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课改高中化学教案 5 篇 

海阔凭你们跃，天高任你们飞。愿你们信心满满，尽展聪明才智;

妙笔生花，谱下锦绣第几篇。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知足，要使自己学

一点东西，必需从不自满开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 5 篇新课改

高中化学教案内容，感谢大家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课改高中化学教案 1 

知识目标 

在理解化学方程式的基础上，使学生掌握有关反应物、生成物质

量的计算; 

通过有关化学反应的计算，使学生从定量角度理解化学反应，并

掌握解题格式。 

能力目标 

通过化学方程式的计算，培养学生的审题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情感目标 

通过有关化学方程式的计算，培养学生学以致用、联系实际的学

风，同时培养学生认识到定性和定量研究物质及其变化规律是相辅相

成、质和量是辨证统一的观点。 

教材分析 

根据化学方程式进行计算，对初学者来说应严格按照课本中的五

个步骤方法和书写格式来进行计算。即①设未知量;②根据题意写出配

平的化学方程式;③写出有关物质的式量，已知量和未知量;④列比例，

求解;⑤答题。这样做可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解这种题要求对化学计算题里有关化学知识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那就是依题意能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如果化学方程式中某个物质的

化学式写错了，或者没有配平，尽管数学计算得很准确，也不会得到

正确的结果。可见正确书写并配平化学方程式是顺利解答化学方程式

计算题的关键要素。 

化学计算题是以化学知识为基础，数学为工具多学科知识的综合



运用。它不仅要有化学学科的思维方法，还应有扎实的数学功底。 

解有关化学方程式的计算题，首先要认真审题，明确要求什么，

设未知量才不至于盲目。第二是将题目中给出的化学变化用化学方程

式表示出来。依题意找出已知量。然后按解题步骤进行。同时要克服

心理上的不良因素，不要惧怕化学计算，要相信自己。基础不好的同

学要先做些简单的有关化学方程式的计算题，逐渐体会将数学的计算

方法与化学知识有机结合的过程。然后再做较难的题目。基础好的同

学应具有解一定难度题目的能力。在初中阶段有关化学方程式计算题，

较易的题目是运用数学的列比例式，解一元一次方程的知识，即设一

个未知量，一个等式关系。中等偏难的题，往往要用到解二元一次方

程，解三元一次方程的知识。计算过程难度并未增加多少，只是步骤

多，稍微麻烦些。难度主要体现在如何设好多个未知数以及找出这些

未知数之间"量"的关系式。总之，要根据自己的化学知识和数学知识

水平，加强化学计算的训练，以求达到熟练掌握解化学计算题的思路

和方法。 

教法建议 

本节只要求学生学习有关纯物质的计算，且不涉及到单位的换算。

计算是建立在学生理解化学方程式含义的基础上的，包括用一定量的

反应物最多可得到多少生成物;以及含义的基础上的，要制取一定量生

成物最少需要多少反应物。所以在教学中要将化学方程式的含义与计

算结合起来。 

化学计算包括化学和数学两个因素，其中化学知识是化学计算的

基础，数学是化学计算的工具。要求学生对涉及的有关化学方程式一

定要掌握，如：化学方程式的正确书写及配平问题，在教学中教师要

给学生作解题格式的示范，通过化学方程式的计算，加深理解化学方

程式的含义，培养学生按照化学特点进行思维的良好习惯,进一步培养

学生的审题能力、分析能力和计算能力，同时使学生认识到定量和定

性研究物质及变化规律是相辅相成的，质和量是统一的辨证观点。本

节课可采用讲练结合、以练为主的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由

易到难的题组和一题多解的训练，开阔思路，提高解题技巧，培养思



维能力，加深对化学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教学设计方案 

重、难点：由一种反应物(或生成物)的质量求生成物(或反应物)的

质量 

教学过程： 

引入：化学方程式可以表示为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变化和质量关

系。那么，化工,农业生产和实际生活中，如何通过质量关系来计算产

品和原料的质量,充分利用，节约能源呢?本节课将要学习根据化学方程

式的计算，就是从量的方面来研究物质变化的一种方法。 

投 影 ： 例 一  写 出 硫 在 氧 气 中 完 全 燃 烧 的 化 学 方 程 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写 出 各 物 质 之 间 的 质 量 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叙 述 出 各 物 质 之 间 质 量 比 的 意 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32g 硫足量氧气中完全燃烧可生成__________

