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化学第一册教案 初中化学第一章教
案设计(通用8篇)

通过三年级教案的使用，教师可以合理安排课堂时间，提高
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同科目和不同难度的教
案都有所涉及，涵盖了多个领域。

化学第一册教案篇一

一、教学目标

1．认识物质是由分子、原子等微小粒子构成的。

2．认识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原子是化学变
化中的最小粒子。

3．培养抽象思维能力、想象能力以及分析、推理的能力。

二、教学重点、难点

1．物理变化、化学变化的主要区别。

2．分子、原子的概念及主要区别。

3．用分子、原子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中某些物质的变化。

三、教学准备 多媒体、实验器材

四、课时安排 1课时

五、教学过程

[引入新课]：



[设问]世界是由形形色色的物质构成的, 但物质本身又是由
什么构成的呢?

[演示]品红扩散实验

（提问）品红为什么消失？整杯水为什么变红了？

[播放动画] 品红分子在水中扩散的微观过程。

[结论] 宏观物质都是由微小的粒子——分子、原子构成的。
分子、原子是真实存在的。

活动探究、探求新知：

一、粒子的特征

[提问]水也是由分子构成的，水分子看不见，为什么水却能
看见？

（讲解）其实分子是很小的粒子

[板书]1、分子的质量和体积非常小。

（引入）从课堂开始的品红消失和闻到的香水味以及动画我
们猜想分子是运动的。

[演示]取一支试管加20ml水，滴2滴酚酞试液，再滴加浓氨
水。观察有什么现象？

[提问]若不直接滴加浓氨水，你有什么办法使酚酞试液变成
红色吗？

[多媒体展示]播放氨分子运动

[ 提问]这一实验说明了什么？



[追问]若改变温度对分子运动有什么影响？你能设计实验证
明吗？

[板书]2、分子总在不断运动，温度升高，分子运动速度率加
快

[提问]混合后的体积是两者之和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什么呢？

[板书]3、分子间有一定的间隔。

[提问]由分组实验你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小结]气体分子间间隔较大，容易被压缩，而液体、固体分
子间间隔较小，不易被压缩。

[演示]flash动画模拟《水分解的微观变化》。 边演示边讲解

引导学生从分子的角度，理解水的蒸发与分解两种变化有什
么不同。

[小结]分子是保持化学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微粒。

[追问]化学变化中，分子是如何改变的呢？

[再次演示]flash动画模拟《水分解的微观变化》。

2、氧 汞分子分解过程（flash动画）

[提问]你有何发现？你能得出哪些结论？

[小结]

