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化学教案初中(大全8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化学教案初中篇一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知道升华与凝华的概念;知道升华要吸热，
凝华要放热;知道生活中的升华和凝华现象。

2、过程与方法：通过观察了解升华和凝华现象。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通过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关心环境，
乐于探索一些自然现象的物理学道理。

教学重点：通过碘的升华和凝华实验培养学生的观察实验能
力，通过日常生活中实例的解释，培养学生用物理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难点：通过识别生活中常见的物态变化现象，培养学生
运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方法：教师启发引导下学生自主观察和讨论法。

教具准备：试管和试管夹，碘，烧杯，酒精灯，火柴。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激疑：

1、与学生一起回顾所学过的四种物态变化。回顾时要用多媒
体配合画“固、夜、气三角图。”

2、通过三角图启发学生提出新的问题。在图中的“固”
和“气”之间加以“?”。

预想结果:(1)固态和气态可以相互转变吗?

(2)如果能转变,是需要吸热还是放热?

二、猜想假设：

1、学生分组讨论，教师巡回视察。在此过程中教师要观察学
生的动向，必要时进行个别启发。

2、学生各抒己见。教师要鼓励学生尽量把各种猜想都说出来。

预想结果:(1)有可能,固态变为气态要吸热,气态变为固态要
放热.

(2)可能行,也可能不行,可能吸热也可能放热,还可能既不吸
热也不放热.

3、引出下一个教学环节——实验验证。此过程要抓住契机对
学生进行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教育和依靠实验进行探
究的学科学法教育。

三、设计实验：

1、教师介绍实验的器材。指出用来观察的物质是碘。

2、学生分组讨论设计实验的方案。教师巡回视察，必要时加
以个别提示。



3、收集各组讨论结果，组织全体学生一一考察分析，选出最
优方案，之后再修改成正式的方案。此处要注意强调以下几
点：试管加热的正确方法、酒精灯的用法、观察的重点、操
作上的合作和实验的安全。

预想结果:用酒精灯给试管中的碘加热,注意观察是否真的由
固体直接变成了气体,而后停止加热再观察气体是否真的直接
变为固体.

四、进行实验：

学生分组进行实验，教师巡回视察、指导。

五、分析论证：

1、各组学生汇报、交流自己看到的现象。

预想结果:加热时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紫色的气体而未看到液体
的生成.撤去酒精灯后,紫色气体逐渐腿去而在试管壁上出现
了黑色固体小颗粒.

2、启发学生归纳出结论并且把两条结论进行板书，指出本节
课的主题。

预想结果:物质由固态直接变成气态,吸收热量.物质由气态直
接变成固态,放出热量.

3、将三角图补充完整。这里要激发学生体会到自然的美从而
产生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和探索大自然的思想意识。

六、巩固提高：

1、巩固结论:全体学生一齐诵读升华和凝华的概念。此环节
要求学生边读边想。



2、应用知识:先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文,而后让学生说说有关升
华和凝华的例子(可以是课本内的也可以是课本以外的),教师
以放映幻灯片和穿插启发来配合.学生未提到的例子教师补充.

3、课堂小结：

(1)、学生自发谈自己的收获。尽量顾及到大面积的学生，鼓
励他们多发言。

预想结果:知道了第五和第六种物态变化,以及它们发生的必
要条件.知道了生活中的有关现象.研究物理问题离不开实验.
事实是检验结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大自然是美的,我们要
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探索大自然.

(2)、教师归纳总结。要从三方面小结。

板书设计：

4.4升华与凝华

升华：物质由固态直接变成气态，吸收热量。

凝华：物质由气态直接变成固态，放出热量。

化学教案初中篇二

1.让学生观察身边有哪些材料，了解它们的主要性能与应用；

2.根据已有经验讨论比较棉、毛、合成纤维的优缺点；

3.探究棉、毛、合成纤维与酸、碱作用及燃烧时的现象；

4.探究鉴别棉、毛、合成纤维的方法及辨别羊毛制品真伪的
方法；



5.了解聚乙烯与聚氯乙烯的不同用途，探究两者的鉴别方法；

6.知道什么是“白色污染”以及白色污染的治理方法。

重点

1.知道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特点及其在生产、生活
中的应用；

2.知道废弃的材料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污染及其危害，提出可
能解决污染的合理措施；

