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化学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教案
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
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初中化学教案篇一

1．了解物质的分散现象。

2．理解溶液的概念，能说出溶剂和溶质。

3．了解物质的溶解性概念以及影响溶解性大小的因素。

4．初步分清悬浊液和乳浊液。

5．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发展学生思维能力。

溶液的概念、特点。

会辨认溶质和溶剂，能正确分辨溶解与熔化的不同。

1．能说出几种生活中的分散现象。

2．背出溶液的概念、乳浊液和溶液，并举出常见实例各两则。

通过高锰酸钾中加水，食盐中加水，蔗糖中加水以及泥土
（粉笔灰）中加入水中，食用油加入水中得到如下结论： 如
果物质以细小的固体颗粒分散在水中，则形成悬浊液。 如果
物质以小液滴分散在水中，则形成乳浊液。 物质的溶解：物
质以分子或离子的形式均匀分散到另一种物质中的过程称之
为物质的溶解。 溶液：物质溶解后形成均一、稳定的混合物
叫做溶液。 【注】新名词：



乳化：把两种互不相溶的液体形成乳浊液的现象称为乳化。

1．悬浊液、乳浊液、溶液。 阅读实验：在1~4号大试管中分
别加入少量的泥土、植物油、食盐和酒精。振荡后观察四种
物质在水中的分散现象。 泥土 ： 变浑浊 悬浮固体不颗粒
（分层） 植物油 ：牛奶状浑浊 分散着液体不止液滴 （分
层） 食盐： 透明液体 （稳定） 酒精 ： 透明液体 （稳定）
继续观察：静置一段时间后，试管中情况。 引出概
念：1．固体小颗粒分散在液体里形成的混合物叫悬浊液。

举出实例：浑浊的黄河水；固体农药（西维因）；石灰浆及
墙体涂料。 引出概念：2．一种液体小液滴分散在另一不相
溶的液体里形成的混合物叫乳浊液。

举出实例：植物油分散在水中；石油原油；橡胶树的乳胶等。
归纳：悬浊液和乳浊液统称浊液。 思考：通过上面实验，你
可以得出浊液有什么特点？（浑浊不透明，会分层） 引出概
念：3．一个或几种物质分散到另一种物质里而形成的均一，
稳定的混合和溶液。

举出实例：生理盐水、糖水、碘酒。 配制溶液：学生练习用
碘和酒精配制碘酒溶液。 分析思考：溶液与浊液相比，有何
特点？ 归纳：溶液的特点是：均一、稳定的、久置不分层。
巩固新课（方法：练习反馈）

当某些物质在水中溶解时生成自由移动的离子，这样的水溶
液能够导电。例如：食盐溶液，稀硫酸，而蔗糖水溶液则不
能导电。

学习目标：

1、复述溶解含义，区分熔化和溶解。 2、会判断溶质和溶剂，
正确说出溶液的名称。 3、记住溶解性的含义，说出物质溶
解性的大小，首先由溶质和溶剂的性制裁决定的，温度等外



界因素也有重要影响。 教学过程：复习引入 教师设问：什
么叫溶液?主要有什么特点? 阅读课本p160溶质和溶剂相关
内容。 思考问题：

（2）溶液的名称 不指明溶剂叫某水溶液 水以外其他某液体
作溶剂时叫某溶液。

关于物质的溶解性：

问题引入：

（1）沾有机油的衣物用水往往不易洗掉污物，而用汽油洗却
很快有效，这是什么原因？

（2）为什么蔗糖加在热水中比加在冷水中溶解得多且快?

引出概念：

物质的溶解性――一种物质在另一种物质里溶解能力的大小。

分析归纳：物质的溶解性的大小，首先是由溶制和溶剂的性
质决定的，温度等外界因素也有重要影响。

初中化学教案篇二

1、能说出沉淀，过滤，吸附，蒸馏等常用的净水方法;掌握
过滤的实验操作。

2、通过练习过滤的实验操作，提高实验操作技能和动手能力。

3、通过实验探究活动，体验科学探究的艰辛和喜悦，感受化
学世界的奇妙。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

沉淀，过滤，吸附，蒸馏等常用的净水方法;过滤实验原理及
注意事项。

【难点】

过滤实验的操作。

三、教学过程

环节一：导入新课

【教师提问】

引入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故事，让大家思考如何帮助鲁滨逊把
黄泥水转变为可饮用的水。向学生展示一瓶黄泥水：让学生
观察黄泥水，请学生根据已有知识和生活经验，思考黄泥水
中含有哪些杂质。

【学生回答】

泥沙、细菌等。

【教师总结】

黄泥水中有如此多的杂质，那么鲁滨逊如何把黄泥水转化为
可饮用的水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自来水厂需要把自然界中
的水经过一系列净化过程，之后再传送到家家户户，到底经
历了哪几个步骤呢?今天就来学习水的净化。

环节二：新课讲授

1、吸附沉降



【提出问题】如何除去像泥沙这种不溶性的杂质呢?

