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元素周期律的教学反思 元素的化
学教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元素周期律的教学反思篇一

1、这是一节探究“元素”的课，其中元素概念难以理解，元
素符号难记这是本课存在的两大难题。我尝试运用图表法较
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通过创设的图表（幻灯片1）来设问
诱思，启发点拨，引导学生运用多种方法探究什么是“元
素”，利用数学“集合”的思想来认识元素，促进了学生由
抽象思维向形象思维转化，综合提高了学生科学素养和“探
究”能力，同时也从深层次的了解了元素的概念。

通过创设图表（幻灯片2）启发引导学生探究发现元素符号的
来源、意义和元素名称与元素性质的'关系，有效地改变了过去
“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获得了深刻的印象，有利于
学会方法，减少遗忘，增强“三会”的自信心。同时激发起
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

2、本课时教学设计的特点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时刻不忘启发引
导学生自主探究，在探究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和解问题，改变
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把课堂上的主体地位还给学
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人。

3、本课结束后，我觉得这种教学模式的实施对教师的逻辑性、
语言能力，组织能力，应变能力等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
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加强和提高！



元素周期律的教学反思篇二

学生此时已经学习了原子结构的知识，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
和核外电子构成，原子核又由质子和中子构成，此时例出钠
原子和钠离子的结构图，由学生分类，教师说明：核外电子
在发生化学变化的过程中得失电子现象，所以不宜作为分类
标准，然后由学生讨论原子分类的依据是什么，由此得出决
定元素种类的百原子核的质子数，在初中阶段也是根据质子
数来区分不同类原子的。即质子数决定元素的种类、质子数
也决定原子种类。由此得出元素的概念：具有相同的核电荷数
(即质子数的同一类原子总称为元素。这样学生对元素的概念
才有了个初步的了解。

元素周期律的教学反思篇三

在校内晒课活动中，我主讲了《元素》一课的第一课时，课
后经过反思有几点体会：

本节课的教学采用课前学习和课堂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学生通过课前预习对本节课的内容有了一定的认识，不仅提
高了学生的阅读，查阅资料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学
生通过自学发现问题，课堂上听讲及讨论时目的性更强。

教师通过批改教学案，发现学生预习中的个性及共性问题，
做到课堂上有的放矢。

新课程标准注重引导学生体验概念的形成过程，在生动、丰
富的情境中通过积极思考和分析归纳，以形成化学概念。我
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生活和学习的实际，展示一些生活中的图
片，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生活化，使学生对元素概念有了
一定的感性认识，但是学生对于元素的概念的理解具有一定
的难度，所以在此我并没有按照教材上的元素概念的引入方
法，而是在教学案上设计了两个表格，分别列出了：碳12，
碳13，碳14和氧16，氧17，氧18的质子数和中子数，学生分



析一类原子的共同点，从而得出碳12，碳13，碳14由于质子
数相同，所以同属于碳元素，而氧16，氧17，氧18则同属于
氧元素是因为他们的质子数相同，从而使学生对元素的概念
具有初步的认识。

（1）在原子中，质子数=核电荷数=核外电子数，能否用电子
数来定义元素？该思考题的提出让学生的思维发生碰撞，使
学生开动脑经思考在原子结构中的三个相等量，有两个用来
定义元素，为什么不用电子数来定义元素？在小组讨论的基
础上有部分同学能够与前面所讲的离子的形成的内容加以联
系，认识到核外电子在化学变化的过程中会发生得失，所以
不宜作为分类标准，从而进一步认识：不同元素的本质区别
是质子数不同。

（2）人类已发现100多种元素，能否说人类已发现100多个元
素？能否说水是由一个氧元素和两个氢元素组成的？” 加以
强化，教学后自我感觉在4个概念的辨析和联系上，由于结合
实例，学生比较容易理解。

在进行地壳中元素分布的教学中我将氧、硅、铝、铁的顺序
用谐音“养闺女贴（心）”来帮助学生进行记忆，效果良好。

概念教学比较抽象，我将教学程序优化，尽可能的将枯燥的
概念与生活，与物质联系起来，希望学生在课堂上都能积极
参与，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有极个别学生乘探究之际随意窜
组，或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如何改善这种状况呢？我及时与
学生沟通，了解情况，鼓励他树立学好化学的信心，同时在
以后的学生学习中我会按新课标对学生的三维评价方式，对
学生进行综合评价，优化分组，有效指导，让每一位学生都
能充分参与学习生动有趣的化学，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元素周期律的教学反思篇四

学生对元素周期表的兴趣很浓，因为几乎任何一本化学书上



都有周期表，他们非常希望了解有关周期表的相关知识。基
于这个特点，关于周期表的结构就设计了一节课完成的思路，
相关知识包括：

（1）长短周期 主副族

（2）同周期，同主族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

（3）主要化合价的变化规律

（4）元素金属性和非金属性的判断在周期表中的应用

上完课后，还有大约十多分钟的课上练习时间，完成三个题，
这三个题属于一般难度的题目，结果，约有一半的学生不会
做，出现的问题主要有：

（1）周期表的结构没记住

（2）知识与习题相脱节，到了习题上知识就全给忘光了

（3）书面表达能力差

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有限，课容量不应该太大，要时刻注意
要少要简，要勤反复，多练习，帮助学生、引导学生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通过作业又发现了一些问题，及时纠正了，
学生就基本掌握了。

元素周期律的教学反思篇五

在前几节的学习中，学生一步步地补引入了微观世界，已经
初步建立起对具体粒子的认识，但在同位素的`学习中，出现
了和元素概念的混淆。元素的概念比较抽象，在本节内容中
还要进一步加深理解，我想，如果从分析具体的物质组成出
发，使学生知道不同物质里可以含有相同种类的原子，然后



再指出这些原子之所以相同，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核电荷
数。然后再结合同位素的意义去理解相同种类的原子属同种
元素，这样学生理解起来应该会更顺理成章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