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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石蜡油的分解》

1.题目：石蜡油的分解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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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注意对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的板书。

【试题解析】

一、导入新课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把没有成熟的水果和香蕉放在一起，这样没有成熟的水果很快就能

食用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是因为成熟的水果会散发出一种物质——乙烯，具有催熟作用。除此之外，乙烯还具有

哪些性质呢?带着这些问题学习今天的内容。

二、新授

1.石蜡油分解实验

【教师讲授】煤是工业的粮食，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从煤和石油中可以得到多种化工产

品。乙烯是一种重要的石油化工产品，也是重要的石油化工原料。乙烯的产量也是衡量一个

国家石油化工产业发展水平的标志。

【提出问题】乙烯到底具有怎样的物质，如何从石油中得到乙烯呢?从石油分馏中得到

的石蜡油进一步加热会得到什么?

【播放视频】石蜡油分解实验。

【提出问题】请观察将产生的气体通入溴的四氯化碳溶液、高锰酸钾溶液的实验现象。

【学生回答】两种溶液均褪色。

【提出问题】烷烃能够发生类似的反应吗，这样的实验现象说明石蜡油分解产生的气体

中含有的物质与烷烃有什么不同?

【学生回答】对比之前有关甲烷性质的学习，烷烃并不能产生类似的现象，说明石蜡油

分解的产物中有不同于烷烃的物质，可以与溴的四氯化碳溶液、酸性高锰酸钾溶液反应使其

褪色。

【教师讲述】研究表明，石蜡油分解的产物中含有烯烃和烷烃。烯烃分子中含有碳碳双

键

2.乙烯的结构

【多媒体展示】乙烯的球棍模型和比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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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结合甲烷的电子式、结构式、结构简式的写法尝试写出乙烯的电子式、结

构式、结构简式。

乙烯的分子结构：两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在同一平面上，键角为 120°，结构简式为

H2C=CH2。

【教师讲授】对比烷烃的结构，双键中有一根键比较“脆弱”易断裂，这也就决定了乙

烯的性质比甲烷的性质更加活泼——即结构决定性质。

3.乙烯的化学性质

(1)乙烯的氧化反应

【播放视频】乙烯在空气中燃烧。

【提出问题】观察实验现象，与甲烷燃烧的现象有何不同，尝试写出乙烯燃烧的化学方

程式。

【学生回答，老师总结】乙烯在空气中燃烧，火焰明亮且伴有黑烟，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同时放出大量热。

【教师讲授】乙烯不仅可以被氧气氧化，还可以被酸性高锰酸钾这一类强氧化剂所氧化，

因此我们在之前石蜡油分解实验中可以观察到乙烯使酸性高锰酸钾褪色。

【提出问题】根据这一性质思考如何鉴别乙烯与甲烷?

【学生回答】可以把气体分别通入酸性高锰酸钾溶液中，能够使其褪色的是乙烯，不能

使其褪色的是甲烷。

【教师讲授】这一性质与乙烯分子中含有碳碳双键是有关的。

(2)乙烯的加成反应

【提出问题】乙烯与溴反应使溴的四氯化碳溶液褪色，这一性质与乙烯的分子结构又有

怎样的关联呢?

【多媒体播放+板书展示】乙烯与溴发生反应的示意图。

【教师讲授】反应中，乙烯双键中的一个键断裂，两个溴原子分别加在两个价键不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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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原子上，生成无色的 1，2-二溴乙烷液体。 有机物分子在中双键(或三键)两端的碳原子

与其他原子或原子团直接结合生成新的化合物的反应叫加成反应。

【提出问题】乙烯不仅可以与溴发生加成反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与 H2、HCl、Cl2、

H2O 等物质发生加成反应，你能尝试写出其反应方程式吗?

【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提出问题】如果是多个乙烯分子发生加成反应呢?

【教师讲述】

三、巩固练习：

对比取代反应与加成反应之间有何区别? 请学生进行小组内的归纳总结。

四、课堂小结

教师提问学生本节课的收获，学生总结。

五、布置作业

作业：课后了解实验室中制备乙烯得方法。

六．板书设计

石蜡油的分解

一、乙烯的分子结构

二、乙烯的化学性质

1.氧化性

2.加成

3.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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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硫和含硫化合物》

1.题目：硫和含硫化合物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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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注意对学生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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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的板书。

【试题解析】

一、导入新课

【教师活动】教师播放有关酸雨的视频酸雨视频展示酸雨对我们环境，建筑物及人类生

活生产的影响。引导学生思考问题酸雨危害有哪些，酸雨的主要成分有什么?