3.实验探究纯棉纤维、羊毛纤维、化学纤维，聚乙烯及聚氯
乙烯等常见材料的.鉴别方法。

难点

实验探究纯棉纤维、羊毛纤维、化学纤维，聚乙烯及聚氯乙
烯等常见材料的鉴别方法。

1.材料的发展过程

2.材料的分类

分为：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合成材料、复合材料。

3.金属材料

包括纯金属和各种合金。

（1）金属材料的发展历程

古代——近代工业——现代工业

（2）常见金属材料及应用



球墨铸铁（fe、c、si、mn）——可代替钢

锰钢（fe、c、mn）——钢轨、自行车架、坦克装甲、挖掘机铲斗

不锈钢（fe、cr、ni）——医疗器械、炊具

黄铜（cu、zn）——机器零件、仪表、日用品

青铜（cu、sn）——轴承、齿轮等

白铜（cu、ni）——钱币、代替银饰品

焊锡（sn、pb）——焊接金属

硬铝（al、cu、mg、si）——火箭、飞机、轮船等

18黄金（au、ag、cu）——金饰品、钱币

18白金（au、cu、ni、zn）——金饰品

铂金（pt）——铂金饰品

4.无机非金属材料

分为传统材料和新型材料。

传统材料：陶瓷、玻璃、水泥

新型材料：新型陶瓷、光导纤维等

5.合成材料

包括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



（1）合成纤维

纤维分为：天然纤维、人造纤维、合成纤维

天然纤维：吸水性、透气性好

合成纤维：强度高、耐磨、弹性好、耐腐蚀

化学教案初中篇三

1.使学生了解化学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

2．使学生明确在高中阶段为什么要继续学习化学。

3.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了解高中化学的学习方法。

4．通过了解我国在化学方面的成就，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
神。教学过程：[引言]在高中，化学仍是一门必修课。“”
这句话引自美国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西博格教
授的一次讲话。也许我们对这句话的含意还知之甚少，相信
学完本节课后一定会同意西博格教授的观点，对化学有一个
全新的认识。

[设问]除了合成材料外，人类社会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化学解
决呢？化石能源是有限的，提高燃烧效率，开发新能源需要
化学；保护人类居住的环境需要化学；提高农作物产量，解
决吃饭问题需要化学；维护人体健康更离不开化学，我们不
难看出在社会发展中，化学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
的`。

[设问]怎样才能运用化学知识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呢？（请
同学们看课本图5，并讨论）

[一分钟演讲]：请学生根据本节课提供的素材和自己的体会，



做一分钟演讲：“化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过渡]化学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此重要，应该如何学好化
学呢？[讲解]除了要注重化学实验，掌握有关化学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外，重视科学方法的训练十分重要。在化学研究
中常用的科学方法有实验法、模型法、逻辑法等。在化学学
习中，我们要从实验中获取大量的感性知识；许多结论要通
过实验验证；许多未知需要实验去探索；作为研究化学必备
的实验技能需要通过做实验去提高。目前的实验条件下，原
子用眼睛不能直接看到，要研究化学规律必须了解原子的结
构，这就需要建立原子的模型，通过模型去想象原子的真实
结构。不仅原子需要，分子也需要，前面的牛胰岛素分子模
型，是许多科技工作者汗水的结晶。因此，模型法是学习化
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逻辑法是科学研究普遍采用的方法。比
如我们根据硫酸、盐酸等酸的性质可用归纳的方法得到酸的
通性，又可以用类比的方法推断磷酸的性质。综上所述，在
高中化学学习中要注意训练科学方法，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还要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善
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要勤于思考，并多阅读课外书籍，
以获取更多的知识。相信大家在新学年里一定会学好化学。

