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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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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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其他一般等价物都是商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可
以直接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并表现其他商品价值。但货币
与其他一般等价物又有区别，表现在：(1)产生时间不同，其
他一般等价物出现的时间比货币早。(2)特征不同，如货币价
值比较大，用较少的物品能进行较大量的交换；易于分割，
分割之后既不会减少价值，又给交换带来方便；易于保存，
不会因为保存时间的长短而使价值发生变化；便于携带，以
便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交易。其他一般等价物各自在不同程
度上具有上述某些特征，但也存在不足之处。(3)货币是固定
地充当一般等价物，其他一般等价物不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
价物。

物物交换：最初的商品交换是物物交换，出现在原始社会末
期。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交换越来越频繁，交换
范围越来越广，交换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交换的难度也越
来越大。因为物物交换成功的前提是交换双方恰好都需要对
方的商品，这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寻找，或者经过很复杂的
一系列过程才能实现。

一般等价物：人们在长期的交换过程中，找到了克服“商品
一商品”交换困难的办法，这就是先把自己的东西换成市场
上大家都乐意接受的商品，然后再用这种商品去换回自己所
需要的东西。这种大家普遍乐意接受的商品便成为一般等价



物，它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充当各种商品进行交换的
媒介。

商品的'价值：不同的商品所以能进行交换，是因为生产它们
都耗费了人的体力和脑力，而这种体力和脑力的耗费是没有
差别的，是任何商品的生产所共有的。商品的价值就是指凝
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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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学生了解摩尔质量的概念。了解摩尔质量与相对原子质
量、相对分子质量之间的关系。

2、使学生了解物质的量、摩尔质量、物质的质量之间的关系。
掌握有关概念的计算。

3、进一步加深理解巩固物质的量和摩尔的概念。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抽象概括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并通过计算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
和运用、巩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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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教育改革不断推进，高中化学课程也迎来了新
的教材。作为高一学生，我有幸使用了全新的高一化学新教
材。这本教材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第二段：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与以往的教材相比，高一化学新教材在内容上有所调整和拓
展。它将化学概念与社会实际相结合，通过大量的实例和案
例，让我们更生动地理解和应用化学知识。比如，在“新材
料的应用”这一章节中，教材通过介绍工业上的应用材料和
功能材料，使我们了解到化学在现实生活和产业中的作用和
重要性。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提高了知识的传授效果。

第三段：实验环节的加强

在新教材中，实验环节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每个章节都附带
了相关的实验步骤和实验设计，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和自主探
究。通过实验，不仅能够加深对化学概念的理解，还能锻炼
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验技巧。比如，在“化学与能量转化”
这一章节中，教材包含了多个与能量转化相关的实验，如燃
烧实验和酸碱中和实验等，通过这些实验，我们不仅掌握了
相关知识，还培养了实验思维和动手实验的能力。

第四段：综合训练的重要性

高一化学新教材还增加了大量的综合训练题，帮助学生巩固
和应用所学的知识。这些综合训练题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和
解答题等，不仅考查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培养了学
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这些训练，我们可以更好
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提高化学思维和创新能力。

第五段：对新教材的感受和展望

总体来说，高一化学新教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通过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验环节的加强和综合训练的引入，使
化学知识更加生动、实用和有趣。它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也提高了我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然而，新教材只是教
学的一个环节，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态度同样重要。
希望在之后的学习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应用化学



知识，为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200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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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需要商品：我们吃、穿、用所需要的各种物品，都
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些物品是人们耗费一定的劳动生产出
来的。他们生产这些物品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为了拿到
市场上进行交换。

（2）商品的含义：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3） 一般等价物的含义：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可以直接
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并表现其他商品价值的商品。

理解这一概念，主要应把握三层含义:第一，它首先是一种商
品，是某一市场上人们比较认同、乐意接受的；第二，它自
身有一个演化的过程；第三，金银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
就是货币。

（4） 货币的含义：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
等价物的商品。

货币的产生：历史上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很多，比如牲
畜、贝壳、布匹等。后来，由于贵金属金银具有体积小、价
值大、易于分割、不易磨损、便于保存和携带等特点，逐步
地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了一般等价物。从商品中
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是货币。

（5）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
物。

货币是一种商品，但与其他商品不同，是一般等价物，是可



以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商品；货币和其他一般等价物又
有不同，只有当贵金属用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时，才标志
货币的正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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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一是大量阅读名著的好时机，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
多读多看，拓展能力，不要浪费了这一宝贵的黄金时期。成
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辅导工具书是你的书桌上应有
的书具之一。成语，字词，拼音等都要自己去自学积累，老
师是很少再像初中那样点着一个一个词的教的。所以，这些
书都是非常重要的。

2、态度决定高度，要有良好的对待语文的学习态度，才能真
正学好语文。因为高一的语文，不再是单纯的背诵与默写，
而是涵盖了许多包括文言文基础知识,课外阅读综合能力，甚
至生活中的细节等知识面。这就要求我们多观察生活，积累
自己的语文视觉。

3、多看古文与古诗。因为在高一的语文考试中，不再是课内
学习的古文阅读与古诗鉴赏，而注重的是把课内知识的迁移
到课外的能力。例如，给一段你没学过的古文阅读或古诗，
要你自己去分析文章的内容与主旨等。刚开始会觉得很难，
可是当你接触多了。自然就熟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