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下学期化学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
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高二下学期化学教案篇一

使学生掌握用化合价升降法配平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配平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技能。

情感目标

通过对各种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不同配平方法的介绍，对
学生进行辩证思维的训练。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配平的原则和步骤。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配平的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是正确书写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
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侧重理科学生所应掌握的一项基本技
能。配平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方法有多种，本节介绍
的“化便谷升降法”就是其中的一种。

教材从化学反应中的物质变化遵守质量守恒定律引入，说明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可以根据质量守恒定律来配平，但对于
较复杂的氧化还原反应，根据质量守恒定律来配平不太方便，
进而引出用“化合价升降法”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



本节教材通过三个典型的例题，对三种不同类型的氧化还原
反应进行细致分析；介绍了三种不同的配平方法，培养了学
生灵活看待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能力，训练了学生的
辩证思维。

教材还通过问题讨论，将学生易出错误的氧化还原反应的离
子方程式，用配平时应遵循的原则—化合价升降总数相等，
进行分析判断，强化了配平的关键步骤—使反应前后离子所
带的电荷总数相等的原则，培养了学生的能力。

教学中应注重新旧知识间的联系，利用学生所学的氧化还原
反应概念和接触的一些氧化还原反应，学习本节内容。教学
中应采用精讲精练、讲练结合的方法，使学生逐步掌握氧化
还原反应的配平方法。不能使学生一步到位，随意拓宽知识
内容。

1．通过复习，总结配平原则

教师通过以学生学习过的某一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为例，引
导学生分析电子转移及化合价的变化，总结出氧化还原反应
方程式的配平原则—化合价升降总数相等。

2．配平步骤

[例1]、[例2]师生共同分析归纳配平基本步骤：

（1）写出反应物和生成物的化学式，分别标出变价元素的化
合价，得出升降数目。

（2）使化合价升高与化合价降低的总数相等（求最小公倍数
法）

（3）用观察的方法配平其它物质的化学计算数（包括部分未
被氧化或还原的原子（原子团）数通过观察法增加到有关还



原剂或氧化剂的化学计量数上），配平后把单线改成等号。

该基本步骤可简记作：划好价、列变化、求总数、配化学计
量数。

[例3]在一般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逆向配平的方法。属于经验之
谈，是对学生辩证思维的训练，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

为使学生较好地掌握配平技能，建议在分析完每个例题后，
补充针对性问题，强化技能训练，巩固所学知识。

另外，关于氧化还原反应的离子方程式的书写，可组织学生
结合教材中的“讨论”、得出氧化还原反应的离子方程式的
配平要满足原子个数守恒、电荷守恒、化合价升降总数相等。
然后组织学生进行适当练习加以巩固。通过设置该“讨论”
内容，巩固了氧化还原反应配平的知识，强化了氧化还原反
应的配平在学习化学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可补充配平的另一种方法—离子
一电子法，以及不同化合价的同种元素间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时，氧化产物和还原产物的确定方法：氧化产物中的被氧化
元素的价态不能高于还原产物中被还原元素的价态。

如：（浓）—氧化产物是而不是或，还原产物是而不是。氧
化产物的还原产物。

例1一定条件下，硝酸铵受热分解的未配平化学方程式为：

，请配平方程式。

选题目的：复习巩固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一般配平方法，
当使用一般配平方法有困难时可用其它方法配平。拓宽视野，
达到简化配平方法的目的。此题适于任何学生。



解析：一般可根据元素化合价的变化关系

5nh4no3====2hno3+4n2↑+9h2o

升高3×5

降低5×3

为了简化配平过程，也可通过反应物中氮元素的平均化合价
及变化关系

n：+1——→+5升高4×1

2n：（+1—→0）×2降低2×2

注：在配平此题时一定要注意，氮元素的化合价不能出现交
叉现象

解答：5、2、4、9。

启示：对于同种物质中同种元素价态不清或同种物质中同种
元素的价态不同时，只需根据化合价法则，找出元素的相应
化合价，抓住质量守恒、电子守恒，就可正确配平。

例2已知在下列反应中失去7mol电子，完成并配平下列化学方
程式：选题目的：加强对“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依据
是化合价升降（电子转移）总数相等。”的理解。此题作为
提高能力可介绍给学习程度较好的学生。

高二下学期化学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体会无私的母爱，把握母亲的形象以及作者对母亲浓浓的



思念和沉重的内疚交织的感情。

2．理解“合欢树”在文中的寓意。

教学重点:

理清文章思路，分析具体事件，从而体会母子深情。

教学难点:

“合欢树”丰富的情感内涵和象征意义.

