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元素的教学设计流程图 九年级化
学元素教学设计(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元素的教学设计流程图篇一

本课例是典型的与实际联系的课程，关键在于学生是否能很
好地掌握知识点。对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发现问
题方面都有很好的资源连接，例如：常见的疾病究竟是由于
缺乏哪种元素还是由于哪种元素的超标；还有课前布置要求
学生在生活中寻找各种食品、药品的包装，观察其中含有的
化学元素，以及元素的功效。

在整个探究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涨，课堂气氛活跃，
最后提出的问题：胃药达喜咀嚼片中的成分，是可以反应掉
多余的胃酸。这是学生把课堂知识和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完全
联系在了一起。我在课堂中适当用课件辅助解决了各种元素
和相应缺乏症的联系。通过上述活动使学生增强了分析具体
问题的能力，本课从提出问题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后又诱
使学生提出新的问题，从问题开始，最后又以问题结束，体
现了一种全新的以问题为主链的课堂学习模式。

元素的教学设计流程图篇二

(1)从生活走向化学，从化学走向社会，学生活中的化学，解
决生活中的问题。化学课程必须面向社会生活。

(2)本课题的教学采用了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提前一周将学生



分成4～5人的小组或三个大组，明确要求每个小组或大组收
集3～4种元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指导学生展开调查，收集
和整理资料，培养学生处理和获取有用信息的能力。同时也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语言表达能力。

(3)组织化学课程的课堂教学，需要设计核心问题的解决活动，
利用学生所学知识积极创设生活情境，提出一些能激发学生
创造兴趣和创造潜能的问题链。促进学生参与探究方案设计，
这样才利于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主动地投入到科学探究活
动中。充分为每一位学生创造发展的机会，让学生在争论中
迸出思维的火花。

元素的教学设计流程图篇三

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包括人体的元素组成、分类、存在形式
和一些元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两部分内容，重点叙述了一些
必需微量元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结合前面水、溶液以及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的学习，使学生
对化学物质与健康生活的密切联系的认识更趋完整和深入。
首先课本中介绍了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概念，并介绍了钙、
钠、钾、铁、硒、碘、氟等元素的生理功能。为了正确理解
元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教材指出了微量元素分为必需元素、
非必需元素和有害元素三类，而必需元素也有一个合理摄入
量的问题，摄入过多、过少均不利于人体健康。这将使学生
认识到，不经医生诊断，盲目食用某些营养补剂是有害的。
这一课题的重点是介绍一些元素与人体健康地关系。

教学中我注意强调必需元素的最佳摄入量，并引导学生讨论
本课题的讨论题。由于学生对于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并不十分关注，因此在教学设计时。我注意结合学生的实际
以及学生已有的化学知识，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学生参
入到学习中来。



元素的教学设计流程图篇四

教学目标

1.了解元素的概念，将对物质的宏观组成与微观结构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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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记住些常见的元素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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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元素和有关该元素
的一些其他的信息。

教学重难点

1.元素符号的记忆及所表示的意义。

2.组织本课题的活动与探究，如何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教学工具

投影仪等。

教学过程

一、提出问题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探索，世上万物最基本的组成成分是
什么?经过长期的努力，人们终于知道了自然千千万万物质是
由100多种元素组成的。那么，本节课就要来探讨这个问题。

[提问]什么是元素呢?元素和原子有什么区别?谁能说一说?

二、阅读讨论



[阅读]指导学生阅读课本p75～77页的有关内容，组织学生讨
论，然后教师边讲解边小结。

[讲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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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元素就足同一类原子的总称。

[质疑1]既然是氧原子为什么还称氧元素呢?

[答疑]事实正是如此。以氧原子为例，所有的氧原子核内的
质子数(核电荷数)都是8，并且它们的化学性质相同，我们把
这一类的氧原子就称之为氧元素。按照原子的核电荷数目进
行分类，可以将所有的原子分为109类。每一类原子叫一种元
素，共有109种元素。

[质疑2]元素和原子的区别呢?