【学生活动】酸雨主要成分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氮等。

【教师活动】大家请再看看大屏幕上展示的图片，酸雨对空气污染的报告，SO2中毒现

象，被 SO2 漂白过的食物，这些现象中都有一种化学物质，是什么? 学生回答：SO2，由此

引出本节课学习的内容

二、新授

1.SO2 的物理性质研究

【教师活动】多媒体呈现并讲授：二氧化硫中重要的硫元素：淡黄色晶体，脆，不溶于

水，微溶于酒精，易溶于 CS2。硫或者含硫化合物在空气中燃烧首先生成二氧化硫。化学方

程式为： 22 SOOS  ，硫在空气中燃烧发出淡蓝色的火焰，在纯氧中燃烧发出明亮的蓝

紫色火焰。

【教师活动】提问经过前面的学习，大家思考下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确定 SO2 的物理性

质呢?

【教师引导】回忆上节课研究氯气的性质的方法，思考从哪些方面去研究 SO2 的性质。

【师生活动】：说出从颜色、状态气味、密度、毒性、溶解性方面去研究物质的物理性

质。

【教师活动】你对哪条性质还不了解?你能利用一个装满 SO2的试管来设计实验说明吗?

【教师演示实验】实验 SO2的溶解性。经过实验大家观察到，SO2 是溶于水的。

【学生活动】学生归纳 SO2物理性质：SO2是无色有刺激性气味气体，密度比空气大，容

易液化，易溶于水。

2.SO2 的化学性质研究

3.二氧化硫与水的反应

【教师活动】在上述实验中，SO2溶于水后滴入石蕊试剂溶液变红，对照我们之前学

过的知识，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学生活动】SO2溶液呈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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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活动】请大家写出 SO2 溶于水的化学方程式？

学生书写教师强调：注意 3222 SOHOHSO  可逆
是可逆反应，

探究一：从分类的角度 SO2 属于哪类物质?具有该类物质的哪些通性?

【教师活动】下面我们从分类的角度想，既然 SO2溶液显酸性，那么 SO2 属于哪类物质?

想想具有该类物质的哪些通性?

【学生活动】是酸性氧化物，(总结归纳出 SO2作为酸性氧化物的通性)：酸性氧化物可

以和碱反应，和碱性氧化物反应，和水反应等等。

【教师活动】请两位同学来黑板上给大家展示一下 SO2与 CaO、Ca(OH)2反应的化学方程

式。

学生板演师生共同判断正误。

探究二：二氧化硫的漂白性

【教师活动：】农民伯伯夏天劳作的时候也是带“太阳帽”的，他们这个太阳帽是用草

编的，相信很多同学都没有见过，没关系，请看大屏幕，(展示新草帽、旧草帽图片)，同学

们看看两个草帽颜色有区别吗?说明 SO2有什么化学性质?

【学生活动】颜色不同，说明 SO2有漂白性。

【教师活动】请同学们阅读教材上第 90 页关于 SO2漂白性的原理和其不稳定性，想想

具有漂白性的物质还有哪些?其漂白原理与 SO2的漂白是不是相同?

【学生活动】学生阅读思考：上节课学过的氯气也有漂白性。氯气的漂白是因为它的氧

化性。

【教师活动】教师提出问题：从氧化还原的角度思考 SO2具有哪些性质?

【学生活动】学生实验探究：上讲台将 SO2通入到老师准备好的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观

察现象，并对反应后溶液进行加热。

【教师引导】大家观察分析下，SO2中 S元素的化合价是几价?说明什么呢?

学生回答：正四价，处在硫的中间价态，所以可以得出 SO2既具有氧化性，又具有还原

性。

学生讨论探究：由学生代表上讲台用教师提供的试剂(石蕊试液、SO2 水溶液、品红溶

液、双氧水、溴水、酸性高锰酸钾溶液)仪器或用品，选择合适的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 SO2

具有还原性。

教师评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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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活动】讲授：SO2的氧化性，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化学反应方程式来理解。

三、巩固练习：

教师设问：我们刚才学习了二氧化硫具有漂白性，大家也说出了两者的漂白原理是不同

的，那大家会不会应用呢，我们通过一道习题来巩固下：

二氧化硫和氯气都具有漂白性，若将等体积的二氧化硫和氯气充分混合后，通入湿润的

有色物质，可观察到有色物质发生什么现象?