【学生回答】静置。

【教师追问】用静置的方法可以除去所有的不溶性杂质吗?请
学生注意观察静置后的黄泥水。

【学生回答】不能，水中仍然含有大量细微杂质。

【教师演示】放入明矾，让学生仔细观察瓶中水的.变化。

【学生回答】水中的细微杂质沉降了下来。

【教师总结】明矾是一种净水剂，溶于水后可促进水中悬浮
杂质的沉降，从而起到一定的净水作用，这个过程叫做吸附
沉降。

2、过滤

【提出问题】让学生观察现象、思考如何除去沉降在水底的
不溶性物质，从而使杂质与水分离。

【教师演示】教师讲解过滤操作并演示滤纸的折叠方法、过
滤操作的方法。让学生认真观察实验操作、交流讨论过滤操
作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和原因。

【教师讲解】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师生共同归纳总结出过滤
操作的注意事项“一贴二低三靠”。

【学生实验】教师组织学生以化学小组的形式对黄泥水进行
过滤操作，实验同时教师注意巡回指导。

【展示成果】实验结束后，小组之间相互展示实验成果。

3、活性炭吸附



【教师提问】让学生观察滤液和纯净水，看看有什么区别?

【学生回答】滤液有颜色并且有一些气味。

【教师演示】教师将活性炭包放入略带颜色的滤液中，充分
搅拌后静置。观察烧杯中液体的变化。

【学生回答】滤液中的颜色消失了，气味也减轻很多。

【学生回答】活性炭吸附异味和色素的作用，因为活性炭具
有疏松多孔的结构。

4、蒸馏

【学生实验】用滴管滴取上述烧杯中的清液，滴在洁净的玻
璃片上，置于酒精灯上慢慢加热，至水水分消失。

【教师提问】观察玻璃片上是否有残留的物质?

【学生回答】玻璃片上出现了白色固体物质。

【教师引导】蒸发前没有这些白色固体物质，蒸发后出现，
这说明什么?

【学生回答】说明水中含有部分可溶性的杂质。

【教师演示】将活性炭吸附后的滤液加热煮沸，使水蒸气冷
凝在烧杯上部的表面皿上。取所得冷凝水，滴在玻璃片上，
在酒精灯上慢慢加热到水分消失。观察玻璃片上发生的现象。

【学生回答】玻璃片上不再有白色固体物质。

【教师提问】这些现象说明什么?

【学生回答】说明通过蒸馏的方法可以除去水中的可溶性杂



质。

环节三：巩固提高

【教师提问】过滤后滤液仍然浑浊的原因有哪些?

【学生回答】

(1)盛接滤液的烧杯不干净;

(2)倾倒液体时液面高于滤纸边缘;

(3)滤纸破损。

四：小结作业

【教师提问】引导学生对本节课的内容谈收获。

【学生回答】知道了沉淀，过滤，吸附等常用的水的净化方
法，掌握了过滤操作的注意事项。

【作业】课后查阅资料看看日常生活中煮水壶的底部的水垢
是什么成分，生水和煮沸之后的水有什么区别?下节课交流讨
论。

初中化学教案篇三

1． 了解纯水与自然水、硬水与软水的区别

2． 了解吸附、沉淀、过滤和蒸馏等净化水的方法，水的净
化 ―― 初中化学第一册教案。

过滤和蒸馏的原理及实验操作

复习提问：水是纯净物还是混合物？由什么元素组成的？由



什么微粒构成的？

新授：

提问：什么地方存在水？

学生思考回答：河水、湖水、井水、海水等

提问：有没有同学看到黄河？（电视上也行）黄河水是什么
样子的？

学生答：很浑

提问：能不能说一下原因？

学生：因为含有大量的泥沙

提问：那么你说黄河水是纯净物还产混合物呢？

学生：是混合物

提问：捧起一捧海水是否是清澈透明的？尝一下是什么味道？
为什么？

学生：是，是咸的。因为含有食盐

提问：那么，海水是纯净物还是混合物？

学生：是混合物。

总结：自然界的水都或多或少的含有象泥沙这样不溶性杂质
还有象食盐这样可溶性的杂质，因此自然界的水都是混合物。
如何除去这些不溶性和可溶性杂质，这就是水的净化问题。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怎样除去这些不溶性的杂质。请同学们看



