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一化学教案及反思 化学高一教
案(优质9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教
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高一化学教案及反思篇一

】掌握硫及其氧化物的性质，so2的检验方法。认识so2作为污
染物的危害。

】so2的化学性质及其检验方法。

（二）化学性质：;

二氧化碳co2二氧化硅sio2

物理性质

化学性质与水反应

与酸反应

与naoh溶液

与cao反应

请同学们观察演示实验4-7，验证自己的想法。

（教学设计）



1.具有酸性氧化物的通性：

2.还原性：

（2）so2可使___________溶液、____________溶液褪色（观察
补充演示实验现象）

有关的.化学方程式：

4.漂白性：

漂白性物质的比较：

漂白原理氧化还原反应作用化合作用吸附作用

变化类型化学变化

漂白效应永久漂白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碳co2

物理性质

化学性质与水反应

与酸反应

与naoh溶液

与cao反应

氧化性

还原性



漂白性

请你根据“性质决定用途”归纳出so2的用途

请你结合自己在课外收集的资料来谈谈空气污染的现状及处
理措施

高一化学教案及反思篇二

知识与技能掌握蒸馏、萃取来对混合物进行分离提纯的操作

过程与方法通过过实际操作，来学会对混合物分离和提纯的
操作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能发现学习和生产、生活中有意义的化学
问题，并进行实验探究

理解蒸馏、萃取的原理，学会用蒸馏、萃取对混合物进行分
离提纯

根据常见物质的性质设计分离和提纯物质的方案

预习案

一、使用说明：阅读课本7页—9页，认真分析填下列表格，
并独立完成以下预习内容。

二、蒸馏---实验室制取蒸馏水

（1）原理：利用混合物中各组分的不同，通过加热到使沸点
低的组分先汽化并随蒸汽通过冷凝下来，从而实现与沸点高
的组分分离开来。用蒸馏的方法可除去、或的.杂质。

（2）主要仪器：



（3）实验过程及现象：

实验

现象

1、在试管中加入少量自来水，滴入几滴稀硝酸和几滴agno3
（硝酸银）溶液。

2、在烧瓶中加入约1/3体积的自来水，再加入几粒沸石，按
图1-4连接好装置，向冷凝管中通入冷却水。加热烧瓶，弃去
开始馏出的部分液体，用锥形瓶收集约10ml液体，停止加热。

3、取少量蒸馏出的液体加入试管中，然后加入几滴agno3溶
液和几滴稀硝酸。（得到的液体中含有cl-吗？）

(4)注意事项:

三、萃取：

（1）概念：萃取是利用物质在溶剂里的不同，用一种溶剂把
物质从它与另一种溶剂所组成的溶液中提取出来的方法。分
液是将萃取后液体分离开的操作。

（2）主要仪器：

（3）完成课本第9页探究实验4-1：用四氯化碳萃取碘水中的
碘

探究案

1、冷凝管有何作用？2.、你知道该怎样检验溶液中是否含
有cl-吗？



高一化学教案及反思篇三

课前练习:

金属钠在空气中长时间放置的最终产物是()

2oc.na2co32o2

(请写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钠的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在自界没有游离态的金属钠存在,
通过上面的练习,我们知道,它在空气中经过了复杂的反应,但
最终产物是碳酸钠,我们在初中也学过碳酸钠的一些的性质,
现在大家一起回忆一下碳酸有哪些化学性质呢?(可以与酸及
某些盐发生反应),碳酸钠是钠的一种重要化合物,除此之外钠
的化合物还有哪些?(氢氧化钠.氧化钠.过氧化钠.硫酸钠等),
碳酸氢钠是碳酸钠的酸式盐,那么它与碳酸钠是否有类似的性
质呢?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通过实验来研究这两种物质的有关
性质.

[板书]：碳酸钠与碳酸氢钠

[过渡]：我们这节课主要讨论它们的化学性质

[板书]：（1）与酸的反应

[练习]写出碳酸钠.碳酸氢钠与盐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如果
属于离子反应,请写出离子反应方程式.

