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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聘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竞争中突破自己的局限，提
升自己的职业能力。竞聘过程中，如何突出自己的优势和特
长？以下是一些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在竞聘中，成
功的关键在于如何突出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以下是一些成功
者的经验分享和技巧，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

九年级化学教学反思文库篇一

本学期我担任916,917,918三个班的化学教学工作。回首这一
学期，我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教学，我按照教学计划，认
真备课、上课、听课、评课，及时批改作业、讲评作业，做
好课后辅导工作，已经如期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一个学期来，
我在教学方面严格要求学生，尊重学生，发扬教学民主，使
学生学有所得，不断提高，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
思想觉悟，并顺利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
绩，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注重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之所以化学这一科的
学习成绩不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化学这一科的
学习兴趣不浓，学习积极性不高。“亲其师而信其道”。我
在教学过程中，注意采用多种教学形式、各种教学方法和教
学手段，以吸引学生。在教学上做个有心人，多思考多动脑
筋，多留心多多做好准备课前的工作，精心备课，不仅要备
知识备教材，更要备学生的学情，以饱满的热情走上讲台，
以激情的演讲吸引学生，以精彩的表演感动学生，让学生入
迷。这样，学生渴望上我的课，爱听我的课，想听我的课，
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学习化学的兴趣浓
厚了，学习成绩也就提高了。



二、注重“双基”教学，夯实学生的学习基础，同时培养学
生的化学素质。

重视“双基”教学，夯实学生基础，“大处着想，小处着
手”，让学生从基础着手，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地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本学期的化学课
教学，使学生能掌握本学期化学课本的知识内容，并能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使知识转化为技能技巧，
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还注意培养学生的化学素质。化学
知识靠日积月累，化学素质的提高，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也要靠不断的渗透与熏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地、
经常地灌输化学的学习方法、分析方法、渗透化学知识、化
学技能和技巧。化学教学中，要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热点问题
联系起来，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通过化学课的学习，学生所掌握的化学知识越来越多，在知
识的熏陶和影响下，在不断进行的教育和教学中，学生在不
知不觉地自觉运用化学知识和化学学习和分析方法，去理解
知识，分析许多实际问题。如有关环保问题、生态问题、资
源的开发利用等等，同学们都能运用所学的化学知识进行分
析和理解。

三、精心准备好每一堂课，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敬业精神，精
心准备好每一堂课，在课前认真钻研教材和教法，根据本校
学生的实际情况，精心选题，上课时注意突出重点、突破难
点，使知识条理化、系统化、网络化，使学生能通过化学课
的学习，不仅能系统全面地掌握知识点，更能运用知识解决
学习、生活和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高技能、技巧，提
高分析、归纳及综合运用能力。这样使教学相长，不但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水平，而且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法水平和能力。



四、帮助学生改善学习态度，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提高学习成绩。

化学课的学习具有与其它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虽然是理
科课程，在某种程度上却具有文科课程的一些特点，比如，
许多的化学知识点需要机械性记忆和理解记忆;同时化学又是
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认真
做好化学实验，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验操作的技能、
技巧。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向学生传授学习方法，帮助学生
改善学习态度，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以提高学习
成绩，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五、搞好培优转差工作

另外，重视作业的布置、检查、批改和讲评，注意学生的学
情和信息反馈，及时讲评，以增强作业效果。同时，对学生
多鼓励、少批评;多耐心、少埋怨，放下教师架子，与学生共
同商讨学习化学的好方法、好点子、好主意、好想法，再把
它们推荐介绍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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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分析

九年级学生正处于活泼好动，对新鲜事物感兴趣，有好奇心
并敢于一探究竟的阶段，所以教材上各种实验的开展，探究
活动的安排，以及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内容。正对他们的
胃口。但是现代的学生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他们喜欢成功
的感觉，那会激发他们浓厚的兴趣。但却受不了挫折，一次
实验或探究活动的失败，一次考试的失误都有可能扼杀他们
的兴趣，打消他们的积极性。所以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
应力求简单、形象，通俗易懂。多联系生活实际，简单实验
应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

