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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碳氧循环”的大单元作业设计

一、单元信息

学科 年级
学

期
教材版本 单元名称

基本信息

化学 九年级

第

一

学

期

人教版

第二单元 我们周

围的空气

第六单元碳和碳

的氧化物

单元组织

方式
□自然单元 重组单元

序号 课时名称 对应教材内容

1 探究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性质
2.2 氧气

6.2 二氧化碳的性质

2 探究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制备
2.3 氧气的实验室制法

6.3 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法

课时信息

3 认识自然界的碳氧循环 6.3 二氧化碳对环境的影响

二、单元分析

（一）课标要求

1.通过实验探究认识氧气、二氧化碳的主要性质，认识物质的性质与用途的关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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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步学习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法，归纳实验室制取气体的一般思路与方

法。

3.了解自然界中的氧循环和碳循环，认识物质在自然界中可以相互转化及其对维

持人类生活与生态平衡的意义。

（二）教材分析

氧气和二氧化碳是空气中的重要成分，是学生初中学习中的重要的两种气

体，也是学生认识物质性质、气体制备的重要方法载体，符合“从学生熟悉的事

物人手，进行科学教育”的原则。

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性质为进一步理解化学变化和化学性质提供了事实材料，

也为物质转化的意义提供了依据，这部分内容既能加深学生对氧气、二氧化碳性

质的认识，又能通过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和求知欲，并能引导

学生在反思和交流的基础上，提炼研究物质性质的一般思路与方法。

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制取，可以增强学生对化学反应本质及基本化学反应类型的

认识，归纳实验室制取气体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碳氧循环及其作用帮助学生认识物质性质在生活、生产、科技发展等方面的

广泛应用，体会科学地利用物质性质对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将学

科知识和社会、环境等现实问题融为一体，利于提升学生对化学价值的认识。

（三）学情分析

学生进入初三前，通过小学科学和初中生物、物理的学习，已经对空气有了

直观的认识，知道空气中有氧气和二氧化碳，意识到生命活动离不开空气。但前

面的学习是零碎的，片面的，感性的，虽然知道氧气可以支持燃烧，二氧化碳可

以灭火，但对氧气及二氧化碳性质的认识不系统，对实验室及工业如何获取氧气

和二氧化碳也是陌生的。对认识和研究物质的性质和制备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初

三学生的对未知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渴望更多的自主和合作探究，因此，通

过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的社会调查、二氧化碳和氧气制备、研制低碳行动方

案等实验探究学习活动，让学生在获取核心知识的同时，充分进行展示交流、总

结反思，在活动中将个人经验升华到理性分析，再到系统认识，提升思维品质，

在系列探究活动中构建“物质的性质与应用”学科大概念，促进“变化观”、“元

素观”等化学观念的形成。

三、单元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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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通过实验说明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性质，初步形成认识物质性质的一般思路与

方法。

2.能设计简单实验制备并检验氧气和二氧化碳，归纳实验室制取气体的一般思路

和方法。

3.能基于自然界的碳氧循环、氧气及二氧化碳的性质，从辩证角度，初步分析和

评价物质的实际应用，积极参与低碳行动、空气保护等社会性科学议题相关的

综合实践活动。

4.了解自然界中的碳氧循环；通过低碳行动的实验设计，围绕我国“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进行交流讨论，体会我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

和担当。

5.知道温室效应，了解防止温室效应进一步增强应采取的措施。

四、单元作业目标

1.通过具体的化学实验探究活动，学习研究氧气和二氧化碳性质；学习控制变量

法和对比实验的实验设计方法，将化学书本知识应用于生活实际中，体现化

学学科的价值。

2.知道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性质及制备的一般思路与方法；体会认识物质性质和制

备的学科思维方式。

3.初步从物质的性质与转化视角了解自然界中的碳氧循环及其环境、社会意义。

4.认识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性质在生活、生产、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广泛应用，体会

科学利用物质性质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五、单元作业设计思路

以“物质的性质与应用”这一大概念为统摄，按照大概念、学科概念、次级

概念、核心概念和事实的顺序整理出本次重组单元的课时主题和目标，再根据课

时作业目标设计相关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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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时 探究氧气

