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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饱和溶液》

1.题目：九年级《饱和溶液》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中注意对于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试题解析】

一、问题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展示一杯蔗糖水，请学生品尝。并提出问题：想让这杯蔗糖水更加的甜，可以无

限制的添加蔗糖吗？

2.学生通过生活经验总结出让蔗糖溶液更甜可以添加蔗糖，但是对于是否能够无限制的

溶解蔗糖，学生存在一定的分歧。从而引出本节课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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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探究，讲授新课

1.教师让学生根据对于是否可以无限溶解蔗糖的猜想进行实验设计，并引导学生说出实

验思路，教师加以点评。

2.学生根据组内设计的实验思路进行分组实验，实验过程中教师进行巡视指导。

3.学生总结实验结论，得出：水中不能无限制的溶解蔗糖，当溶解的蔗糖质量过多时会

出现一部分不溶解的现象。

4.教师对于学生的结论进行引导，得出饱和溶液的概念为：在一定温度下，一定剂量的

溶剂里面，不能继续溶解溶质的溶液。

5.通过教师对于饱和溶液概念的介绍，请学生分析不饱和溶液的概念，学生通过对于实

验中溶液的不同状态得出不饱和溶液的概念：在一定温度下，一定剂量的溶剂里面，能继续

溶解溶质的溶液。

6.教师展示饱和、不饱和的氯化钠溶液，提出问题：两种状态的溶液可以相互转化吗？

并让学生通过实验操作进行实验探究。

7.通过实验探究，学生总结出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之间可以通过调节温度、改变溶质、

改变溶质等方面进行相互转化。

三、习题拓展，巩固新知

通过多媒体的展示习题，将学生本节课学习到的知识进行深化。

四、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由学生总结本堂课的收获，教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予以肯定，并做情感态度的升华。

五、紧扣主题，扩展延伸

请学生课下查阅资料，了解常见溶质处于饱和溶液状态时的溶质质量。

板书设计：

饱和溶液

1. 饱和溶液：在一定温度下，一定剂量的溶剂里面，不能继续溶解溶质的溶液。

2.不饱和溶液：在一定温度下，一定剂量的溶剂里面，能继续溶解溶质的溶液

3.相互转化： 饱和溶液变成不饱和溶液 加入溶剂,升高温度

不饱和溶液变成饱和溶液 加入溶质,蒸发溶剂,降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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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单质和化合物》

1.题目：九年级《单质和化合物》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中注意对于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试题解析】

一、问题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提出问题：哪位同学能说一说咱们已经学过的常见物质吗？

2.学生自主回答，教师将学生回答的答案写在副板书上。提出问题：你能将他们进行分

类吗？引入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二、对比探究，讲授新课

1.教师请学生观察板书上面的常见物质，请学生总结发现的规律。

2.学生通过交流讨论发现板书上有一部分物质是以化学式的方式表示的单质，另一部分

是只能表示主要成分的混合物。

3.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各种纯净物的化学式有什么特点呢？

4.学生根据板书上的化学式进行总结发现：一部分物质是由同一种元素组成的（比如氢

气、氧气等）；同时余下的物质是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元素组成的（比如水、二氧化碳、碱

式碳酸铜等）。

5.教师引导学生总结发现：有同一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叫做单质。并请学生总结化合物

的概念。

6.学生通过交流思考总结出：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元素组成的纯净物为化合物。

7.教师进一步提出问题：氧气和臭氧的混合气体属于单质吗？过氧化氢溶液属于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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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引导学生深化单质及纯净物必须是纯净物的概念。

8.学生通过思考与交流得出以上的混合物都不是单质及化合物。进一步深化概念。

三、习题拓展，巩固新知

通过多媒体的展示习题，将学生本节课学习到的知识进行深化。

四、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由学生总结本堂课的收获，教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予以肯定，并做情感态度的升华。

五、紧扣主题，扩展延伸

请学生将之前学过的化学物质进行化学式的书写，并按照单质与化合物进行区分。

板书设计：

单质和化合物

1. 单质：同一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氢气、氧气、氮气等）

2. 化合物：两种或两种以上元素组成的纯净物（二氧化碳、水、高锰酸钾等）

第三篇 《固体药品的取用》

1.题目：固体药品的取用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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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要求配合教学内容有简单的板书设计；

