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化学第一节课教案(优秀8篇)
在幼儿园大班教学中，教案起到统筹、指导和评估的作用。
下面是一份精选的高中教案范文，供教师们参考和学习。

化学第一节课教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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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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第一节课教案篇二

style="color:#125b86"> 《金属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教案

知识与技能：

(1)知道一些常见金属如铁、铝、铜等的矿物，了解从铁矿石
中将铁还原出来的方法。

(2)会根据化学方程式对含有某些杂质的反应物或生成物进行
有关计算。

(3)了解金属锈蚀的条件以及防止金属锈蚀的简单方法。

(4)知道废旧金属对环境的污染，认识回收利用废旧金属等金
属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过程与方法：

(1)通过观察、实验、阅读资料、联系实际等方法获取信息。

(2)运用比较、分析、联想、分类等方法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
加工。

(3)能主动与他人进行交流与讨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和学习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增强对生活和自然界中化学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2)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社会问题，初步形成主动参与社会决策
的意识。

(3)逐步树立珍惜资源、爱护环境、合理使用化学物质的观念。

(4)树立为社会的进步而学习化学的志向。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铁的冶炼。

(2)有关化学方程式计算中的杂质问题计算。

(3)铁锈蚀的条件及其防护。

(4)合理利用金属资源的意识。

教学难点

(1)对铁锈蚀条件及其防护措施的初步探究。

(2)有关化学方程式计算中的杂质问题计算。

教学工具

实验用具：fe2o3、石灰水、贮有co的贮气瓶、磁铁、铁架台、
酒精喷灯、酒精灯、试管、直玻璃管、橡胶塞、导管、火柴。

教学过程



引言

由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金属是一类重要的材料，人类的生
活和生产都离不开金属。由于地球上的金属资源是有限的，
故我们需对其进行合理的利用和有效的保护。

金属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一、金属资源概况

[讲解]地球上的金属资源广泛地存在于地壳和浩瀚的海洋中，
除少数很不活泼的金属如金、银等有单质形式存在外，其余
都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金属在自然界中
以矿物形式存在。含有矿物的岩石称为矿石。工业上就是从
矿石中来提炼金属的。

[过渡]不同种类的金属在地壳中的含量并不相同。它们在地
壳中呈怎样的分布趋势呢?

请大家看课本p15“金属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的资料。

[问]人类目前普遍使用的金属有哪些?

[答]铁、铝、铜等。

[追问]这是否和它们在地壳中的含量有一定的关系呢?

[生]肯定有!因为铝、铁在地壳中的含量是所有金属中最多的。

[可让学生讨论、各抒己见]

[总结]这主要与铜的性质和铜的提炼成本有关。

[追问]那么，自然界含铁、铝、铜的矿石主要有哪些呢?它们
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生]含铁的矿石主要有赤铁矿(主要成分是fe2o3)、黄铁矿(主
要成分是fes2)、菱铁矿(主要成分是feco3);含铝的矿石主要是
铝土矿(主要成分是al2o3);含铜的矿石主要是黄铜矿(主要成
分是cufes2)和辉铜矿(主要成分是cu2s)。

[承接]我国的金属矿物分布怎么样?

[引导学生看课本有关内容]

答案：矿物种类齐全，矿物储量丰富，其中钨、钼、钛、锑
等储量居世界前列，铜、铝、锰等储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
位。

[补充]虽说我国矿物种类比较齐全、矿物储量比较丰富，但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主

要矿产品进口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对矿产资源需求增长很快，主要矿产资源短缺的态势日益明
显。如果地质勘探无重大突破，21世纪初，我国矿产资源将
出现全面紧缺的局面。

[过渡]现在，人类每年都要向地壳和海洋索取大量的金属矿
物资源，以提取数以吨计的金属。其中，提取量的是铁。把
金属矿物变成金属的过程，叫做金属的冶炼。炼铁的过程称
之为铁的冶炼。下面，我们就来学习有关铁的冶炼的知识。

二、铁的冶炼

[介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开始生产和使用铁器，从
公元1世纪起，铁便成了一种最主要的金属材料。

[引导学生观看图8—19(我国古代炼铁图)]

[讲解]钢的主要成分就是铁。钢和铁有着非常广泛和重要的



应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钢铁工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49年，
我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1996年，我国的
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居世界前茅。