书参照自来水厂净水过程示意图总结一下可以采取哪些操作
来除去这些不溶性的杂质。

1． 沉淀 演示实验：观察混浊的水的静置，并比较颗粒大的
和小的沉淀的快慢，从而得出加絮凝剂的作用：使小的颗粒
凝聚成大的颗粒，加快沉淀。

原理：小的走，大的留。

问题：上述操作哪个净化效果最好？

通过上述操作得到的水已经是澄清透明的了，这些水是纯净
的吗？

学生答：不是，还有可溶性的杂质。

提问：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喝矿泉水好呢？还是喝纯净水好
呢？为什么？

学生答：矿泉水，化学教案《水的净化 ―― 初中化学第一
册教案》。因为矿泉水含有人体需要的多种矿物质。

学生答：钙的化合物、镁的化合物，叫硬水。

提问：能带来什么样的麻烦？请同学们看书。

提问：你能鉴别硬水和软水吗？

学生：用肥皂：起沫的是软水，起渣的是硬水。

硬水的软化：有哪此操作？

学生答：煮沸水 蒸馏

提问：同上面的几个操作相比，蒸馏的净水效果怎样？



练习题：56页1、2、3。

下面咱们重点学习一下过滤的实验操作。

“一贴”

“二低”

“三靠”

练习：基础训练

小结：请学生总结都学到什么？

作业：一课三练。

检测

板书 水的净化

水：化学符号，组成；构成。（纯净物）

自然界的水：含有不溶性杂质和可溶性杂质（混合物）

1． 沉淀（加絮凝剂） “一贴”

2． 过滤：小的走，大的留 “二低”

3． 吸附：物理变化 “三靠”

1． 硬水：含钙、镁的化合物较多

2． 鉴别：用肥皂：渣硬沫软

3． 软化：煮沸： 家庭



蒸馏：液 气 液

初中化学教案篇四

金属钠在空气中长时间放置的最终产物是()

2oc.na2co32o2

(请写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钠的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在自界没有游离态的金属钠存在,
通过上面的练习,我们知道,它在空气中经过了复杂的反应,但
最终产物是碳酸钠,我们在初中也学过碳酸钠的一些的性质,
现在大家一起回忆一下碳酸有哪些化学性质呢?(可以与酸及
某些盐发生反应),碳酸钠是钠的一种重要化合物,除此之外钠
的化合物还有哪些?(氢氧化钠.氧化钠.过氧化钠.硫酸钠等),
碳酸氢钠是碳酸钠的酸式盐,那么它与碳酸钠是否有类似的性
质呢?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通过实验来研究这两种物质的有关
性质.

[板书]：碳酸钠与碳酸氢钠

[过渡]：我们这节课主要讨论它们的化学性质

[板书]：(1)与酸的反应

[练习]写出碳酸钠.碳酸氢钠与盐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如果
属于离子反应,请写出离子反应方程式.

[过渡]碳酸钠和碳酸氢钠都能与酸反应，现在让我们再来研
究一下碳酸钠和碳酸氢钠在热稳性上是不是一样，能否根据
已有知识来判断,如果它们受热分解，产物可能是什么呢?如
何证明有二氧化碳产生呢?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实验。



[演示实验]分别加热碳酸钠碳酸氢钠

[板书](2)热稳定性:

2nahco3======na2co3+co2↑+h2o

na2co3与nahco3热稳定的差别可以用来鉴别na2co3
和nahco3固体

[板书](3)用途：

na2co3:制皂玻璃造纸纺织

nahco3:发酵粉灭火器治胃酸过多

2.往碳酸钠溶液加入下列物质,能反应但观察不到明显现象的是
()

(oh)2o固体

1.掌握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性质及其性质之间的异同以及它
们的主要用途

2.通过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热稳定性实验使学生了解鉴别它
们的方法,培养学生认真负责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性质及其鉴别方法

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性质差别的原因

对比法、实验探索法.

投影仪.实物演示实验仪器



我们过去学过泡沫灭火器，泡沫灭火器筒内装的是饱和碳酸
氢钠溶液与发泡剂的混合液，玻璃瓶里装的硫酸铝的饱和溶
液。

把灭火器倒转时，筒内的两种药液相互混和后，发生如下的
反应：

a12(so4)3+6nahco3=3na2so4+2al(oh)3+6co2↑

大量的二氧化碳跟发泡剂形成泡沫，从喷嘴中喷射出来，覆
盖在燃烧物上，使燃烧物隔绝空气和降低温度，达到灭火的
目的。最终是由于二氧化碳比空气的密度大，灭火时，二氧
化碳气体可以排除空气而包围在燃烧物体的表面或分布于较
密闭的空间中，降低可燃物周围或防护空间内的氧浓度，产
生窒息作用而灭火。其实泡沫灭火器是二氧化碳灭火器的一
种,二氧化碳灭火器主要包括泡沫灭火器、干粉灭火器及液体
二氧化碳灭火器。