课时安排：1课时

授课方法：颂读法，归纳法，探讨法

教学过程

一、导语

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颁奖典礼上，人们惊讶地发现
有一位获奖者是坐着轮椅来领奖的。第二年，这个残疾人又
以另外一篇小说获得该项殊荣。他，就是史铁生，他自双腿
瘫痪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二十多年来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并
多次获得各项文学创作奖。那么他是怎样克服了身体上的残
疾而获得写作上的成功的？他的背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在支
撑着他、激励着他？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合欢树》走进史铁
生的世界，走进史铁生对于他母亲的沉甸甸的回忆中。

二、课文分析

（一）通读课文，整体把握文意

1、学生默读《合欢树》



熟悉文本，看作者写了人生中哪几个年龄段的哪些事情，以
理清课文思路。

明确：年龄“我”母亲

十岁作文获奖惊喜，有活力

二十岁双腿残废叹息，不放弃

三十岁小说发表去世，没看到

三十多岁事业有成已死多年

（聊起合欢树）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本文是以时间为线索。

2、通过行文思路可以看出文章先后写了哪些内容，作者想借
此表达什么？

母亲合欢树

主题--母爱

（二）分析把握母子间的亲情

母亲对儿子

1、在这篇描写母亲的文章中，你认为最能体现母爱的是哪些
段落？

明确：第2、3两段，也就是作者二十岁的时候。

（学生一起诵读此两段）



2、在这两段中写母亲为“我”做了哪些事情？

明确：为“我”治病；为“我”借书；推“我”看电影；鼓励
“我”写作

（生找出原文相关句子）

小结：可以看出母亲不仅关心“我“的身体，更关心“我”
的精神，这正是母亲的伟大之处。

3、这两段运用了怎样的人物描写方法？各找出相应的句子来。

明确：语言描写；动作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句子（略）

4、通过这些事情体现了母亲怎样的性格？找出相应的句子来，
全文还体现了母亲怎样的性格。

明确：乐观、坚强、执著聪明美丽善良热爱生活

儿子对母亲

1、对这样一位为自己付出太多的母亲，在母亲死后多年，儿
子对母亲又是怎样的感情呢?找出相应的句子。

明确：感激、内疚、句子（略）

重点分析内疚之情：

（1）母亲原本是一个聪明、爱美、善良、热爱生活的人，在
自己没得病的时候，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突如其
来的灾难让母亲陷入了无止境的忙乱，一次次的失望，而且，
史铁生的母亲在49岁时就死去，他一直觉得母亲的早死与自
己有关，所以，对母亲，史铁生是怀有深深内疚的。

（2）对母亲住过的房，栽种的合欢树，作者的态度是有变化



的。从不愿去到想去看看一直到后悔没早看。不愿去既是无
法从失去母亲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是无法面对自己深深的
内疚之情。想去看，表明作者从内疚中解脱出来，终于可以
理智的接受现实。因为他觉得母亲太苦了，死亡或许是一种
解脱。

、1、可以表现母爱的东西很多，作者为何独选“合欢树”？

合欢树与母亲、与我的关系：

“合欢树”“我”母亲

误种花盆作文获奖惊喜，有活力

没有发芽两腿残废叹息，不放弃

茁壮成长开始写作高兴，常侍弄

花繁叶茂事业有成去世，没看到

母亲的恩泽

明确：合欢树是作者情感的一种寄寓，并折射作者对母爱对
命运对生命的感悟。合欢树，落叶乔木，夏天开红色的花。
得名由来：对称的叶子，入夜就两两相合的缘故。而作品中
的合欢树是这篇抒情作品中的外界景物。

2、文章主旨是母爱，合欢树与母爱有无联系?这运用的是什
么写法？

明确：有联系，合欢树是母亲亲手栽种。运用的是象征的手
法，也就是托物言志，借物写人的手法。（象征手法是根据
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借助某人某物的具体形象（象征体），
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它可以使文章立意高
远，含蓄深刻。）



3、你认为合欢树象征的是谁，为什么?