四、课堂小结

教师提问学生本节课的收获，学生总结。

五、布置作业

收集当地的雨水样品，测定其 pH。如果是酸雨，分头了解产生的原因，提出防

治对策的建议。

六．板书设计

硫和含硫化合物

一、二氧化硫的物理性质

二、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

1.SO2和 H2O 反应

2.SO2的漂白性

3.SO2的氧化性和还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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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铁能不能与水蒸气反应》

1.题目：铁能不能与水蒸气反应

2.内容：

科学探究：铁不能与冷、热水反应，但能否

与水蒸气反应？

请设计一套简单的实验装置，使还原铁粉与

水蒸气反应。这套装置应包括水蒸气发生、水蒸

气与铁粉反应、检验产生的气体等部分。（也可用

干净的细铁丝代替还原铁粉进行实验）

①如果提供给你 3 支试管、水槽、蒸发皿、

胶塞、导管、酒精喷灯及其他必要的仪器和物品，

画出你设计的装置简图。

②有人设计了如图 3—8所示的装置，用一支稍大一些的试管代替 3支试管就能完成实

验，想想其中的原理。你愿不愿意试一试？

③任选一种方案进行实验。

④在下表中记录实验现象。

⑤小结并交流探究活动的收获

现象 化学方程式

 2432 4HOFeΔO4H3Fe

3.基本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注意对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的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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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导入新课

以问题导入的方式导入新课，在上课之初提问学生上节课学习的金属钠与水反应的现象，

学生给出反馈，金属钠与水反应的现象是游、溶、浮、相、红，由此引导学生学习今天的新

课，铁能不能与水蒸气反应。

二、新授环节

【学生活动】

①将一根光亮的细铁丝放入盛有冷水的烧杯中，观察有什么现象？

②将一根光亮的细铁丝放入盛有热水的烧杯中，观察有什么现象？

③将一根光亮的细铁丝在酒精灯中加热至红，然后迅速放入盛有水的烧杯中，观察有什

么现象？

【教师提问】通过观察三个实验，发现都有哪些现象？

【学生回答】实验①无现象，实验②无现象，实验③细铁丝表面变黑。

【教师提问】通过实验③，推测铁与水蒸气在加热条件下可以发生反应吗？若能发生反

应，其产物是什么？

【学生活动】可以发生反应，产物可能是氢氧化铁或三氧化二铁或四氧化三铁和氢气。

【教师提问】如何设计实验来实现这个反应，并对产物进行验证？

【教师引导】设计实验可以包括：水蒸气的发生部分、水蒸气与铁的反应部分、产物的

验证部分，并强调设计实验装置的主要依据：（1）反应的状态；（2）反应的条件；（3）产物

的性质。

【教师提问】如果提供给你 3 支试管、水槽、蒸发皿、胶塞、导管、酒精喷灯及其他必

要的仪器和物品，应该如何设计实验？请画出你设计的装置简图。

【教师总结】我们还可以用一支稍大一些的试管来代替 3支试管来完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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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按照试验步骤进行试验、观察试验现象并作出总结，在试验过程中教师全

程巡视指导。

【教师活动】试验中有哪些现象？从这些现象中又可以得出哪些结论？

【学生活动】实验现象：（1）试管壁上出现黑色固体，同时放出大量的热，并产生一种

无色无味、点燃可发出淡蓝色火焰并产生爆鸣声的气体，因此气体产物是氢气。

（2）固体产物不是氢氧化铁，也不是三氧化二铁，因为产物是黑色，因此可能是四氧

化三铁。

【 教 师 活 动 】 根 据 实 验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铁 与 水 蒸 气 的 化 学 反 应 方 程 式 ：

 2432 4HOFeΔO4H3Fe 。

三、巩固练习

【教师活动】课本上给出的实验，设计思路和优点在哪里？

【学生活动】少量水蒸气可以用湿棉花制备，少量氢气可以用肥皂泡收集，再进行点燃

检验。

四、课堂小结

教师提问学生本节课的收获，学生总结。

五、布置作业

课后总结实验探究的注意事项和心得体会。

六、板书设计

铁能不能与水蒸气反应

一、实验装置

二、实验原理

 2432 4HOFeΔO4H3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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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碱金属的性质》

1.题目：碱金属的性质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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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注意对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的板书。

【试题解析】

一、导入新课

在上课之初，提出问题我们已经学习了钠及其化合物，并引导学生能回忆一下钠在

水中的现象吗?

