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氧气的制法教学反思(优质8篇)
阅读范文范本可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帮助我们更好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以下是一些备受赞誉的个人简历范文，
相信能给你带来一些启示和启发。

氧气的制法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我在教学设计中采用了边讨论边探究的教学方法，通
过学生对问题的原理分析，探究验证，获得方法。通过实验，
认识实验室制取气体的药品选择，仪器组装，气体收集和检
验，验满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使学生
在实验中发展学习的兴趣，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提高科学
素养。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相互交流，彼此合作的意识。

本节课由两部分活动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围绕反应的原理，
反应的条件，可操作性，反应装置和收集装置的`讨论展开。
给学生进行理论方面的知识支撑，系统的感知和要做好一个
成功实验应考虑的主观因素有哪些。第二部分，主要围绕实
验室利用过氧化氢制取氧气的方法展开，通过对比实验的开
展，理解催化剂在化学反应中的作用及其自身的性质中的不
变性。最后通过演示实验，让学生真切的感知具体制取过程，
同时给学生讲解分液漏斗在实验中的对速率调节可控性的优
点。

本节课的设计我侧重于让学生对气体制取理论知识的掌握与
理解，及其对实验装置和步骤的初步了解，为后面去实验室
具体操作做好准备工作。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都渴望
能到实验室去。师生共同探讨的过程，明显体现出师生互动
的过程。教师鼓励学生对问题发表不同的见解，对他们提出
的见解中合理的部分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对其中不合理
的部分加以详细的分析，用学生能懂的理论或实验来说服他，
让他明白自己的错误所在。



不足之处，由于是首次系统的学习，时间上面有点紧张。学
生对于问题的讨论上不够全面，表述上不够准确，观察和分
析上不够严谨。应在下来的教学中多引导，培养学生的理性
分析的能力同时进行方法上的教学。

氧气的制法教学反思篇二

学科

初三化学

授课人

王平

授课内容

氧气的制法

授课班级

三.四

教学模式

化学教学中的科学探究的教学模式

地位

作用

初中阶段第一次接触气体的制法,对以后的学习有很重要的`
作用,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实验室制取氧气的方法和反应原理.

2.了解催化剂和催化作用的概念

3.理解分解反应的定义极其化合反应的区别.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和观察能力

德育目标

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

教学重点

实验室制取氧气的方法

教学难点

催化剂,催化作用

教学疑点

实验室制取氧气的原理

教学方法

演示.讲解.讨论,采取科学探究法

教材处理



1.复习氧气的性质,了解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掌握程度

2.利用科学探究法,通过演示实验,引导,探求出实验室制氧气
的方法,原理.

教学手段

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设计意图

复习引入

讨论上一节思考题,即如何检验一瓶无色气体是氧气

追问空气中氮气,二氧化碳,氧气四瓶无色气体如何鉴别

复习氧气性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会物质检验于鉴
别方法

演示实验[2-6],[2-7][2-8]

观察总结

演示

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分析总结

通过实验,充分调动学生的探究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探究兴趣

阅读教材

阅读思考,讨论日常生活,生产中的催化剂和催化作用,从而强
化催化剂定义中的关键词

引导

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突破难点

总结分析

讨论实验室制取氧气的两个文字表达式特征,归纳分解反应概
念

点评评价准确进行分析把握概念的准确本质。

激发学生兴趣,进而准确的把握概念的本质

小节

总结要点和方法

补充

培养学生概括总结能力,明确学习目标

板书

略



氧气的制法教学反思篇三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有以下体会：

加强学生自我评价、活动表现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是关注
学生个性发展、激励学生走向成功、改进教师教学方式的有
利途径。

本节课教学过程中，不仅采用了独立、小组或团体的形式，
通过观察、记录和分析、反思，评价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表
现和活动成果；更在学习结束后，自我反思探究过程的.活动
表现，对自己的参与意识、合作精神、实验操作技能、探究
能力、分析问题的思路、知识的理解和认知水平以及表达交
流技能等方面是否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尽可能大的进步与发
展，进行了全方位的自我沉时介，以达到学生自我激励发展
的目的。

氧气的制法教学反思篇四

三.四

教学模式

化学教学中的科学探究的教学模式

地位

作用

初中阶段第一次接触气体的制法,对以后的学习有很重要的作
用,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实验室制取氧气的方法和反应原理.

2.了解催化剂和催化作用的概念

3.理解分解反应的定义极其化合反应的区别.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和观察能力

德育目标

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

教学重点

实验室制取氧气的方法

教学难点

催化剂,催化作用

教学疑点

实验室制取氧气的原理

教学方法

演示.讲解.讨论,采取科学探究法

教材处理



1.复习氧气的性质,了解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掌握程度

2.利用科学探究法,通过演示实验,引导,探求出实验室制氧气
的方法,原理.