[过渡]碳酸钠和碳酸氢钠都能与酸反应，现在让我们再来研
究一下碳酸钠和碳酸氢钠在热稳性上是不是一样，能否根据
已有知识来判断,如果它们受热分解，产物可能是什么呢?如
何证明有二氧化碳产生呢?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实验，化学教案
－碱金属。



[演示实验]分别加热碳酸钠碳酸氢钠

[板书]（2）热稳定性:

2nahco3======na2co3+co2↑+h2o

na2co3与nahco3热稳定的差别可以用来鉴别na2co3
和nahco3固体

[板书]（３）用途：

na2co3:制皂玻璃造纸纺织

nahco3:发酵粉灭火器治胃酸过多

巩固练习:

2.往碳酸钠溶液加入下列物质,能反应但观察不到明显现象的是
()

(oh)2溶液2o2固体c.盐酸2o固体

１.掌握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性质及其性质之间的异同以及它
们的主要用途

２.通过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热稳定性实验使学生了解鉴别它
们的方法,培养学生认真负责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性质及其鉴别方法

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性质差别的原因

对比法、实验探索法.



投影仪.实物演示实验仪器

我们过去学过泡沫灭火器，泡沫灭火器筒内装的是饱和碳酸
氢钠溶液与发泡剂的混合液，玻璃瓶里装的硫酸铝的饱和溶
液。

把灭火器倒转时，筒内的两种药液相互混和后，发生如下的
反应：

a12(so4)3＋6nahco3＝3na2so4＋2al(oh)3＋6co2↑

大量的二氧化碳跟发泡剂形成泡沫，从喷嘴中喷射出来，覆
盖在燃烧物上，使燃烧物隔绝空气和降低温度，达到灭火的
目的。最终是由于二氧化碳比空气的密度大，灭火时，二氧
化碳气体可以排除空气而包围在燃烧物体的表面或分布于较
密闭的`空间中，降低可燃物周围或防护空间内的氧浓度，产
生窒息作用而灭火。其实泡沫灭火器是二氧化碳灭火器的一
种,二氧化碳灭火器主要包括泡沫灭火器、干粉灭火器及液体
二氧化碳灭火器。

在常压下，液态的二氧化碳会立即汽化，一般1kg的液态二氧
化碳可产生约0.5立方米的气体。另外，二氧化碳从储存容器
中喷出时，会由液体迅速汽化成气体，而从周围吸引部分热
量，起到冷却的作用。

清水灭火器中的灭火剂为清水，它主要依靠冷却和窒息作用
进行灭火。

简易式灭火器简易式灭火器适用于家庭使用，简易式1211灭
火器和简易式干粉灭火器可以扑救液化石油气灶及钢瓶上角
阀，或煤气灶等处的初起火灾，也能扑救火锅起火和废纸篓
等固体可燃物燃烧的火灾。简易式空气泡沫适用于油锅、煤
油炉、油灯和蜡烛等引起的初起火灾，也能对固体可燃物燃
烧的火进行扑救。



高一化学教案及反思篇四

化学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组成、结构、性质及其
变化和应用的科学。要研究物质的宏观性质，必须从微观粒
子入手，才能寻找到原因。化学学科涉及分子、离子、原子、
质子、中子、核外电子等多种微观粒子，但最重要的是原子。
只要了解了原子的结构，才可以进一步了解分子、离子结构，
进而深入认识物质的组成和结构，了解化学变化规律。在初
中，学生已初步了解了一些化学物质的性质，因此有必要让
学生进入微观世界，探索物质的奥秘。通过本节了解原子构
成、核素、同位素概念，了解质子数、中子数和质量数间的
关系，为后续周期律的学习打好基础。

知识目标：

1.明确质量数和azx的含义。

2.认识核素、同位素等概念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能力目标：

提高同学们辨别概念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对原子结构的研究，激发学生从微观角度探索自然的兴
趣。

重点：明确质量数和azx的含义。

难点：认识核素、同位素等概念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同学们在初中已经有了关于原子结构的知识，所以这节课原
子表示方法比较容易接受，但对于核素同位素的概念是新知



识。

学案导学

学生学习准备：导学案

教师教学准备：投影设备

一课时

(一)、检查学案填写，总结疑惑点(主要以学生读答案展示的
方式)

(二)、情景导入，展示目标

原子是构成物质的一种微粒(构成物质的微粒还有离子、分子
等)，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物质的组成、性质和变化都
都与原子结构密切相关，同种原子性质和质量都相同。那么
原子能不能再分？原子又是如何构成的呢？这节课我们一起
来学习有关原子的几个概念。

