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三化学说课范例 化学说课稿集
锦(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初三化学说课范例篇一

  1、习题复习，引入正题

  在本节使用复习引人即可以创造一种直观的环境，游客
仪较好地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2、巧设问题、实验探究

  设问1：电解质还能再划分吗？（通过问题灌输分类的思
想）

  设问2：盐酸和醋酸电离程度有差别吗？用什么实验可以
证明？

  出发引领学生进行思考，充分利用学生“的最近发展
区”这样对对同一内容的学习，在不同时间多次进行并经过
改组的，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就会使学生的认识逐步深
入）

  设问4：通过ph测定及ch+的数值，你能的出这两种酸的
电离程度吗？（引导学生

  的出盐酸完全电离，而醋酸部分电离）



  这样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扣开学生思维的大门，
形成持久的内驱力，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思考。

  3、问题探究，迁移应用

  在弱电解质的电离这内容上有两个知识点：

  一、电离平衡的建立

  二、电离平衡的移动。在解决这个重难点上我采用了多
个问题探究的方法，层层深入。

  创设冰醋酸溶于水的过程，通过问题运用对比法、图象
法让学生领会弱电解质的电离的特点，顺理成章突破弱电解
质存在电离平衡这一难点。对于影响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的因
素通过回顾影响化学平衡的因素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分析并进
行实验验证加强学生的分析推理、归纳、以及自主获取知识
的能力。

初三化学说课范例篇二

  本节课教学内容抽象，这就需要教师创设问题情景，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

  2、小组讨论

  采用讨论法让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小组讨论，
学会思考、分析和总结。

  3、多媒体教学

  本节教材概念多，内容比较抽象，理论性强，可充分利
用直观教学手段，使抽象概念形象化。



初三化学说课范例篇三

  一、药品及反应原理

  1、药品：大理石或石灰石与稀盐酸

  2、原理：caco3+2hcl=cacl2+h2o+co2↑

  二、装置的确定

  1、发生装置：固体、液体不加热型

  2、收集装置：向上排空气法

  三、检验和验满

  1、检验：倒入澄清的石灰水，振荡变浑浊则是二氧化碳

  2、验满：用燃着的木条放在集气瓶口，熄灭则已满。

  四、延伸：

  实验室制取气体

  原料：价格便宜、速度适中、利于收集、气体纯净、操
作简便

  装置：取决于反应物状态及反应条件

  分层练习：使各个层次的学生都得到锻炼和提升

  今天这节课我始终贯穿着提——分——实——分——应
这一探究主线，着力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活动
和谐统一，教法和学法和谐统一，传授知识和智能开发的和
谐统一，德育和智育的和谐统一。



初三化学说课范例篇四

  “化学键与化学反应”是《化学(必修)2》中第二章第一
节内容，继初中的物质变化、化学反应之后，通过对化学键
概念的建立，帮助学生从微观角度认识物质的构成和化学反
应的本质;同时以“化学键”为桥梁，引导学生从物质变化和
能量变化两个角度认识化学反应，为后面研究化学反应的利
用奠定基础。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了解化学键的含义以及离子键、共价键的形成，增
进学生对物质结构的认识。

  通过了解化学反应中物质变化和能量变化的实质，使学
生初步学会如何从微观的角度认识化学反应。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对化学键、离子键、共价键的教学，培养学生的想
象力和分析推理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节学习，使学生初步学会从微观的角度去认识化
学变化的实质，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勤学好问，勇于探索的
优秀品质。

  (三)教学的重点难点

  重点：化学键、离子键、共价键的概念和对化学反应的
实质的理解。



  难点：对离子键、共价键形成特点的理解。

初三化学说课范例篇五

  1、探究学习：

  学生通过实验来探究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为何不能使用
其它药品，通过研究发生装置，选择其它仪器制取二氧化碳，
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能力，培养开
拓创新的精神。

  2、自主学习：

  指导学生独立完成探究实验，归纳总结：为什么稀硫酸
和浓盐酸不能代替稀盐酸？碳酸钠不能代替大理石？等等。
从而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使学生自主地获取知识。

  3、合作学习：

  利用分组实验和小组讨论，使学生在沟通中创新，在交
流中发展，在合作中获得新知。

  4、归纳学习：

  边实验边记录边归纳总结，在归纳总结中促进思维的发
展，并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面我来谈一下教
学过程这一环节，在这个环节中我将围绕着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进行实验—分析得出结论—应用结论这一主线展开，
具体分为五个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