（2）教学过程中要有课堂互动环节；

（3）请在十分钟内未完成试讲

【试题解析】

一、谈话导入

实验室里所用的化学药品，很多是易燃、易爆、有腐蚀性或有毒的，我们想获取药品，

通过什么方式方法呢，用手直接拿行吗？

学生：不行

教师总结：在具体实验时我们要注意安全，遵守规则，首先我们来学习固体药品的取用。

二、新课教学

（一）块状固体或金属颗粒的取用

教师播放视频：取用块状固体药品（大理石），学生观察药品的状态、药品存放试剂瓶

的特征、取用药品的仪器以及操作顺序。

师生总结：固体药品通常保存在广口瓶里，取用固体药品一般用药匙。有些块状的药品

(如石灰石等)可用镊子夹取。用过的药匙或镊子要立刻用干净的纸擦拭干净，以备下次使用。

提问：①要将大理石放入试管内而不打破试管底，应如何操作？应用什么仪器取用？

学生：结合教材内容得出正确的操作方法。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①块状药品或金属颗粒的取用(一横二放三慢竖)

步骤：先把容器横放，用镊子夹取块状药品或金属颗粒放在容器口，再把容器慢慢地竖

立起来，使块状药品或金属颗粒缓缓地沿容器壁滑到容器底部，以免打破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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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验：实验 1-3：(1)用镊子夹取少量颗粒状石灰石（或大理石）放入试管中，并

将试管放在试管架上备用。教师巡视指导。

（二）粉末状或小颗粒状药品的取用

教师播放视频：取用粉末状固体药品（碳酸钠粉末）的视频，学生观察药品的状态、药

品存放试剂瓶的特征、取用药品的仪器以及操作顺序。

提问：如何将碳酸钠粉末放入试管内而不沾在试管壁上？

师生总结：粉末状药品的取用（一斜二送三直立）

步骤：先把试管横放，用药匙（或纸槽）把药品小心送至试管底部，然后使试管直立起

来，让药品全部落入底部，以免药品沾在管口或试管上。

注意：使用后的药匙或镊子应立即用干净的纸擦干净。

学生实验：取少量碳酸钠粉末放入另一支试管中，并将试管放在试管架上备用。教师巡

视指导。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

①块状：用镊子夹取，放入平放的容器口，再慢慢竖立，使药品缓缓滑到容器底部，以

免打破容器；

②粉末：先使试管倾斜，把盛有药品的药匙（或纸槽）送入试管底部，再使试管直立。

三、巩固提高

熟悉仪器，熟练取少量碳酸钠粉末到指定试管中。

四、课堂小结

教师引导学生谈谈这节课学习的收获。

五、布置作业

总结固体药品取用规则，课后利用身边工具加以练习。

板书设计：

《固体药品的取用》

固体药品的取用：块状（一横二放三慢竖），粉末（一斜二送三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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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化合反应与分解反应》

1.题目：九年级《化合反应与分解反应》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中注意对于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试题解析】

一、复习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课前提出问题：请学生书写高锰酸钾制取氧气、碳酸氢铵受热分解的文字表达式。

2.学生对于反应原理进行文字表达式的书写。

二、对比探究，讲授新课

1.教师请学生观察两个文字表达式，并提出问题：同学们有什么发现吗？

2.学生通过观察发现两个文字表达式中反应物或生成物的特点。教师请学生组内交流与

讨论，回忆学过的反应中有哪些是生成物为一种物质的。

3.学生经过交流，总结出：二氧化碳和水生成碳酸、红磷燃烧生成五氧化二磷都符合生

成物为一种物质的特性。

4.教师请学生观察以上的反应，引导学生怎么用文字表达这一特点。

5.学生经过讨论得出：这些反应都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生成一种新物质的反应。教

师介绍化合反应。

6.教师请学生回忆学过的反应中有哪些是反应物为一种物质的。

7.学生经过交流，总结出：碳酸受热分解、碳酸氢铵受热分解、水通电分解都符合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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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8.教师引导学生自行总结分解反应的概念。学生通过对比化合反应的概念得出：由一种