2、现状分析

本学期本人任教九年级9、19、2两个班的化学课，两个班的
学生基础都参差不齐，有的学生基础较牢固，学习习惯较好。
而有的学生却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这就要
求教师合理安排教材，因材施教，兼顾每一个学生。争取在
明年会考取得较好成绩。

1、学生进入现代社会从事现代生产、学习、工作和生活所必
需的化学基础内容教育学生。从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出发，适
当拓宽知识面，以开阔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适
应能力，体现义务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增加了一些金属和有
机物的内容，编写了空气和水的污染与防止污染，硬水、氢
能源，金属与人体的关系，以及常见的化肥和农药等内容。

2、教材的基本结构和体系是从学生生活中须臾离不开的空气，
水以及碳等引入，学习元素和化合物知识，同时有计划地穿
插安排部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定律。这样使教材内容的
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化学基本理论
和基本概念解决生活和生产中常见的化学问题的能力，还可



以分散学习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以减轻学习时的困难。为
了有利于教师安排教学和便子学生学习和掌握，每章教材的
篇幅力求短些，使重点较突出。

3、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注意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学
生学得积极主动。根据一个合格公民的需要精选教材，从深
度，广度以及习题难度上合理安排。按照教学大纲中规定的
需要“掌握”、“理解”的内容作为教学的重点，而对要
求“了解”，“常识性介绍”以及“选学”的内容，力求分
清主次，区别对待。

4、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帮助学生理解化学概念和记
忆所学的知识，教材中编入了数页彩图和约200幅图表。其中
有的是集中反映某纯净物用途的，有的表现我国古代和现代
工业成就的，有的配合化学科学发展的历史，刊印了科学家
的肖像，有的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图示启发学生钻研科学的积
极性。为了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规律，除了与小学自
然、初中生物、地理、物理等学科密切联系，便于教和学外，
在教材内容的叙述上力求使学生愿读、易懂、有兴趣。

5、教材除普遍重视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外，还注意适当增加
了能引起学生兴趣和有利于学生理解概念的.实验。针对学生
的差异还编了9个选做实验及一些家庭小实验。加强化学实验
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化学概念，理解和巩固化学知识，培
养技能，能力以及科学态度和方法。

(1)理论知识联系生产实际、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实际，学生的
生活实际，使学生学以致用。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培
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创
新精神，使学生会初步运用化学知识解释或解决一些简单的
化学问题。

(2)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注意启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
生的能力。使学生学习一些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学习



几种常见的元素和一些重要的化合物的基础知识，学习一些
化学实验和化学计算的基本技能，了解化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3)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资源意识、环保意识等现代意识，
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1)重视基本概念的教学

化学基本概念的教学对于学生学好化学是很重要的。在教学
中，既要注意概念的科学性，又要注意概念形成的阶段性。
由于概念是逐步发展的，因此要特别注意遵循循序渐进，由
浅人深的原则。对于某些概念不能一次就透彻地揭示其涵义，
也不应把一些初步的概念绝对化。在教学中要尽可能做到通
俗易懂，通过对实验现象和事实的分析、比较、抽象、概括，
使学生形成概念，并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劳动中应
用学过的概念，以便不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提高运用化学
知识的能力。

(2)加强化学用语的教学

元素符号、化学式和化学方程式等是用来表示物质的组成及
变化的化学用语，是学习化学的重要工具。在教学中，要让
学生结合实物和化学反应，学习相应的化学用语，结合化学
用语联想相应的实物和化学反应。