克 二 氧 化 硫 。 1.6 克 硫 在 足 量 的 氧 气 中 完 全 燃 烧 可 生 成

__________________克二氧化硫，同时消耗氧气的质量是__________克。 

讨论完成： 

S + O2 点燃 SO2 

32 32 64 

每 32 份硫与 32 份氧气完全反应,必生成 64 份二氧化硫。 

32 克 64克 

1.6克 3.2克 

学 生 练 习 1 ： 写 出 磷 完 全 燃 烧 的 化 学 方 程 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计 算 出 各 物 质 之 间 的 质 量 关 系

_____________。现有 31 克白磷完全燃烧,需要氧气__________ 克，生成

五氧化二磷 _________ 克。 

小结：根据化学方程式，可以求出各物质间的质量比;根据各物质

之间的质量比，又可由已知物质的质量，计算求出未知物质的质量,此

过程就为化学方程式的计算。板书：第三节 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投影：例 2 加热分解 11.6 克氯酸钾,可以得到多少克氧气? 

板书：解：(1)根据题意设未知量;设可得到氧气质量为 x 



(2)写出化学方程式; 2KClO3Δ2KCl+3O2↑ 

(3)列出有关物质的式量和已知量;未知量 245 96 

11.6 克 x 

(4)列比例式,求未知量 245/11.6 克=96/x 

x=96 ×11.6克/245=4.6 克 

(5)答： 答:可以得到 4.6克氧气. 

学生练习，一名同学到黑板上板演 

投影： 

学生练习 2：实验室要得到 3.2 克氧气需高锰酸钾多少克?同时生

成二氧化锰多少克? 

练习 3 用氢气还原氧化铜，要得到铜 1.6克，需氧化铜多少克? 

分析讨论、归纳总结： 

讨论：1.化学方程式不配平,对计算结果是否会产生影响? 

2.化学方程式计算中,不纯的已知量能带进化学方程式中计算吗? 

投影：例三 12.25 克氯酸钾和 3 克二氧化锰混合加热完全反应后

生成多少克氧气?反应后剩余固体是多少克? 

学生练习：同桌互相出题,交换解答，讨论，教师检查。 

出题类型(1)已知反应物的质量求生成物的质量 

(2)已知生成物的质量求反应物的质量 

小结：根据化学方程式计算要求 

化学方程式要配平 

需将纯量代方程 

关系式对关系量 

计算单位不能忘 

关系量间成比例 

解设比答要牢记 

板书设计： 

第三节 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例 2.加热分解 11.6 克氯酸钾,可以得到多少克氧气? 

解:(1)根据题意设未知量;设可得到氧气质量为 x 



(2)写出化学方程式;      2KClO3Δ2KCl+3O2↑  

(3)列出有关物质的式量和已知量;未知量  245  96 

11.6 克 x 

(4)列比例式，求未知量   245/11.6 克=96/x 

x=96 ×11.6克/245=4.6 克 

(5)答：可以得到 4.6克氧气. 

小结：根据化学方程式计算要求 

化学方程式要配平 

需将纯量代方程 

关系式对关系量 

计算单位不能忘 

关系量间成比例 

解设比答要牢记 

新课改高中化学教案 2 

教学目标 

1.了解空气的主要成分和组成，初步了解有关氮气和稀有气体的

一些主要用途。 

2.了解造成空气污染的原因以及如何加强对空气污染的防治。 

教学重点 

1.通过实验了解空气的组成。 

2.介绍空气污染的严重危害，以增加学生的环保意识。 

教学用品 

水槽、钟罩、燃烧匙、酒精灯、红磷。 

教学过程 

(提问) 

①下列变化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 

电灯发光(物理变化)爆炸(举例说明，既有物理变化又有化学变化)。 

②判断下列例子哪个是描述性质?哪个是表述变化的? 

(讲解)通常镁燃烧，酒精燃烧都是在空气中进行的。 

(提问)空气是由什么组成的? 



