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的组成教学设计(精选8篇)
奋斗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它让我们充满动力和激情，追
求更好的未来。奋斗需要不断学习和积累知识，不断提升自
己的能力。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奋斗的经典案例，让
我们一起来借鉴和学习。

水的组成教学设计篇一

炭宝宝竹炭――呵护您的健康一、教学目标1．通过观察电解
水的实验现象，确认其产物，知道水的组成。2．能结合生活
实际，运用现有知识归纳水的重要性质，并解释自然界的一
些现象。二、教学重点与难点：教学重点：水的电解产物分
析及结论，水的重要性质教学难点：电解水实验的分析及解
释三、课前布置小实验：回家做电解水实验：（干电池、自
来水、盐水、肥皂水、导线）把导线接在干电池的正负极上，
分别把导线插入水中，观察导线上是否有气泡产生。实验成
功后用盐水代替自来水，再在盐水中加入肥皂水。四、课堂
教学设计（一）引入新课在上一节课中，我们已经学习了自
然界中的水循环：海陆间循环、陆上内循环、海上内循环，
在这些水循环过程中，水的形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水循
环过程中有没有生成新的物质？这些变化属于物理变化还是
化学变化？（二）科学探究如果我们给水通直流电，又会发
生怎样的现象呢？一、水的电解：1、介绍实验装置及电路连
接。我们来做一个水电解的实验，这是实验室电解水的装置：
中间的玻璃管与左右的两个玻璃管底部互相连通，我们往中
间的玻璃管里注入水，最后，三只玻璃管内液面保持相平，
左右两个玻璃管的底部各有一个电极，通过导线把玻璃管内
的电极分别与直流电源的正、负极相连接，与电源正极相连
通的电极叫阳极，与电源负极相连通的电极叫阴极。2、观察
现象：（1）接通电源，观察电极和玻璃管内发生的现象：可
以看到电极上出现气泡，气体汇集在两个玻璃管的上部，两
个玻璃管的液面下降。（2）用点燃的火柴接触液面下降较多



的玻璃管尖嘴，（即产生气体体积较多的）慢慢打开活塞，
观察到气体能燃烧，产生淡蓝色火焰，这个玻璃管产生的气
体是氢气。氢气是所有气体中密度最小的一种气体，具有可
燃性，点燃氢气等可燃性气体之前要先验纯，纯净的氢气能
够在空气中安静的燃烧，点燃不纯的氢气会爆炸。（3）用带
火星的木条接近液面下降较少的玻璃管尖端，慢慢打开活塞，
观察到带火星的木条复燃，这是氧气。氧气具有助燃性。氧
气本身不能燃烧，但能使燃烧更加剧烈。（4）与电源正极相
连通的电极叫阳极，阳极产生的'气体是氧气，氧气能使带火
星的木条复燃。与电源负极相连通的电极叫阴极，阴极产生
的气体是氢气，氢气能燃烧，产生淡蓝色火焰。氢气和氧气
的体积比是2u1。（5）实验结论a．水在通电条件下，生成氢气
和氧气，这是一个化学变化，通电这个过程用文字表达为：
水氢气+氧气b．分子是构成物质的一种微粒，水是由水分子构
成的，氢气是由氢分子构成的，氧气是由氧分子构成的，水
分子在通电情况下生成了氢分子和氧分子，而这些氢分子和
氧分子都是通过水分子分解而来的，所以水是由氢和氧组成
的。讨论1：水加热后变成水蒸气与水通电后生成氢气和氧气
的原理一样吗？答：不一样。水加热后变成水蒸气是物理变
化，水分子没有变，只是分子间的间隔变大了。水通电后生
成氢气和氧气，属于化学变化，水分子变了，变成了氢分子
和氧分子。讨论2：因为电解水生成氢气和氧气，所以水是由
氢气和氧气组成的？正确说法：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二、
水的重要性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天天要接触水，你能说
说水有哪些物理性质吗？（颜色、状态、气味、熔点、沸点、
凝固点）颜色无色沸点1标准大气压下100℃气味无味凝固点1
标准大气压下0℃状态液态水的异常现象一定质量4℃时体积
最小讨论1：冰山的形成过程及泰坦尼克号船的沉没的原因。
回答：冰山是大陆上的冰雪反复积累，在海岸边缘的冰崩解
后入海而成的巨大浮冰，冰山有9/10在海面下，泰坦尼克号
船是受冰山撞击而沉没的。讨论2：海水为什么在越深的地方
越蓝。不同颜色的光线射到水中，一部分会被吸收，一部分
会被反射，水越深，被吸收越多，颜色越蓝。五、课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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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组成教学设计篇二