九年级化学教学反思文库篇三

人类重要的营养物质是：

1、叶酸400微克/日

最佳来源：芦笋、甜菜、椰菜、强化麦片

2、维他命b61.5毫克/日



最佳来源：比目鱼、鲱鱼、金枪鱼、瘦牛排、鸡胸肉、香蕉、
土豆

3、维他命c75毫克/日

最佳来源：哈密瓜、椰菜、葡萄汁、橙汁、草莓、菜椒

4、维他命e23个国际单位，15毫克/日

最佳来源：花生酱、葵花油、红花油、榛子、葵花子

5、钙1000毫克/日，50岁以上1200毫克/日

最佳来源：甘蓝、脱脂奶、酸奶酪、沙丁鱼

6、铁15毫克/日，50岁以上10毫克/日

最佳来源：瘦牛排、虾、加强型早餐奶酪、小麦、扁豆、杏
脯、豆腐、牡蛎

7、镁320毫克/日

最佳来源：荞麦、豆腐、杏仁、葵花子

8、锌12毫克/日

最佳来源：牛排、猪排、小牛肉、豆腐、牡蛎

对于上述的营养物质是摄取，大家在日常的饮食中则需要多
加注意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偏食的话，则容易造成缺
少营养物质，这样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所以建议家长要注
意多督促孩子，要均衡饮食，日常饮食是不要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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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营养素糖类、油脂、维生素、无机盐和水等。

2.了解糖类、油脂、维生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3.通过计算，了解蛋白质、糖类、油脂经氧化为人体提供能
量。

过程与方法

1.通过阅读教材、讨论等，学会自主学习的方法。

2.通过认识、分析、比较教材上的大量图片，学会从读图来
认识化学知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营养物质对人的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合理
安排饮食的重要性。

教学重难点

重点

知道糖、脂肪、维生素等人体常见营养素。

难点

了解糖、脂肪、维生素等人体常见营养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教学工具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有关糖类的知识。

[板书]一、糖类

二、新课教学

[讲解]一般地说，葡萄糖、淀粉、纤维素等有机化合物属于
糖类，也称为碳水化合物。糖类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产物，
是动植物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在人类食物所供给的总能量
中，有60%～70%来自糖类。

[板书]糖类是动植物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

人们吃饭，从大米、面粉、玉米、土豆等主食中摄入的糖类
物质是淀粉。

[板书]1.淀粉[(c6h10o5)n]

淀粉的相对分子质量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食物淀粉在人体
内经酶的作用，与水发生一系列反应，最终变为葡萄糖，葡
萄糖的化学式为c6h12o6。

[板书]2.葡萄糖(c6h12o6)

葡萄糖是一种有甜味的白色固体。葡萄糖经过肠壁吸收进入
血液成为血糖，输送到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为人体组织提



供营养，又在酶的作用下，转变为淀粉储藏在肝脏和肌肉中。

在人体组织里，葡萄糖在酶的作用下经缓慢氧化转变成二氧
化碳和水，同时放出能量，供机体活动和维持恒定体温的需
要。

[板书]c6h12o6+6o26co2+6h2o

在上述反应中，每克葡萄糖约放出15.6kj的能量。

过渡：我们平常所吃的甘蔗中就含有糖类物质——蔗糖。

[板书]3.蔗糖(c12h22o11)

蔗糖在甜菜中的含量也极高。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白糖、冰糖
和红糖的主要成分就是蔗糖，它是食品中常用的甜味剂。

过渡：麦芽糖也是一种常见的糖类物质。通常食用的饴糖(如
高粱饴)，其主要成分就是麦芽糖。

[板书]4.麦芽糖(c12h22o11)

[提问]为什么在口中咀嚼米饭和馒头时会感到有甜味?

[讲解]当在口中咀嚼米饭和馒头时会感到有甜味，这是因为
唾液中含有淀粉酶，它能将食物中的部分淀粉催化水解为麦
芽糖的缘故;余下的淀粉由小肠中的胰淀粉酶催化水解为麦芽
糖;麦芽糖在肠液中麦芽糖酶的催化下，水解为人体可吸收的
葡萄糖。

正常人每天要摄入一定量的淀粉等化合物，在血液中也要维
持一定浓度的葡萄糖。如果摄入的这些化合物不够，就会造
成血糖含量太低(医学上称为“低血糖”)。低血糖的人会出
现乏力、疲倦、昏迷、休克等症状。因葡萄糖可不经过消化