教学手段

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设计意图

复习引入

讨论上一节思考题,即如何检验一瓶无色气体是氧气

追问空气中氮气,二氧化碳,氧气四瓶无色气体如何鉴别

复习氧气性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会物质检验于鉴
别方法

演示实验[2-6],[2-7][2-8]

观察总结

演示

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分析总结

通过实验,充分调动学生的探究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探究兴趣

阅读教材

阅读思考,讨论日常生活,生产中的催化剂和催化作用,从而强
化催化剂定义中的关键词

引导

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突破难点

总结分析

讨论实验室制取氧气的两个文字表达式特征,归纳分解反应概
念

点评评价准确进行分析把握概念的准确本质。

激发学生兴趣,进而准确的把握概念的本质

小节

总结要点和方法

补充

培养学生概括总结能力,明确学习目标

板书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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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的制法教学反思篇五

学生第一次接触到气体的制法，所以基本上是从零开始教学。
课的容量很大，涉及反应原理，发生装置，收集装置的合理
选择和诸多注意点。所以本节课教学过程中，不仅采用了独
立、小组或团体的形式，通过观察、记录和分析、反思，评
价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表现和活动成果；更在学习结束后，
自我反思探究过程的活动表现，对自己的参与意识、合作精
神、实验操作技能、探究能力、分析问题的思路、知识的理
解和认知水平以及表达交流技能等方面是否在原有基础上得
到了尽可能大的进步与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自我评价，这
一节教学中自始至终主要以学生的探究性活动为主，在学生
活动中用问题引导学生进入思考状态，为他们提供讨论、交
流、合作的机会，把教学定位在一种交往、对话关系之上，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本节课虽然在探究实验室制氧气，
但在探究中学习制气体的一般思路，为今后学习其它气体的
实验室制法做铺垫。

氧气的制法教学反思篇六

知识目标

1.掌握实验室制取氧气的方法和反应原理.

2.了解催化剂和催化作用的概念

3.理解分解反应的定义极其化合反应的`区别.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和观察能力

德育目标



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

教学重点

实验室制取氧气的方法

教学难点

催化剂,催化作用

教学疑点

实验室制取氧气的原理

教学方法

演示.讲解.讨论,采取科学探究法

教材处理

1.复习氧气的性质,了解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掌握程度

2.利用科学探究法,通过演示实验,引导,探求出实验室制氧气
的方法,原理.

教学手段

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设计意图

复习引入

讨论上一节思考题,即如何检验一瓶无色气体是氧气

追问空气中氮气,二氧化碳,氧气四瓶无色气体如何鉴别

复习氧气性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会物质检验于鉴
别方法

演示实验[2-6],[2-7][2-8]

观察总结

演示

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分析总结

通过实验,充分调动学生的探究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探究兴趣

阅读教材

阅读思考,讨论日常生活,生产中的催化剂和催化作用,从而强
化催化剂定义中的关键词

引导

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突破难点

总结分析



讨论实验室制取氧气的两个文字表达式特征,归纳分解反应概
念

点评评价准确进行分析把握概念的准确本质，化学教案－氧
气的制法，化学教案《化学教案－氧气的制法》。

激发学生兴趣,进而准确的把握概念的本质

氧气的制法教学反思篇七

现阶段，在化学教学过程中，有很多教师依然使用传统的教
学方式，重视对理论知识的讲解，这也就导致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很多知识点学生难以理解，只好通过题海战术的方式
来进行教学与学习，这样会让学生产生厌学的心理，效果相
对较差，最后的成绩与教师、学生的付出并不成正比。想要
对这一状况进行改善，就要求教师对教学方式进行优化，对
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知识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帮助学生突
破学习上的障碍，树立自信心。

二、制取氧气教学策略

教师应该对学生的特点以及教材的内容进行分析，从而对教
材的内容以及其中的难点与重点进行掌握，以此为基础制定
相应的教学方案。对初中科学科教版教材进行分析，例如，
在对第二单元进行学习的过程中，主要有两个部分，首先就
是氧气的制作方法、催化剂的应用以及分解反应；其次就是
对氧气制取装置进行选择以及对高锰酸钾的使用，以下对其
进行简单的分析：

应该明确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学生在小学对高锰酸钾制
氧进行了简单的学习，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对过氧化氢制
氧加以重视，这就是学习中的重点以及难点；在课题二中也
简单地对氧气化学性质进行描述，由o2与c、s等元素的学习可
以明确化合反应的概念，但只是简单地描述，所以学生对化



合反应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区，没有进行详细的理解；如果
对化合反应理解不透彻的话，那么与它相“对立”的有关制
取氧气的分解反应的概念也就不好理解了。而催化剂的概念，
很多学生都是刚刚接触，()在理解上存在难点属于正常，这
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其加以重视，采取相应的教学
策略来帮助学生理解。

