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化学微课设计方案(通用5篇)
为确保事情或工作顺利开展，常常要根据具体情况预先制定
方案，方案是综合考量事情或问题相关的因素后所制定的书
面计划。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括资源的利用、
风险的评估以及市场的需求等，以确保方案的可行性和成功
实施。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化学微课设计方案篇一

化学式(第一课时)

新授

1、理解化学式的含义及其表示的意义。

2、记住常见元素的化合价。

3、了解化合价的一般规律及化合价规则。

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及探究问题和归纳总结的能力。

对学生进行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的世界观教育。

1、理解化学式的含义。

2、记住常见元素的化合价。

启发式、讨论归纳、讲练结合等。

多媒体。

导入新课化学式的含义化学式表示的意义



常见元素的化合价化合价的一般规律及化合价规则

一、组织教学

二、复习提问

1、什么是元素符号?

2、构成物质的微粒有哪几种?

3、什么叫单质?什么叫化合物?

三、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已经知道在化学上用元素符号来表示元素，那
么由元素组成的单质和化合物怎样表示呢?这节课我们就来学
习单质和化合物的表示方法——化学式(板书课题)。

四、讲授新课

(板书)(一)化学式的定义

(首先请同学们思考下面的问题)

1、思考(多媒体展示)

下列物质中哪些是单质?哪些是化合物?并将其化学符号写在
相应横线上。

(1)铜

(2)硫

(3)二氧化碳



(4)氧气

(5)水

(6)氯化氢

(7)氦气

(8)氨气

单质

纯净物

化合物

2、讨论

(1)物质的名称能表示出物质的组成情况吗?

(2)表示这些物质的化学符号能表示出物质的组成情况吗?

3、请以水的化学符号—h2o为例说明这种符号是通过什么来
表示物质的组成的?

(1)元素符号。

(2)元素符号右下角的角码(说明：没有角码是将“1”省略)。

4、通过以上的分析，你能总结出什么是化学式吗?

(板书)定义：用元素符号来表示物质组成的式子叫化学式。

过渡：1、我们已经学习了元素符号，你能以cu以为例说出元
素符号表示哪些意义吗?



2、现在，我们学习了化学式;那么化学式能表示哪些意义呢?

(板书)(二)化学式表示的意义

1、你看到“h2o2”最想知道什么呢?(它表示什么物质)我来告
诉同学们，h2o2——表示双氧水这种物质(化学式表示的第一
个意义——(1)表示一种物质)。

2、“h2o2”这个化学式还能表示出什么意义呢?

化学微课设计方案篇二

（一）知识与技能

1、知道化学是在分子、原子层次上研究物质的性质、组成、
结构与变化规律的科学。

2、知道化学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关系密切。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具体的事例，体会化学与人类进步及社会发展的密切
关系，认识学习化学的价值。

2、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讨论交流，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
习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激发学生亲近化学、热爱化学并渴望了解化学的情感。

2、激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和探究的欲望。

1、激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和探究的欲望。



2、培养学生亲近化学、热爱化学并渴望了解化学的情感。

知道化学是在分子、原子层次上研究物质的性质、组成、结
构与变化规律的科学。

教学设备：投影仪，计算机，教学课件。

实验用品：事先用酚酞溶液写好“化学”字样并晾干的滤纸，
事先用酚酞溶液画好“小笑脸”并晾干的滤纸，稀氢氧化钠
溶液，稀盐酸，浓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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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微课设计方案篇三

1、学会cl-、so42-、co32-、nh4+等离子检验的实验技能，能用
焰色反应法、离子检验法设计简单的实验方案探究某些常见
物质的组成成分。

2、初步认识实验方案设计、实验现象分析等在化学学习和科
学研究中的应用。

3、初步学会独立或与同学合作完成实验，记录实验现象，并
学会主动交流。逐步形成良好的实验习惯。

二、教学重点及难点

常见离子检验的实验技能；设计简单的探究实验方案。

三、设计思路

化学研究中，人们经常根据某些特征性质、特征反应、特征
现象和特征条件对物质进行检验，以确定物质的组成。学生
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物质检验知识，但不够系统化，需进一步



总结和提炼。本节课选择cl-、so42-、co32-、nh4+等常见离子
作为检验对象，复习总结初中化学知识，学习常见物质的检
验方法，介绍现代分析测试方法，从而让学生了解物质检验
方法的多样性，进一步认识到物质检验过程中防止干扰的设
计、多种物质检验方案的设计及操作技能。

教学时，首先让学生明确物质检验的意义和价值，并初步明
确进行物质检验的依据或策略，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
自主性。其次，根据教学目标创设相应的情景，提出具体的'
任务。

四、教学过程

[导入]物质的检验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如为保证公平竞赛，
在大型运动会上会进行兴奋剂检测；检查身体时对血糖血脂
的检验；质检员对生产的产品质量标准的检验，等等。

[情景]“资料链接”——由某抗秧苗病菌的农药袋上的标签
可知，该农药含有碳酸铵和硫酸铜两种成分。如何通过实验
确证该农药中含有铵根离子、碳酸根离子和硫酸根离子呢？
指出所用的试剂、预期将观察到的现象以及反应的化学方程
式。