明确：合欢树既象征母亲也象征作者。

合欢树是母亲亲自栽种，寄托着母亲的希望，所以象征着母
亲。同时，合欢树从弱小到花繁叶茂，象征了作者的成长。

总结：

通过我们的分析品读，发现这棵合欢树并不是一颗平常的树，
它牵系着史铁生母子之间的深情，再联想到我们自己，我们
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由父母亲精心呵护成长起来的树呢？我
们的父母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同样也倾注了心血寄托着深切
的希望。

所以不管母爱是以何种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应该珍
惜，感谢史铁生，他提醒了我们要用心去感受爱，用理解去
培养一棵爱与被爱的合欢树ジ惺馨，用理解去培养一棵爱与
被爱的合欢树，为了不要失去后才感?nbsp;“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感叹“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
然”所以，爱你们也需要懂得，希望大家做一个懂得爱别人，
也懂得回报别人爱的人。

五、布置作业

课外阅读史铁生的文章，体会其语言质朴，感情真挚的特点。

板书：

主题--母爱“合欢树”年龄“我”母亲：美丽善良热爱生活

（感情）感激、内疚（性格）乐观坚强执著聪明

合欢树象征母亲



作者误种花盆十岁作文获奖惊喜，有活力

没有发芽二十岁双腿残废叹息，不放弃

茁壮成长三十岁小说发表去世，没看到

花繁叶茂三十多岁事业有成已死多年

（聊起合欢树）

母亲的恩泽

聂棋

[《合欢树》教案(人教版高二选修)]

高二下学期化学教案篇三

(一)

一价氢氯钾钠银二价氧钙钡镁锌

三铝四硅五价磷二三铁、二四碳

一至五价都有氮铜汞二价最常见

(二)

正一铜氢钾钠银正二铜镁钙钡锌

三铝四硅四六硫二四五氮三五磷

一五七氯二三铁二四六七锰为正

碳有正四与正二再把负价牢记心



负一溴碘与氟氯负二氧硫三氮磷

高二下学期化学教案篇四

钠、镁、铝为金属，依靠外围易失去的电子充当胶水将所有
原子粘在一起，可以说整块金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分子。所
以金属熔沸点一般较高。钠镁铝原子分别可失去1、2、3个外
围电子，胶水越多，粘得越牢，金属性依次越来越强，熔沸
点也越来越高。

硅为类金属，一方面由于原子序数增大但轨道没有增多，对
电子电子吸引力增强，外围4个电子已不易同时失去。硅的外
围电子处在得失4电子之间，一般最容易形成共价键，共价键
能量低，引力强，硅还有4个共价键，能量更低。除此之外，
硅的4个共价键还可将硅原子结合成一个巨大的晶体结构。将
硅想象成一个结点，四个共价键为结点连出的四条线。由于
四周都是相同的硅原子，这四条线在空间中应该均匀分布。
由5个硅原子构成正四面体结构单元，其中4个硅原子位于正
四面体的顶点，1个硅原子位于正四面体的中心。这种空间结
构，可无限延伸，十分稳定。所以硅的熔沸点在第三周期中
最高。

磷硫氯氩能形成的键一个比一个少，分别是3210。磷的3个键
已无法形成大的晶体结构;硫的2个键最多只能形成线性结构;
氯的单键别无选择，只能形成双原子分子;氩则和其它惰性气
体一样，只能是单原子独立存在。其中硫由于形成了s8环状
结构，而磷形成了正四面体p4结构，分子比硫小，所以熔沸
点也比硫低。氯氩常温常压下为气体，熔沸点越来越低。

碳处于硅的上方，外围电子同样是4个，每5个碳原子构成正
四面体结构单元，其中4个碳原子位于正四面体的顶点，1个
碳原子位于正四面体的中心。这种空间结构可无限延伸，这
就是金刚石。碳原子处于第二排，比硅少了一层电子，原子
半径更小，引力更大，晶体结构更为稳定。因而金刚石成为