1、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分子在化学变化中可以再分。



2、化学变化的实质是分子分成原子，原子重新组合

3、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粒子。

4、分子、原子的区别：在化学变化中，分子可分，原子不可
分。

5、原子可以结合形成分子，也可以直接构成物质。

六、板书设计：

课题2 分子的原子

一、物质是由分子和原子等粒子构成的

二、分子的性质

1、分子很小 2、分子在不断运动 3、分子之间有间隔

三、 分子的概念：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

四、用分子、原子的观点解释

1、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

当物质发生物理变化时，分子不变；当物质发生化学变化时
分子变了，原子不变。

2、混合物和纯净物

由分子构成的物质中，纯净物是由同种分子构成的；

混合物是由不同种分子构成的。

七、教后反思：



八、效果检测：

1．1994年印度博帕杰毒气泄漏，很多人中毒．它说明了（ ）

a．分子可再分 b. 分子在不停运动 c. 分子很小 d. 分子间有间
隔

2．100 ml酒精和100 ml水混合后总体积小于200 ml，说明了
（ ）

a．物质是由分子构成 b．分子很小 c.分子在不停地运动 d．分
子间有一定间隔

3．保持氧气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是（ ）

a．氧分子 b．氧原子 c. 氧离子 d．氧气

4．在电解水这一变化中，没有变化的粒子是（ ）

a．水分子 b. 水原子 c. 氢、氧两种原子 d．以上都不是

5．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水电解生成氢气和氧气，说明水中含有氢分子和氧分子

b．同种物质的分子性质相同，不同种物质的分子性质不同

c. 物质都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又由原子构成

d．同种原子可以构成分子，而不同种原子不能结合成分子

化学第一册教案篇二

一、教学目标：



1、了解元素的概念，将对物质的宏观组成与微观结构的认识
统一起来；

3、初步认识元素周期表，知道它是学习和研究化学的工具，
能根据原子序数在元素周期表中找到指定元素和有关元素的
一些其他信息。

二、重点、难点：

1、元素的概念、元素符号的书写和意义

2、元素概念的形成，元素符号的书写和意义，元素周期表的
排规律和相关信息。

三、课时安排： 1课时

四、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过程：

复习提问：

1、什么是分子？什么是原子？其本质区别是什么？

2、什么是原子相对质量？

情景导入：

讲授新课：

一、元素（板书）

讲解：无论是木炭中的`碳原子，还是二氧化碳分子里的碳原
子，它们的核电荷数（即质子数）



都是6，说明它们都含有碳元素。又如：二氧化碳分子里的氧
原子与氧气分子中的氧原子其核电荷数都是8，称为氧元素。

提问：二氧化碳是由几种元素组成？（四氧化三铁、氯酸钾
呢？）

小结：1、元素概念：见课文第71页（板书）

讲解：核电荷数（质子数）决定元素的种类。目前已发现的
元素有一百余种，物质二千多万种，这千千万万物质都是由
一百多种元素组成的。元素只论种类，不论个数。

讲解：根据我国文字的形象化，讲解这一百余种元素分为金
属元素、非金属元素和稀有气体元素。

小结： 金属元素：如：na、mg、al、zn、fe、……

2、元素 非金属元素：如：c、si、s、p、cl、n、…… （板书）

稀有气体元素：如：he、ne、ar……

阅读：课本第71页图4-4，找出地壳中含量最多的两种非金属
元素和两种金属元素。

3、元素的读法、写法（板书）

讲解：利用板书讲解元素名称（我国命名、国内通用）、元
素符号（用拉丁文名称的第一个大写字母表示，若几种元素
名称的第一个字母相同时，可再附加一个小写字母区别，
如fe。一大二小国际统一）的读法、写法。

阅读：课本第73页表4-3的常见元素的名称、符号，要求学生
掌握26种元素的名称与符号的读法、写法。



4、元素符号的意义：

讲解：元素符号的意义：表示一种元素，表示这种元素的一
个原子。

提问：如何表示几个原子呢？

小结：元素符号前边的化学计量数表示原子个数

如：2h 表示两个氢原子

讨论：元素与原子的比较

小结：元素与原子的比较表

元素原子

概念具有相同核电荷数（即质子数）一类原子的总称化学变
化中的最小粒子

区别元素一般用于说明物质的宏观组成

元素是同一类原子的总称，只表示元素的种类不说明个数，
没有数量多少的含义

元素可以组成单质和化合物原子一般用于说明物质的微观构
成

原子指微观粒子，讲种类，讲个数。

化学第一册教案篇三

第一章空气氧

§1空气



教学目的：知识：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空气的组成，并对
空气的污染和防治有所认识。

能力：初步培养学生观察实验，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

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重点难点：了解空气的组成及空气污染与防治。

教学方法：实验探讨法、课堂讨论启发式讲解法。

酒精灯；药品：红磷、水，火柴。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旨

【引入】人类和一切动植物的生命支柱是什么气体?