教师可以通过情景教学的方式对问题进行设计，以此来加强
学生的学习效果。在中学阶段进行化学学习，很多知识都是
基础层面的，但由于学生没有接触过，所以学习的过程中存
在一定的难度与问题，这就要求教师根据教材的内容由易到
难地设计问题，从而引发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学习。
学生可以主动出击，解决问题，通过不同方式对答案进行收
集，例如，网络、书籍、实验等，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在不断的实践中掌握知识、理解知识。例如，在对这一
阶段的知识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设置相应的情景，如鱼
池出现缺氧的状况，造成大量的鱼死亡，通过多媒体的方式
来进行表述，并引出氧来乐（用于池塘增氧）的信息以及以
下问题：怎样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效解决？氧来乐的主要成分
有什么？其产生氧气的原理？之后通过实验的方式，来对其
进行研究。

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实验探究进行正确的运用，
以此来对学生正确的引导，帮助学生学习。首先让学生猜测，
之后通过实验以及观察来验证猜想，这也是对传统教学方式
的优化，从根本上推动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进步。例如，在
对二氧化锰的作用进行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应该让学生对
实验的效果进行猜想，之后设计相应的实验方案，让学生对
实验的步骤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并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
来对催化剂的原理进行认识与突破。

三、教学实践与反思

对教学实践进行总结与反思是解决化学学习中难点问题与重



点知识的关键，它可以让学生对知识进行深刻的理解，提高
掌握的效果，对教学活动的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就
要求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方法以及对知识
运用的效果进行引导，通过对课堂教学的设计与组织，让学
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感悟知识，掌握学习
方法，以此对教材中的难点、重点知识进行有效的解决。此
外，通过科学的反思也可以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化学知识体
系，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化学素养，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
成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也是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随着教改的不断深入，化学教学方式也在逐渐地发生改变。
本文主要以制取氧气为例，说明教学策略与反思的重要性，
并对教学环节进行优化，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不仅掌握知识，
也掌握学习方式，有效地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王祖浩。化学课程标准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xx-09.

余丽蓉。“制取氧气”的教学策略与反思.化学教学，20xx
（03）。

新课程高中化学教学论文浅议化学教学中问题设计策略化学
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记忆力

氧气的制法教学反思篇八

第三节氧气的实验室制法（教案）知识目标：1、记住实验室
制氧气的药品及实验室制氧气的文字表达式。2、认识制氧气
所需仪器的名称及知道这些仪器的连接和使用方法。3、知道
实验室收集氧气的方法（排水法和向上排空气法）并能说明
原理。4、能复述催化剂的概念并说出其在化学反应中的作用。
5、会判别哪些反应属于分解反应。6、了解工业制氧气的方
法。技能目标：1、通过观看教师的演示实验提高对实验的观



察、比较能力。2、通过对催化剂概念的学习提高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通过有无催化剂的对比实验
学到自然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对比法）情感目标：1、
通过有无催化剂的对比实验初步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2、
通过对演示实验的观察提高对化学科的兴趣。教学重难点：
实验室制取和收集氧气的原理和操作步骤教学过程：教师活
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安排学生看书并思考下列问题;1、实验
室制氧气的药品、反应的文字表达式。2、催化剂的概念。3、
分解反应的概念4、实验装置及连接顺序（从下到上，从
右）5、如何收集氧气?6、如何检验氧气？7、实验操作步骤？
8、氧气的工业制法？看书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总结归纳：板书：
一、原理：

催化剂加热1、氯酸钾――氯化钾+氧气

加热2、高锰酸钾――锰酸钾+二氧化锰+氧气

回答问题二、催化剂：在化学反应中能改变其他物质的反应
速率，而本身的质量和化学性质在反应前后都不改变的物质。
工业上又叫触媒。实验：（1）加热氯酸钾，用带火星木条检
验是否有氧气产生；（2）在加热后的氯酸钾中加入mno2，用
带火星木条检验是否有氧气产生；三、装置：铁架台、酒精
灯、试管、单孔塞、导管、集气瓶、水槽连接：从下到上，
从左到右。看书上装置图，注意连接方法。四、气体的收集
方法：1、排空气法（利用氧气密度比空气大）2、排水法
（利用氧气不溶于水）讨论收集原理五、气体的检验方法：
带火星的木条六、实验操作顺序：1、检查气密性2、装药品3、
加热4、收集气体5、将导管拿出水面6、熄灭酒精灯讨论5、6
两步的原理：防止倒吸七、氧气的工业制法：分离空气法作
业：1、作业本第三节2、预习实验册氧气的实验室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