在常压下，液态的二氧化碳会立即汽化，一般1kg的液态二氧
化碳可产生约0.5立方米的气体。另外，二氧化碳从储存容器
中喷出时，会由液体迅速汽化成气体，而从周围吸引部分热
量，起到冷却的作用。

清水灭火器中的灭火剂为清水，它主要依靠冷却和窒息作用
进行灭火。

简易式灭火器简易式灭火器适用于家庭使用，简易式1211灭
火器和简易式干粉灭火器可以扑救液化石油气灶及钢瓶上角
阀，或煤气灶等处的初起火灾，也能扑救火锅起火和废纸篓
等固体可燃物燃烧的火灾。简易式空气泡沫适用于油锅、煤
油炉、油灯和蜡烛等引起的初起火灾，也能对固体可燃物燃
烧的火进行扑救。

化学教案-碱金属



初中化学教案篇五

1、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音乐美。

2、培养学生对生物进化的兴趣。

3、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教学重点】

反复诵读，感受诗歌的思想情感和节奏韵律美。

【教学难点】

联系生物学的相关知识，激活联想想象思维，深入理解诗歌
内容。

【教学方法】

1、朗读法。《化石吟》是一首现代抒情诗，诗歌节奏鲜明，
同时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来抒发赞叹之情。引导学生反复诵读，
感受思想感情和音乐美。

2、联想想象法。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想象化石所展现出的
一万年前的神奇景象。

3、讨论点拨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探究诗歌的内容要
点和首尾呼应的结构美。

【课前准备】

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步骤】

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化石图片（恐龙、始祖鸟、鱼等），并
解说（化石的概念及其作用），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赞颂化石的优美诗歌《化石吟》。（板
书课题）二、整体感悟

1、听录音，注意节奏和重音，并掌握以下字词：

奇幻、裹藏、葱茏、卓越、骸骨、潜行、躯壳、档案、猛犸、
悄然

2、朗读课文，感知课文

这首诗节奏鲜明，声调和谐，音乐性强。要求学生用普通话
正确、流利按意义节奏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1）集体朗读。

（2）老师点评，师范朗读。学生再读。

3、让2—4名学生说出自己读完这首诗后的初步印象、第一感
受。

要求学生四人一组，就诗歌进行多角度品味探究。

1、请你概括诗歌的主要内容。并划分层次。

明确：主要内容是通过研究化石展现了亿万年前的景象。层
次划分：1.2节（总领）；3--6节（主体）；7节（总结）
（板书）



2、请你说说诗的第二节和最后一节构成什么关系，这样写好
在哪里。

明确：“逝去万载的世界又重现”照应“逝去万载的世界可
会重现？”，“沉睡亿年的石头说了话”照应“沉睡亿年的
石头能否说话？”，“你讲的故事多么令人神往、惊讶”照应
“请向我一一讲述那奇幻的'神话”。

这样写，有放有收，前后照应，使全诗结构完整。

3、这首诗在创作手法上有什么特色？

明确：这首诗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将化石当作可以说话的人，
还运用排比、设问、比喻等。并用第二人称“你”来称呼，
显得自然亲切。全诗共5个“你”字，其中4个都用称呼化石，
但第6节中的“你”却另有所指——大自然。

1、化石所重现的逝去万载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描绘一
下画面。明确：诗歌的第6节就是都是一组画面。当然，学生
也可以用生物课上或课外所获得的有关知识进行补充。

2、挑战思维极限，科学地猜想人类可能会进化成什么。明确：
学生自由发挥，言之合理即可。

科学家研究保存了古生物生命信息的化石，从中窥见了亿万
年前像奇幻神话一样的生物世界。诗人张锋以一首抒情诗，
饱含感情地赞颂了“会说话”的奇异化石，引领我们去遨游
那远古洪荒、沧海桑田。遐思之余，我想，如何尽可能地去
保护地球上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而不是让后世的人们在博
物馆去慨叹、遐思，这更多地需要全人类珍爱我们生活着的
这个星球，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抄写课后生字词，一词两遍，并注音。



2、课后自己搜集到的图片或文字资料，写一篇介绍某种古生
物的文章，字数要求在500字以上。

【本教案设计思路】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教师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和组织者。教师应
转变观念，更新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应创造性
地理解和使用教材，积极开发课程资源，灵活运用多种教学
策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所以我在教读本文时，
一方面关注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要求学生通过反复朗读逐
步理解诗歌内容，并细心体会诗歌的鲜明节奏，和谐声调，
感受诗歌的音乐美。另一方面又将学生的目光从诗歌本身引
向古生物学和古生物考古学，以培养学生对生物进化的兴趣，
使学生在获得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的同时，也能积极感悟
自然感悟自然科学。第三，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够积极地
问题和探索问题，这就培养了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
于创新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