过程而直接为人体吸收，故体弱和血糖过低的患者可利用静
脉注射葡萄糖溶液的方式来迅速补充营养。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淀粉含量较高的食物常常容易发生霉变。
其中因霉变产生的黄曲霉毒素毒性较大，可诱发肝癌，故绝
不能食用霉变食物。

[板书]二、油脂

请大家阅读课本有关内容，并总结。

[师总结，板书]油脂是油和脂肪的合称;油脂是重要的供能物
质，每克油脂在人体内完全氧化时放出39.3kj的能量，比糖
类多一倍;人体内的脂肪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备用能源。

[解答]由课本信息知：

1g油脂完全氧化可放出39.3kj能量

1g葡萄糖完全氧化可放出15.6kj能量

1g蛋白质完全氧化可放出约18kj的能量

50g花生米中，含油脂：50g×39%=19.5g

含糖类：50g×24%=12g

含蛋白质：50g×26%=13g

50g小麦中，含油脂：50g×2%=1g

含糖类：50g×76%=38g

含蛋白质：50g×11%=5.5g



50g花生米在体内完全氧化放出能量为：

19.5×39.3+12×15.6+13×18=1187.55(kj)

50g小麦在体内完全氧化放出能量为：

1×39.3+38×15.6+5.5×18=731.1(kj)

[过渡]20世纪初期，人们认为只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糖类、
脂肪、矿物质和水就可以满足健康的需要。那时，某些成人
和儿童由于摄入维生素不足，生长发育出现障碍;一些人也因
摄入维生素不足，患营养缺乏症。这些病症曾成为医学难题。
在20世纪中后期，人们相继发现了各种维生素及其作用。对
维生素重要作用的认识是20世纪营养学的最大进展。

[板书]三、维生素

维生素有20多种，它们是分子组成和结构都较为复杂的物质，
它们多数在人体内不能合成，需要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在
人体内需要量很小，但它们可以起到调节新陈代谢、预防疾
病、维持身体健康的作用。缺乏某种维生素将使人患病，如
缺乏维生素a，会引起夜盲症;缺乏维生素c，会引起坏血病。水
果、蔬菜、种子食物、动物肝脏、鸡肉、鱼类、鱼肝油、蛋
类、牛奶和羊奶等均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板书]维生素在人体内需要量虽小，但却很重要。

我们只要保证膳食中含有各种维生素，不偏食，一般不会缺
乏维生素。如果长期对食物烹调的方法不对，使食物中的维
生素破坏或流失，人就容易患某些疾病。因此，如果摄入的
维生素不足，就要注意补充。现在人们已经能够用人工方法
合成或从一些食物中提取某些维生素制成维生素制剂。

[投影资料]几种维生素的性质特点



维生素a微溶于水，维生素d不溶于水，它们都易溶于油脂;维
生素a、d的制剂都是油状的。维生素b能溶于水，水煮时容易
流失，高温加热易破坏，难储于体内，应经常摄入，以保证
人体的需要。维生素c能溶于水，易被氧化而破坏(尤其在加
热或碱性环境中)，烹调蔬菜时最好不用水浸，烹调前不捣碎、
切薄，最好在沸水中煮，食用前不要长时间保温。食用凉拌
蔬菜(如蔬菜色拉)或生菜能获得较多的维生素c。维生素c制剂
不能存放太长时间。

人类重要的营养物质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了解营养素是指蛋白质、糖类、油脂、维生素、无机盐和
水等六种物质。

(2)了解蛋白质、糖类、油脂、维生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阅读资料、上网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和摄取相关的信
息。

(2)从所学知识中意识到各种营养物质对人的生命活动的重要
意义及合理安排饮食的重要性。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意识到化学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发展学习
化学的兴趣。



(2)使学生更加热爱生命，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促使自
己健康地成长。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蛋白质在人体中的主要作用。