(板书)第一节 空气 

一、空气的组成和用途 

(演示)实验 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 

(提问)①实验现象 

②为什么红磷燃烧时只消耗钟罩内气体的 1/5，而不是全部呢? 

(阅读)课本有关内容，并简介人类对氧气的认识过程。 

(板书) 

二、空气的污染和防治 

1.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 

①煤燃烧产生的烟雾 

②石油化工排放的烟雾 

③汽车排气形成的烟雾 

2.造成污染的主要气体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氮等。 

3.防止和减少空气污染的方法 

①工业三废的回收与处理 

②提高汽油、柴油质量 

(讲解) 

1.由于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造成“温室效应”对自然界

的影响。 

2.臭氧“空洞”的形成──对自然界的影响等。 

[作业] 略 

新课改高中化学教案 3 

1 教学目标 

1.1知识与技能： 

①认识燃烧的条件与灭火的方法。 

②了解常用灭火器的灭火原理和使用方法。 

1.2过程与方法： 

①通过活动与探究，学生对获得的事实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的科学

方法。 

1.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通过对燃烧条件的探究，了解内因和外因的辨证关系。 

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的进取心，让学生获得成就感。 

2 教学重点/难点/易考点 

2.1教学重点 

围绕课题让学生通过实验探究、讨论交流得出燃烧的条件和灭火

的原理。使学生感受到化学知识来源于生活，并应用于生活。 

2.2教学难点 

燃烧条件的探究;认识灭火的原理并应用于解决实际生活问题。 

3 专家建议 

4 教学方法 

探究式 

5 教学用具 

1、媒体资源：自制课件 

2、实验准备： 

①把玻璃棒和小木条分别在酒精灯上点燃。 

②点燃两支蜡烛,其中一支用烧杯罩住。 

③把一沾水的棉花和干燥的棉花分别点燃。 

④熄灭蜡烛的方法：沙土、剪刀、烧杯、湿布、水、胶头滴管、

碳酸钠溶液、稀盐酸等。 

6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 

[录像]播放有关燃烧的镜头 

[引入]燃烧着的火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但是也会给人类带来灾

难。燃烧是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今天我们就来研究有关燃烧的条

件和灭火的原理。观看录象 

倾听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入新课 

[讲述]燃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那么这种现象的发生需要条件吗? 

[指出]氧气确实是燃烧所需要的条件，但是只有氧气，燃烧能发生

吗?大气中也含有氧气，可不见得到处在燃烧，可见氧气并不是燃烧的



条件，那么燃烧还需要什么条件呢? 

根据已有的知识，想到燃烧需要氧气 

由实际到理论，学生容易理解和接受 

一、认识燃烧的条件 

1、认识燃烧需要可燃物 

[讨论]根据你的经验和想法谈一谈燃烧除了需要氧气外还需要什么

条件?是不是所有的物体都能燃烧? 

[展示]一些物体的图片，判断哪些能燃烧，哪些不能? 

思考回答：不是所有的物体都能燃烧 

设置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设问]有了可燃物和氧气，燃烧是不是就能发生?例如空气中有氧

气，放在空气中的火柴能燃烧吗?怎样才能使火柴点燃?摩擦起什么作

用?以上事实说明了什么? 

[讲解]我们把可燃物开始燃烧所需的最低温度叫做着火点。 

[演示]探究实验 

[讨论]： 

1、实验中铁片上的白磷燃烧而红磷不燃烧的事实，说明燃烧需要

什么条件? 

2、铁片上的白磷燃烧而热水中的白磷不燃烧的事实，说明燃烧需

要什么条件? 

3、本来在热水中不燃烧的白磷，在通入氧气后燃烧的事实，说明

燃烧需要什么条件? 

4、综合上述讨论，可得出燃烧需要那些条件? 

[归纳小结] 

1、燃烧的定义 

2、燃烧的条件 

[思考] 

1、如果不往煤炉里添煤，炉火还能继续燃烧吗?为什么? 

2、炉门关得严严的，一点气也不通炉火还能继续燃烧吗?为什么? 