(三)、合作探究，精讲点拨

探究一：核素和同位素

1、原子结构：原子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原子核在原子
的中心，由带正电的质子与不带电的中子构成，带负电的电
子绕核作高速运动。也就是说，质子、中子和电子是构成原
子的三种微粒。在原子中，原子核带正电荷，其正电荷数由
所含质子数决定。

(1)原子的电性关系：核电荷数=质子数=核外电子数

(2)质量数：将原子核内所有的质子和中子的相对质量取近似
整数值加起来所得的数值，叫质量数。



质量数(a)=质子数(z)+中子数(n)

(3)离子指的是带电的原子或原子团。带正电荷的粒子叫阳离
子，带负电荷的粒子叫阴离子。

当质子数(核电荷数)核外电子数时，该粒子是阳离子，带正
电荷；

当质子数(核电核数核外电子数时，该粒子是阴离子，带负电
荷。

(4)原子组成的表示方法

高一化学教案及反思篇五

气体摩尔体积是在学习物质的量的基础上学习的，它将气体
的体积和气体的物质的量联系起来，为以后学习气体参加反
应的计算奠定了基础。

（一）知识与技能：

1、理解决定物质体积大小的因素；

2、理解气体摩尔体积的概念；

3、掌握气体体积与物质的量之间的转换关系。

（二）过程与方法：

从分析决定物质体积大小的因素入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
意识，通过设置问题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引导学生进行归
纳，体验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结论的影响。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决定物质体积大小的因素和气体摩尔体积的学习，培养
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团结合作的精神，感受科学的魅力。

教学重点：气体摩尔体积。

教学难点：决定物质体积大小的因素、气体摩尔体积。

【引入】在科学研究和实际生产中，常常用到气体，而测量
气体的体积往往比称量质量更方便。那么气体体积与它的物
质的量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气体体积与其
物质的量之间的桥梁——气体摩尔体积。

气体摩尔体积

【教师活动】播放电解水的实验视频。

【学生活动】观察、讨论、思考并回答问题。

1、阅读教材p13—p14科学探究的内容，并填空。

（1）实验中的现象：两极均产生气体，其中一极为氢气，另
一极为氧气，且二者体积比约为。

（2）

质量（g）物质的'量（mol）氢气和氧气的物质的量之比氢气氧
气从中你会得出结论：在相同温度和压强下，1molo2和h2的
体积。

物质物质的量（mol）质量（g）密度（g·l-1）体积
（l）o211.429h210.0899结论：在标准状况下，1mol任何气体
的体积都约是。

【过渡】1mol任何气体在同温、同压条件下体积几乎相



等，1mol固体或液体是否也类似的关系呢？【问题】下表列
出了20℃时几种固体和液体的密度，请计算出1mol这几种物
质的体积。

结论：在相同条件下，1mol固体或液体的体积。

高一化学教案及反思篇六

1、举例说明化学能与电能的转化关系及其应用。

2、会应用生活中的材料制作简易原电池。

生活在现代社会，学生对“电”有着丰富而强烈的感性认识。
当学生了解了化学反应中的能量转化的原因，并感受了探究
化学能与热能的相互转化过程后，会对化学能与电能之间的
转化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能量转换角度看，本节课程内
容是对前一节课中“一种能量可以转化为另一种能量，能量
是守恒的；化学能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它同样可以转化为其
他形式的能量，如热能和电能等”论述的补充和完善。从反
应物之间电子转移角度看，原电池概念的形成是氧化还原反
应本质的拓展和应用。从思维角度看，“将化学能直接转化
为电能”的思想，是对“化学能——热能——机械能——电
能”思维方式的反思和突破。

中学生对“电”的内容的认识不仅来源于生活经验，而且来
源于学科学习。在生活经验方面，不仅接触了火力发电（或
水利发电），而且接触了干电池等化学电源；在学科学习方
面，学生不仅接触了摩擦起电，而且还从能量转化的角度认
识了电能，此外还学习了关于电的初步知识（如电源的正负
极、电压和电流等内容），因此对电并不陌生。此外，高中
《化学1》已较为系统的学习了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也学习
了钠、镁、铝、铁等有关的金属知识，以及电解质溶液的内
容。这些经验基础为本课的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为本节
的学习做了知识、能力上的准备。



