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氯气的实验室制取教学反思 氯气的教学
反思(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氯气的实验室制取教学反思篇一

每个学生都是复杂多元的个体，每个教师在学生面前、在教
学中也扮演着多重角色。新课程实施中，教师是学生学习的
引导者、合作者和参与者，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
的互动过程。那么要适应新的形势，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我
们必须转换自身的角色，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新课改。

通过对近五年全国高考题的分析，在教学中我设计了五块：
第一块是对氯气的分子结构的认识；第二块是氯气的物理性
质，强调学生的基本功，充分掌握；第三块氯气的.化学性质，
从价态的情况考虑反应后金属呈现最高价以及相关现象；第
四块了解氯气的制备、装置、气体收集方法第；第五块次氯
酸的相关性质了解，重点应用，意义。

在题目筛选方面，以小高考真题为标杆练习，再以变式训练
为辅，重点放在基础知识的掌握；主要以选择题为主，最后
是一道实验探究题作为深化，主要是引导学生的思维角度，
引导学生思维习惯，重视学生对现象的把握；在化学方程式、
离子方程式的书写考察方面，强化学生的基本功，结合推断
题展开训练。

在整节课中，我是按不同考点设计教学，课前确定教学目标，
结合高考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以便形成清晰的知识框架体系。



氯气的实验室制取教学反思篇二

决生活问题的重要性。

（1）能描述氯气的物理性质；（2）掌握氯气与水以及碱的
反应；

（3）通过探究实验，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设计并完成实验
的能力；2.过程与方法

（1）关注氯气泄漏事件，能够对与化学有关的社会和生活问
题做出合理的判断；

氯气与水的反应和氯气与碱的反应四、教学难点

次氯酸性质的发现、分析和应用五、教学过程

六、教学反思

陶行知说过：“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本节教
学突出氯气的毒性对人类既有利又有弊，提升到唯物主义思
想高度，即一分为二看问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整个教学
双边活动的构思，运用了视频、实验探究、情景假设、讨论
等多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时时注意诱导其
主动学习，帮助学生树立了自信心，增强了成就感。教学注
重了知识系统上的完整性，大量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为学生
提供支持，手段直观，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但问题
的设置和给出应该更大胆的放权给学生，发挥他们的探索精
神。

氯气的实验室制取教学反思篇三

新课标中要求：“要实行学业成绩与成长记录相结合的综合
评价方式，学校应根据目标多元、方式多样、注重过程的原



则，综合运用观察、交流、测验、实际操作、作品展示、自
评与互评等多种方式，全面反映学生的成长历程。”这一评
价体系使得“培养合格的高中毕业生”与“培养高考成功
者”的目标分开。因此，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成为了时代
的主潮流，化学课堂教学必须注重培养学生自主性的学习品
质、创造性的个性品质，努力使学生成为课堂中的主人，全
面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高中化学新课标对化学学习提出了
新的要求，强调培养学生的学习品质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注
重创设学习的情景，激发探究欲望，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培
养学生的学习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探究能力和养成科学态度。

二、案例描述

《氯气》是人教版化学第一册第四章第一节的内容。这个教
材中氯气与水的反应，既是本节课的重点又是难点。因此如
何用探究的形式来让学生突破这个难点也就成了本节课的教
学重点和价值所在。我做了三次教学尝试，理念不同，方法
不同，效果各异。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用对立统一的认识方
法认识事物，一分为二的看待氯气，引起学生对氯气的好奇，
激发对新知识的兴趣。

（引入）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两个信息——氯气中毒，
氯气杀菌消毒，那么氯气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气体呢？使得它
具有这种对立的特性呢？它是有利还是有害呢？接下来我们
就通过这种物质的性质来解决我们的疑问。

板书：一、活泼的黄绿色气体——氯气

第一种教法：

2、因为问题较空泛，学生较难着手讨论。对于氯气的水溶性，
学生作如下实验设计。方法一：将水滴入装有氯气的试管内，
看颜色有无变淡；方法二：将一支布满氯气的试管倒置于水
槽中，看看试管中液面有无上升。



3、对于溶于水的部分有无与水发生反应，因为学生对这个反
应还没有什么概念，因此无从下手，讨论很难展开。最后个
别学生通过书上潮湿氯气漂白实验的启发，提出这个实验。

4、教师做了氯水的漂白性实验后，推测出结论————氯气
与水反应产生了新的物质，并且这种物质有漂白性。从而引
出了氯气与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接着根据化学方程式让学
生总结出氯水的其它性质。