和二氧化碳的制备

方法

设计简单实验制备并检验氧气和二氧

化碳，会运用比较、分类、归纳、概

括等方法对获取信息进行加工，归纳

实验室制取气体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我
们
周
围
的
空
气

物质的多样性

大概念

学科大概念

次级大概念

核心概念

事实

图 1：大概念统领下的单元知识结构

单元主题 课时主题 课时目标

第 1 课时探究氧气

和二氧化碳的性质

通过实验学习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性

质，初步形成认识物质性质的一般思

路与方法。

第 3 课时 认识自然

界的碳氧循环

基于碳氧循环的模型建构，初步形成化

学平衡观念，通过设计低碳行动，初步

建立“物质性质及其应用” 的学科大概

念，并能从大概念视角对生活中的一些

物质及其变化做出合理选择和判断。

图 2：重组单元课时主题和目标

高锰酸钾、氯酸钾、过氧化

氢分解制氧气，大理石和稀

盐酸反应制取二氧化碳

氧气可与许多物质反

应，有氧化性，二氧化

碳可与水、石灰水等反

应

氧气、二氧化碳的制取氧气、二氧化碳的性质

认识“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发生转化”的重要性

知道物质具有广泛应用价

值，物质性质决定用途

碳氧平衡与

温室效应

碳氧循环

物质的性质与应用

物质的制取物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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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六、课时作业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通过实验学习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性质，初步形成认识物质性质的

一般思路与方法。

早在公元三世纪，我国西晋时期的张华在其所著的《博物志》中就有“烧白

石作白灰既........的记载，其中“白石”即

石灰石,煅烧白石可生成 CO2。

随着新兴绿色应用领域工业化进程的

加快，二氧化碳的应用领域将面临革命性

的改变，作为未来“碳源”的重要资源，

其价值不仅将贡献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 

排，更重要的是开辟了利用二氧化碳替代

化石能源生产有机化工产品的绿色新途

径。我国科学家一直致力于 CO2 分离回收、

循环利用和再生转化成资源的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合成出了 ZnGa2O4 介孔光

催化材料和单晶纳米带，将其用于 CO2 的光还原。成功地实现了将 CO2 转化为碳

氢化台物燃料，进一步为减排回收的二氧化碳利用指引新的路径。

阅读短文后回答下列问题：

（1） 《博物志》中所记载"白灰”的主要成分的化学式为 ；

（2） 温室效应加剧对环境的影响有  (写一条即可)；

（3） ZnGa2O4 中 Ga 元素的化合价为

（4） 一定条件下。CO2 和 H2 反应生成 CH4 和 H2O。请在图中将该反应生成物的微

观粒子补充完整。

（5） 利用石灰浆吸收二氧化碳时，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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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答案：

（1） CaO

（2）全球气候变暖

（3） +3

（4）

（5）Ca(OH)2 +CO2 = CaCO3↓+H2O

2. 时间要求：6 分钟

3. 评价设计:

前结构 单点结构 多点结构 关联结构 抽象扩展结构

（1）

无意义或

空白答案
能读懂信息

书写出白灰

的化学式

能书写读懂

信息常见物

质的化学式

能读懂信息根

据已学知识书

写陌生物质的

化学式

知道符号可以表 

示物质的组成，学

习用化学式表示

物质组成的方法

（2）
无意义或

空白答案

知道温室效

应对环境的

一个影响

知道温室效

应对环境的

几个影响

知道温室效应

对环境的正面

和负面影响

知道物质都有两 

面性，要客观看待

物质的两面性

（3）

无意义或

空白答案

知道镓元素

化合价

了解部分元

素化合价
判断简单物

质元素化合

价

熟练运用判断

元素化合价

（4）
无意义或

空白答案

画出微粒的

一部分

能区分分子

和原子

能根据原子模

型正确判断，画

出完整的分子

模型图

知道物质是由分 

子、原子构成的，

并能画出熟悉物

质的分子模型图

（5）
无意义或

空白答案

仅能写出各

物质的化学

式

能正确书写

化学方程式

能书写熟悉化

学反应的化学

方程式

能根据所给信息

书写陌生反应的

化学方程式

4. 作业分析和设计意图

通过《博物志》和二氧化碳当今和未来的用途，让学生知道物质具有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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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2：

