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九年级化学教案及反思 九年
级化学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人教版九年级化学教案及反思篇一

知识与技能

1、知道铁、铝、铜等常见金属与氧气的反应现象。

2、初步认识常见金属与盐酸、硫酸的置换反应，以及与盐溶
液的置换反应；能用置换反应解释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化
学问题。

过程与方法

1、认识科学探究的基本过程，能进行初步的探究活动。

2、课堂中，教师组织、引导和点拨学生通过实验探究和讨论
交流，认识金属的化学性质。

3、初步学会运用观察、实验等方法获取信息，并能用图表和
化学语言表达有关的信息。

4、初步学会运用比较、归纳、概括等方法对获取的信息进行
加工，使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对五彩纷呈的化学现象的观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
求知欲，发展学习化学的兴趣。

2、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以及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实践、严谨
求实的科学精神。

3、了解化学与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密切关系，提高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4、在有趣的实验与老师的点拨中轻松掌握化学知识，体验到
学习的快乐。

重点：探究常见金属的化学性质。

难点：初步运用金属的化学性质，掌握新的化学反应及反应
类型。

多媒体课件；实验用具：镁条、铝片、铜片、铁片、酒精灯、
坩埚钳、火柴、砂纸、稀hcl、稀h2so4、试管（若干）。

一、知识回顾

铁、镁等金属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以及化学方程式。

二、新课导入

师：铝和铁相比较，具有哪些优良性能？为什么饮料罐通常
都用铝做而不用铁？

生甲：黄铜与黄金的密度不同，测一下它们的密度即可区别。

生乙：黄铜与黄金的硬度不同，把它们互相刻画，硬度大的
为黄铜，小的为黄金。

生丙：“真金不怕火炼”。用火烧一下，变黑的为黄铜，不



变色的为黄金。

……

师：甲、乙两种方法利用的是金属的物理性质，丙方法利用
的是金属的化学性质。

师：要想更好地使用金属，就需了解金属的各种性质。上个
课题我们学习和研究了金属的物理性质，本节课我们来学习
金属的化学性质。

[板书]课题2 金属的化学性质

三、新课教学

金属的化学性质

[板书]一、金属与氧气的反应

课件展示黄金项链、银戒指、学生用的小刀、镁条等金属物
品。学生观察其表面颜色。

师：是谁给纯净的金属穿上了“外衣”呢？

生：是空气！

师：确切地讲，是空气中的氧气。

【实验探究1】

步骤：1.分别把镁条、铝片、铜片用砂纸打磨后放在空气中，
过一段时间观察并记录现象。

2、用坩埚钳夹住镁条、铝片、铜片在酒精灯上加热，观察并
记录现象。



现象：1.镁条、铝片表面变暗，铜无变化。

2、镁条在空气中剧烈燃烧；铝片表面失去光泽；铜片表面变
黑。

结论：金属可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

[学生活动]请三位同学上黑板书写：

2mg+o22mgo

4al+3o22al2o3

2cu+o22cuo

师：铁在纯氧中点燃能反应吗？若能，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
式。

[板书]3fe+2o2fe3o4

师：根据上面的反应，我们可得出金属具有什么样的化学性
质？

生：金属能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

[讨论]大多数金属都能与氧气发生反应，但反应的难易和剧
烈程度相同吗？

生：镁、铝等在常温下就能与氧气反应；铁、铜等在常温下
几乎不与氧气反应，但在高温时能与氧气反应；“真金不怕
火炼”说明金即使在高温时也不与氧气反应。

[讲解]金属与氧气反应的性质除了可用于鉴别物质（如黄铜
与黄金的鉴别）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用途。如铝具有很好的



抗腐蚀性能，就是由于铝与空气中的氧气反应在其表面生成
一层致密的氧化铝薄膜，从而阻止铝的进一步氧化。铝能在
短短的一百多年里产量得到如此大幅度的提高，并被广泛应
用，除了因为改进了铝的冶炼方法，使其成本大大降低，以
及铝的密度较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铝的抗腐
蚀性能好。

生：铝制品耐腐蚀是由于铝可以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使其
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铝保护膜；若用钢刷、砂等来擦洗
铝制品，容易把氧化铝薄膜除掉，从而起不到保护作用。

师：我们平常所说的“电化铝”实际上就是用特殊方法使铝
表面形成加厚的氧化铝保护层的铝制品。

人教版九年级化学教案及反思篇二

化学变化的初步概念。

情感、态度、价值观：注意培养学生科学的观察和分析能力，
并使他们受到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教育。

教学重点：物质的变化与性质

教学难点：物理变化与物理性质，化学变化与化学性质的区
别

教学方法：探究—归纳总结法

教学准备：[实验1-1]-[实验1-5]

课时安排：1课时

教 学 设 计二次备课



新课导入：绪言课的几个实验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课后有许多同学提问：为什么白纸喷“水”会变红，再
喷“水”红色又消失了呢?生活中也有许多现象：水在一定条
件下可以变成水蒸气和冰，钢铁制品会在潮湿的空气中生锈?
这又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学习物质的变化。

一、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

[介绍]观察实验方法：看、闻、触摸。

观察实验的步骤：1、实验前，物质的色、态、味等

2、实验过程中，发光、放热、生成气体、沉淀等现象;

3、实验后，物质的物质的色、态、味等;

思考：物质变化前后，是否生成了其他物质?