[介绍]我国辽宁鞍山、湖北大冶、四川攀枝花等地都有大型
铁矿。

[过渡]铁矿石是怎样炼成铁的呢?现以赤铁矿的主要成
分fe2o3为例，来学习研究如何实现铁的冶炼。

[启发]比较fe2o3与fe的组成差异，设想用什么方法或试剂去
完成铁的冶炼。

[学生讨论]fe2o3与fe在组成上只相差一种元素，即氧元素。
要使fe2o3变为铁关键是使fe2o3失去“o”。可能的方案有：

1.加热使fe2o3发生分解反应。

2.找寻一种物质使其主动夺去fe2o3中的“o”。

[教师引导]我们可以从以前接触过的一些物质中，寻找适合
这种条件的物质。请大家回忆、思考并讨论。

[学生讨论]

[结论]mg、h2、c、co等都符合条件。

[教师总结]事实上，这些物质都可把fe2o3中的“o”夺走。但
考虑到经济效益等原因，我们一般选用c或co。

[师]请大家写出以co和fe2o3为反应物冶铁的化学方程式。

冶炼原理



[学生板书]fe2o3+3co3co2+2fe

[教师引导]请大家利用自己的智慧，设计一个模拟铁的冶炼
过程的化学实验，并能验证其生成产物。

[学生讨论]教师可引导学生从金属冶炼的一般条件、生成物
的证明、尾气的处理等角度进行考虑。如根据经验学生可判
断出金属冶炼的一般条件是高温;根据以前所学知识学生可想
象到用澄清石灰水验证co2;用磁铁验证铁的生成;co有毒，尾
气应处理等。

[演示实验8—3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铁的实验]

注意：

(1)实验前应先通co把装置内空气排干净，然后再加热;反应
完成后，须待试管内物质冷却后再停止通co。

(2)反应完毕后，把得到的黑色粉末倒在白纸上观察，并试验
它能不能被磁铁吸起，以判断反应中是否生成了铁。

[总结]上述实验是实验室模拟铁的冶炼过程，工业上铁的冶
炼原理虽与上述实验相同，但其规模、条件、装置与此差异
很大。

[介绍]把铁矿石冶炼成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工业上炼铁时，
把铁矿石和焦炭、石灰石一起加入高炉，在高温下，利用焦
炭与氧气反应生成的一氧化碳把铁从铁矿石里还原出来。

[过渡]在冶铁的实际生产过程中，所用的原料或产物一般都
含有杂质，故在计算用料和产量时就不可能不考虑杂质问题。

三、有关杂质问题的计算



[分析]本题是有关化学方程式的汁算，但化学方程式表示的
是纯净物质之间的数量比，而不表示不纯物质之间的数量关
系。故计算时须先进行换算。如果题目给出或要求算出不纯
物质的质量，必须先换算成纯净物质的质量，或先计算出纯
净物质质量再换算成不纯物质的质量。

[师]请大家根据以上分析，解答此题。

[学生活动]

[投影给出正确解法]如下：

解：1000t赤铁矿石中含氧化铁的质量为1000t×80%=800t。

[课堂练习]习题4

[对练习中出现的错误进行分析和纠正]

根据化学方程式进行计算时，要把含杂质物质的质量换算成
纯物质的质量。

化学第一节课教案篇三

一、设计思路

空气是学生在化学课上接触到的第一种物质，学生们在生活
中可以从不同的途径获取有关空气的知识，因此使学生了
解“空气的组成是什么”不是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我们都知
道氧气的发现在化学史和科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
仅因为推翻了错误的燃素学说，给整个化学领域造成翻天覆
地的变化，还因为研究过程中的实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
因此“空气”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提供一种化学情境，使学
生开始了解化学的历史以及化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意义，了解
科学探索的过程，同时受到一些最基本的化学思维方式、实



验方法、探究方法的熏陶并逐步学习这些比知识更鲜活的经
验。

本节课的设计思想是在科学史的情境中，让学生进行探究的
学习，培养学生的分析性、实用性、创造性三元思维，同时
了解人类认识事物的曲折过程以及科学家的探索精神。教学
流程是：

探究是指利用丰富的史料，学生通过阅读、分析材料初步认
识到科学家的实验模式，提出问题和假设，设计实验，分析
数据，得出结论，体会科学的探究过程，并能够模仿此过程
完成自己对空气组成的探究实验、做出报告。