化学教案初中篇四

第一篇:《化学键教案》

化学键

【基础知识导引】

一、学习目标要求

1．掌握化学键、离子键、共价键的概念。

2．学会用电子式表示离子化合物、共价分子的形成过程，用



结构式表示简单共价分子。

3．掌握离子键、共价键的本质及其形成。

4.知道离子化合物共价化合物的概念，能够判断常见化合物
的类别。

5.知道化学键与分子间作用力的区别，知道氢键影响物质熔
沸点。

二、重点难点

1．重点：离子键和共价键，用电子式表示离子化合物的形成。

2．难点：离子键和共价键本质的理解。

【重点难点解析】

(一)离子键

1．氯化钠的形成

[实验5―4]钠和氯气化合生成氯化钠

实验目的：巩固钠与氯气反应生成氯化钠的性质；探究氯化
钠的形成过程。

注意：钠的颗粒不宜太大，当钠粒熔成球状时就迅速将盛氯
气的集气瓶倒扣在钠的上方不宜太迟。

讨论：金属钠与氯气反应，生成氯化钠，试用已学过的原子
结构知识来分析氯化钠的形成过程。

2．离子键的定义与实质



(1)定义：使阴、阳离子结合成化合物的静电作用，叫离子键。

(2)实质：就是阴离子(负电荷)与阳离子(正电荷)之间的电性
作用。

3．离子键的形成和存在

(1)形成；形成离子键的首要条件是反应物中元素的原子易发
生电子得失而形成阴、阳离子。由元素的金属性、非金属性
涵义可知，活泼金属与活泼非金属化合时，一般都能形成离
子键。

(2)存在：在由阴、阳离子构成的离子化合物里一定存在离子
键，同时含有离子键的化合物也一定是离子化合物。

4．离子键的表示方法

(1)电子式：在元素符号周围用“・”或“×”来表示原子的
最外层电子的式子。

(2)用电子式表示原子、离子原子：如铝原子?、氟原子：离
子：如钠离子na、硫离子

注意：写电子式，首先要弄清原子、离子的最外层电子数。
写离子的电子式，要正确地标出离子的电荷，对阴离子还要
加一个“[]，以表示原子得到的电子全归已有而不是共用。
简单阳离子，其最外层电子已全部失去，其电子式就用离子
符号表示即可。

(3)用电子式表示离子化合物nacl:

cao：、na2s：、的电子式都是错误的。注意：像、

(4)用电子式表示离子化合物的形成过程



nacl的形成过程：

caf2的形成过程：

(二)共价键

1．氯化氢的生成

前面我们在[实验4―2]已经做了h2可在cl2中燃烧生成氯化氢
的实验，初中我们也学习了在生成氯化氢分子的过程中，电
子不是从一个原子转移到另一个原子，而是形成共用电子对，
为cl原子和h原子所共用。通过共用电子h原子最外层形成2个
电子的稳定结构，cl原子最外层形成8个电子的稳定结构，从
而就形成了稳定结构共价化合物氯化氢。

2．共价键的定义和实质

(1)定义：原子之间通过共用电子对所形成的相互作用，叫共
价键。

(2)实质：共用电子对(负电荷)与原子核(正电荷)之间的电性
作用。

化学教案初中篇五

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共价键的三个主要参数：键能、键长、键角；

2．初步了解化学键的极性与分子极性的关系；

3．初步了解分子间作用力-氢键的概念。

教学重点：共价键的三个主要参数；



教学过程：

[复习]

1．关于化学键的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a）离子化合物可以含共价键

（b）共价化合物可能含离子键

（c）离子化合物中只含离子键

（d）共价化合物中不含离子键

2．下列哪一种元素的原子既能与其它元素的原子形成离子键
或极性共价键，又能彼此

结合形成非极性共价键（）

（a）na（b）ne（c）cl（d）o

3．写出下列物质的电子式和结构式

[板书]1、表明共价键性质的参数

（1）键长：成键的两个原子或离子的核间距离。

[讲述]键长决定分子的稳定性，一般说来，键长越短，键越
强，也越稳定。键长的大小与成键微粒的半径大小有关。如
键和h—cl

h—i。

[板书]（2）键能：拆开1l某键所需的能量叫键能。单位：/l。



[讲述]键能决定分子的稳定性，键能越大，键越牢，分子越
稳定。

[板书]（3）键角：分子中相邻的两个键之间的夹角。

[讲述]键角决定分子的空间构型，凡键角为180°的为直线型，
如：；凡键角为

109°28′的为正四面体，如：。

[思考]共价键中有极性键和非金属键，由共价键形成的分子
中是否也有极性呢？

[板]2、非极性分子和极性分子

化学键的极性是原子在分子中的空间分布决定分子的极性。

[讲述]（1）非极性分子：分子中电子云分布均匀，分子结构
对称的分子属于非极性分子。只由非极性键结合成的分子都
是非极性分子。如：。由极性键结合成的分子，分子中正、
负电荷的重心重叠，结构对称也属于非极性分子。如：