2.学生视野的拓宽。

【教学难点】

1.了解营养物质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及营养价值。

2.了解合理安排饮食的重要性。

教学工具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等。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同学们，请回忆一下你们早上吃的是什么?学生讨论、交流。

【提出问题】

【课件展示】

教材p90图12-1、p93图12-6、p94图12-7

【归纳总结】



人体生命的生存和健康离不开蛋白质、糖类、油脂、维生素、
无机盐和水等六大类物质，通常称之为人体营养素。

【提出问题】

这些营养素对人体生命活动各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指导阅读】

分四大组，分别指定阅读教材上关于蛋白质、糖类、油脂、
维生素的内容介绍，结合教师课前布置查阅的有关资料，组
内合作，讨论限时完成下面的任务：以第一人称手法写一份
自我介绍的文段，题目自拟。要求:简要介绍某类营养素的基
本情况，重点陈述其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归纳总结】(以上表格可课件展示)

【提出问题】

【交流回答】

摄入食物多样化，不偏食、不挑食，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随堂巩固练习】

以下三道随堂练习题，请同学思考后回答：

1.小明奶奶为他迎接中考制定了如下的食谱：米饭、红烧鸡、
蛋汤、糖醋鱼、麻辣豆腐。为使营养均衡，你觉得最好还要
补充()

a.牛肉b.河虾c.青菜d.雪糕

【分析】人体需要糖类、蛋白质、油脂、维生素、无机盐和
水。从食谱得知：米饭主要含淀粉(糖类)，而红烧鸡、蛋汤、



糖醋鱼、麻辣豆腐主要含蛋白质、油脂、无机盐和水;从中得
知食谱中缺少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答案】c

2.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a.蛋白质的成分中一定含有氮元素和氧元素

b.酶是具有催化作用的蛋白质

c.酶在高温下会降低活性

d.氨基酸可被人体吸收，但不能再合成蛋白质

【分析】蛋白质在消化液的作用下，能逐步水解成氨基酸，
氨基酸被人体吸收，能再重新结合成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蛋白
质，所以d项错误。

【答案】d

3.下表是某食品包装袋上的说明，从下表的配料中分别选出
一种物质填在相应的横线上。

(1)富含蛋白质的是，(2)富含糖类的是，

(3)富含油脂的是，(4)富含维生素的是.

【分析】一般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蛋、奶、肉、豆类等;富含
糖类的食物有大米、面粉、土豆等;富含油脂的食物有各种动
植物油;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有蔬菜、水果等。

【阅读讨论】



请同学们阅读教材p92、p94“资料”，讨论回答下列问题：

1.有人用甲醛溶液来浸泡水产品并出售，这样做有什么危害?

2.为什么吸烟有害健康?

3.为什么霉变食物绝对不能食用?

课后小结

【课堂小结】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糖类、蛋白质、油脂、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的特点及其对人体的作用，相信同学们有所收获。

九年级化学教学反思文库篇五

《有机合成材料》这节课安排在九年级下册最后一个课题，
内容与生活实际联系紧密，学生十分感兴趣，但有关于“材
料”尤其是“有机合成材料”这些名词却很陌生，如何顺利
导入新课，减少学生认识的梯度成为教学设计中一个要解决
的问题。我运用神七航天员的航空服的特殊材质激起学生的
兴趣，有意吸引住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分三部分学习任务，分别应用自主、合作、探
究来解决问题，解决方法分别利用课件展示、对比加热聚乙
烯塑料和电木塑料碎片的实验、使用衣物标签认识纤维的种
类和优缺点，最后采用“辩论会”等多种方式，帮助学生完
成学习任务，最后将合成材料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将内容
高度提升，渗透情感目标。

整个教学过程贯穿使用“六环三步”教学模式，学生在学习
中认识生活中的问题，在生活中加强化学的学习，更突出体



现了化学与实践生活的紧密联系。如：塑料的应用很广泛区
分塑料种类分类回收，各种纤维的优缺点区分天然纤维与合
成纤维的方法等都很实用。

课后我认真反思全课设计，觉得学生课前准备不是很充分，
关于“材料”和“有机合成材料”了解很少，学生化学语言
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强，很多生活经验及想法不能很好表达，
但学生学习热情很高，无论是实验还是辩论都全心投入，有
时争论得很激烈，还需要主持人调整把握尺度，我想这是学
生们应该坚持的学习态度。

