法让所有的学生都清楚的观
察到，特别是后排的学生，如有办法改学生动手实验会更好。
还有就是时间安排不好，后的内容有点仓促。

氧气制取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1．加热分解的实验，可以考虑适当增加过氧化氢溶液的浓度，



将5%的过氧化氢溶液改为10%的过氧化氢溶液。但是，热的过
氧化氢溶液中，切忌加入二氧化锰，否则会因剧烈反应，导
致液体从试管中飞溅出来。

2．由于购置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添加了硫酸作为稳定剂，以
减少过氧化氢的分解。因此，在使用过氧化氢溶液时，一定
要加足量的氢氧化钠溶液来中和溶液中的硫酸。当加入足量
的`氢氧化钠溶液后，稍稍振荡可见试管内液体中有许多细小
的气泡出现。

“微微加热”是指在操作上切不可连续加热，甚至于达到沸
腾。这样试管中的水蒸气过多，会造成带火星的小木条无法
复燃。正确的操作，应采用间断的加热方法，过一会儿，试
管内会出现大量的氧气逸出的现象，此时用带火星的小木条
检验，现象十分明显。

3．为了证明二氧化锰是过氧化氢溶液分解反应的催化剂，还
应增加直接加热二氧化锰，并无氧气产生的实验；以及将滤
出的二氧化锰再次进入催化过氧化氢溶液分解的实验。

由于课本中提及的催化剂都是含氧的化合物，且催化剂都参
与了反应，因此从证明角度也就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个
实验可以转换分析思考的角度，利用过氧化氢溶液的氧化性，
选择具有还原性的无氧酸盐氯化亚铁与之反应，可以迅速产
生大量氧气。这样一来，证明的推理较为严密，但是反应原
理却较为复杂了。

另外，过氧化氢溶液与氯化亚铁固体反应较为剧烈，因此过
氧化氢溶液的浓度要较稀，用量也要较少，加入的氯化亚铁
固体颗粒同样要较小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