（2）极性分子：分子中由于电子云分布不均匀而呈极性的分
子。由极性键结合形成的分子，正、负电荷重心不重叠，产
生正、负极，分子结构不对称，属于分子极性分子。如：hcl、。

（3）相似相溶原理：极性分子组成的溶质量于极性分子组成
的溶剂；非极性分子组成的溶质量溶于非极性分子组成的溶
剂。

如：为非极性分子，易溶于非极性分子溶剂中。

[板书]3、分子间作用力?



[设问]请大家思考一下，分子间作用力是不是一种化学键，
为什么?请举例说明。

分子间作用力存在于：分子与分子之间

化学键存在于：分子内相邻的原子之间。

[阅读]科学视野分子间作用力和氢键

[板书]氢键：

[讲述]与吸电子强的元素（f、o、n等）相结合的氢原子，由于
键的极性太强，使共用电子极大地偏向于高电负性原子。而h
原子几乎成了不带电子、半径极小的带正电的.核，它会受到
相邻分子中电负性强、半径较小的原子中孤对电子的强烈吸
引，而在其间表现出较强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就是氢键。

[讲述]氢键的形成对化合物的

物理和化学性质具有重要影响。

[解释]化合物的熔沸点，主要取决于分子间力，其中以色散
力为主。以氧族元素为例，h2te、s2se、h2s随相对分子质量的
减小，色散力依次减弱，因而熔沸点依次降低。然而h2o由于
分子间氢键的形成，分子间作用力骤然增强，从而改变
了te—s氢化物熔沸点降低的趋势而猛然升高，卤族中的hf和
氮族中的nh3也有类似情况。

[小结]略

[板书计划]

1．表明共价键性质的参数



（1）键长：成键的两个原子或离子的核间距离。

（2）键能：拆开1l某键所需的能量叫键能。单位：/l。

（3）键角：分子中相邻的两个键之间的夹角。

2．非极性分子和极性分子

化学键的极性是原子在分子中的空间分布决定分子的极性。

3．分子间作用力?氢键：

[课堂练习]

1．下列物质中，含有非极性键的离子化合物是（）

a．na2o2b．na2oc．naohd．cacl2?

2．下列物质中，不含非极性键的非极性分子是（）

a．cl2b．h2oc．n2d．ch4?

3．下列关于极性键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由不同种元素原子形成的共价键?

b．由同种元素的两个原子形成的共价键?

c．极性分子中必定含有极性键?

d．共用电子对必然偏向吸引电子能力强的原子一方?

4．下列化学键一定属于非极性键的是（）



a．共价化合物中的共价键b．离子化合物中的化学键?

c．非极性分子中的化学键d．非金属单质双原子分子中的化学
键?

化学教案初中篇六

教学目标：

1．物质的溶解性

2．固体的溶解度及温度对它的影响

3．固体的溶解度曲线

4．气体的溶解度及压强、温度对它的影响

教学重点：固体溶解度的概念

教学难点：固体溶解度的概念

教学过程：

[复习]1．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的定义；

2．饱和溶液要在哪两个条件下讨论才有确定的意义；

3．如何判断某溶液是饱和溶液，若该溶液不饱和，怎样才能
使它变成饱和溶液。

[引言]我们已经知道，在相同条件下，有些物质容易溶解在
水里，而有些物质很难溶解，也就是说各种物质在水里的溶
解能力不同。我们把一种物质溶解在另一种物质里的能力叫
做溶解性。



[讨论]根据生活经验，溶解性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溶解性的`大小与溶质、溶剂的性质和温度等因素有关