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与钠同族的元素中还有元素形成的单质会与水反应，并且这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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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在性质上会有一定的规律，本节课我们从原子结构这一微观角度来研究微观结构与宏

观性质的关系。

二、新授

环节一：碱金属的化学性质

【教师活动】提出问题，结合课本第五页，并且完成该表，并结合表格思考可以得到什

么结论?

【学生回答】核电荷数从 Li 到 Cs 逐渐增多;最外层电子数都相同都为 1;电子层数依次

增多从两层增大到六层。

【实验演示】将干燥的坩埚加热，分别取一小块钾和钠放入两个热坩埚中，观察现象。

【学生回答】钾先融化，先与氧气发生反应，钠后融化与氧气发生反应。

【思考交流】写出钠与氧气反应的产物，并尝试写出锂、钾与氧气在加热条件下的反应

产物。

【学生回答】钠与氧气燃烧生成过氧化钠;锂与氧气燃烧生成氧化锂;钾与氧气燃烧生成

超氧化钾。

【教师提问】从钠、钾与氧气反应的实验中，总结出碱金属与氧气反应有什么相似性、

递变性?

【学生回答】相似性：碱金属都能与氧气反应;递变性：周期表中碱金属自上而下，与

氧气的反应越来越剧烈

【教师过渡】前面已经学习过金属钠除了与氧气反应还能与水发生反应。

【教师实验】取两个烧杯，分别放入相同量的水，然后分别取绿豆大小的钠、钾各一粒

同时放入水中，观察实验现象。

【学生回答】钾燃烧，先消失;钠溶解，后消失。

【提出问题】根据钠、钾与水反应的实验，请总结出碱金属与水反应有什么相同点和不

同点?生成氢氧化物的碱性强弱如何?

【学生回答】相同点：与水反应都生成氢氧化物和氢气;不同点：周期表中碱金属自上

而下，与水的反应越来越剧烈;生成氢氧化物的碱性越来越强。

【提出问题】碱金属有这样的相似性与递变性的本质原因在哪里?

【学生回答】原子结构的最外层电子和原子半径的递变导致性质发生递变。

环节二：碱金属的物理性质

【教师过渡】以上学习的是碱金属的化学性质，下面来学习碱金属的物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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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根据碱金属的物理性质表格，请总结碱金属的物理性质有什么共性、递变

性?

【学生回答】共性：除铯外，碱金属元素都是银白色、柔软的金属。递变性：随着核电

荷数的增加，电子层数逐渐增加，原子半径逐渐增大，密度逐渐增大，熔、沸逐渐降低。

【提出问题】元素的性质与它们的原子结构有关系吗?如果有，有什么关系?

【学生回答】有关系，同一主族元素化学性质相似且从 Li 到 Rb 还原性增加。

环节三：结构决定性质

【教师讲解】金属性：金属原子失去电子的能力。

【教师讲解】金属性强弱的比较依据：①金属与水或者酸反应生成氢气的剧烈程度;

②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氢氧化物)的碱性强弱。

三、巩固练习：

在了解碱金属的性质后，学生对碱金属的性质做总结。

四、课堂小结

教师提问学生本节课的收获，学生总结。

五、布置作业

下课后自主了解碱金属的性质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

板书设计

碱金属的性质

一、碱金属与氧气反应

二、碱金属与水反应

三、碱金属物理性质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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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晶体》

1.题目：晶体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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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注意对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的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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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导入新课

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一些生活中的物品如食用盐，其实化学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多

媒体中的食用盐其实就是一种化学物质，而且是一种晶体，追问学生还有生活中的物质是晶

体呢，近而导入本节课晶体的学习。

二、新授

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几种类型的晶体的图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顺便把故宫的美

图也附上)

提问：我们看到的固态物质很多?玻璃、橡胶、食盐、水晶这些固体有什么不同呢?从晶体的

外观和物质物理性质(熔沸点)来分析?