二、教案

课题

空气的组成

授课人

学校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科学家研究空气的实验和自主设计实验，
帮助学生理解定性和定量的概念，理解纯净物和混合物的概
念，掌握纯净物和混合物的性质，掌握空气的组成。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分析、对比不同科学家对空气的研究，让学生体会科学
家的思想并学会科学探究的基本方法，包括控制变量对照实
验的设计方法、定性实验和定量实验的设计方法、验证实验
的设计方法以及比较、分类、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基
本的逻辑思维方法在化学中的应用，并通过设计实验验证空
气的组成亲身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

3、情感态度价值观

重点和难点

2．应用前人的经验，设计实验验证空气的组成。

教学方法

情境教学法、“探究的探究”教学法、实验法、小组合作学
习教学法

仪器、药品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温故知新，了解空气。

情境：录象《人与自然》片段

问题：我们知道没有空气就没有人类，也没有生机勃勃的地
球，请大家说说你所认识的空气

小结：（板书）



1．空气是一种无色无味、难溶于水的气体。

2．空气的成分按体积计算，大约是：氮气78%、氧气21%、稀
有气体0.94%、二氧化碳0.03%、其他气体和杂质0.03%。

讲故事：我们对于空气已经了如指掌了，现在我给大家讲一
个笑话。

一位化学老师在自己的朋友面前大谈氧气的发现。这位老师
说：“氧气是在18世纪才被发现的……”老师的朋友
说：“既然这样，在此之前，人呼吸什么呢？”

问题：大家为什么觉得这位老师的朋友很可笑呢？

过渡：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空气的这点看起来很简单的知
识，但事实上是经过许多科学家经过几百年的研究才获得的。

发言：

1．1.空气由氮气和氧气组成的，氧气占1/5

2.空气是无色、无味的气体。

议论：空气原本就存在，只是人们没发现，而不是人们没发
现之前，空气就不存在。

使用头脑风暴法调动学生回忆已有的`有关空气的知识，扩充
学生对于空气组成和性质的知识。

重走科学路，空探究气组成的历史

情境：动画《拉瓦锡的实验》（旁白：二百多年前，法国化
学家拉瓦锡用定量的方法研究了空气的成分。他把少量汞放
在密闭容器里连续加热12天，发现有一部分银白色的液态汞
变成了红色粉末，同时容器里的空气的体积差不多减少了1/5。



他研究了剩余的气体，发现这部分气体既不能供给呼吸，又
不能支持燃烧。

拉瓦锡又把红色粉末收集起来，放在另一个容器内加强热，
得到了汞和可供给呼吸、可助燃的气体。

通过这些实验，拉瓦锡得出空气是由氧气和氮气组成，其中
氧气约占空气总体积的1/5。）

阅读资料，组内讨论，分别汇报本组的想法和结论，并相互
补充。分析并推测出表格空白的地方应该填写什么？（见表1）

通过抓取和多角度分析科学家实验的细节，探究其中的科学
方法，培养学生的分析思维。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了解化
学的生动具体的创造过程认识到任何重要的定理，都是前人
通过实践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甚至多次失败，最后才得出
的结果。

表1：

科学家功绩实验和现象你的结论伽利略（意大利）利用气泵
使一个玻璃球灌足了空气，然后用天平称出它的重量；再把
玻璃球下的活塞打开，发现玻璃球变轻了。托里拆利（伽利
略的学生）在一端封闭的长玻璃管中装满了水银，让开口的
一端朝下插入装了一半水银的玻璃容器中，水银面的高度恰
好是760毫米。梅猷（英国）1674年点燃的蜡烛放在一块木板
上，木板位于水面之上，然后用一个玻璃钟罩扣住蜡烛和水
面。发现蜡烛在燃烧时，钟罩内的水面逐渐上升，最后，蜡
烛火焰熄灭了，水面之上还存在一个大的空间。将一只白鼠
装进另一个同样的装置内。发现随着白鼠呼吸时间的增长，
水面在逐渐上升，到了最后水面再上升，而白鼠也就死亡了。
把燃着的蜡烛和白鼠同时装进这样的装置内。现象：卢瑟
福1772年把老鼠放在密闭器皿里，等到老鼠被闷死以后，再
用氢氧化钾溶液除去气体中的二氧化碳；接着他又在老鼠已