1、学习7的形成，认识数字7，理解7的含义。

2、用完整的语言讲述操作结果和过程。

3、培养幼儿迅速思考的能力，提高幼儿思维的敏捷性。

4、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5、培养幼儿对数字的认识能力。

1、国王头饰一个。

2、课件。

3、幼儿操作材料人手一份。

4、与幼儿相等的数字卡片。

5、音乐磁带。

一、开始部分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小宝贝好！今天我带来了许多图形宝贝，我们一起来认
识一下它们吧！（看课件，圆形，三角形，正方形）原来是
圆形宝贝，我想把它变成6个圆形，谁来帮助我呀？（黑板）
幼儿复习6的数量，并操作，巩固对6的认识。

二、基本部分



——现在我想把6个圆形，变成7个圆形，应该怎么变呢？

（二）幼儿操作材料，引导幼儿初步学习7的形成。

（看看他做对了没，伸出小魔棒，123456，他做对了吗？掌
声送给他，真棒！让我们也来变一变！变好了吗？数一
数，123456，几个圆形？真棒！现在请大家再添上一个圆形，
变成了几个圆形呀？6个圆形添上1个圆形，变成了几个圆形
呀？说得真好！（好，眼睛看我，小手藏好，告诉我6个圆形
添上几个圆形是7个圆形？说对了！谁来帮我把它添好？（真
棒）让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形？原来是三角形，请大家变出6个
三角形，变好了吗？请再添上一个三角形，变成了几个三角
形呀？（真棒！好，眼睛看我，小手藏好，谁来帮助我把6个
三角形变成7个三角形）这是什么形？请变出6个长方形，我
要把它变成7个长方形，还要添上几个呢？6添上1是几？）

（三）教师讲解操作材料，引导幼儿操作，感知7的演变过程，
进一步对7的形成的理解。（好，眼睛看着我，小手藏好，告
诉我你是怎样把6片树叶变成7片树叶？。鱼宝宝也着急了，
谁来帮助它？这有几朵小花？1朵小花添上几朵小花是7朵小
花？谁来帮助它，1朵小花添上几朵小花是7朵小花？让我来
帮助椭圆形宝宝。）

——小宝贝们真能干！7片树叶，7条鱼，7朵花，都可以用数
字几来表示呢？7里面有几个1呀？7像什么？幼儿思考，鼓励
幼儿大胆想像，加深对数字7的理解。

（四）观看课件，进一步加深对７的形成的认识。

１、逐一播放课件，引导幼儿思考，加深对7的形成的理解。

——这是谁呀？数一数，它能进去吗？为什么？（鼓励幼儿
动脑经，加深对7的理解）



2、幼儿开动脑经，丰富对7的认识。

教师总结：小宝贝们说得真好，凡是数量为7的东西都可以用
数字7来表示。

三、结束部分

——今天你们表现都很棒，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去参加森林
宴会吧！播放欢快的音乐，大家一起舞蹈。

水的组成教学设计篇三

4.11.1人体泌尿系统的组成

教学目标：

知识：

1、说出泌尿系统的组成和各部分的功能。

2、概述肾脏的结构特点。

能力：通过观察、解剖肾脏的分组实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
力，实验能力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泌尿系统结构的学习，使学生树
立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物学观点，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

