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年级化学分子和原子教学反
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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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九年级化学分子和原子教学反思篇一

1、知识与技能

(1)、认识物质是由分子和原子等粒子构成的。

(2)、认识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

(3)、认识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粒子。

2、过程和方法

(1)、学习运用日常现象与教材理论相结合的方法。

(2)、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3)、学会运用比较、分析、归纳对实验所得的信息进行加工。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对学生进行科学态度教育。

(2)、逐步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想象力和分析推理能力。

教学重点



1、分子和原子概念的形成。

2、理解物质是由分子和原子等粒子构成的。

教学难点

1、建立微观粒子运动的表象。

2、如何理解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粒子。

3、分子与原子的区别和联系。

教学方法

创设问题情境――演示实验――得出结论――活动探究――
学生讨论――总结归纳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创设问题情境]

师：1、盛放在敞口容器的水，在常温下会逐渐减少，温度越
高减少越快，这是为什么?

2、湿衣服经太阳晒为什么会变干?

3、糖放在水里，会逐渐消失，而水却有甜味，这是为什么?

学生思考、讨论

师：这些现象的解释离不开微观粒子，这些微观粒子就是我
们本课题要学习的分子和原子。



【板书】课题2分子和原子

一、分子是真实存在的

【实验】(3――2)向盛有水的烧杯中加入少量的品红，静置，
观察繁盛的现象。

【现象】品红在水中扩散，但较长时间后才扩散均匀。

师：为什么品红能在水中扩散呢?

生：组成品红的微粒向水中运动。

【投影】图3-6和3-7

说明苯分子和硅原子是真实存在的。

师：分子我们能用肉眼看见吗?

生：不能，要用隧道扫描显微镜。

师：它有什么特点呢?

九年级化学分子和原子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课内容比较抽象,不同于宏观物质运动的规律,远离学生
的生活经验,而学生在前面的两个单元学到的微观知识及课外
知识都有限,这些都是造成学生学习困难的原因.

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佛的眼里,一草一木都有
其自己的世界,而目前我们对广袤的太空依然从满了未知,我
们又未尝不是在一个更高文明的一朵花的世界里呢?这点我们
是无法想象的.学生的问题在于,他们对微观世界同样是缺乏
想像力的.



本节课的'难点有:电子的分层排布、离子的形成、原子结构
示意图的意义、离子符号和元素最外层电子数与元素性质的
关系等。

原子等微观粒子既看不到也摸不到，在教学中，我通过对宏
观现象的分析去诱发学生的想象。如用“家雀虽小，五脏俱
全”说明原子也有复杂的结构，用蚂蚁和鸟巢体育场的对比，
让学生想象原子内部相对广阔的空间以及电子在原子内部相
对自由的运动。用橡皮筋系着的小球做旋转运动时，橡皮筋
的长短、小球运动的快慢分析电子运动的能量高低、离核远
近等。

抽象的问题，学生可能一时无法理解透彻，我的处理方法是，
让学生通过一定强度的强化记忆予以加强。

九年级化学分子和原子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分子和原子”是学生从宏观的物质间的反应向构成
物质的微粒---分子原子在物质发生变化时从个数和种类的变
化让学生了解化学变化的实质，同时也是为以后进一步学好
化学打好基础。但学生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粒子的抽象
认识存在疑惑，这就从学生已有知识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引
导学生接受微观粒子的存在，并且也让学生知道宏观物质间
的反应其实就是构成物质的微粒粒子在发生着重新的组合而
形成新的物质或微粒间间隔的变化。

本课从学生熟知的几个常见生活现象入手，通过提问的方式
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本节课的学习。虽然学生对常见生活现
象有一定的了解，但从化学的角度来回答可能存在一定的问
题或回答不够完整，随时给学生讲解人类认识物质的过程，
引起学生的进一步思考。通过展示苯分子结构和原子移动形
成的“中国”二字，使学生真正感受到分子、原子的存在，
由此引出分子的几个性质。但由于分子很小，无法观察，通
过一系列数字的举例，让学生感受分子的质量小、体积小、



不断运动、存在间隔等，同时通过再次举例验证分子的性质。

分子和原子的概念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只有通过对实验结
果的分析了解分子和原子在化学变化、物理变化中种类、个
数的变化与否来定义分子原子的概念。并通过实例举证了解
化学变化的实质，最后让学生形成物质、分子、原子之间的
关系，达到知识间的联系和融合。

所以本节课以提问、讨论、举例、归纳、验证等形式突出了
重点，突破了难点。但学生对分子原子的微观概念还是存有
一定的困难，在以后的学习中加以强调和应用。

九年级化学分子和原子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是《分子和原子》的复习课，所以目标要符合复习课
的目标。将新授课时的‘知道’改为‘复习’更好。在知识
梳理时大胆的选用新的例子，这样可以改变复习课的枯燥乏
味。教师能不说的就不说，把课堂还给学生，还能更多的暴
露问题，达到复习的目的。在本课的复习中我说的比较多，
一方面是学生不说，我觉得是他们不会必须说；一方面是怕
学生说的不好，不放心。

我在解释分子的体积小的时候引用了一个物理长度单位‘光
年’，可是我却将它当做时间来引用。我事后非常惭愧，甚
至是无地自容。上了那么多年的学，又教了两年来的物理，
还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我深感对不起教过我的老师，在这
里我郑重的说声：对不起！

我的.习题处理的也不是很好，应该向校长说的那样，把固定
的题型放在固定的知识点下面来练习。还应该大致统计一下
做对的同学有多少，特别是做错的，错在哪了？全都做对的
习题就没必要在讲了，可以节省一部分时间做后面的实验探
究题。



九年级化学分子和原子教学反思篇五

为了引入微观粒子——分子、原子的真实存在，上课前我采
用向教室中喷洒花露水，学生都能够从物理的角度解释香水
挥发了，我们能够感受到凉意、闻到香味，却看不到，这是
为什么？并且制作了课件动画。由这个问题引出物质都是由
一些微小的粒子分子、原子等构成，分子、原子是真实存在
的。这样处理为接下来的教学做了铺垫。

本课是学生从宏观世界第一次接触微观粒子的开始，为了更
好地让学生理解、感悟微观粒子的特性，借助多媒体教学手
段大大降低了教学难度。

总之，本课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自己在一些方面还
有很多不足，今后要注重查漏补缺，力求让自己的教学水平
有更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