经不能生存的那种空气里放进一支点燃的蜡烛，发现它仍能
继续燃烧片刻；等到蜡烛熄灭后，又放进一小粒白磷，白磷
仍能在其中自燃。在密闭器皿中用燃烧白磷的方法将空气中
助燃成分除去，所得到的剩余气体完全不能维持老鼠和麻雀
的生命。舍勒（瑞典）1773年把硝酸钾放在曲颈甑中，曲颈
甑的出口与一个膀胱做的气球相连。将曲颈甑放在炉火中加
热，气球真的被一种气体充满了。把点燃的蜡烛放到气体中，
气体燃烧得更猛烈了，放出耀眼的火光。将硝酸银、硝酸汞、
氧氧化x软锰矿（二氧化锰）放在曲颈甑中加热，得到了同样
的现象。普里斯特利1774年用聚焦的太阳光来加热红色的氧
氧化x气体产生，把点燃的干木条放入这种气体中，木条燃烧
放出刺眼的光，老鼠放入这种气体中，老鼠过得非常舒服。
他吸过这种气体以后，身心一直觉得非常舒畅。

讲解：同学们对科学家的研究都进行了自己的评价，并从科
学家的实验中获得了一些启示和结论，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
一看科学家们分别从自己的实验中获得了什么，以及科学史
对他们的评价。

投影：如表2

观看投影，对比自己与科学家的结论。

表2

科学家科学家的结论功绩给我们的启示伽利略空气是有重量
的证明空气的存在，空气是一种物质。物质是有质量和压力
的。托里拆利空气是一种物质，空气有压力梅猷玻璃钟罩内
的物体x同时被烛火燃烧和白鼠呼吸所消耗。证明空气的作用
是助燃和助呼吸。对比实验方法、空白实验方法、控制变量
实验方法。卢瑟福空气中助燃的成分很难完全除尽。把剩余
的不能维持生命的气体称为“浊气”发现氮气能将空气中氧
气完全除去的物质是白磷。舍勒称助燃的气体为“火空气”
制得氧气并研究了其性质。遗憾！他们二人都是燃素学说的



忠实信徒，绝不肯对其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美国科学家韦
克斯说“普利斯特利是氧的父亲，但他至死也不承认自己的
儿子。”普里斯特利他告诉拉瓦锡发现和制得了一种助燃和
助呼吸的气体，这种气体的助燃能力比空气强得多。拉瓦锡
在大气（指空气）中并不是所有的空气（指气体）都可以呼
吸，只有金属焙烧时，与金属化合的那部分空气才是合乎卫
生的（指氧气可供呼吸），另一部分空气不能维持生命和助
燃。认为他和舍勒、普里斯特利制得的气体是一种新化学元
素，在1777年定名为oxygene。确定了空气的组成。

学生对空气组成的实验探究。

小结：（板书）

2．混合物：由两种或多种物质混合而成的，这些物质之间没
有发生反应，各自保持各自的性质。如空气。

鼓劲：同学们是否想自己亲自来探索一下看不见、摸不着的
空气？

情境：设计实验

1、证明空气的存在；2、确定空气的组成。

集气瓶、橡胶塞、燃烧匙、烧杯、导气管、止水夹、火柴、
气球、塑料瓶、试管、水杯、纸团；木炭、硫磺、红磷、铁
丝、蜡烛（若需其他仪器和药品，请提出）

发言：拉瓦锡的高明在于做了一个逆向实验，证明了氧化x分
解的气体存在于空气中，还在于他总结了前人的所有了发现，
而且测定了准确组成——氧气占空气大约1/5。（教师：也就
是说其他人所进行的测定是定性的，即知道是什么，而拉瓦
锡进行的是定量的测定，不但知道是什么，而且要知道有多
少）