针对这节课我感觉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很多，应该在课前
更多的准备学生，让课堂更自由更灵活，精心设计拓展和创
新问题，让习题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们将课堂所学
能应用到生活中才是教学的真正目的，将课堂真正还给学生。

九年级化学教学反思文库篇六

作为新课程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初中化学新教材
也在秋风中悄然而至。新的化学课程标准倡导以科学探究为
课改的突破口，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自
主学习。由此，新课程标准还提出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也应进
行改革，强调要加强化学与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实际的'联系，
注重考查创新意识，引导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本教学设计以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和元认知理论、自我发展
教育理论、基于信息环境下的互动活动理论等相关理论为依
据，运用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模式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更有
效地提高学生解决化学开放性题目的能力，促进学生的自我
发展。

《化学与生活》是以人教版新教材初三化学第十二单元的内
容为依托，由本人设计的一节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教学课。



新教材倡导以科学探究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激发学生的主
动性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主动学习，使获得化学知识和技
能的过程同时也成为理解化学、进行科学探究、联系社会生
活实际和形成科学价值观的过程。基于的学生自主探究学习
模式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积极的信息加工、解释和综合的
过程，有助于学生拓宽思维空间，便于创造性的发挥，能更
有效地提高学生解决化学与生活的开放性题目的能力，促进
学生的自我发展。

本课的教学设计当中，特别注重创设情境，让学生尽快融入
对化学与生活之间联系的思考。同时，在课件的设计方面也
要注意不采用太多与主题无关的花哨设计，在生动友好、图
文并茂的前提下尽量使网页课件主题突出、内容简洁。

九年级化学教学反思文库篇七

一、教材

本节内容属于人教版九年级下册第十单元课题2的内容，本节
课重点讲解了中和反应的概念及实质，从酸碱性的角度介绍
了中和反应在实际中的应用。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可以
从离子角度初步理解中和反应容易发生的原理，为高中化学
学习酸、酸性氧化物、酸式盐等物质的性质以及离子反应打
下良好基础。

(过渡：教师不仅要对教材进行分析，还要对学生的情况有清
晰明了的掌握，这样才能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接下来
我将对学情进行分析。)

二、学情

学生在之前已经学习过了酸和碱的一些性质，对本节课通过
实验来认识中和反应理解较为方便，然而对于如何能够用明
显现象观察到中和反应以及中和反应容易发生的原因都充满



了好奇，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会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好奇心，通过自己动手验证自己的猜想，锻炼动手操作能
力、合作探究能力，让学生获得自信心和满足感。

(过渡：根据新课程标准，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我确定了如
下教学目标：)

三、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初步领会中和反应的`实质，能够从酸碱角度说明中和反应在
实际中的应用。

【过程与方法】

通过验证酸碱之间的反应，认识科学探究的基本过程，进行
初步的探究活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化学实验，增强对化学学习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培养学
习化学的兴趣。

(过渡：根据新课标要求与教学目标，我确定了如下的重难
点：)

四、教学重难点

【重点】

酸碱中和反应的原理。

【难点】



酸碱中和反应的实质。

(过渡：为了解决重点，突破重点，我确定了如下的教学方法。
)

五、教学方法

讲授法、实验探究法

(过渡：我认为，钻研教材，研究教法学法是上好一门课的前
提和基础，而合理安排教学程序则是最关键的一环，为了使
学生学有所获，我将从四方面展开我的教学过程。)

六、教学过程

环节一：导入新课

一个良好的导入可以很好的促使学生情绪高涨，提升教师的
讲课效果，保证整堂课教学的成功。为了更好的把学生的注
意力吸引到课堂中来，使学生更快的进入到学习的状态。我
采用了如下的导入方法：

