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子结构与元素性质教学反思 八年级物
理走进分子世界教学反思(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原子结构与元素性质教学反思篇一

所谓教学反思，是指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的再认识、再思考，
并以此来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下面小编
为大家推荐3篇关于八年级物理《走进分子世界》教学反思范
文，希望大家喜欢!

教学目标达到，演示实验效果明显，学生掌握较好。整堂课
流畅紧凑，细节突出。特别是引出分子模型之前的三个演示
实验，效果较好。第一个是说明物质由微粒组成，微粒间有
空隙。我是用展台把碳素笔迹放大，同学们能够很清楚地看
到一个个的微粒，并且空隙也能够看的清楚。还有第三个是
酒精与水的混合，我先是把水中加入了一些红墨水，然后倒
入酒精，先是能看到一个分界面，混合之后，也能较明显地
观察到体积的减小。这几点，对同学们理解分子模型都非常
重要，所以同学们一旦对分子模型有了一定印象之后，再后
来的分子动理论就能较容易接受了。后来做的一个分子间有
引力的实验也非常成功，一次就把两铅块粘合在一起了。

在后来说明分子间距离跟平衡位置距离时，又作了简单介绍。
其实这是高中内容，但这里稍微带一下，我认为能够帮同学
们理解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如“破镜不能重圆”等。

学习了这一节的知识后，学生对物质的结构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有继续探究的愿望，能够发现一些生活中的有关的现象，



但对物质的分子间既有引力又有排斥力不容易理解。只凭自
己的处理不是很有效，最好能借助课件或事物进行。学生不
太了解无规则运动，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往往语言的表达不
到位。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无法用肉眼观察，比较抽象的原因
造成的。下一节课用弹簧来演示分子间的作用力可能会形象
一些。

《走进分子世界》是本章的第一节，由于这一章——《从粒
子到宇宙》是向物质世界的两极进军，所以学生在感知这些
知识时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多注意对学
生微观分子模型的引导。

但学生对新知识并不了解，很多微观的模型无法回答，导致
了课堂引入较为困难。

总体上来说，今天这节课教学目标达到，演示实验效果明显，
学生掌握较好。整堂课流畅紧凑，细节突出。特别是引出分
子模型之前的三个演示实验，效果较好。第一个是说明物质
由微粒组成，微粒间有空隙。我是用放大镜把粉笔笔迹放大，
同学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一个个的微粒，并且空隙也能够看
的清楚。还有第三个是酒精与水的混合，由于这个实验的操
作器材没有，所以我改用黄豆和大米进行实验。学生很容易
说出是大米进入了黄豆的空隙内。我发现：小小的几个演示
实验对同学们理解分子模型都非常重要，所以同学们一旦对
分子模型有了一定印象之后，再后来的分子动理论就能较容
易接受了。后来做的一个分子间有引力的实验也非常成功：1
把饭卡放在有水的桌面上请同学把它拿起，对比没有水时两
次所用的力的大小。2把两铅块粘合在一起了效果很明显。

在后来说明分子间距离跟平衡位置距离时，又作了简单介绍。
其实这是高中内容，但这里稍微带一下，我认为能够帮同学
们理解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如“破镜不能重圆”等。

在得出分子动理论之后，刚好打下课铃，所以，本堂课任务



基本完成，唯有遗憾是不能再用几个例题帮同学们加深理解。

当然，这堂课也有些不足之处，比如说提问学生时应注意引
导，还有就是问的问题学生已经能够答出来的时候就没必要
在纠缠不清等等。所以，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这些问题我
都要时刻注意，争取使自己的教学水平更上一层楼。

总之教学并不是简单的教和简单的学，只要用心发现，总是
有可以提升的空间。关于这节课的反思，简单就讲到这里，
其实，一节课的反思远不止这些，以后的课堂，都是最好的
验证!

《走进分子世界》这一节是《从粒子到宇宙》向物质世界的
两极进军。由于肉眼对微观世界看不见，学生在感知这些知
识时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多注意对学生
微观分子模型的引导。

在微观模型的选择上根据一些实验现象让学生自己做出答案。
第一个是我是用粉笔在黑纸上画线再用放大镜放大，同学们
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一个个的微粒，并且空隙也能够看的清楚。
第二个是把高锰酸钾放入水中，还有第三个是酒精与水的混
合，我先是把水中加入了一些红墨水，然后倒入酒精，先是
能看到一个分界面，混合之后，也能较明显地观察到体积的
减小。这几点，同学们辩观察边分析，然后很自然就选择出
模型2，这些对理解分子模型都非常重要。所以同学们一旦对
分子模型有了一定印象之后，再后来的分子动理论就能较容
易接受了。后面的关于分子的无规则运动，以及其运动与温
度的关系和分子的作用力的实验现象都是很明显，联系知识
可以让学生结合实际生活中的现象举例，学生的兴趣还是很
浓的。由于本节课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感觉时间比较紧张，
不能让学生充分发挥，还可以下节课再进行拓展。



原子结构与元素性质教学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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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结构与元素性质教学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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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结构与元素性质教学反思篇四

分子的定义是：分之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

我们都知道，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基本粒子有三种——分子、
原子、离子。教学中先出现分子，然后才陆续出现原子和离
子。当教学中出现了原子、离子之后，就必须向学生提出：
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微粒除了分子之外，还有原子和离子这
两种微粒。而每当这时，学生就很容易将这三种微粒进行比
较。这对初中学生而言，他们的微观想象能力是有限的，所
以好多学生理解起来就产生了障碍。例如：有的学生会
问：“老师，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那原子
呢？”这时，我就要用许多相关的内容去给他们解释。可很
多时候学生听后，从他们的表情中我就能看出来：他们并没
有完全听懂。因为对于初中学生而言，他们刚刚接触化学知
识，所以想让他们理解透彻，那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况且
现在的农村教学，还没有达到能把课件制作、网络教学带到
课堂去帮助学生们“想象”的程度。

其实，我认为，对于分子、原子、离子这三种微粒，只有当
它们直接构成物质时，才能保持这种物质的化学性质。根本
不能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无关的大小比较，还给学生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理解上的障碍。因此，我仍赞同以前的旧教材
（三年制初中教材）的说法：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一
种微粒。这种说法最恰当不过了，因为保持物质的化学性质
的微粒除了分子之外，还有原子、离子呢！这样，学生理解
起来也容易接受了。



“ 原子”的`定义是：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粒子。

我感觉这种说法欠妥。因为当我给学生讲到“离子化合物和
共价化合物”时，对于水和nacl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形成
共用电子对和电子的转移的情况。结果，课后有的同学就问
我：“老师，不是说原子在化学反应中不能再分了吗？
那2h2+o2=2h2o这个反应中，怎么从原子中分出了电子，而
且还形成了共用电子对，在2na+cl2=2nacl中，也从原子
中‘跑’出了电子的转移了呢？”我木然。因为事实确实如
此。

所以，我认为，在初中化学的学习中，对于初级阶段、启蒙
阶段的初中学生而言，如何给“分子、原子”下一个更好的
定义，能够帮助他们去更容易理解、接受这些微观粒子，是
很必要的。

原子结构与元素性质教学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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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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