发言：拉瓦锡最高明的是他不相信空气“只有一种气体”组
成，不相信燃素学说，这应该是探索空气中最艰难的。（教
师：也就是说空气是纯净物还是混合物，是研究的关键）

分小组讨论方案：

1、塑料瓶口上套气球，捏塑料瓶，气球鼓

2、试管连接单孔塞和导气管，导气管另一端放入水槽，手捂
试管，水槽中有气泡。

3、团一个纸团塞到水杯里，向下插入水槽里，再迅速拿出，
纸不湿

梅猷的实验，提示学生选择仪器，并组装。

卢瑟福的实验，提示学生选择白磷作为将氧气消耗完全的药
品，但教师没有提供白磷，所以不同组有不同的选择。

实验：检验自己的设计

应用从科学史中所获得的启示解决问题，建构自己的知识体
系，培养学生的实用思维。

学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

问题：1、我们的实验中，为什么气体减少的体积不等于1/5？

2、剩余的气体是否都是氮气？

3、实验中空气表现出了哪些性质，是哪种物质的性质？

作业1：完成空气存在和组成的探究报告

作业2：设计实验研究氮气和氧气的性质，并推测氮气和氧气



的性质，根据氮气和氧气的性质得出用途。

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分析思维。

将学习到的经验应用于未知事物的探索，为学生的创造提供
空间。

板书设计

课题1空气

一、空气

1．性质：空气是一种无色无味、难溶于水的气体。

2．组成：按体积计算，大约是：氮气78%、氧气21%、稀有气
体0.94%、二氧化碳0.03%、其他气体和杂质0.03%。

3．纯净物和混合物

（2）混合物：由两种或多种物质混合而成的，这些物质之间
没有发生反应，各自保持各自的性质。如空气。

化学第一节课教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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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同时钟罩内水面逐渐，等燃烧停止，白烟消失后，钟
罩内水面上升了约积极，剩余气体约占总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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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课堂练习一

1．空气中按体积计算，含量最多的气体是（）

（a）氧气（b）氮气（c）二氧化碳（d）稀有气体

2．在

100升

空气里氮气的体积大约是（）

（a）



78升

（b）78%（c）

21升

（d）21%

3．空气中氧气与氮气的体积比约为（）

（a）4：1（b）1：4（c）1：5（d）4：5

附2：课堂练习二

4．排放到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大致可分为（）

（a）一类（b）两类（c）三类（d）四类

5．造成大气污染的有害气体是（）

（a）氮气、氧气（b）稀有气体、二氧化碳

（c）、一氧化碳、二氧化硫（d）氮气、二氧化碳

6．下列情况一般不造成空气污染的是（）

（a）煤燃烧生成的烟（b）汽车排气生成的烟雾

（c）人呼出的二氧化碳（d）放鞭炮产生的烟雾

7．被污染了的空气会严重地损害的健康，影响的生长，造成
对自然资源及建筑物等的破坏。

8．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要充分认识的`重要性，注意消



除以保障人类的健康和保护自然资源。

附3：课堂练习答案

1．b2．a3．b4．b5．c6．c7．人体作物8．保护环境污染源

附4：随堂检测

1．将下列数据（在空气中的体积分数）序号填入有关物质后
面的括号内。

（a）78%（b）21%（c）0.94%（d）0.03%

（1）二氧化碳（）（2）氧气（）（3）氮气（）（4）稀有
气体（）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空气的成分是比较固定的，主要由氮气和氧气组成

（b）空气中氧气的质量占21%，氮气占78%

（c）在通常状况下，无色、无味气体一定是空气

（d）空气是一种单一的物质，它是由空气一种成分组成

3．桌子上入一个空烧杯，烧杯内（）

（a）是氮气（b）是氧气（c）是空气（d）没有物质

4．证明空气成分的科学家是（）

（a）法国的拉瓦锡（b）瑞典的舍勒



（c）英国的道尔顿（d）英国的普利斯特里

5．下列排放到空气中的物质，不使空气受到污染的是（）

（a）煤燃烧产生的烟（b）石油化工厂排放的废气

（c）汽车排出的尾气（d）植物光合作用放出的气体

化学第一节课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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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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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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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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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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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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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课堂练习一

1．空气中按体积计算，含量最多的气体是（）

（a）氧气（b）氮气（c）二氧化碳（d）稀有气体

2．在100升空气里氮气的体积大约是（）

（a）78升（b）78%（c）21升（d）21%

3．空气中氧气与氮气的体积比约为（）

（a）4：1（b）1：4（c）1：5（d）4：5

附2：课堂练习二

4．排放到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大致可分为（）

（a）一类（b）两类（c）三类（d）四类

5．造成大气污染的有害气体是（）

6．下列情况一般不造成空气污染的是（）

7．被污染了的空气会严重地损害的健康，影响的生长，造成
对自然资源及建筑物等的破坏。

8．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要充分认识的重要性，注意消除
以保障人类的健康和保护自然资源。