引导学生理解晶体的概念：有固定熔点且有规则的几何外形的物质称为晶体，反之则为

非晶体。

提问：那为什么水很容易就变成气态的了，而玻璃在很高的温度下也不熔化呢?它们都

是晶体?有什么区别吗? 引导出晶体的分类：离子晶体、分子晶体、原子晶体、金属晶体。讲

解：详细讲解 NaCl(离子晶体)、干冰(分子晶体)、SiO2(原子晶体)的构成微粒、构成方式、

微粒间的作用力、物理性质等的区别和联系，有意引导学生学会用对比的方式学习。

三、巩固练习：

将三种不同类型的晶体特征对比汇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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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堂小结

教师提问学生本节课的收获，学生总结。

五、布置作业

在元素周期表中有些元素处在同一主族中但是其氧化物，物理性质相差很大，请说明

它们在熔沸点、硬度上的差别，并结合的晶体结构加以解释。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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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强弱电解质》

1.题目：强弱电解质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注意对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的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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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导入新课

【教师活动】我们在化学中将相同浓度的盐酸和醋酸电离，电离度有无差异？

【学生活动】由溶液的 pH 值决定，在一定量的溶液中氢离子浓度越大酸性越强，氢氧

根离子的浓度越大碱性越强。

【教师活动】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哪些因素对溶液酸碱性的强弱进行判断呢?这节课我

们一起来学习下。

二、新授

实验 1：对不同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进行导电性实验。

【教师活动】现在我用两个测试溶液导电性的装置进行实验操作，其他同学认真观察。

不同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组成的导电装置中灯泡的亮度有什么样的差异?观察到了什么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实验结果?

【学生活动】浓度大的溶液上方的小灯泡更亮些。

【学生活动】决定溶液导电性强弱的因素是溶液中的离子的浓度大小。 实验 2：用相

同浓度的盐酸、醋酸进行导电性比较实验

【教师活动】0.1mol 的醋酸与 0.1mol 的盐酸溶液导电性强弱的对比实验。同学们认真

观察实验现象，并总结结论。

【学生活动】相同浓度的不同溶液的导电能力不同，溶液中的离子浓度不同。

【多媒体展示动画】醋酸、盐酸在水溶液中电离的过程。

【教师活动】根据电解质电离程度的不同，把电解质分为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 强电

解质：在水溶液中能完全电离的电解质;弱电解质：在水溶液中只有部分电离的电解质。

三、巩固练习：

学生从多个角度对电解质和非电解质进行对比区别。

四、课堂小结

教师提问学生本节课的收获，学生总结。

五、布置作业

10 mL 0.1mol/L 的 NaOH 和 NH3·H2O，哪种溶液中的[OH--]大?加以解释。

六．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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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热化学反应方程式》

1.题目：选修四《热化学反应方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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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新课

【提出问题】化学反应伴随着能量变化，能量通常通过什么形式体现出来?

【学生回答】热量、光等。

【提出问题】在化学上把反应过程中吸收热量的反应叫做吸热反应，放出热量的反应叫

做放热反应。

【教师引导】之前学习的化学方程式虽然能够将反应过程中的反应物、生成物以及它们

之间量的关系表示出来，但是某个化学反应过程中到底是吸热还是放热，吸收或者放出热量

的多少都没能表示出来。 如何来表示化学反应过程中的热量变化，这节课共同学习《热化

学方程式》。

二、新课讲授

【教师提问】吸热反应、放热反应中，反应体系的能量变化如何？

【学生回答】吸热反应的体系能量增加；放热反应的体系能量减少。

【教师引导】在化学上，用 H 表示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放热反应的 0H ,吸

热反应的 0H 。在书写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后，用 H 表示能量的变化。

【多媒体】发射卫星用肼做燃料，已知在 298K 时 1g 肼气体燃烧生成氮气和水蒸气放出

16.7KJ 的热量。

1
222422

1

1
22242

1
22242

1
22242

1
22242

mol267.kJO(g)Δ(2H(g)N
2
1(g)O

2
1(g)HN

mol534.4kJOΔΔ2HNOHN

mol534.4kJO(l)Δ(2H(g)N(g)O(g)HN

mol534.4kJO(g)Δ(2H(g)N(g)O(g)HN

mol534.4kJO(g)Δ(2H(g)N(g)O(g)HN





















【提出问题】观察多媒体上的 5个反应式，思考那个反应式能够准确的表示肼燃烧过程

中的能量变化。思考过程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热化学方程式中，是否需要标注每种物质的状态，原因是什么？

2.热化学方程式中，物质前方的系数代表什么意义，与 H 的大小有什么关系？

3.你认为正确的热化学反应方程式是哪一个，说明代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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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1.在热化学方程式中，需要标注每一种物质的状态。因为物质状态会影响