物质生成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的反应叫分解反应。

9.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字母对于化合反应和分解反应进行表达。

三、习题拓展，巩固新知

通过多媒体的展示习题，将学生本节课学习到的知识进行深化。

四、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由学生总结本堂课的收获，教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予以肯定，并做情感态度的升华。

五、紧扣主题，扩展延伸

请学生查阅资料了解哪些反应属于化合反应，哪些属于分解反应。

板书设计：

反应类型

1. 化合反应：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生成一种新物质的反应 A+B+C→D

2. 分解反应：由一种物质生成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的反应 D→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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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金属与酸的反应》

1.题目：《金属与酸的反应》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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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中注意对于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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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图片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展示绿豆在铁锅中煮了以后会变黑，苹果、梨子用铁刀切了以后，表面也会变黑

的图片。并提出问题：请同学们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

2.学生对原因进行猜想，教师提示：绿豆、苹果、梨子等多种水果的细胞里都含有一种

叫做鞣酸的酸性物质。并提出问题：金属与酸会发生什么反应呢？引入本节课的新课。

二、实验探究，讲授新课

1.教师提出问题：如何验证金属与酸发生了化学反应呢？请学生们利用实验台上的金属

片及盐酸设计实验。

2.教师对于学生的实验思路进行点评，并根据学生的实验思路提出问题：如何保障金属

没有与氧气发生反应呢？

3.学生提出可以通过对金属片进行打磨的方式保障金属为金属单质。

4.学生进行分组实验，实验过程中教师巡视指导学生的操作。

5.学生实验之后教师请学生汇报实验现象及结论。

6.学生交流讨论发现：

①不是所有的金属都可与酸发生反应。

②金属种类不同，与酸反应的剧烈程度不一样。

③产生的气体能燃烧，经检验是氢气。

7.教师提出问题：根据与酸反应的快慢或剧烈程度，能否判断出上述金属中哪种最易与

酸反应？学生组内讨论发现金属与酸反应的剧烈程度与金属的活动性（活泼度）有关。

8.教师补充金属活动性顺序表，介绍金属的活动性相关知识。并播放金属与酸反应的微

观视频，帮助学生进一步的从微观的角度理解金属与酸反应的本质。

9.教师引导学生对比金属与酸反应的反应原理，通过学生的对比，介绍置换反应的概念。

三、习题拓展，巩固新知

通过多媒体的展示习题，将学生本节课学习到的知识进行深化。

四、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由学生总结本堂课的收获，教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予以肯定，并做情感态度的升华。

五、紧扣主题，扩展延伸

1.查阅资料，了解金属与酸反应有哪些应用呢？

2.查阅资料，了解金属活动性顺序有哪些应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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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金属与酸反应

1.金属与酸：

Mg+2HCl=MgCl2+H2↑

Zn+2HCl=ZnCl2+H2↑

Fe+2HCl=FeCl2+H2↑

2.置换反应：单质+化合物=新单质+新化合物

第六篇 《氢气燃烧》

1.题目：九年级《氢气燃烧》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中注意对于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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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实物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展示课前准备好的氢气球，并提出问题：气球里面是什么气体呢？为什么能飞在

空中呢？

2.学生思考交流，得出气球里面的气体是氢气，同时认为氢气球可以飞在空中的原因是

因为氢气比较“轻”

3.教师进一步提出问题：那同学们知道氢气有什么性质吗？从而引出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二、实验探究，讲授新课