作业 3：

应用价值，物质的性质决定物质用途。考查了物质的化学式；温室效应的影响；

能根据常见的化合价判断化合物中其他元素的化合价；通过所给信息，让学生根

据化学模型辨析物质的组成，初步了解学生“宏—微—符”三种表征化学学科思

维的建立情况，作答采用画图的方式，较新颖；二氧化碳与石灰水反应的化学方

程式的书写。

为了验证二氧化碳的化学性质，某同学用一根铁丝穿 4 片干燥的紫色石蕊试

纸，按照图示将醋酸和水滴加到相应的位置。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图中 1、2、3 会变红，4 不变色

B. 该实验证明 CO2 能与石蕊反应生成红色物质

C. 该实验说明 CO2 能溶于水

D. 该实验的优点是将多个实验合为一体，对比性强

1.参考答案：D

2.时间要求：1 分钟

3.评价设计：

前结构 单点结构 多点结构 关联结构 抽象扩展结构

作业 

3

无意义或

空白答案

知道二氧化

碳的一个化

学性质

知道二氧化

碳的多个化

学性质

通过实验探究认

识二氧化碳的主

要性质

知道通过科学探

究实验的角度认

识物质的性质

4.作业分析和设计意图

通过图片和文字叙述，考查学生是否知道二氧化碳的化学性质，通过具体的

实验活动初步形成化学实验探究的一般思路与方法。

某小组同学在进行“木炭在氧气中燃烧”实验时，未观察到明显的“发白光”现

象，为探究其原因，进行了如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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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验】实验 1：取三瓶氧气，进行实验。

装置 序号 1−1 1−2 1−3

木炭质量/g 2 2 x

木炭形状 块状 片状 锥状

现象
木炭燃烧，发光

颜色偏黄、较暗

木炭燃烧，发光

颜色偏黄、较亮

木炭尖端迅速燃

烧，发光颜色偏

白、较亮

实验 2：取与实验 1−3 中形状、质量相同的木炭，进行实验。

序号 2−1 2−2 2−3

装置

现象
木炭尖端迅速燃烧，发

光颜色偏黄、较亮

木炭尖端迅速燃烧，发

光颜色偏白、较亮

木炭尖端迅速燃烧，发

出白光、明亮耀眼

【解释与结论】

（1）写出木炭与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2）实验 1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

（3）实验 2 中，三个实验出现不同现象的原因是 。

（4）实验 1 和 2 中多处控制单一变量：例如①x= ；② ；③ 。

1.参考答案：

（1） C+O2 
点燃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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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条件相同时，木炭的形状（接触面积）会导致木炭燃烧现象不同（答

案合理即可）

（3） 氧气的浓度不同

（4）2 石灰水的体积和浓度相同 氧气的体积相同（答案合理即可）

2. 时间要求：3 分钟

3. 评价设计:

前结构 单点结构 多点结构 关联结构 抽象扩展结构

（1）
无意义或

空白答案

能书写文字

表达式

能书写简单

的文字表达

式和物质化

学式

能书写熟悉

反应的文字

表达式和物

质化学式

运用已学书写陌

生反应的文字表

达式和物质化学

式

（2）
无意义或

空白答案

能找出变量

进行描述

能找出变量

进行准确描

述

能在控制变

量的前提下

找出变量准

确描述

能通过比对，理解

控制变量的思想，

并进行准确描述

（3）
无意义或

空白答案

能通过观察

图像，通过氧

气瓶盖不同

直接进行描

述

能通过观察 

图像，通过氧

气瓶盖不同，

是因为氧气浓

度不同进

行描述

能通过观察 

图像，通过氧

气瓶盖不同，

是因为氧气浓

度不同进

行描述

能认识到影响化

学反应速度的因

素有多种

（4）
无意义或

空白答案

能找出变量

进行描述

能找出变量

进行准确描

述

能在控制变

量的前提下

找出变量准

确描述

能通过比对，理解

控制变量的思想，

并进行准确描述

4.作业分析和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对木炭在氧气中燃烧没有白光这一异常现象进行分析，提升学生学习

化学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利用

两个探究实验，培养学生对实验现象的分析能力，透过实验现象探寻实验本质的

能力，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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