[答疑]举个例子吧，把蔬菜称为元素，那么西红柿、茄子、
土豆等就称为原子，蔬菜只可以论“种”不可以论“个”，
同样元素只讲种类不讲个数，而原子既可以论“种”又可以论
“个’’。

生：指元素。

[问题2]下述化学反应中：

反应物与生成物比较，分子是否发生了?元素是否发生了变
化?、

生：分子在反应前后发生了变化。但是元素不变。例如h元素，
即核内质子数为1的氢原子，不管在反应物水(h20)中，还足
在生成物氢气(h2)中，h原子种类不变即h元素的种类不变。

[投影]-常见元素的名称、符号和相对原子质量



[小结]

1.从表中可以看出，书写元素符号时应注意：

(1)由一个字母表示的元素符号要大写，例氢元-h;碳元
素——c;磷元素-p;硫元素——s;钾元素-k等。

(2)由两个字母表示的元素符号，第一个字母大写，第二个字
母小写。例氯元素-ci;钙元素——ca;镁元素-mg;铁元素-fe等。

2.从表中还可以总结出以下规律：

(l)元素符号的中文名称与元素的类别存在一定的联系，例如，
有“韦”字旁的是金属元素，例：铁(fe)、钡(ba)、钠(na)等;有
“石’’字旁是固态非金属元素，例：碳(c)、磷(p)、硫(s)等;有
“气”字头的是气态非金属元素，例：氢(h)、氧(o)、氖(ne)等。

(2)元素符号表示一种元素，还可以表示这种元素的`一个原
子。例如“n’’表示氮元素，又表示氮元素的一个原子。

师：对。同学们说得对。商店的东西都分门别类、有序的排
放，使我们在短时间内买到所需的物品。那么，我们今天要
研究物质的构成者-ioo乡种元素的性质和用途，也需要把它们
分门别类，有序地排列，科学家们经过探究原子的结构和性
质后，将元素科学有序地排列起来，就得到了元素周期表。

[问题4]仔细观察附录中的元素周期表，思考一下，它有什么
规律?

(提示从横、竖、颜色的不同、核电荷数、原子序数、相对原
子质量等方面思考o)

[学生活动]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形成书面小结，然后选择较
好的同学，将规律展示，教师补充，最后作小结。



[小结]

2.元素周期表按元素原子核电荷数递增的顺序给元素编了号，
例如镁元素，它的核电荷数为12，镁元素的编号为12,即原子
序数为12。即原子序数的数值=原子核电荷数。

3.从表中得知红色为金属元素，黄色为非金属元素;

4.从表中可以查找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

5.元素周期表是学习和研究化学的重要工具。

课后小结

学完本课题你应该知道：

1.元素是具有相同核电荷数的一类原子的总称。

2.每种元素都用一个国际通用的符号来表示，例如氢元素-h;
氯元素-ci;钙元素-ca;镁元素mg等，这种符号叫做元素符号。

3.元素符号表示一种元素，还表示这种元素的一个原子。例
如，“n”既表示氮元素又表示氮元素的一个原子。

4.元素周期表是学习和研究化学的重要工具，从周期表上查
找某种元素的原子序数、元素的名称、号、核外电子数和相
对原子质量。

元素的教学设计流程图篇五

“元素”是初中化学教学中的重要概念，元素概念不清楚，
那么元素、原子、分子、物质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搞清楚，但
这一概念很抽象，特别是“具有相同的核电荷数（即原内质
子数）的同一类原子总称为元素”中的“一类原子”这一定



义，在学生没有学习同位素知识准备时，学生难于理解。

学生此时已经学习了原子结构的知识，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
和核外电子构成，原子核又由质子和中子构成，此时例出氢1、
氢2、氢3、碳12、碳13、碳14有原子结构表，由学生分类，
教师说明：核外电子在发生化学变化的过程中得失电子现象，
所以不宜作为分类标准，然后由学生讨论原子分类的依据是
什么，由此得出决定元素种类的百原子核的质子数，在初中
阶段也是根据质子数来区分不同类原子的。即质子数决定元
素的种类、质子数也决定原子种类。由此得出元素的概念：
具有相同的核电荷数（即质子数的同一类原子总称为元素。
这样学生对元素的概念才有了个初步的了解。

有人认为不该运用同位素的知识，理由是还没学习同位素，
我想说的是只要是真科学，只要学生能接受，运用一点后面
的知识帮助理解新知识，就可以大胆的运用，且对今后的学
习会有帮助。我在上这课时之前把这个观点拿出来与老师们
讨论过，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结果在实际教学中证明，
运用点同位素知识讲解元素概念，学生的疑惑少了，效果更
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