教学重点：泌尿系统各部分的功能以及肾的结构特点

教学难点：肾单位的结构

教学过程（1课时）



[引言]：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废物，如果
在体内积聚过多，会妨碍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因此，人体
为了保持体内环境的稳定，每天都要将产生的废物排出体外。
尿液是人体排出的一种废物，尿液是如何形成的？它又是怎
样被排出体外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一、人体泌尿系统的组成

二、肾是泌尿系统的主要器官

[感受]：请同学们用手指一下肾脏的位置。

[讲述]：人体的肾位于腹腔的背面、脊柱的两侧。肾的背面
和腹面有肋骨保护。（cai展示）

想一想：哪一个器官是泌尿系统的主要器官？你的理由是什
么？

活动

讲述：

（二）、纵剖面观察

对照书本68页图11—2，观察肾的内部结构。

了解肾单位

归纳：肾单位有哪些主要结构特点?

1、肾小球是毛细血管球，两端都连着动脉；

2、肾小囊一端包裹着肾小球，另一端连着肾小管，两层细胞
之间的空腔与肾小管相通；



3、肾小管细长而曲折，外面包绕毛细血管网，最终汇集成集
合管，与肾盂相连。

总结：（略）

水的组成教学设计篇四

本课内容位于苏科版初中生物七年级上册《多种多样的生态
系统》第2课。在第1课介绍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组成后，在
第2课安排了探究活动，通过调查进一步巩固生态系统的组成。

在本课教学中，我利用我的家乡大兴安岭的一组优美的风景
图片导入新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生态系统的概念和
组成进行了复习；再用惠荫园的一组照片提出问题“惠荫园
是一个生态系统吗？”，激起学生探究的激情，将学生分成
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在惠荫园内进行了科学调查，调查惠荫
园内各种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合作探究整理完成调查报
告，对调查的结果整理分析、得出结论。

通过调查惠荫园生态系统，感受了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提
出问题―作出假设―制定计划―实施计划―整理分析---得出
结论，使学生在合作实践中体验了科学探究的方法之一---调
查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学生观察、实践活动进行自主探究学
习，充分调动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帮助学生进行了知识
的重新建构，使学生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让学生从心底里
面产生对本学科的浓厚兴趣，从学中得到乐趣，进而转化
为“爱学”、“会学”，从小学会“爱科学、学科学、做科
学”。

《生物与环境组成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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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组成教学设计篇五

知识技能

1．了解氢气的基本性质，认识到氢气是一种环保燃料。

2．根据氢气的燃烧实验推断出水的元素组成。

3．了解电解水实验，并通过实验推断出水的元素组成。

过程方法

1．学习运用活动探究以及知识归纳方法，主动参与到学习中
去获取新知识。

2．通过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体会探究的过程。

3．运用flash动画展示一些微观的情景和过程。

情感态度价值观

1．通过分组实验，培养学生相互协作，共同学习的能力。

2．通过设计氢气燃烧和电解水两个实验，引导学生认识到可
利用化学反应前后元素不变的规律，来推测未知物质的成分，
体会利用化学知识解决化学知识的方法过程。

3．通过记录现象、分析数据，培养学生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的态度。



【教学重点】

1．根据氢气的燃烧实验推断水的组成。

2．通过电解水实验推出水的组成，了解单质、化合物的概念。

【教学难点】

通过氢气的燃烧实验和电解水实验，分析出水的组成。

二、学生认知分析

学生在以前小学科学和中学物理的学习中，不仅知道了水是
我们身边最常见的物质之一，而且对水的物理性质有了一定
的了解。但对于水的组成，学生并不完全了解。通过电解水
的实验可以了解到水能分解成氢气和氧气，组成这两种物质
的元素都来源于水，从而得知水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