同时原电池是高中化学学科体系的核心知识之一，它的教学
是氧化还原反应原理的延伸与应用，也是后续电化学知识的
基础。原电池的'教学是体现学科交叉，科学理论联系实际，
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探究能力的好素材。学生在第一节学习
了化学能与热能的转化关系，本节课则学习化学能转化为另
外一种能量即电能，由于电化学知识是学生首次接触的新领
域，存在着强烈的好奇心和陌生感，因此一个好的开端十分
重要。

1、知识与技能

（1）理解原电池的概念、工作原理和构成条件，同时掌握原
电池正负极的判断方法。

（2）通过学生设计完成原电池构成条件的实验，学习实验研
究的方法。

（3）能举例说明化学能与电能的转化关系及其运用。

2、过程与方法

（2）通过实验和科学探究，对比、归纳，培养学生科学探究
精神和分析、归纳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教学重点初步认识原电池的概念、工作原理及形成条件

高一化学教案及反思篇七

使学生在了解气体的体积与温度和压强有密切关系的基础上，
理解气体摩尔体积的概念。

通过气体摩尔体积的概念和有关计算的教学，培养学生分析、



推理、归纳、总结的能力。

通过本节的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动参
与意识。

通过教学过程中的设问，引导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

气体摩尔体积的概念

相同温度和压强下，相同物质的量的任何气体所占的体积大
约相同的原因。

设疑、导思、归纳、应用

多媒体辅助

[复习提问]

1.1mol物质含有的粒子数约是多少？

2.什么叫摩尔质量？

[引入新课]前面我们学习的物质的量，它把宏观上可称量的
物质与微观粒子联系起来，宏观上可感知的除了物质的.质量，
还有物质所占的体积上节课我们研究了1mol物质所具有的质
量，这节课我们来讨论1mol物质所占的体积。

[板书]一、气体摩尔体积

1.1mol固、液态物质的体积

[提问]已知物质的质量和密度，怎样求体积？

学生回答：v=



物质

粒子数

1mol物质质量（g）

20℃密度（g/cm3）

体积（cm3）

fe

6.02×1023

56

7.8

al

6.02×1023

27

2.7

pb

6.02×1023

207

11.3



h2o

6.02×1023

18

1(4℃)

h2so4

6.02×1023

98

1.83

[]1mol物质的体积

[]1mol固、液态物质的体积不相同。

2.1mol气态物质的体积

[]影响气体体积的因素

指导学生注意观察分子间平均距离的变化。

[]比较一定质量气体的体积，必须在相同温度和压强条件下。

[]标准状况：0℃，101kpa

[]计算标准状况下，1molh2、o2、co2气体的体积，并填表：

气体



粒子数

1mol物质质量(g)

密度（g/l）

体积（l）

h2

6.02×1023

2.016

0.0899

o2

6.02×1023

32.00

1.429

co2

6.02×1023

44.01

1.977

[]在标准状况下，1mol任何气体所占的体积都约是22.4l。



[]22.4l体积的实物模型

[]单位物质的量气体所占的体积叫做气体摩尔体积。

vm=单位：l/mol

[]22.4l/mol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气体摩尔体积。气体摩尔体
积是在任意温度、压强下，气体体积与气体物质的量之比。

[]为什么在一定温度、压强下，1mol固、液态物质体积不同，
而1mol气体体积都大致相同呢？让我们从物质的组成和结构
上找找原因。

[]决定物质体积的主要因素

[]影响物质体积的因素

2.为什么体积由18ml变为3.06×104ml，体积扩大了1700倍。

[]在粒子数相同的条件下，固、液态物质的体积主要决定于
构成物质的粒子的大小，由于构成不同物质的粒子的大小不
同，所以1mol固、液态物质的体积不相同；气体的体积主要
决定于粒子间的距离，不同气体分子间的平均距离大约相等，
所以1mol气体的体积大致相同。