空气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天然物质，它跟我们的生活
最密切，它是由一种物质组成还是由多种物质组成的呢？今
天我们进一步学习有关空气的知识。

【板书】第一章空气氧

第一节空气

【板书】一、空气的组成

【提问】1．空气就在你周围，你能描述它有哪些物理性质吗？



2．空气是一种单的一物质吗？它主要由哪些成分组成呢？

【演示实验】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课本p.7图1-1）。

介绍仪器名称，操作顺序，提示学生观察要点：红磷燃烧的
主要现象和水面变化的情况。

【学生分组的实验】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教参p.7
图1-1）。

介绍仪器名称，装置原理，操作操作顺序，注意事项。

用燃着的火柴检验瓶内剩余气体。【分析讨论】启发引导学
生分析讨论：

1．红磷燃烧生成五氧化二磷；说明红磷燃烧所消耗的`是空
气中的什么气体？

2．为什么红磷燃烧时只消耗了钟罩或集气瓶内气体的1/5而
不是全部呢？

3．用燃着的火柴伸入钟罩或集气瓶内，火柴熄灭说明了剩余
气体具有什么性质？

【板书】空气是无色、无味的气体，它不是单一的物质，是
由多种气体组成。空气中主

思考、回答问题。

回忆什么是物理性质，思考回答问题。

填写观察记录：

红磷燃烧时有大量



。

用燃着的火柴伸入钟罩内，火焰。

实验记录：

红磷燃烧时有大量

生成，打开弹簧夹后，烧杯中的水会进入集气瓶，约占瓶容
积的。

火焰。

分析、思考、讨论、归纳得出结论。

理解记忆

阅读课本p.7~p.8

学生活动

激发学生学兴趣，引入课题。

复习绪言中物理性质概念，使学生产生求知欲。引入空气组
成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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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第一册教案篇四

一、教材分析



课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第二部分用实验方法检验成分。

第三部分向学生进行营养卫生教育。

二、学情分析

本课主要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进行教学，通过本堂课的学习，
使学生知道成分主要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盐类、维生素、
水等，知道营养卫生的基本要求。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实验能
力。

三、教学目的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知道成分主要有蛋白质、脂肪、淀
粉、盐类、维生素、水等。

2、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初步学会用实验方法检验食物中的
营养成分。

3、向学生进行营养卫生教育，使学生知道营养卫生的基本要
求。

四、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认识食物中的蛋白质、脂肪、淀粉三种营养成分。

难点：讲述各种营养成分的作用。

五、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



1、分组实验材料――酒精灯，火柴，支架，铁丝，试管，滴
管，淀粉液，碘酒，淀粉，肥肉。瘦肉，熟蛋白，花生、向
日葵、芝麻的种子。

2、挂图或投影片――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学生准备：白纸，馒头、米饭、土豆、黄瓜、白菜、萝卜、
苹果等食物（以上食物仅供参考，只要包括含淀粉类食物与
不含淀粉类食物即可，品种不限，均为少量）。

六、教学过程

（一）导入

1、谈话：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有哪些？

2、谈话：为什么人每天要吃各种食物？

3、讲述：人所以每天要吃食物，是因为食物中含有人体需要
的营养。那么人体需要哪些营养？这些营养有什么作用？它
们主要含在哪些食物中？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

（二）新授

1、指导学生认识人体需要的营养

那么食物中含有哪些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呢？

（出示课件）

2、指导学生检验成分

（2）学习检验蛋白质的方法

1讲述：瘦肉、蛋白（蛋清）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在支架上



挂一根铁丝，将瘦肉、煮熟的蛋白钩在铁丝上，用火烧（先
烧瘦肉，再烧蛋白），闻一闻有什么气味。

2分组实验。

3汇报实验结果。

4教师小结：在烧瘦肉和蛋白时，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像烧鸡
毛一样的气味，这是蛋白质燃烧时特有的气味。所以，我们
可以用烧、闻味的方法检验食物中是否含有较多的蛋白质。

（3）学习检验脂肪的方法

1讲解：肥肉、花生米和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很多脂肪。

把肥肉用力在白纸上抹，把芝麻、花生、向日葵的种子放在
白纸上划或用铅笔压，观察白纸上有什么？用手摸一摸这个
地方有什么感觉？然后把白纸拿起来对着亮光照，观察纸有
什么变化。

2分组实验。

3汇报实验结果。

4教师小结：把含有脂肪较多的食物在纸上划、压，纸上会留
下油迹。油迹和水迹不同，颜色发淡黄，不容易干，摸着油
乎乎的，容易透光。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检验食物中是否含
有较多的脂肪。