[实验1-1]水的沸腾

[实验1-2]胆矾的粉碎

[实验1-3]胆矾溶于水后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

[实验1-4]大理石与稀盐酸反应

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填表：

实验序号变化前的物质变化时的现象变化后的物质变化后有
无新物质生成

1-1液态的水有水蒸气产生;又变成冷凝的水液态的水无

1-2蓝色块状胆矾块状变成粉末状蓝色粉末状胆矾无



1-3蓝色硫酸铜溶液变成蓝色浑浊物蓝色氢氧化铜沉淀有

1-4块状石灰石有气泡产生二氧化碳气体有

【讨论、归纳】1-1、1-2中水和胆矾发生了状态和形态的变
化，但无新物质生成，1-3、1-4中有颜色的变化，有沉淀的
生成，有气体生成，并生成了新物质。

结论：1、2是物理变化，3、4是化学变化

得到：1、定义

2、化学变化的基本特征

3、化学变化常伴随的现象

4、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联系

[课堂练习]

二、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

1、化学性质：

2、物理性质：包括：颜色、状态、气味、熔点、沸点、密度
等

(1)熔点和沸点

熔化：固态变成液态

熔点：熔化的温度

沸点：液态变成气态



(2)密度：某种物质单位体积的质量

(3)颜色、状态、气味

[实验1-5]闻气味的方法

[课堂练习]

【课堂小结】

【作业布置】

【板书设计】 课题1 物质的变化与性质

一、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

1、定义：没有生成新物质的变化叫做物理变化，变化是生成
了新物质的变化叫做化学变化。

2、化学变化的基本特征：有其他物质生成

3、化学变化常伴随的现象：颜色改变、的放出气体的、生成
沉淀、吸热和放热、发光等。

4、联系

二、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

1、化学性质：物质在化学变化中表现出来的性质。

2、物理性质：物质不需要发生化学变化就表现出来的性质

人教版九年级化学教案及反思篇三

1．使学生认识分子的真实存在，了解分子的基本性质掌握分



子的概念。

2、使学生学会运用分子的观点来区别：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
纯净物和混合物。

3、通过对物质及其变化的宏观现象与微观本质相互联系的分
析推理，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

1、关于分子定义的建立以及对分子行为的微观现象的形成。

2．掌握分子的基本性质，灵活运用分子的知识。

１、建立微观运用的想象表象，体会它与宏观运动的不同。

目标教学法

试管、酒精灯、试管夹、碘、酒精１００毫升、水１００毫
升。

１课时

前提诊测：

a你想知道水由什么组成吗？

目标展示：

1．使学生认识分子的真实存在，了解分子的基本性质掌握分
子的概念。

2、使学生学会运用分子的观点来区别：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
纯净物和混合物。

目标导学：



问：化学是研究什么？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变化规律的基础自然
学科。

谈话：通过绪言课和第一章的学习，我们知道了物质的性质
分了为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物质的变化分为物理变化和化
学变化。本节将进入对物质的组成、结构的研究，在初中物
理中只知道物质由分子构成的，而什么是分子，分子又具有
哪些基本性质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

演示：碘的升华。

让学生在教材的第一部分的1－5自然段找出书中所列五个生
活中的现象，教材在解释这些现象时作了怎样的假设？（物
质是由许多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粒子构成的，这些粒子是运动
的，粒子之间有一定间隙）通过这个假设的粒子引出分子。

一、分子的存在

由于糖的微粒扩散到水的微粒中，使水有了甜味，施用了氨
水的农田，由于氨气微粒跑到空气中去，所以很远就能闻到
刺激性气味。这些微粒在科学上就叫做分子，分子是真实存
在的。

二、分子的性质

1．分子的运动

糖分子遇到水就扩散到水分子中去，氨气可以扩散到空气中
去，可见分子是运动的。

2．分子是有间隔的

演示：酒精和水的混和



100亳升水和100亳升酒精混合在一起，体积小于200毫升。

因为构成酒精和水的分子之间有空隙，当这两种分子混合时，
有的分子挤点了空隙，所以混合后体积小于200毫升。

结论：分子是真实存在的，分子是运动的，分子间是有空隙
的。

我们能闻到氨分子的刺激性气味，却看不见氨分子，可见分
子是微观粒子，它的体积是很小的。一滴水里大约
有1.67×1021个水分子，如果把水分子的'大小与乒乓球相比，
就好像拿乒乓球与地球相比一样，它是肉眼看不到的微粒，
水分子的质量大约是：3×10－26千克。

（水分子直径大允是2.8×10－10米，乒乓球的直径约
为4×10－2米，地球直径大约是1.28×107米）。

3．分子有一定质量，也有一这体积，但是非常小。

三、分子的概念

水在加热后变成水蒸气，水分子本质没有变化，其化学性质
也没有变化。

硫分子和氧气分子反应生成了二氧化硫分子，所以化学变化
后，硫和氧气的化学性质就不能保持了。

分子：保持物质的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

注意：分子只保持物质的化学性质，它只是保持物质化学性
质的一种微粒，并非所以物质的化学性质，都是由分子所保
持。

运用分子的知识解释：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的区别，物质热
胀冷缩、“三态”的互变等。