三、教学过程

环节一、情境创设，引入新课

【视频：“烧”氢气的环保汽车】，介绍一种利用氢气作燃
料的环保汽车。且启发学生，氢气既然可以作燃料，说明氢
气可以燃烧，那么可以随意点燃吗？观看视频，学生情绪瞬
间高涨，对氢气作燃料，产生很大兴趣。但又对氢气燃烧时，
有可能产生爆炸担忧。

教师引导学生，纯净的氢气可以安静地燃烧，不纯的氢气，
点燃，有可能引起爆炸。

【演示实验】教师演示验纯氢气的方法。学生产生疑问，该
如何对氢气进行验纯呢？

学生认真观察



环节二、提出问题，进行探究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问题1】氢气燃烧后生成什么物质呢？

启发学生进行猜想，可能答案有：水，双氧水，甚至有猜二
氧化碳的。此时，老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小组同学进行排除二
氧化碳。从氢气是环保燃料的角度，生成物也不太可能是双
氧水，最大的可能是水。

教师引导学生写出氢气燃烧的文字表达式：小组交流，猜想
生成物，并设计实验，进行实验，并仔细观察、记录现象。

学生做完实验后，分析现象，得出结论：氢气燃烧的产物确
实是水。

写出文字表达式：

【问题2】水是由什么元素组成的呢？

并说出依据。引导学生思考，并根据前面

已有的知识储备，小组之间讨论，并做出判断。学生各小组
进行思考，交流

依据规律：在化学反应中，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不变，元
素种类也不会改变。初步判断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的。

环节三、课题延伸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问题3】



你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来推断出水的组成？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小组之间进行交流。同学们可能会说出不同答案。

学生a：可以将水分解，通过生成物来判断。

学生b：可以对水加热来推断。

学生c：对水加热不行，是物理变化，应该让水参与反应。

教师鼓励大家积极发言，并引导，推断水的组成，确实应该
用一个化学变化，最好是只有水做反应物的分解反应。学生
疑惑，那该怎么做呢？很自然地引出下一个探究。

由于实验需要几分钟，此时，教师提出两个小问题，让学生
在观察实验的过程中，同时进行思考。对水通电和对水加热
有什么区别？在微观上过程又会是怎样的呢？同学们积极讨
论。

学生：加热应该是物理变化，对水通电应该发生了化学变化

学生a：加热水时，水分子之间的间隔发生改变，对水通电应
该不是。

学生b：看到管内有气泡，说明肯定产生了气体，新的物质，
发生了化学变化。

【问题4】两端玻璃管内分别产生了什么气体？

实验进行一段时间后，教师引导各小组，报出与正、负极相
连两端的玻璃管内气体的具体体积。

并进行分析。正极端和负极端产生气体体积比近似为1：2，
有个别组有差异的，请同学们自己思考数据偏差的原因。同
学们讨论，猜测，认为应该是氢气和氧气。不过在检验气体



上，出现分歧。

学生a：用带火星的木条检验氧气，观察能否复燃；用燃着的
木条检验氢气，观察气体能否燃烧。

学生b：你说的不可以，因为你不知道哪端时氧气或氢气呀。

学生c：都实验一下，又有点麻烦。

教师启发学生，继续讨论，想出好的办法。最后确定两端都
用燃着的木条，使木条燃得更旺就是氧气，气体本身燃烧，
就是氢气。大家表示赞同，并进行实验。

开始实验，记录现象，得出了相应的结论。确定水通电后生
成了氢气和氧气。并依据规律得出了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
组成的。