（4）学习检验淀粉的方法

2演示实验

3教师小结：实验说明，淀粉遇碘酒可以变成蓝色。这是淀粉
特有的性质，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检验食物中是否含有较多



的淀粉。

（5）检验常见的食物中哪些含有淀粉

1讲述：下面，我们来检验一下自己带来的这些食物，哪些含
有淀粉？（检验萝卜、苹果、土豆等食物时，需要把它们切
开再滴碘酒。）

2分组实验。

3汇报实验结果。

（6）教师小结：对食物营养成分的检验是一门科学，只有通
过实际检验，才能确定各种食物中含有什么营养成分，含量
多少，以便更好地搭配食物。

3、向学生进行营养卫生教育

（1）谈话：对照课本第63页的图说一说，各种营养成分多含
在哪些食物中？

（2）讨论：

1有没有哪种食物含有人体需要的全部营养？（没有）

2人体生长发育需要多方面的营养，而没有哪种食物能含有人
体需要的全部营养，那么我们吃饭时应该注意什么？（吃多
种食物，不偏食。）

4有人认为吃的营养越多身体越健康，这种说法对不对？为什
么？（还可以结合学生实际，补充一些讨论题。）

（3）教师小结：为了保证身体健康，必须注意营养卫生。第
一，吃的食物要多样化，合理搭配营养，不偏食，不挑食，
不然就会因为缺少某种营养而得病。第二，进食要适量，吃



的太少会得营养不良症，吃的太多也会得病，例如肥胖症。

（三）巩固应用

1、讲述：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关于的知识

2、提问：

（1）人体需要哪些营养？

（2）怎样检验食物中是否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

（四）板书设计

19

蛋白质、水、盐类――构成人体的材料

淀粉、脂肪――人体的能源

维生素――增强抵抗力

检验方法：

蛋白质――用火烧 脂肪――划或压 淀粉――滴碘酒

七、课后小记

化学第一册教案篇五

【板书】一、空气的'组成

【提问】1．空气就在你周围，你能描述它有哪些物理性质吗？

2．空气是一种单的一物质吗？它主要由哪些成分组成呢？



【演示实验】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课本p.7图1-1）。

思考、回答问题。

回忆什么是物理性质，思考回答问题。

激发学生学兴趣，引入课题。

复习绪言中物理性质概念，使学生产生求知欲。引入空气组
成的讨论。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介绍仪器名称，操作顺序，提示学生观察要点：红磷燃烧的
主要现象和水面变化的情况。

【学生分组的实验】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教参p.7
图1-1）。

介绍仪器名称，装置原理，操作操作顺序，注意事项。

用燃着的火柴检验瓶内剩余气体。【分析讨论】启发引导学
生分析讨论：

1．红磷燃烧生成五氧化二磷；说明红磷燃烧所消耗的是空气
中的什么气体？

2．为什么红磷燃烧时只消耗了钟罩或集气瓶内气体的1/5而
不是全部呢？

3．用燃着的火柴伸入钟罩或集气瓶内，火柴熄灭说明了剩余



气体具有什么性质？

【板书】空气是无色、无味的气体，它不是单一的物质，是
由多种气体组成。空气中主要成分是氧气和氨气。

【讲述】人类对空气认识的历史过程（利用投影挂图讲解）。

【小结】空气的成分其积极分数：氮气（78%）、氧气
（21%）、稀有气体（0.94%）、二氧化碳（0.03%）、其它气
体和杂质（0.03%）。

【投影】课堂练习一（见附1），指导学生做练习。

填写观察记录：

红磷燃烧时有大量

。

用燃着的火柴伸入钟罩内，火焰。

实验记录：

红磷燃烧时有大量

生成，打开弹簧夹后，烧杯中的水会进入集气瓶，约占瓶容
积的。

火焰。

分析、思考、讨论、归纳得出结论。

理解记忆

阅读课本p.7~p.8



准确记忆

做练习一

培养学生动手操作及观察实验的能力。

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教育。

巩固加深理解记忆。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问题引入】你知道污染空气的是哪些物质？来源于哪里？
如何防治空气的污染吗？（结合挂图、投影讨论）。