3、如果把炉里正在燃烧的煤夹出来，煤能继续燃烧吗? 



思考、讨论： 

说明燃烧需要达到一定的温度 

观察实验 

需要达到着火点 

需要氧气 

需要氧气 

需要可燃物、氧气、温度达到着火点 

思考、回答 

根据探究实验，推导出燃烧的另外两个条件，正确引导学生的思

维。 

根据讨论，有学生自己得出燃烧的条件，使学生有成就感。 

进一步巩固燃烧的条件 

[过渡]燃烧的火会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但是有时也会带来灾难。

那么如果发生了火灾,我们应该怎么灭火呢?可以根据所学的燃烧的原理

进行思考 

二、灭火的原理和方法 

[设问]根据燃烧的条件，我们应该如何来灭火呢? 

[演示]实验 7-1 

[小结]灭火的原理 

[讨论]根据灭火的实例，分析灭火的原理。 

[活动与探究]灭火器的原理。 

[媒体展示]几种常见的灭火器。 

[讨论] 

1、隔绝可燃物 

2、隔绝氧气(或空气) 

3、降低温度到着火点以下。 

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小结]谈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都学到了什么? 

[作业]习题 

7 板书设计 



课题 1 燃烧和灭火 

①是可燃物; 

一、物质燃烧的条件：②与氧气(或空气接触);同时具备，缺一不

可。 

③温度达到着火点。 

①可燃物与助燃物; 

二、认识燃烧：②现象：发光、放热; 

③实质：剧烈的氧化反应。 

三、易燃物和易爆物 

①清除或隔离可燃物; 

四、灭火方法和原理：②降低温度到物质着火点以下;破坏其一，

燃烧熄灭 

③隔绝空气(或氧气) 

新课改高中化学教案 4 

知识目标 

1.使学生了解物质的量及其单位，了解物质的量与微观粒子数之

间的关系。 

2.使学生了解学习物质的量这一物理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使学生了解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涵义。 

4.使学生了解摩尔质量的概念。了解摩尔质量与相对原子质量、

相对分子质量之间的关系。 

5.使学生了解物质的量、摩尔质量、物质的质量之间的关系。掌

握有关概念的计算。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抽象概括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并通过计算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运

用、巩固概念。 

情感目标 

使学生认识到微观和宏观的相互转化是研究化学的科学方法之一。

培养学生尊重科学的思想。 



强调解题规范化，单位使用准确，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主要介绍物质的量及其单位和摩尔质量。这是本节的重

点和难点。特别是物质的量这个词对于学生来说比较陌生、难以理解。

容易和物质的质量混淆起来。因此教材首先从为什么学习这个物理量

入手，指出它是联系微观粒子和宏观物质的纽带，在实际应用中有重

要的意义，即引入这一物理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介绍物质的量

及其单位，物质的量与物质的微粒数之间的关系。教师应注意不要随

意拓宽和加深有关内容，加大学生学习的困难。 

关于摩尔质量，教材是从一些数据的分析，总结出摩尔质量和粒

子的相对原子质量或相对分子质量的区别和联系，自然引出摩尔质量

的定义。有利于学生的理解。 

本节还涉及了相关的计算内容。主要包括：物质的量、摩尔质量、

微粒个数、物质的质量之间的计算。这类计算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有

关化学计算的能力，还可以通过计算进一步强化、巩固概念。 

本节重点：物质的量及其单位 

本节难点：物质的量的概念的引入、形成。 

教法建议 

1.在引入物质的量这一物理量时，可以从学生学习它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入手，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理解物质的量是联系微观

粒子和宏观物质的桥梁，可以适当举例说明。 

2.物质的量是一个物理量的名称。不能拆分。它和物质的质量虽

一字之差，但截然不同。教学中应该注意对比，加以区别。 

3.摩尔是物质的量的单位，但是这一概念对于学生来讲很陌生也

很抽象。再加上对高中化学的畏惧，无形中增加了学习的难点。因此

教师应注意分散难点，多引入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引发学习兴趣。 

4.应让学生准确把握物质的量、摩尔的定义，深入理解概念的内

涵和外延。 

(1)明确物质的量及其单位摩尔是以微观粒子为计量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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