四、纯净物和混合物

演示：铁粉与硫粉的混合实验

引导学生观察未混合，混合后，分离后铁粉与硫粉的颜色

混合物：由二种或多种物质混合而成，这些物质相互没有发
生反应，混合物所有物质都保持原来的性质。

纯净物：由一种物质组成的。

练习：下列物质是混合物还是纯净物。

（1）空气（2）冰、水混合物

判断是混合物还是纯净物。从分子看主要看该物质是同种分
子，还是多种分子组成，依此可判断空气是混合物，而冰、
水混合物却是纯净物。

问：什么叫高纯硅？

引导学生阅读p29第二自然段，了解完全纯净的物质是没有的。
通常所说的纯净物指的是含杂质很少具有一定纯度的物质。
我们在研究一种物质的性质，都必须取用纯净物，因为一物
质里如有杂质，就会影响这种物质固有的某些性质，而且要
求物质的纯度越高越好。

分子是真实存在的，它的质量很小，总是在不断地运动着，
分子间有一定的间隔，利用分子的基本性质，认识分子是保
持物质化学性质的一种微粒，运用分子的概念，可以区别纯
净物与混合物。

一、分子的存在：



二、分子的性质：

1．分子的运动，

2.分子是有间隙的，

3.分子有一定质量，也有一定间隙，

三、分子的概念：

分子：保持物质的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

四、纯净物和混合物：

混合物：由二种或多种物质混合而成（或几种不同分子组
成），这些物质相互没有发生化学反应。

如：空气、天然水、浑浊的石灰水等。

纯净物：由一种物质组成的（或同一种分子构成）。

如：氧气、水、二氧化碳、氧化镁等。

人教版九年级化学教案及反思篇四

1.了解铁的重要物理性质

2.掌握铁跟氧气、酸及硫酸铜溶液发生反应的化学现象和相
应的化学方程式，使学生对铁是一种化学性质比较活泼的金
属有一个概括的认识。

3.使学生对铁及铁制品锈蚀的原理和一般防锈方法有一个常
识性的认识。

【教学重点】对铁的化学性质



【教学难点】1.对铁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的理解。

2.建立反应条件对化学反应的结果有很大影响的观点。

【教学方法】讲述法、实验法

【教学用具】试管

【教学过程】

在前几章中，我们学习了氧、氢、碳等非金属的一些性质，
在这一章中，将主要学习一种日常生活接触最多，用途广泛
的金属--铁，我们将介绍铁的一些性质。以及一些常见金属
的知识。

“钢铁”这个名词在生活中是很常用的，可是钢并不等于铁，
虽然钢的主要成分是铁，但在性能方面跟铁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今天我们就先来学习铁的性质。

一、铁的物理性质

纯铁具有银白色金属光泽，有良好的延展性、密度为7.86克/
厘米3，熔点为1535℃，沸点为2750℃，具有良好的导电、导
热性能。

日常生活中的铁制品一般都不是纯铁，讨论金属的物理性质
主要从色、态、光泽、熔沸点、密度、导电、导热性质和硬
度等方面来研究。

二、铁的化学性质

1.铁与氧气的反应

前面我们已经学习过铁可以氧气中剧烈燃烧，铁还可以与稀
盐酸或稀硫酸反应来制备氢气，这些反应能说明铁是一种比



较活泼的金属。

演示：演示实验6-1

现象：第一支试管中的铁钉生锈了，第二、第三支试管中的
铁钉没有变化。

讨论：铁在什么条件下容易生锈。

答：铁在潮湿的空气中容易生锈，铁生锈是铁与氧气和水等
物质相互作用，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铁锈的成分
很复杂，主要是氧化铁，铁锈很疏松，易吸水，因此，铁制
品表面的铁锈如不及时除去，会加快铁制品的生锈速度。

讨论：怎样防止铁生锈?

防止铁生锈可采用将铁与空气隔绝，或保持空气的干燥，当
然第二种方法不可行;所以一般采用与空气隔绝，如在铁制品
的表面喷上一层漆，在一些铁制品表面镀上其他金属或通过
化学反应使铁制品的表面生成的氧化膜，即，在铁制品的表
面涂上一层保护膜，以防生锈。

人教版九年级化学教案及反思篇五

(1)先交换课本后更正。

请同学们仔细看这两名同学的板演，发现错误并会更正的请
举手。(指明优生更正)

(2)讨论：(先让优生“兵教兵”，优生讲的不对或不全的，
教师更正或补充)

评选择题：



分别说明溶液的特点，溶质和溶剂，引出溶质、溶剂的概念，
并归纳溶液的组成和性质。

评填空题：

巩固学生关于溶剂，溶质的概念，加深对于概念的理解。

评第三题：

教师演示实验，学生观察记录实验现象，并分析由此得出的
结论。(溶质可以是固体、气体、液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