1.教师展示试管中收集的氢气，请同学们观察氢气具有哪些物理性质呢？

2.学生通过对于氢气的观察发现氢气具有无色、无味、密度比空气小、难溶于水的物理

性质。

3.教师提出问题，氢气有哪些化学性质呢？并请学生观察视频实验，视频结束之后请学

生设计实验验证自己关于氢气化学性质的猜想。

4.教师对学生的实验思路进行点评，并让学生开始分组实验，实验前提醒学生做好实验

现象的记录。实验过程中教师巡视指导，确保实验安全。

5.实验结束之后，教师请学生分享实验的现象及结论。

6.学生通过组内交流讨论得出：氢气可以燃烧，且在空气中燃烧有淡蓝色的火焰产生。

且实验中都发出了很小的声音。

7.教师准备纯度不足的氢气，进行点燃实验，让学生观察如果氢气不存，燃烧会出现哪

些现象呢？

8.学生通过观察得出：氢气不纯净，燃烧会出现尖锐的爆鸣声，氢气纯净则声音比较小。

三、视频拓展，巩固新知

1.教师播放氢气球爆炸的视频，引导学生分析氢气球爆炸的原因。

2.学生通过对于氢气球的爆炸的总结，深化氢气燃烧应该注意的问题。

四、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教师提问，学生小结本节课的收获。

五、紧扣主题，扩展延伸

查阅资料，了解氢气最早是如何发现的。

板书设计：

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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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质：无色、无味、密度比空气小、难溶于水的气体

化学性质：可以燃烧，火焰为淡蓝色

气体不纯→尖锐的爆鸣声

气体纯净→微弱的爆鸣声

第七篇 《水的组成》

1.题目：九年级《水的组成》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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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教学语言规范，表达准确；

（2）试讲中有必要的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板书；

（3）试讲要有启发学生思考的提问；

（4）试讲时间为 10 分钟。

【试题解析】

一、视频导入，激发兴趣

1.教师带领学生观看视频，提出问题视频的主人公是谁，它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而引出

“水”。

2.学生总结水的作用，教师引出水的组成。

二、实验探究，讲授新课

1.教师展示多媒体图片提出问题：水的物理性质有哪些？

引导学生总结水的物理性质

2.教师展示实验仪器，请学生观察仪器组成，从而指导学生关注水电解仪的阴、阳两极。

3.教师演示水电解实验，实验之后请学生回答实验现象。（水在通电时阴极与阳极会产

生气体，同时阴极与阳极的气体体积比为 2:1）

4.教师提出问题：请学生猜想阴极与阳极产生的气体分别是什么？如何验证？

5.学生分享探究结果，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对猜想做出实验验证，从而得出结论：水在通

电的时候会生成氢气和氧气，同时氢气和氧气的体积比是 2:1。

6.教师提出问题：氢气有什么物理性质呢？进而引出氢气的化学性质。

7.教师演示氢气燃烧实验，请学生总结氢气燃烧的现象及注意事项。

8.教师简单介绍清洁能源——氢气

三、习题练习，巩固新知

通过多媒体的展示习题，将学生本节课学习到的知识进行深化。

四、自我总结，分享收获

由学生总结本堂课的收获，教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予以肯定，并做情感态度的升华。

五、紧扣主题，扩展延伸

课后请学生自行查阅资料，找到探究水的组成相关化学史。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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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环境污染的防治》

1.题目：九年级《环境污染的防治》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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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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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讲过程中注意对于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试题解析】

一、对比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展示两张图片，分别是环境优美的自然景观和认为破坏充满垃圾的沙滩，同时询

问学生观看图片之后的感悟。

2.教师提出问题：同学们所知道的环境污染有哪些？并对学生列举出来的环境污染进行

分类，分类为：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以此引出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二、实验探究，讲授新课

1.教师对于学生列举出来的空气污染进行分析，同时对于污染的来源进行介绍。

2.同时引导学生分析，将空气污染进行分类：可吸入颗粒物和有害气体。

3.教师播放空气污染的影响的视频，请学生观看视频之后总结二氧化碳、酸性气体、氟

利昂等对环境带来的影响。

4.教师演示硫燃烧的实验，让学生观察硫燃烧的现象，产物的气味等。

5.教师将硫燃烧生成的气体通入高锰酸钾溶液中，振荡，请学生观察实验现象。

6.通过学生对硫燃烧及二氧化硫性质的实验观察，引导学生讨论二氧化硫有哪些危害

呢？学生经过交流讨论得出：二氧化硫时酸雨的主要成因，酸雨有腐蚀建筑物等危害。

7.教师进一步对于二氧化硫形成酸雨的原理进行介绍。

8.教师通过资料卡片展示相关环境测量指数的概念，帮助学生详细的认识环境问题。

9.通过对于环境污染的介绍，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怎样才能有效的防治污染呢？

学生交流讨论之后总结保护环境的方法。

三、习题拓展，巩固新知

1.教师展示不同的环境污染的图片，请学生从化学角度分析其污染的成因，并提出相关

的防治措施。用这种形式巩固本节课所学内容，并深化保护环境的意识。

四、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教师提问，学生小结，引导学生发现用化学方法保护环境，梳理环境保护的意识。