[实验]完成课本“活动与探究”栏目中的实验1-4。

离子试剂现象

实验1nh4+

实验2cl—

实验3so42—

各个实验中，依次观察到什么现象？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



因是什么？

明确nh4+、cl—、so42—等离子的检验所采用的试剂和方法等：

so42—：滴加bacl2溶液和稀盐酸，生成不溶于稀盐酸的白色
沉淀。

[讨论]在完成相关实验时，都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请结
合实验过程及相关元素化合物知识，分析下列问题：

实验1：试纸为何要润湿？实验2：为何要加稀硝酸？实验3：
为什么要加稀盐酸？

[补充实验]碳酸钾、碳酸钠分别与硝酸银、氯化钡溶液反应，
并分别滴加酸溶液。

结论：氨气溶于水才能电离出oh—；

检验cl—加入稀硝酸是为了避免co32—的干扰；

检验so42—加入稀盐酸是为了排除co32—的干扰。

[小结]什么是物质的检验？

物质的检验应根据物质独有的特性，要求反应灵敏、现象明
显、操作简便、结论可靠。

你还能回忆出哪些物质的检验方法呢？

要求：能够独立、准确地回顾出一些物质检验的方法，尽可
能多地归纳出有关物质或离子的检验方法。

学生回忆常见物质的检验：碳酸盐、酸、碱、淀粉、丝绸制
品等。



[迁移]“资料链接”——由加碘盐标签可知，加碘盐添加的
是kio3。已知：kio3在酸性条件下与ki反应得到碘单质。

用淀粉液检验是否含碘单质；根据所提供kio3的性质并设计
实验方案。

[实验]焰色反应

金属或金属离子的检验通常采用焰色反应。

[过渡]物质的检验在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以及日常生活中
有重要的用途，在化学学习中也有重要的作用。化学学习过
程中，同学们必须掌握常见离子检验的实验技能，学会用多
种方法设计简单的实验方案，探究某些常见物质的组成成份。

1、人们经常依据什么来对物质进行检验，以确定物质的组成？

2、归纳总结物质（或离子）检验的一般步骤。

3、物质（或离子）检验时，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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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微课设计方案篇四

课 题：

化学式(第一课时)

课 型：

新授

教学目标：



知识教学点：

1、理解化学式的含义及其表示的意义。

2、记住常见元素的化合价。

3、了解化合价的一般规律及化合价规则。

能力训练点：

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及探究问题和归纳总结的能力。

德育渗透点：

对学生进行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的世界观教育。

教学重点：

1、理解化学式的含义。

2、记住常见元素的化合价。

教学方法：

启发式、讨论归纳、讲练结合等。

教学工具：

多媒体。

教学主线：

导入新课 化学式的含义 化学式表示的意义

常见元素的化合价 化合价的一般规律及化合价规则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复习提问

1、什么是元素符号?

2、构成物质的微粒有哪几种?

3、什么叫单质?什么叫化合物?

三、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已经知道在化学上用元素符号来表示元素，那
么由元素组成的单质和化合物怎样表示呢?这节课我们就来学
习单质和化合物的表示方法——化学式(板书课题)。

四、讲授新课

(板书)(一)化学式的定义

(首先请同学们思考下面的问题)

1、思考(多媒体展示)

下列物质中哪些是单质?哪些是化合物?并将其化学符号写在
相应横线上。

(1) 铜

(2)硫

(3)二氧化碳



(4)氧气

(5)水

(6)氯化氢

(7)氦气

(8)氨气

单 质

纯净物

化合物

2、讨论

(1)物质的名称能表示出物质的组成情况吗?

(2)表示这些物质的化学符号能表示出物质的组成情况吗?

3、请以水的化学符号—h2o为例说明这种符号是通过什么来
表示物质的组成的?

(1)元素符号。

(2)元素符号右下角的角码(说明：没有角码是将“1”省略)。

4、通过以上的分析，你能总结出什么是化学式吗?

(板书) 定义：用元素符号来表示物质组成的式子叫化学式。

过渡：1、我们已经学习了元素符号，你能以cu以为例说出元
素符号表示哪些意义吗?



2、现在，我们学习了化学式;那么化学式能表示哪些意义呢?

(板书)(二)化学式表示的意义

1、你看到“h2o2”最想知道什么呢?(它表示什么物质) 我来告
诉同学们，h2o2——表示双氧水这种物质(化学式表示的第一
个意义——(1)表示一种物质)。

2、“h2o2 ”这个化学式还能表示出什么意义呢?

化学微课设计方案篇五

知识与技能：

(3)认识合金，知道生铁和钢等重要的合金，以及合金比纯金
属具有更广泛的用途。

过程与方法：

(1)学习运用观察、实验等方法获取信息。

(2)学习运用比较、分析、归纳等方法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加工。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进一步培养对生活中化学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激发学
习化学的兴趣。

(2)树立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逐步形成合理使用物质的观
念。

(3)树立为社会进步而学习化学的志向。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金属材料的物理性质。

(2)物质性质与用途的关系。

教学难点：能正确区别物质的变化。

教学工具：

教学过程

学习情景：

展示金属制品(如曲别针、铝箔、铜丝、水龙头等)和金属制
品的图片(如飞机、坦克、轮船等)。

介绍：以上这些实物或图片中的物质都是由金属材料制成的。
金属材料包括纯金属以及它们的合金。

设问：看到这些实物或图片，你想到了什么?

学生发表感想如：

1.想到金属与人类的生活、生产关系密切。

2.感到金属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用途。

3.想要知道它们是由什么金属制成的。

4.想知道制造不同的东西根据什么选用金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