[讲述]在很多情况下，仅仅了解物质的溶解性是不够的，人
们需要精确地知道在一定量的溶剂里最多能溶解多少溶质，
这就要用到溶解度这个概念。

在一定温度下，某固态物质在100克溶剂里达到饱和状态时所
溶解的质量，叫做这种物质在这种溶剂里的溶解度。

[分析]条件：一定温度下；

标准：100克溶剂里；

状态：饱和状态；

本质：溶质的质量；

单位：克。

[举例]在20。c时，100克水里最多能溶解36克氯化钠（这时溶
液达到了饱和状态），我们就说氯化钠在20。c时在水里的溶
解度是36克。又如：在20。c时，氯酸钾在水里的溶解度是7.4
克，那就表示在20。c时，100克水中溶解7.4克氯酸钾时，溶
液达到饱和状态。

[练习]1.下列叙述是否正确。

（1）食盐在水里的溶解度时是36克。

（2）20。c时，硝酸钾的溶解度为31.6克。

（3）20。c时，50克水中加入18克食盐后溶液恰好饱和，因



此，20。c时，食盐在水里的溶解度为18克。

（4）10。c时，100克水里溶解了15克蔗糖，所以，10。c时，蔗
糖的溶解度为15克。

2．60。c时，硝酸钾的溶解度为124克，填表：

课题：溶解度

溶质

溶剂

溶液状态

温度

溶质质量

溶剂质量

溶液质量

3．20。c时，食盐的溶解度为36克，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1）20。c时，100克水中最多能溶解36克食盐。

（2）20。c时，食盐在100克水中达到饱和状态时所溶解的质量
为36克。

[讲述]物质的溶解性和溶解度是什么关系呢？物质的溶解性，
即物质溶解能力的大小，它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性质。
这种溶解能力既取决于溶质的本性，又取决于与溶剂间的关
系。而物质的溶解度，它是按照人们规定的标准来衡量物质



溶解性的一把“尺子”。在同一温度下，不同物质在同一种
溶剂里所能溶解的不同质量，就在客观上反映了他们溶解性
的区别。

化学教案初中篇七

铁是银白色光泽的金属，密度大，熔沸点高，延展性，导电
导热性较好，能被磁铁吸引。铁在地壳中的含量仅次于氧、
硅、铝，排第四。铁是一种副族元素，化合价主要有0价、+2
价和+3价，+6价（高铁）不常见。

铁可以与许多非金属单质发生反应，与氧化性较强的反应生
成三价铁，如氯气，液溴；与氧化性较弱的.反应生成二价铁，
如硫、碘。

（3）铁在氧气中生成四氧化三铁：3fe+2o2点击图片可在新
窗口打开fe3o4，四氧化三铁中含有1/3的二价铁和2/3的三价
铁。

与氧化性酸反应，铁遇冷的浓硫酸会发生钝化反应。

铁可以与金属活动顺序中排在它后面的金属的盐发生置换反
应：fe+cuso4=cu+feso4。

化学教案初中篇八

1、认识滴定管和容量瓶，了解其规格、构造和用途。

2、熟练掌握滴定管和容量瓶的使用方法。

3、通过动手练习，训练操作技能。

4、在实验中培养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方法和精
神。



练习滴定管和容量瓶的使用方法。

滴定操作技能的形成。

量筒、滴定管、容量瓶、烧杯、玻璃棒、胶头滴管、滴定管
夹、锥形瓶。

单人单组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练习两种新仪器的
使用方法。之前，复习一下量筒的知识。

量筒的用途是什么？使用量筒时应注意什么问题？仔细观察，
注意其刻度。

量筒：用于粗略量取一定体积的液体，最小刻度为0.1ml，不
估读，使用时应注意：

1、使用时，应选合适的规格，观察刻度时量筒要放平，使视
线、刻度及液体的凹液面的.最低点保持同一水平。

2、不能在量筒中配制溶液和进行化学反应，不能加热。

3、量筒内残留的液体为“自然残留液”，不应洗涤后再转移。

4、量筒刻度由下而上，无“0”刻度。

实验时，有时要准确量取一定体积的液体，这时量筒不能满
足需要，那么用什么仪器呢？现在给大家介绍一种。

请同学们认真观察酸、碱式滴定管的结构、规格、分类（培
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滴定管是内径均匀、带有刻度的细长玻璃管，下部有用于控
制液体流量的玻璃活塞（酸式滴定管）或由橡皮管、玻璃球