【板书】二、空气的污染与防治

1．污染空气的性质：粉尘、有害气体。

2．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矿物燃料、化工厂的废气，汽车排放
的尾气等。

3．防治和减少空气污染的方法：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消
除、减少污染源。

【投影】课堂练习二（见附2）。指导学生做练习

【课后小结】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我们了解了空气的组成，
空气的污染与防治，认识到保护环境是重要的，是每个公民



都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投影】随堂检测（见附4）

思考、看投影片讨论。

阅读课本p.9第二、第三自然段。

讨论、归纳、综合、记忆。

做练习二

归纳、总结

独立完成检测题

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

加强学生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巩固已学知识。

学生归纳总结，老师补充完整。达到本节教学目的。

及时反馈

教学教案录入：admin责任编辑：admin

化学第一册教案篇六

课型:

新授课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 认识燃烧的条件和灭火的原理.

2、了解有关易燃物和易爆物的安全知识.

能力目标：

1、通过活动与探究,使学生学会对获得的事实进行分析得出
结论的科方法

2、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目标:

使学生树立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
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辩证观点。

教学重点：

燃烧条件及灭火原理.

教学难点：

燃烧条件及灭火原理.

教学方法:

探究式教学法、讨论法、 归纳法、演示实验法.

教学用具:



本课题中所有探究活动和演示实验用品 、 课件

教学思路：

1、结合课本图7-1、7-2、7-3、组织学生讨论并举例说明燃
烧对人类生存和工农业生产的意义.

2、根据课本活动与探究实验,总结通常情况下燃烧的三个条
件.

3、根据学生各学习小组深入消防重点单位、如加油站、油库、
商场等地实地调查后搜集到的有关火灾事例及常用的灭火方
法等材料,各小组展开讨论,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演示课
本p126活动与探究实验及[实验7-1], 然后师生共同归纳灭
火的 原理和方法.

4、对于易燃物和易爆物的安全知识，教师演示[实验7-2]，
同时指导学生阅读课本内容，展示燃烧和爆炸的有关图片,让
学生识记,培养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5、课本p131 页习题1、2、3、及课本讨论内容通过课堂讨论
随堂解决。

(1)什么叫燃烧? (2)燃烧应具备什么条件?

(3)灭火的原理及灭火的方法有哪些? (4)引起可燃物爆炸的
原因是什么？

教学过程:

一、检查预习作业:

为什么火能推动人类历史前进?那么人们如何保留火种,今天
让我们对火,即燃烧作一



个初步的科学的解释

三、讲授新课:

[板书课题] 第七单元 、 燃料及其应用

课题1 燃烧和灭火

业生产的重要意义。

[提问]: 既然燃烧对人类生活和工农业生产如此重要,那么你
知道什么叫燃烧吗?

燃烧应具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演示实验]:

按照课本p124页活动与探究实验内容进行演示实验,为了减
少学生观察实验现象的盲目性,教师应进行指导.

[学生观察] 白磷燃烧实验现象

化学第一册教案篇七

一、教学目标

1、认识空气的成分，说出各成分的大致含量

2、了解混合物及纯净物的概念

3、知道空气各成分的主要用途

二、重点、难点

1、空气的主要成分及其体积分数，混合物与纯净物



2、空气的主要成分确定

三、教学准备：

准备教材中“测定空气里氧气含量”实验的有关器材

四、教学安排：一课时

五、教学过程

[引言]人类和一切动植物的生命支柱是什么气体?