在课程开始前我会演示一个“红酒变白酒，白酒变红酒”的
魔术实验。并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让学生带着好奇
的心进入本节新课。

环节二：新课讲授

1.中和反应

先提出酸碱之间是否能够发生反应这个问题，然后将氢氧化
钠溶液与盐酸溶液混合，由于反应没有明显实验现象，让学
生带着这个问题仔细思考，如何用明显的实验现象来证明酸
和碱之间发生了反应。通过桌上现有的镁条、石蕊试液、酚
酞试液来设计实验分析。



学生可能会设计出多种实验方案，接下来让学生分组根据自
己设计的实验来完成实验，观察现象总结结论，完成实验后
请小组代表来回答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出现的现象，最终
得到了什么结论。

在同学们通过实验现象证明了酸和碱之间可以发生反应后，
我会提出问题让同学们思考从微观的角度如何来解释酸和碱
的中和反应。由于这部分属于本堂课的难点，并且对于微观
的理论学生不易给出解释，在这里我会选择播放视频的形式
让同学们更为直观地理解盐酸和氢氧化钠溶液反应。

在学生书写完化学方程式后，对比三个化学方程式观察共同
点，学生不难发现三个式子都是酸和碱生成一个化合物和水
的反应，我会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讲解，给出盐与中和反应
的定义。

2.中和反应在实际中的应用

在学生明确酸和碱能够发生中和反应后，我会让学生举出几
个中和反应在生产、生活中应用的案例。学生可以通过日常
生活中的积累以及课本的内容给出一些中和反应的实例，了
解中和反应在日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中有广泛的应用。

环节三：巩固提高

在这一环节中，我会让学生根据本节课学习的内容来解释课
堂开始前的“红酒变白酒，白酒变红酒”的魔术实验原理，
来检验学生对于本节课内容的掌握程度。

环节四：小结作业

请学生回答本堂课的收获有哪些，可以回答学到了哪些知识，
也可以回答学习的感受。



布置作业：预习溶液酸碱度的表示法，了解ph试纸的用途。

七、板书设计

九年级化学教学反思文库篇八

我们人体由三大部分营养物质组成，糖类，脂类和蛋白质。
糖类是我们直接的供应能量，而脂类就是帮助我们保暖，调
节体温的一类重要物质。至于蛋白质，则是我们身体当中最
不可或缺的一大类营养物质，它不仅给我们供能，而且也是
我们各个身体器官的组成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营养素中如无机质以及维他命类在体类可以直接被吸收，但
如蛋白质、糖质等分子较大的营养素，则没办法通过肠壁和
细胞膜，因此有必要先将之分解变化，才可被吸收，以供身
体所需。

食物进入口中先被咀嚼磨碎，到胃中再由消化酵素胃朊酶使
蛋白质分解为更小的份子。此时蛋白质的大部分会被分解成
为氨基酸，而被吸收至小肠中，这是由于肠粘膜以及胰脏所
分泌的消化酵素(肽酶、胰朊酶等)的作用。小肠未能吸收的
蛋白质转到大肠中时，由肠内的细菌再予分解。这些分解物
中有时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例如由腐败菌而产生的胺
等，所幸肠内还有一种众所周知的乳酸菌，能对腐败菌发挥
有效的抑制作用。

在人体组织中，肌肉以及皮肤所需要的蛋白质最多，肌肉大
约18%～20%是蛋白质。而肌肉又是人体蛋白质的最大储藏库。
皮肤组织大约14%是蛋白质。当皮肤受到轻度灼伤时，患部会
变硬，数日后会剥落，而在表皮最下部的基底细胞生成新的
蛋白质。在正常的情况下，表皮大约四个星期就会产生一次
新生组织，而旧的表皮则以污垢的形态脱落。所以手术前后
有充足的蛋白质，可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及促进伤口愈合。