组成的阀（碱式滴定管）。规格有25ml、和50ml。滴定管主要
用于精确地放出一定体积的溶液，可估读到0.01ml。

使用滴定管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1、使用前应检验滴定管是否堵塞或漏水。

检验滴定管是否堵漏，方法是：用自来水充满，夹在滴定台
架上,静止约2分钟,观察有无水滴渗出。将活塞旋转180度，
再检查一次，若前后两次均无水渗出，活塞转动也灵活，即
可使用。漏水应重新涂凡士林，条件好的学校可更换；还要
检验是否堵塞，堵塞应擦净凡士林并把小孔中的凡士林用滤
纸和细丝除掉，涂凡士林的方法是：将活塞取出，用滤纸及
干净布将活塞及活塞槽内的水擦干净。用手指蘸少许凡士林，
在活塞的两头涂上薄薄的一层，在离活塞孔的两旁，少涂一
些，以免凡士林塞住塞孔，或者在活塞粗的一端和塞槽细的
一端的内壁涂上一薄层凡士林（初学者用此方法较好），将
活塞插入活塞槽中并拧紧，同时向同一方向旋转活塞，直到
活塞中的油膜均匀透明；如果活塞不配，需重新更换；如发
现转动不灵或活塞上出现纹路，表示凡士林涂得不够；若有
凡士林从活塞缝内挤出，或活塞孔被堵塞，表示凡士林涂得
太多。遇到这种情况，都必须把塞槽和活塞擦干净后重新涂
上凡士林；涂上凡士林后，用橡皮圈将活塞栓好，以防活塞
脱落打碎。

2、酸式滴定管盛放酸性溶液，碱式滴定管盛放碱性溶液，不
可互换。均不可盛放热液体。

3、用蒸馏水洗涤后，用操作液润洗滴定管2~3次，第一次
用10ml左右，第二、三次用5ml左右，装入操作液时用漏斗，
烧杯等仪器。

注意：无论何种滴定管，每次洗涤（操作液润洗除外），将
水倒出后应擦干外壁，观察内壁，若不挂水珠，表示洗净。



4、读数时，应使视线、刻度及液体的凹液面的最低点保持同
一水平。

5、滴定管内气泡的排除。

滴定管内的气泡：对酸式滴定管可迅速转动活塞，使溶液很
快冲出，将气泡带走，如带不走则有老师用酸性重铬酸钾溶
液处理。对碱式滴定管，可把橡皮管向上弯曲，利用气泡上
浮原理，挤动玻璃珠，使溶液从尖嘴处喷出，气泡即可排除。
注意，只有排除气泡后才可以读数。

1、检验滴定管是否堵塞或漏水。

2、向滴定管装液，润洗滴定管。

3、排除滴定管内气泡。

4、练习滴定管读数。

5、学生们测出25滴水的体积。

6、用滴定管量取10.00ml水。

使用滴定管时应注意的问题：

1、检查2、润洗3、赶气泡，调液面

4、读数（眼睛平视，液体的凹液面和刻度线相切）

请同学们认真观察容量瓶的结构、规格，了解其用途。

容量瓶是细颈、梨形的平底玻璃瓶，瓶口配有磨口的玻璃塞
或塑料塞、瓶体上标有温度和容积，表示在所指温度下，所
量液体的体积，瓶颈部有一环形刻线，当液体凹液面与此刻
线相切时，溶液的体积即为容量瓶所标注的体积，没有零刻



度。

常用容量瓶的规格有：50ml、100ml、250ml、500ml、1000ml
等几种。

使用容量瓶应注意：

1、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水。

2、容量瓶不能被加热，也不能装热溶液，等冷却至室温时才
可转移入容量瓶。不可久贮溶液，尤其是碱溶液。

3、定容时用胶头滴管慢慢滴加到刻度线（眼睛平视，液体的
凹液面和刻度线相切）。

4、容量平使用完毕后及时洗净、凉干。

p170操作练习1、2。

使用方法：

1、检漏2、移入室温溶液3、定容4、摇匀

1、完成实验报告。2、完成教材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