空气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天然物质，它跟我们的生活
最密切，它是由一种物质组成还是由多种物质组成的呢？今
天我们进一步学习有关空气的知识。

[板书]2.1、空气的成分

[提问]1．空气实实在在的存在，你能否举出空气存在的例子
呢？

2．空气就在你周围，你能描述它有哪些物理性质吗？

3、空气是一种单的一物质吗？它主要由哪些成分组成呢？你
能用实验来证明吗？

引导学生设计实验装置，了解实验原理

原理：利用化学变化特点，用一种物质同空气反应，若空气
无剩余，则空气的成分单一，反之，成分不唯一。

具体装置：连通器原理，利用气体消耗后的气压缩小，水面
上升，测定空气的成分。

注意事项：生成物应该为固体、液体，不能为气体（为什



么），测量水面高度时，应等到恢复倒室温时。

[演示实验]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课本p.26图2-1）。介绍
仪器名称，操作顺序，提示学生观察要点：红磷燃烧的主要
现象和水面变化的情况。

[分析讨论]启发引导学生分析讨论：

课本中的问题：

1、空集气瓶中装得是什么？

2、瓶内出现了什么现象？

3、红磷燃烧消耗了瓶内什么物质？

4、观察到什么现象，为什么？

观察现象产生的问题

1．水面为什么会升高？

2、红磷燃烧生成五氧化二磷；说明空气中含有什么样的气体？

3．为什么红磷燃烧时只消耗了钟罩或集气瓶内气体的1/5而
不是全部呢？

[解答]1、瓶中装的是空气

2、红磷在瓶中燃烧，产生大量的白烟，一段时间后熄灭。

3、磷燃烧消耗了瓶内的氧气，氧气消耗完毕，红磷停止燃烧。

4、松开止水夹后，水倒流至集气瓶中，大约占集气瓶的1/5。



[板书]空气是无色、无味的气体，它不是单一的物质，是由
多种气体组成。

空气中主要成分是氧气和氮气。

[阅读、讨论]（课本28页）

1、空气中各种成分的体积分数是多少？

2、空气的组成是怎样发现的？

3、氮气和稀有气体有什么特征和用途？

4、空气的各组分的比例是否固定不变？

[小结]1、空气的成分其积极分数：氮气（78%）、氧气
（21%）、稀有气体（0.94%）、二氧化碳（0.03%）、其它气
体和杂质（0.03%）。

2、利用实验，仔细观察，不放过任何细节。科学探究的精神。
（拉瓦锡、瑞利）

3、氮气：常温下化学性质很稳定，很难发生化学变化。用途：
冲氮包装，灯泡中冲氮气（为什么？）；但是，在高温下，
可以同某些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用途：制取氮肥，合成染料、
制造炸药。

稀有气体：一般不同其他物质反应，曾称之为‘惰性气体’。

用途：焊接保护气，

通电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用途：霓虹灯，激光技术

氦气：密度很小， 用途：探空气球（为什么不用氢气）



六、板书设计：

空气的成分

1、空气是无色、无味的气体，它不是单一的物质，是由多种
气体组成。

2、空气的成分其积极分数：氮气（78%）、氧气（21%）、稀
有气体（0.94%）、二氧化碳（0.03%）、其它气体和杂质
（0.03%）。

3、氮气：常温下化学性质很稳定，很难发生化学变化。用途：
冲氮包装，灯泡中冲氮气（为什么？）；但是，在高温下，
可以同某些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用途：制取氮肥，合成染料、
制造炸药。

4、稀有气体：一般不同其他物质反应，曾称之为‘惰性气
体’。

用途：

七、教后反思：

上面对空气课时知识的讲解学习，同学们都能很好的掌握了
吧，希望同学们很好的参加考试工作哦。

化学第一册教案篇八

知识：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空气的组成，并对空气的污染
和防治有所认识。

能力：初步培养学生观察实验，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

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重点难点

了解空气的组成及空气污染与防治。

教学方法

实验探讨法、课堂讨论启发式讲解法。

教学用具

仪器：钟罩、水槽、燃烧匙、单孔橡皮塞、集气瓶、烧杯、
乳胶管、导管、双孔橡皮塞、弹簧夹、酒精灯。

药品：红磷、水。

其它：火柴。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引入】人类和一切动植物的生命支柱是什么气体?

空气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天然物质，它跟我们的生活
最密切，它是由一种物质组成还是由多种物质组成的呢？今
天我们进一步学习有关空气的知识。

【板书】第一章空气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