第二种教法：

1、对氯气的水溶性经过讨论后，学生总结出上述几种方案，
马上通过实验验证。

2、实验验证后，指出氯气溶于水后的溶液叫氯水。给学生三
种药品：新制氯水，硝酸银和紫色石蕊试液。请学生自己设
计实验来探究氯水中的可能成分。

3、学生四人一组实验：将氯水分别与硝酸银和紫色石蕊试液
反应，发现硝酸银中产生白色沉淀，紫色石蕊试液先变红，
后褪色，总结出氯水中有cl—和h+，还有漂白性。

5、学生想到将红纸条分别放入干燥氯气中和氯水中，将这两
个实验作比较就可得出结论。

第三种教法：

（1），随之而来的是士兵们闻到一股刺激性气味

（3）躲避，晕倒后再也没有醒来，有的士兵喷水但也无济于
事

（5），正是从这会发出的气体夺取了战友的生命



（6），并发现在橄榄油附近的士兵中毒症状轻一些，经研究
此物质为氯气。

2、教师指出：我们把氯气与水的混合物叫氯水。现在利用现
有试剂：镁条、铁、氯气、nahco3（aq）、agno3（aq）、hno3
（aq）、红纸、ph试纸、蓝色石蕊试纸、氯水。通过实验验证你
们自己的推测，教师演示实验，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并总结。
如果教学设备俱全，最好在有学生自己动手实验一遍，以加
深学生记忆和理解。

3、教师演示一个实验，就要引导学生观察，让学生自己得出
实验结论，并板书。由于课堂时间比较短，课堂上，只能先
由教师演示实验，再利用实验课时间探究，利于学生进一步
理解。

4、学生四人一组相互合作设计实验推测成分，并自己通过实
验来验证。记录实验过程，记录的内容包括：实验内容、观
察到的现象、分析和解释三部分。最后由学生发言，得出结
论————氯气与水有反应，并且产生了cl—和h+，有个别组
的学生提出氯气能与非金属反应、氯水还可能有漂白性，因
为紫色石蕊试纸先变红，后褪色。

三、案例分析

第一种教法具有探究的`目标，也初步进行了一定的探究，但
没有深入探究，也忽视了学生的能力限制，因此使得探究的
过程中途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最后还是有那么一点照本宣科，
填压式教学的味道，不利于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第二
种教法已初步形成了探究的理念，让学生自己动手设计实验，
并且亲自实验验证自己的推测，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
极性。但是局限性在于：1、把问题探究得过于简单化、片面
化了，没有给学生提供较多的思考空间，学生一般都能轻而
易举得出结论。2、实验设计上存在不严密性，比如只给出硝
酸银，却没有给出对应的稀硝酸，这些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



的提高及思维的严谨性都不是很有帮助。第三种教法运用化
学史实，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己思考、
假设、讨论、设计、动手，由实验中的现象直接验证他们的
猜想，发现问题，满足学生对实验探究的好奇心，培养学生
进行实验探究的能力，加深对氯的强氧化性的理解和记忆，
开发学生的思维连贯性，并通过类比得出结论，充分利用实
验现象，培养学生观察、对比的能力。从而不仅给学生提供
了最大限度的思考空间，而且还在实验操作中强调了观察能
力和总结、分析能力，比较有利于学生在科学探究方面的综
合素质的培养，比较符合新课程标准提倡的新理念。

四、教学反思

把这种探究式的教学方法与传统的教学活动作比较：在传统
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中，教师只关心教学流程的程式化、
细节化，有时为了进度，不惜牺牲学生领会、理解教学内容
的时间，从而以教师对教材、教案的认知过程代替学生对学
习内容的认知过程，使“双边活动”变成了“单项传递”，
丧失了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应有的情感性。
新课程强调“把思考还给学生”，强调教学过程是教师与学
生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交往、互动，目的是让学生经历知识发
生、发展和形成结论，从而经过丰富、生动的思考探索过程
中通过感受、领悟而获得积极的情趣和愉悦的情感体验，从
而使师生双方达到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
充，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通过学生思考、体验这些心理过
程，发展与提升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些
衡量人的发展的最深层的指标，使教学过程从一种简单的传
输、传递和接受知识的过程，转变成为一种伴随着学生对科
学知识的思考和获得的同时，也成为学生人格健全和全面发
展的体验过程。

为了尽快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我觉得教师要尽快转变自
己的“意识”，虽然要立足于教材，但也要避免照本宣科，
而要将教材作为教学活动的载体和媒介之一，充分相信学生、



尊重学生，做好分层递进，由扶到放，让学生由被动听转化
为主动学，主动去探究新知，获取知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学生学到探究新知的方法，体验成
功带来的喜悦，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比如在实验教学中，
可将实验“观看”改为实验“观察”，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索
性实验，演示性实验改为学生分组实验，课内实验改为课外
实验，封闭的实验室治理改为开放式治理，变实验知识为实
践能力等多种教学处理方法。

氯气的实验室制取教学反思篇四

学习元素、形成正确观点、掌握正确学习元素化合物知识的
方法等有重要作用。在内容安排上，第一课时：氯气的性质
和用途尽可能结合起来讲，完成氯气的化学性质的教学。使
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更为紧密。最好采用老师讲解后让学生自
己动手完成实验，有利于学生实验能力发展。