九年级化学教学反思文库篇九

（前言：反思实在犀利不来，内容不多，仅仅涉及一点教学
技能方面的点评，谁叫偶语文不行捏r(st)q但这的确是自己的
所思所感。就具体教学内容以及习题设置方面，个人认为初
中生更喜欢能吸引他们的具有新鲜感的知识，譬如最新的科
学发现或者社会热点问题等，这点wq&jzw做得不错，课本知
识需要把握轻重，不需要时时刻刻强调体现化学，知识的融
会贯通可以在复习课时加深，而上新课时，如需深入，可以
设置课后探究实验，让感兴趣的学生查阅资料或课后于老师
一起探讨。最后，提醒同学们~学好语文，具体说是语言表达，
真的很重要！不仅仅是为了四六级a~)

第一次我班同学较为正式的说课，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既欣
喜又叹服着我们这些“小先生”的成长，从大二参加讲课比
赛时的一丝青涩到今天有模有样的站在讲台上，能够大声而
又流畅地表述自己的教学思路，这跟不断地自我锻炼与挑战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jzw是第一个上台的，她超强的语言组织能力一直是我“膜
拜”的！在此之前，她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很用心（作为
舍友深有体会~），更想到用讲学稿来辅助教学，这的确是她
说课的一个亮点。但说课时未提及讲学稿，着实令人感到这
讲学稿好似“摆饰”。可以在说教学流程时穿插讲学稿的题
目，以更好的体现教学思想。

接着是xhj，当听说她是昨晚才着手准备这一课题时，彻底地
佩服她在教学方面的才能。先检讨下自己，当时没认真听她
说课的内容......但单是语言的魅力就把我吸引住了，她将
教学思路一气呵成地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是我需要好好加强
强化的地方！最后是wq&wmq，也看出她们为这次活动而付
出的努力。



其实，每当别人上台后，自己都会反思：换做是我，我会如
何呈现教学内容？别人与自己的的优劣势分别是哪些？怎样
扬长避短？怎样使这节课上得更完美？这个暑假，除了为找
工作以及毕业论文做准备外，还准备继续去当“志愿者”，
以进一步加强课堂的驾驭能力。愿大家互帮互利，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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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从学生的已有知识和熟知的物质出发，努力创设生
动活泼的问题情景。如：通过进行导入，一下子将学生的学
习兴趣激发起来，让学生感受到化学与生活密不可分。

二、学生的思维过程始终在问题情境中进行。如：在氢氧化
钠和盐酸混合无现象的情况下，提出问题：氢氧化钠与盐酸
是否反应?请设计实验进行证明你的猜想。从实验方案的设计，
实验过程，实验现象的描述以及实验结论的得出，都由学生
完成。本课题中化学方程式的书写是个难点，突破该难点时，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实验现象和直观形象的电脑动画展示，让
学生知道氢氧化钠和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钠和水。然后进一步
引导学生分析该化学方程式的特点是相互交换成分，各元素
的化合价不变。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完成感悟探究：氢氧化
钙与浓盐酸的反应，并写出化学方程式，然后继续引导学生
进行思维发散，引导学生分析化学方程式中反应物和生成物
的特点，从而得出中和反应的概念。然后提出问题：生成盐
和水的反应一定是中和反应吗?这样既注重了前后知识的联系，
又让学生搞清楚分析问题要全面——中和反应不仅要看生成
物，还要看反应物。

三、注意化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
思想。如：中和反应的应用之一是用于医药。此时，教师出
示治疗胃酸过多的药物——胃片，并说明其成分中含有氢氧
化铝和碳酸镁。让学生说出它能够治疗胃酸过多的原因，写
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并指出哪些是中和反应，这样既
巩固了知识，又培养了能力。



四、学生自主参与整堂课的知识建构，从旧知识的回忆到新
知识的学习，从参与并能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通过学生的
设计、操作、观察、思考、讨论，在问题解决中深刻、系统
地理解知识，学生逐步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本节课的设计
特点是强调以学生的探究学习为主，重视学生的体验，使学
生的认知和体验达到最佳结合点，注重体现学生的主动性和
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创造一个合作学习探究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