教师告诉学生，根据产生的氢气和氧气的体积比以及其他数
据，经过精确的实验测定每个水分子中有两个氢原子和一个
氧原子，确定了水的化学式为：h2o。

《多媒体演示》利用flash动画演示电解水的微观过程，了解
化学变化的实质。学生们思考，并及时记录。

氢气点燃时能转换成水，水也能电解生成氢气。水和氢气形
成了一个循环。

像水这样由多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叫做化合物。

像氢气这样由一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叫做单质。

学生们阅读课本，理解化合物、单质以及氧化物的概念。

环节四、课堂小结—联系生活，知识升华



氢气是一种很好的环保燃料，利用电解水可以制得氢气，成
本太高，可是，我们看到水中含有氢元素，可以说水是储存
氢元素的巨大的仓库，而且水在我们自然界中的资源非常丰
富，如何利用水采用比较节能方便的方法，通过化学反应得
到氢气，也是我们化学家们一直探索研究的课题。

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将来有一天能在这个领域参与其中，
研究出得到氢气的好办法。将来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开上用
氢气做燃料的汽车来。知识总结，知识升华，提高同学们积
极学习化学的兴趣，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上对同学们进行鼓
励。

水的组成教学设计篇六

仔细阅读教材98页图中的文字，了解大脑、小脑、脊髓和神
经的功能，用这些知识再次分析97页的资料。

如果我们对生物体进行解剖的话，能看见神经系统吗？它又
是什么样子的呢？

[展示动物神经剥离标本，观察白色的神经和灰白相间的脑和
脊髓。]

水的组成教学设计篇七

1、乐意参与集体活动，在游戏中本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2、学会手口一致有序地点数5以内的数量物，并说出总数。

3、初步培养观察、比较和反应能力。

4、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5、激发幼儿学习兴趣，体验数学活动的快乐。



点评：老师拟定的巨标较恰当，把“乐意参与集体活动，在
游戏中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目标。数
学较为抽象。小班幼儿学习数学需要老师创设游戏的情景，
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到数学活动的乐趣，才能激发其学习数学
的兴趣，乐意参与集体活动。

水的组成教学设计篇八

知识技能

1.了解氢气的基本性质，认识到氢气是一种环保燃料。

2.根据氢气的燃烧实验推断出水的元素组成。

3.了解电解水实验，并通过实验推断出水的元素组成。

过程方法

1.学习运用活动探究以及知识归纳方法，主动参与到学习中
去获取新知识。

2.通过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体会探究的过程。

3.运用flash动画展示一些微观的情景和过程。

情感态度价值观

1.通过分组实验，培养学生相互协作，共同学习的能力。

2.通过设计氢气燃烧和电解水两个实验，引导学生认识到可
利用化学反应前后元素不变的规律，来推测未知物质的成分，
体会利用化学知识解决化学知识的方法过程。

3.通过记录现象、分析数据，培养学生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的态度。

【教学重点】

1.根据氢气的燃烧实验推断水的组成。

2.通过电解水实验推出水的组成，了解单质、化合物的概念。

【教学难点】

通过氢气的燃烧实验和电解水实验，分析出水的组成。

二、学生认知分析

学生在以前小学科学和中学物理的学习中，不仅知道了水是
我们身边最常见的物质之一，而且对水的物理性质有了一定
的了解。但对于水的组成，学生并不完全了解。通过电解水
的实验可以了解到水能分解成氢气和氧气，组成这两种物质
的元素都来源于水，从而得知水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

三、教学过程

环节一、情境创设，引入新课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视频：“烧”氢气的环保汽车】，介绍一种利用氢气作燃
料的环保汽车。且启发学生，氢气既然可以作燃料，说明氢
气可以燃烧，那么可以随意点燃吗?观看视频，学生情绪瞬间
高涨，对氢气作燃料，产生很大兴趣。但又对氢气燃烧时，
有可能产生爆炸担忧。

教师引导学生，纯净的氢气可以安静地燃烧，不纯的氢气，
点燃，有可能引起爆炸。



【演示实验】教师演示验纯氢气的方法学生产生疑问，该如
何对氢气进行验纯呢?

学生认真观察

环节二、提出问题，进行探究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问题1】氢气燃烧后生成什么物质呢?