化学反应过程的能量变化。2.物质前方的系数代表物质的量，当系数变化后，后面的热量大

小也会成比例发生变化。

3.正确的是第二个，代表1mol的肼与1mol的氧气反应生成1mol氮气和2mol的水蒸气，

放出的热量是 534.4KJ；第五个反应式也是正确的。

【提出问题】如果热化学方程式中，互换反应物和生成物的位置， H 的大小如何变化。

【学生回答】 H 大小不变，但是符号改变。因为原反应和逆反应吸热和放热相反。

三、巩固练习

课堂出示练习题学生完成。

四、课堂小结

提问学生本节课的收获，学生给出反馈。

五、布置作业

思考如何用热化学方程式表示燃料的燃烧热。

板书设计

热化学方程式

1. 吸热放应和放热反应

2. 热化学方程式正确书写

表明反应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

（1）注明反应物和生成物状态

（2）系数代表物质量

（3）系数与热量成正比

（4）反应物和生成物互换热量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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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甲烷》

1.题目：甲烷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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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注意对学生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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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的板书。

【试题解析】

一、导入新课

2005 年某小区发生瓦斯爆炸事件，以及我国的西气东输，由此引入新课。

二、新授

【教师活动】甲烷之所以是最简单的有机物是由于只含有一个碳原子，而且只含有两种

元素：碳元素和氢元素，同学们能否根据学过的知识尝试写出甲烷的分子式？

【学生活动】碳为-4 价，氢为+1 价，可以写成 CH4

【教师活动】根据甲烷的分子式可以写出甲烷的电子式和结构式。

【教师活动】教师讲解，甲烷分子式一个以碳为中心的正四面体结构，碳与每个氢之间

形成的键长键脚都是相同的。下面大家用自己手中的橡皮泥和牙签做一个甲烷的模型，观察

一下它的结构？

【教师活动】一般我们研究物质的性质都是从哪些方面 进行研究的？

【学生活动】物质的颜色、状态、等

【教师活动】根据分子式和结构式，判断甲烷的密度？

【学生活动】甲烷的密度比空气小。甲烷的相对分子质量是 16。

【教师活动】播放一段甲烷的视频，了解甲烷的其他性质。

【学生活动】没有观察到任何现象。

【教师活动】说明在反应中生成物看不见，从甲烷的分子式试推断一下生成物。

【学生活动】生成物可能是二氧化碳和水。

【教师活动】多媒体展示，甲烷燃烧生成产物的过程，通过烧杯的水珠以及变浑浊的石

灰水，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猜想

【学生活动】写出反应方程式 OHCO燃烧2OCH 2224 

【教师活动】甲烷燃烧是一个氧化的过程，那么甲烷在其他条件下是否容易氧化？

【教师活动】将甲烷气体通入高锰酸钾溶液中，观察熔岩颜色变化。

【学生活动】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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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活动】甲烷性质稳定不与酸性高锰酸钾反应，也不和酸和碱反应。

【教师活动】将饱和食盐水、20ml 甲烷和 80mlCl2一起放在光亮的地方，观察实验现象。

【学生活动】气体的颜色变浅液面上升，出现油滴。说明在光照条件下，甲烷与氯气生

成新物质。

【教师总结】甲烷与氯气在光照下的反应式分步进行的，请同学们观察多媒体中甲烷与

氯气的反应原理

【教师活动】一氯甲烷为气体，二三四氯甲烷是液体，这种反应叫做取代反应，请同学

们根据反应总结取代反应的概念。

【学生活动】取代反应指有机物分子中的一个院子或原子团被试剂中同类型的其他院子

或集团取代的反应。

三、巩固练习：

下列气体在氧气中燃烧后，其产物既可以使水硫酸铜变蓝又可以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的是

A.H2S B.CH4 C.H2 D.CO

四、课堂小结

教师提问学生本节课的收获，学生总结。

五、布置作业

完成课后练习题

板书设计

甲烷

一、甲烷分子式、电子式、结构式

二、物理性质

三、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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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离子反应》

1.题目：必修一《离子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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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播放视频三国演义第 66 回绝路问津，同时解释从化学的视角看哑泉，它实际上

