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九年级化学元素教学反思(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九年级化学元素教学反思篇一

在前几节的学习中，学生一步步地补引入了微观世界，已经
初步建立起对具体粒子的认识，但在同位素的学习中，出现
了和元素概念的混淆。元素的概念比较抽象，在本节内容中
还要进一步加深理解，我想，如果从分析具体的物质组成出
发，使学生知道不同物质里可以含有相同种类的原子，然后
再指出这些原子之所以相同，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核电荷
数。然后再结合同位素的意义去理解相同种类的原子属同种
元素，这样学生理解起来应该会更顺理成章些。

学生对元素周期表的兴趣很浓，因为几乎任何一本化学书上
都有周期表，他们非常希望了解有关周期表的相关知识。基
于这个特点，关于周期表的结构就设计了一节课完成的思路，
相关知识包括：

（1）长短周期 主副族

（2）同周期，同主族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

（3）主要化合价的变化规律

（4）元素金属性和非金属性的判断在周期表中的应用

上完课后，还有大约十多分钟的课上练习时间，完成三个题，
这三个题属于一般难度的题目，结果，约有一半的学生不会



做，出现的问题主要有：

（1）周期表的结构没记住

（2）知识与习题相脱节，到了习题上知识就全给忘光了

（3）书面表达能力差

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有限，课容量不应该太大，要时刻注意
要少要简，要勤反复，多练习，帮助学生、引导学生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通过作业又发现了一些问题，及时纠正了，
学生就基本掌握了。

九年级化学元素教学反思篇二

就前几节课来说，学生已经知道同类原子具有相同的核电荷
数，而不同类原子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核内所含质子数不同，
因此，完全可以放手给学生自己下一个定义。在概念的形成
过程中，最好从分析具体物质的组成出发，使学生知道不同
物质里可以含有同种类的原子，然后指出这些原子之所以相
同，是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核电荷数并由此引出元素的概念。

教学进入分子和原子这一章，化学的新名词、新概念接踵而
来，而且有些又比较抽象，在教学中要多结合实例、多做练
习，让他们在反复实践中加深理解和巩固，使所遇到的名词、
术语、概念得到比较清晰的对比、区分和归类。

教学实践证明，要求学生阐述元素的概念并不难，困难是在
应用的时候，元素和原子经常发生混淆。解决这个问题的比
较简单的办法是把定义中“一类”二字解析清楚。

对于单质和化合物的教学，可以让学生把已经学过的纯净物
作为实例来进行分类，并在练习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归纳物质
的分类。



元素符号是国际上通用的化学用语，它是学习化学不可缺少
的工具，是需要学生直接记忆并在以后的`运用中直接再现的
知识和技能，因此，教学采用陈述、复现的方法。

通过本节的教学，对于元素的分类要详细，应分为金属元素、
非金属元素、稀有气体元素；元素符号表示的含义应加上部
分表示物质的例子。

九年级化学元素教学反思篇三

每届学生在学到分子、原子、元素这部分内容时都普遍感到
难学，其原因是这部分内容比较抽象，难以理解，识记的内
容又较多，故学起来均感到枯燥无味，然而这次教学中，我
充分利用新教材上的插图，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学习了元素的定义及元素与分子、原子的区别后，我让学
生翻到教材72页看插图，并提问“桌上放了几个瓶子？里面
各装有什么？”学生回答：“铜、锌、钙”，紧接着，我又问
“这个人为什么不认识？”学生都笑着抢答“他是外国佬，
不认识中文”，于是我趁热打铁地又问道：有没有一种方法
让外国人也知道瓶内装的是铜、锌、钙？从而引出元素符号，
在介绍完元素符号的书写规则后，我又让学生阅读教材p73页
的.图4-7，从而讲解元素符号所表示的意义，归纳出有三种
含义的元素符号，然后让学生参照图4-7做有关元素符号意义
的口头练习，学生回答问题的热情迅速高涨，连平行班中一
些上课不爱听讲的学生也纷纷举手争着抢答，并埋怨老师未
叫他回答。班上的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学生们学得非常起劲，
下课铃声响起时，有部分学生甚至脱口而出“怎么就下课
了？”

与平时相比，本节课学生主动参与的次数较多，学习兴趣较
浓，课堂气氛活跃，布置的作业第二天批改时，完成的情况
及质量都较好，较高，缺点是课时时间有限，元素符号又较
多，学生一时难以全记住。



九年级化学元素教学反思篇四

学生，认识了常见的元素符号，通过探究活动，让学生初步
认识元素周期表，了解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在元素周期表
中的`分布。

对于本节课的设计中，我先用一简约化的周期表(没有过渡元
素和电子层等信息)介绍元素的周期性，便于学生的观察和探
究，然后再指导学生阅读教材附页的元素周期表，这样由浅
入深，符合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规律。

九年级化学元素教学反思篇五

1、这是一节探究“元素”的课，其中元素概念难以理解，元
素符号难记这是本课存在的两大难题。我尝试运用图表法较
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通过创设的图表（幻灯片1）来设问
诱思，启发点拨，引导学生运用多种方法探究什么是“元
素”，利用数学“集合”的思想来认识元素，促进了学生由
抽象思维向形象思维转化，综合提高了学生科学素养和“探
究”能力，同时也从深层次的了解了元素的概念。

通过创设图表（幻灯片2）启发引导学生探究发现元素符号的
来源、意义和元素名称与元素性质的'关系，有效地改变了过去
“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获得了深刻的印象，有利于
学会方法，减少遗忘，增强“三会”的自信心。同时激发起
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

2、本课时教学设计的特点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时刻不忘启发引
导学生自主探究，在探究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和解问题，改变
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把课堂上的主体地位还给学
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人。

3、本课结束后，我觉得这种教学模式的实施对教师的逻辑性、
语言能力，组织能力，应变能力等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



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加强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