本节内容多、实验多、现象明显，操作比较简单，可以积极
创造条件，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实验，这样有利于调
动学生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基础差别大，教
学中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大面积提高学生能力。应从实验
多这一特点出发，训练学生实验能力，强化仔细观察实验现
象、分析问题、设计实验方面的发展。具体操作是采用开放
式教学，由结构决定性质，学生根据结构推断其化学性质，
然后用实验进行验证，再根据现象分析得出正确的实验结论。

教学中利用由结构决定性质，性质体现用途，在本次授课中，
我第一步是让学生画出氯原子的原子结构示意图，然后根据
氯元素的'原子结构进行推断,分析氯气可能有什么样的性质。
然后我设计了让两位学生一组自己设计实验进行验证自己的
推断，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能够让学生自己实验进行探索
研究，是一种可取的好方法，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又能培养学生对物质研究的方法，培养学生间的协作精神，
又能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动手能力。在实验探究过程中还能



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培养了学生通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只是一般学校的条件限制，很难大面积的开展这种教学，作
为为培养学生实验、和化学研究的能力出发，老师应该积极
创造条件，分批对学生进行实验探索教育，上课前，我认真
地对教学思路、教学方法的设计、教学手段的应用及学生的
年龄特点、在课上可能有的反应做了充分的准备。教学内容
及方法更适合学生，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从
而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课题的引入是从日常生活入手，，让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望，然后引入本节课的内容。

氯气的物理性质的教学，我让学生观察已经收集好的氯气的
颜色和状态，通过观看实物，认识到氯气是一种黄绿色的气
体。我先演示化学气体闻气味的方法，然后让学生闻氯气气
味，并讲让学生观看正确闻化学气体的多媒体动画，提示学
生注意安全。

氯气的化学性质是本节的重点内容。做好化学实验，可以说
教学已经成功了一半，我在氯气的性质教学中，采用研究物
质性质的常用方法----由结构决定性质，由性质体现用途。
我第一步是让学生画出氯原子的原子结构示意图，然后根据
氯元素的原子结构进行推断,分析氯气可能有什么样的性质。
学生很从氯原子最外层有7个电子，得出氯气应具有很强的氧
化性，在反应中体现得到电子，故顺理成章的分析出能与金
属反应，紧接着我要求学生完成氯气与不活泼的金属铜的反
应实验，完成后由学生描述实验现象，从实验现象中得出氯
气能和铜反应的正确结论。由此我引导学生展开思考，层层
深入，总结相关性质。

氯气的实验室制取教学反思篇五

化学元素、形成正确观点、掌握正确学习元素化合物知识的
方法等有重要作用。在内容安排上，第一课时：氯气的性质



和用途尽可能结合起来讲，完成氯气的化学性质的教学。使
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更为紧密。最好采用老师讲解后让学生自
己动手完成实验，有利于学生实验能力发展。

本节内容多、实验多、现象明显，操作比较简单，可以积极
创造条件，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实验，这样有利于调
动学生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基础差别大，教
学中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大面积提高学生能力。应从实验
多这一特点出发，训练学生实验能力，强化仔细观察实验现
象、分析问题、设计实验方面的发展。具体操作是采用开放
式教学，由结构决定性质，学生根据结构推断其化学性质，
然后用实验进行验证，再根据现象分析得出正确的实验结论。

二、教学过程分析

（1）、教学方法

教学中利用由结构决定性质，性质体现用途，在本次授课中，
我第一步是让学生画出氯原子的原子结构示意图，然后根据
氯元素的原子结构进行推断，分析氯气可能有什么样的性质。
然后我设计了让两位学生一组自己设计实验进行验证自己的
推断，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能够让学生自己实验进行探索
研究，是一种可取的好方法，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又能培养学生对物质研究的方法，培养学生间的协作精神，
又能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动手能力。在实验探究过程中还能
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培养了学生通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只是一般学校的条件限制，很难大面积的开展这种教学，作
为为培养学生实验、和化学研究的能力出发，老师应该积极
创造条件，分批对学生进行实验探索教育，上课前，我认真
地对教学思路、教学方法的设计、教学手段的应用及学生的
年龄特点、在课上可能有的反应做了充分的准备。教学内容
及方法更适合学生，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从
而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2）、具体操作办法：

课题的引入是从一系列的重庆天原化工厂氯气泄露事件的图
片及相关的时事报道，让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然后引
入本节课的内容。

氯气的物理性质的教学，我让学生观察已经收集好

的氯气的颜色和状态，通过观看实物，认识到氯气是一种黄
绿色的'气体。我先演示化学气体闻气味的方法，然后让学生
闻氯气气味，并讲让学生观看正确闻化学气体的多媒体动画，
提示学生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