启发学生进行猜想，可能答案有：水，双氧水，甚至有猜二
氧化碳的。此时，老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小组同学进行排除二
氧化碳。从氢气是环保燃料的角度，生成物也不太可能是双
氧水，最大的可能是水。

教师引导学生写出氢气燃烧的文字表达式：小组交流，猜想
生成物，并设计实验，进行实验，并仔细观察、记录现象。

学生做完实验后，分析现象，得出结论：氢气燃烧的产物确
实是水。

【问题2】水是由什么元素组成的呢?

并说出依据。引导学生思考，并根据前面

已有的知识储备，小组之间讨论，并做出判断学生各小组进
行思考，交流

依据规律：在化学反应中，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不变，元
素种类也不会改变。初步判断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的。

环节三、课题延伸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问题3】

你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来推断出水的组成?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小组之间进行交流。同学们可能会说出不同答案：

学生a：可以将水分解，通过生成物来判断。

学生b：可以对水加热来推断。

学生c：对水加热不行，是物理变化，应该让水参与反应。

教师鼓励大家积极发言，并引导，推断水的组成，确实应该
用一个化学变化，最好是只有水做反应物的分解反应。学生
疑惑，那该怎么做呢?很自然地引出下一个探究。

由于实验需要几分钟，此时，教师提出两个小问题，让学生
在观察实验的过程中，同时进行思考。对水通电和对水加热
有什么区别?在微观上过程又会是怎样的呢?同学们积极讨论。

学生：加热应该是物理变化，对水通电应该发生了化学变化

学生a：加热水时，水分子之间的间隔发生改变，对水通电应
该不是。

学生b：看到管内有气泡，说明肯定产生了气体，新的物质，
发生了化学变化。

【问题4】两端玻璃管内分别产生了什么气体?

实验进行一段时间后，教师引导各小组，报出与正、负极相
连两端的玻璃管内气体的具体体积。

并进行分析。正极端和负极端产生气体体积比近似为1：2，
有个别组有差异的，请同学们自己思考数据偏差的原因。同



学们讨论，猜测，认为应该是氢气和氧气。不过在检验气体
上，出现分歧。

学生a：用带火星的木条检验氧气，观察能否复燃;用燃着的木
条检验氢气，观察气体能否燃烧。

学生b：你说的不可以，因为你不知道哪端时氧气或氢气呀。

学生c：都实验一下，又有点麻烦。

教师启发学生，继续讨论，想出好的办法。最后确定两端都
用燃着的木条，使木条燃得更旺就是氧气，气体本身燃烧，
就是氢气。大家表示赞同，并进行实验。

开始实验，记录现象，得出了相应的结论。确定水通电后生
成了氢气和氧气。并依据规律得出了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
组成的。

教师告诉学生，根据产生的氢气和氧气的体积比以及其他数
据，经过精确的实验测定每个水分子中有两个氢原子和一个
氧原子，确定了水的化学式为：h2o。

《多媒体演示》利用flash动画演示电解水的微观过程，了解
化学变化的实质。学生们思考，并及时记录。

氢气点燃时能转换成水，水也能电解生成氢气。水和氢气形
成了一个循环。

像水这样由多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叫做化合物。

像氢气这样由一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叫做单质。

学生们阅读课本，理解化合物、单质以及氧化物的概念。



环节四、课堂小结—联系生活，知识升华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氢气是一种很好的环保燃料，利用电解水可以制得氢气，成
本太高，可是，我们看到水中含有氢元素，可以说水是储存
氢元素的巨大的仓库，而且水在我们自然界中的资源非常丰
富，如何利用水采用比较节能方便的方法，通过化学反应得
到氢气，也是我们化学家们一直探索研究的课题。希望同学
们好好学习，将来有一天能在这个领域参与其中，研究出得
到氢气的好办法。将来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开上用氢气做燃
料的汽车来。知识总结，知识升华，提高同学们积极学习化
学的兴趣，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上对同学们进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