附3：课堂练习答案



1．b2．a3．b4．b5．c6．c7．人体作物8．保护环境污染源

附4：随堂检测

1．将下列数据（在空气中的体积分数）序号填入有关物质后
面的括号内。

（a）78%（b）21%（c）0.94%（d）0.03%

（1）二氧化碳（）（2）氧气（）（3）氮气（）（4）稀有
气体（）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空气的成分是比较固定的，主要由氮气和氧气组成

（b）空气中氧气的质量占21%，氮气占78%

（c）在通常状况下，无色、无味气体一定是空气

（d）空气是一种单一的物质，它是由空气一种成分组成

3．桌子上入一个空烧杯，烧杯内（）

（a）是氮气（b）是氧气（c）是空气（d）没有物质

4．证明空气成分的科学家是（）

（a）法国的拉瓦锡（b）瑞典的舍勒（c）英国的道尔顿（d）英国的
普利斯特里

5．下列排放到空气中的物质，不使空气受到污染的是（）

教学教案录入：admin责任编辑：admin



化学第一节课教案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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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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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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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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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课堂练习一

1．空气中按体积计算，含量最多的气体是（）

（a）氧气（b）氮气（c）二氧化碳（d）稀有气体

2．在100升空气里氮气的体积大约是（）

（a）78升（b）78%（c）21升（d）21%

3．空气中氧气与氮气的体积比约为（）

（a）4：1（b）1：4（c）1：5（d）4：5

附2：课堂练习二

4．排放到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大致可分为（）

（a）一类（b）两类（c）三类（d）四类

5．造成大气污染的有害气体是（）

（a）氮气、氧气（b）稀有气体、二氧化碳

（c）、一氧化碳、二氧化硫（d）氮气、二氧化碳



6．下列情况一般不造成空气污染的是（）

（a）煤燃烧生成的烟（b）汽车排气生成的烟雾

（c）人呼出的二氧化碳（d）放鞭炮产生的烟雾

7．被污染了的空气会严重地损害的健康，影响的生长，造成
对自然资源及建筑物等的破坏。

8．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要充分认识的重要性，注意消除
以保障人类的健康和保护自然资源。

附3：课堂练习答案

1．b2．a3．b4．b5．c6．c7．人体作物8．保护环境污染源

附4：随堂检测

1．将下列数据（在空气中的体积分数）序号填入有关物质后
面的括号内。

（a）78%（b）21%（c）0.94%（d）0.03%

（1）二氧化碳（）（2

化学第一节课教案篇七

一、教学目标

1、了解化学实验对探究的重要性及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2、认识化学实验的目的和意义，了解实验的注意事项。

3、了解常用仪器的名称、使用范围。



4、能进行药品的取用、加热、洗涤仪器等基本实验操作，了
解操作要求。

二、重点、难点

1、仪器的识记。固体、液体药品的取用、滴管的使用、加热
试管里的液体药品。

2、滴管的使用。

三、课前准备

实验仪器及药品：试管、镊子、药匙、量筒、酒精灯、试管
夹、试管刷、大理石、碳酸钠、稀盐酸、硝酸银溶液、氢氧
化钠溶液、硫酸铜溶液。

四、课时安排 1课时

五、教学过程

学习课题：走进化学实验室

教师活动：展示化学家的实验室图片，介绍科学家取得的成
功与无数的实验是分不开，让学生知道实验的重要性。

学生活动：观看、思考。你已经知道什么？

演示实验：

课题1固体药品的取用：

（展示药品）：大理石、碳酸钠

2、如何将碳酸钠粉末放入试管内而不沾在试管壁上？应使用
什么仪器？



（实验探究）

1、用镊子夹取一块大理石放入试管中，并将试管放在试管架
上。

2、用药匙取少量碳酸钠粉末放入试管中，并将试管放在试管
架上。

课题2液体药品的取用

展示药品：稀盐酸

（提出问题）：1、回忆日常生活中，我们怎样将一种饮料从
瓶子倒到杯子中而不滴洒？

2、如何将稀盐酸倒入试管内？

课题3量筒的使用

化学第一节课教案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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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