硬度最高的物质。熔点也很高。而碳的另一种单质石墨在一
个平面上以共价键结合成蜂窝状结构，层与层间靠比较弱的
范德华力结合。

同一层内碳原子之间的结合比金刚石还强，但层间结合较弱，
很容易发生滑移，所以硬度很低。不管何种单质，碳都形成
了超大规模的共价键结构，故碳的熔点在周期表中最高。但
碳一旦熔化为液体，则这种超大规模共价键结构遭到破坏。
而金属熔化以后仍然可以依靠电子粘合，这是共价键和金属
键不同的地方。共价键没有延展性，变形超出一定程度后会
被破坏。碳一旦熔化，失去了强有力的超大规模共价键结构，
其沸点就比很多金属低了。

高二下学期化学教案篇五

现代化学的元素周期律是1869年俄国科学家门捷列
夫(dmitrimendeleev)首先创造的，他将当时已知的63种元素
依相对原子质量大小并以表的形式排列，把有相似化学性质
的元素放在同一列，制成元素周期表的雏形。经过多年修订
后才成为当代的周期表。

在周期表中，元素是以元素的原子序数排列，最小的排行最
先。表中一横行称为一个周期，一列称为一个族。[2]原子半
径由左到右依次减小，上到下依次增大。

在化学教科书和字典中，都附有一张“元素周期表(英
文：theperiodictableofelements)”。这张表揭示了物质世界的
秘密，把一些看来似乎互不相关的元素统一起来，组成了一
个完整的自然体系。它的发明，是近代化学史上的一个创举，
对于促进化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看到这张表，人们
便会想到它的最早发明者——门捷列夫。1869年，俄国化学
家门捷列夫按照相对原子质量由小到大排列，将化学性质相
似的元素放在同一纵行，编制出第一张元素周期表。元素周
期表揭示了化学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其构成了一个完整



的体系，成为化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随着科学的
发展，元素周期表中未知元素留下的空位先后被填满。当原
子结构的奥秘被发现时，编排依据由相对原子质量改为原子
的质子数﹙核外电子数或核电荷数﹚，形成现行的元素周期
表。

按照元素在周期表中的顺序给元素编号，得到原子序数。原
子序数跟元素的原子结构有如下关系：

质子数=原子序数=核外电子数=核电荷数

利用周期表，门捷列夫成功的预测当时尚未发现的元素的特性
(镓、钪、锗)。

19英国科学家莫色勒利用阴极射线撞击金属产生射线x，发现
原子序数越大，x射线的频率就越高，因此他认为核的正电荷
决定了元素的化学性质，并把元素依照核内正电荷(即质子数
或原子序数)排列。后来又经过多名科学家多年的修订才形成
当代的周期表。[3]将元素按照相对原子质量由小到大依次排
列，并将化学性质相似的元素放在一个纵列。每一种元素都
有一个序号，大小恰好等于该元素原子的核内质子数，这个
序号称为原子序数。在周期表中，元素是以元素的原子序数
排列，最小的排行最前。表中一横行称为一个周期，一列称
为一个族。

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和性质有明显的规律性，科学家们是按
原子序数递增排列，将电子层数相同的元素放在同一行，将
最外层电子数相同的元素放在同一列。

元素周期表有7个周期，16个族。每一个横行叫作一个周期，
每一个纵行叫作一个族(viii族包含三个纵列)。这7个周期又可
分成短周期(1、2、3)、长周期(4、5、6、7)。共有16个族，
从左到右每个纵列算一族(viii族除外)。例如：氢属于ia族元
素，而氦属于0族元素。



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不仅反映了元素的原子结构，也显示
了元素性质的递变规律和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其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体系，被称为化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同一周期内，从左到右，元素核外电子层数相同，最外层电
子数依次递增，原子半径递减(0族元素除外)。失电子能力逐
渐减弱，获电子能力逐渐增强，金属性逐渐减弱，非金属性
逐渐增强。元素的最高正氧化数从左到右递增(没有正价的除
外)，最低负氧化数从左到右递增(第一周期除外，第二周期
的o、f元素除外)。

元素周期表的意义重大，科学家正是用此来寻找新型元素及
化合物。

年6月8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宣布，将合成化学元
素第113号(nh)、115号(mc)、117号(ts)和118号(og)提名为化
学新元素[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