[]（投影）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指出错误的原因。

1.1mol任何气体的体积都是22.4l。

2.1molh2的质量是1g,它所占的体积是22.4l/mol。

3.1mol任何物质在标准状况时所占的体积都约为22.4l。

4.22.4lo2一定含有6.02×1023个o2。



5.在同温同压下，32go2与2gh2所占的体积相同。

6.在同温同压下，20mlnh3与60mlo2所含的分子个数比
为1：3。

（答案：正确的是5.6.）

第二节气体摩尔体积

一、气体摩尔体积

1.1mol固、液态物质的体积

1mol固、液态物质的体积不相同。

2.1mol气态物质的体积

标准状况：0℃，101kpa

在标准状况下，1mol任何气体所占的体积都约是22.4l。

单位物质的量气体所占的体积叫做气体摩尔体积。

vm=单位：l/mol

高一化学教案及反思篇八

1、知识与技能

(1)理解原电池的概念、工作原理和构成条件，同时掌握原电
池正负极的判断方法。

(2)通过学生设计完成原电池构成条件的实验，学习实验研究
的方法。



(3)能举例说明化学能与电能的转化关系及其运用。

2、过程与方法

(1)分析火力发电的原理及利弊，建立“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
电能”的新思路，通过对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的分析，提出
实现新思路的各种推测和猜想等，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2)通过实验和科学探究，对比、归纳，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精
神和分析、归纳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化学能与电能转化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化学能转化为
电能对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发展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乐于
探究物质变化的奥秘。

(2)通过原电池形成条件的探究，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科学态
度和方法，体会实验在化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初步认识原电池的概念、工作原理及形成条件

教学难点通过对原电池实验的研究，引导学生从电子转移角
度理解化学能向电能转化的

本质，以及这种转化的综合利用价值。

【教学方法】

利用实验探究、问题讨论、启发、对比、归纳等教学方法，
采用多媒体手段，调动学生多种感官一起参与学习，充分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上海市高一化学教案

高一化学教案及反思篇九

1、举例说明化学能与电能的转化关系及其应用。

2、会应用生活中的材料制作简易原电池。

生活在现代社会，学生对“电”有着丰富而强烈的感性认识。
当学生了解了化学反应中的能量转化的原因，并感受了探究
化学能与热能的相互转化过程后，会对化学能与电能之间的
转化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能量转换角度看，本节课程内
容是对前一节课中“一种能量可以转化为另一种能量，能量
是守恒的；化学能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它同样可以转化为其
他形式的能量，如热能和电能等”论述的补充和完善。从反
应物之间电子转移角度看，原电池概念的形成是氧化还原反
应本质的拓展和应用。从思维角度看，“将化学能直接转化
为电能”的思想，是对“化学能——热能——机械能——电
能”思维方式的反思和突破。

中学生对“电”的内容的认识不仅来源于生活经验，而且来
源于学科学习。在生活经验方面，不仅接触了火力发电（或
水利发电），而且接触了干电池等化学电源；在学科学习方
面，学生不仅接触了摩擦起电，而且还从能量转化的角度认
识了电能，此外还学习了关于电的初步知识（如电源的正负
极、电压和电流等内容），因此对电并不陌生。此外，高中
《化学1》已较为系统的学习了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也学习
了钠、镁、铝、铁等有关的金属知识，以及电解质溶液的内
容。这些经验基础为本课的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为本节
的学习做了知识、能力上的准备。

同时原电池是高中化学学科体系的核心知识之一，它的教学
是氧化还原反应原理的延伸与应用，也是后续电化学知识的
基础。原电池的教学是体现学科交叉，科学理论联系实际，



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探究能力的好素材。学生在第一节学习
了化学能与热能的转化关系，本节课则学习化学能转化为另
外一种能量即电能，由于电化学知识是学生首次接触的新领
域，存在着强烈的好奇心和陌生感，因此一个好的'开端十分
重要。

1、知识与技能

（1）理解原电池的概念、工作原理和构成条件，同时掌握原
电池正负极的判断方法。

（2）通过学生设计完成原电池构成条件的实验，学习实验研
究的方法。

（3）能举例说明化学能与电能的转化关系及其运用。

2、过程与方法

（1）分析火力发电的原理及利弊，建立“将化学能直接转化
为电能”的新思路，通过对氧

（2）通过实验和科学探究，对比、归纳，培养学生科学探究
精神和分析、归纳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化学能与电能转化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化学能转化
为电能对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2）通过原电池形成条件的探究，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科学
态度和方法，体会实验在化学

教学重点初步认识原电池的概念、工作原理及形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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