五、紧扣主题，扩展延伸

1.查阅资料了解还有那些环境保护的方法呢？

2.了解生活中的垃圾是如何进行分类的。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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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防治

1.空气污染：可吸入颗粒物和有害气体

2.酸雨：

成因：硫燃烧

危害：腐蚀建筑物、破坏土地酸碱平衡

第九篇 《洗涤仪器》

1.题目：九年级《洗涤仪器》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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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讲过程中注意对于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试题解析】

一、图片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展示相关未清洗的盘子、衣物，提出问题：家庭中如何清洗这些物品呢？引导学

生积极发言。

2.学生回答问题之后教师提问：那化学实验室中出现的未清洗的试管应该如何清洗呢？

怎样判断试管已经清洗干净了呢？导入本节课的内容。

二、实验探究，讲授新课

1.教师展示不同程度污染的试管，同时请学生组内探究如何对这些试管进行清洗。

2.学生通过组内交流、总结发现：

①试管中如果存在废液，应该先倒掉废液，再进行清洗。

②确保试管内无废液之后，倒入清水，振荡。

③重复倒入清水及振荡步骤至试管清洁。

3.教师对学生的总结进行点评，同时展示内壁附着不易清洗物质的试管，并让学生自己

动手操作。

4.在学生动手清洗的过程中教师加以巡视指导，引导学生可以通过试管刷进行清洗。

5.学生实验结束，教师引导学生总结如何清洗玻璃器皿。

6.学生总结出使用试管刷时，需要转动、或者上下移动试管刷进行清洗；同时用试管刷

清洗的时候不能用力过猛，容易导致试管破裂。

7.教师进一步提出问题：如何判断清洗之后的试管已经是清洁的呢？引导学生对清洗之

后的试管进行观察。

8.学生观察之后发现：一部分试管内壁的水既不成滴也不汇聚成股留下，另一部分试管

内壁的水汇聚成水滴，最后留下。教师总结清洁的试管内壁的水既不成滴也不汇聚成股。

三、习题拓展，巩固新知

1.教师展示不同玻璃仪器，请学生描述应该如何进行清洗，以及如何判断清洗洁净了。

2.学生通过回答对不同玻璃仪器清洗的方法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

四、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通过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的总结与回顾，对本节课的知识进行系统的梳理。

五、紧扣主题，扩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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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学内容应用于实际生活中：观察生活中的玻璃仪器是如何清洗的？是否已经清洗干

净了？

板书设计：

洗涤仪器

清 洗：倒掉废液→加入清水→振荡→加入清水→振荡

附着不易清洗物质：试管刷（转动/上下）

清洁判断：水既不成滴，也不成股

第十篇 《氧气的物理性质》

1.题目：九年级《氧气的物理性质》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中注意对于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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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游戏导入，激发情感

1.教师通过“呼吸、憋气”的游戏，同时提出问题：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气体在帮助我们

呼吸吗？

2.学生讨论之后得出气体为：氧气。从而引出本节课主题。

二、实验探究，讲授新课

1.教师让学生观察空气的状态，并展示集气瓶中的氧气，让学生观察氧气的颜色、状态。

2.学生通过观察集气瓶中的氧气，得出氧气具有：无色、无味、气态的物理性质。

3.教师展示水中游动的鱼的图片，请学生思考，氧气可以溶于水吗？

4.学生通过对图片的分析，以及对比人在水中的状态。得出：氧气不易溶于水的特征。

5.教师通过展示相关资料卡片，引导学生发现氧气的密度比空气的密度大。

6.教师通过图片展示不同状态的氧气。学生通过总结分析得出氧气具有三种状态。

三、习题拓展，巩固新知

通过多媒体的展示习题，将学生本节课学习到的知识进行深化。

四、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由学生总结本堂课的收获，教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予以肯定，并做情感态度的升华。

五、紧扣主题，扩展延伸

请学生课下查阅资料，了解常见溶质处于饱和溶液状态时的溶质质量。

板书设计：

氧气的物理性质

氧气物理性质：

无色无味的气体、密度略大于空气、不易溶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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