就是一些溶有 CuSO4的泉水，其真正致病的就是溶液中的 Cu2+。

2.针对视频教师提出问题：如何用化学方法将哑泉中的 Cu2+净化呢？

二、实验探究，讲授新课

1.请学生设计实验进行除去 Cu2+，同时对于实验原理进行解释说明，并引导学生从微观

的角度对这一反应进行描述。

2.教师出示盐酸与碳酸钙反应；氢氧化钠与硫酸反应的实验图，请学生从微观的角度进

行原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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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给出离子反应的概念，请学生用离子反应的概念解释上述三个反应原理。

4.教师提出问题：离子反应发生有什么条件吗？请学生设计实验验证各自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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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教师提出问题：现在我们清楚的认识了离子反应，用化学语言如何描述呢？

7.教师介绍离子方程式及其书写，并以盐酸与碳酸钙反应为例进行离子方程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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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资料写出污水处理中存在的化学反应设计的离子反应方程式。

板书设计：

离子反应

1.离子反应发生的条件：

有沉淀

有气体

有水

2.离子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写、拆、删、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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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物质的量》

1.题目：物质的量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试讲过程注意对学生的引导；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的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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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导入新课

【教师提问】让学生称量 1 粒小米、1 粒大米的质量，然后再称量 100 粒小米、100 粒

大米的质量。结论为用托盘天平难以称量它们 1 粒的质量，而称 100 粒的质量是极易办到的。

而小米、大米都是宏观物体而不是微观粒子，可见肉眼看不到的单个的粒子——原子、分子、

离子等更难以称量。那么，科学上是用什么物理量将一定数目的原子、分子、离子等粒子与

可称量的物质联系起来的呢?这就是我们本节课学习的“物质的量”。

二、新授

1.物质的量

【教师展示】水与水的微观构成示意图。

【教师提问】怎样才能既科学又方便地知道一定量的水中含有多少个水分子呢?

【教师过渡】建立一个桥梁，把多个微粒当作一个整体来计量，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新

的物理量—物质的量。

【教师讲解】生活中相对较小的物体常用许多个体的集合作为一个整体来表示，比如去

超市买米，常用“斤”或“千克”来表示米的多少。对于肉眼看不见的微观粒子，用“个”

描述物质的粒子的数目非常的不方便。因此用“摩尔”作为物质的量的单位。摩尔来源于拉

丁文 moles，原意是大量和堆积。“摩尔”mol 描述许多微粒集合的单位，它可以计量所有微

观粒子。

2.阿伏加德罗常数

【教师提问】集合多少数量的微粒子才能达到可以看得到的目的?

【教师引导】同一个化学反应方程式表示的意义是相同的，所以微观粒子和宏观粒子之

间存在联系。一个碳原子的质量为
23-10993.1  克，一个氧分子的质量是

23-10316.5  克。

引导学生计算 12 克碳中含有的微粒？

【学生活动】通过计算后微粒数为
23-1002.6  。

【教师活动】提问学生是否其他物质所含有的微粒数也是相同的，学生计算其他物质的

微粒数，结果相同。

【教师活动】提问学生，多少的微观粒子作为集合标准？

【学生活动】选择
23-1002.6  ，这个标准可以将物质的量和微观粒子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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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活动】国际上，摩尔这个单位是以 0.012kg12C 中所含的碳原子数目为标准，即

1mol 粒子集合所含有的粒子数与 0.012kg
12
C 中所含的原子数相同，约为

23-1002.6  。规定，

把 1mol.任何粒子数叫阿伏伽德罗常数，符号为 NA，

23-1002.6  mol
-1
表示

3、物质的量、阿伏伽德罗常数、粒子数

【教师 活动】提问，2 摩尔水含有多少个水分子？2 摩尔水中所含有的分子数与 2摩尔

氧气含有分子数是否相同，1摩尔水的质量，与 1 摩尔铝的质量是否相同？

【学生活动】1 摩尔不同物质中所含的粒子数是相同的；1 摩尔不同物质的质量也不同。

【教师活动】请同学总结物质的量、阿伏伽德罗常数、粒子数之间的关系？

【学生活动】
AN
Nn 

三、巩固练习：

【教师活动】提问 1mol 氢气含有的氢原子数

【学生活动】对于答案，存在不同、

【教师总结】题目中的表示容易产生分歧，需要注意在使用摩尔表示物质的量时，应该

用化学式指明粒子的种类。应该如何问，如何回答呢?

四、课堂小结

教师提问学生本节课的收获，学生总结。

五、布置作业

完成课后练习题

六．板书设计

物质的量

一、物质的量

二、阿伏伽德罗常数

三、物质的量、阿伏伽德罗常数、粒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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