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金属的化学性质教案反思(优质6
篇)

教案的改进需要教师的不断反思和专业发展，不断更新自己
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大班教案是教师教学工作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以下是一些优秀教师编写的大班教案，供大家
参考和学习。

金属的化学性质教案反思篇一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是一边学知识，一边将知识应用到实
际问题中，在总结得出结论后，插入生活实践问题，让学生
边学边用，使学生意识到学习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化
学与生活紧密相连。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还利用多媒体模拟微观反应的实质，
这样可以帮助学生顺利的理解置换反应的定义，加深印象，
同时在学生探究实验结束后，再利用微机进行分析总结，效
果显著。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既学习了知识，又观看了动
画，还加深了理解，突破了教材的难点和重点。

本节课既有学生探究活动，又有动画模拟，而且在授课的过
程中，还穿插着问题的解决，使得本节课的`课堂容量有些过
大，有一些知识完成的比较仓促，不透彻。在今后的教学中，
应该尝试将其分成两节课来完成，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学
生在探究活动时，课堂的`秩序显得有些乱，在今后的教学中
应注意加强学生活动探究实验时的课堂秩序。

金属的化学性质教案反思篇二

[板书]一、金属与氧气的反应。

金属钠与氧气的反应。



钠的保存及其物理性质。

常温下4na+o2====2na2o加热2na+o2δna2o2

白色固体淡黄色固体

小结：钠的化学性质很活泼，与空气在不同的反应条件下生
成不同的氧化物。

铝与氧气的反应

4al+3o2点燃2al2o3

纯氧中：

空气中：

[小结]铝的化学性质活泼，容易与空气中的氧气反应形成致
密氧化膜而稳定存在于空气中。

[总结]钠、铝、铁、铜与氧气的反应。

金属的化学性质教案反思篇三

从初中教师到高中教师的跨越不只是一个校门的差别，知识
的难度变大，学生的心理成熟，再加上以前知识的构架比起
高中远远不够，等等难题，摆在面前，而庆幸的是，开学第
一天，便感受到了这个学校制度的规范与成熟，办公室同事
的热情与友好，无一不感慨，或许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

开学初第一节课，并未有适应的时间，便开始着手准备新任
教师汇报课，上班三年，驾驭课堂的能力已经练就，但知识
的把握却已成为最大的问题，幸好办公室老师的倾囊相助，
上课较为成功。总结反思如下：



1、继续保持集体备课：由于教研组所有老师的帮组，本次上
得还算马马虎虎，因此最大的感慨为必须及时向老教师学习。
虽然只有半天的准备时间，但教研组老师帮忙给课件，给自
学稿，指导重难点，打印东西，指导实验等等本该自己艰难
突破的事情，都在教研组老师无私的帮助下顺利完成，因此，
如果这节课成功了，那将归功于所有老师。

2、加强重难点把握：虽然以前带过三年九年级学生，但到高
中之后知识拓展面的增加不是一星半点儿，对我来说也是很
大的压力，因此一定要快速的找到每节课的重难点，以最快
的速度突破重难点。

3、为学生构建知识引桥：九年级学生在化学知识上的掌握还
尚在特别浅显的地步，第一要教会他们从现在开始打开学习
化学的视野，第二要结合以前九年级知识的优势，提前告知
学生现在必须另外掌握的知识。尤为重要的是，学生很多知
识在初中并没有学习过，而在高中并不细讲，就要求掌握，
如水的微弱电离，个人认为，如果有条件，必须增强初高中
老师的交流与合作，为学生构建良好的知识引桥。因此，3年
的初中化学教学或许更好的教会我了要适时沉积，学会沉淀
自己。

4、钠与水反应实验的反思：必须把钠上边的煤油擦干净，否
则有可能会引起小爆炸。

5、知识构架上缺少分类和比较法的学习：由于时间问题，重
点放在观察和实验法，并得出本节课的重点钠与水、氧气的
反应，对分类和比较钠与铁的性质并未涉及。但在第二课时
已就钠与铁的性质比较，包括氧化钠和过氧化钠性质的比较
进行了详细讲解。

知识的大门已向我敞开，勇敢无畏的向前走才是我要的路。



金属的化学性质教案反思篇四

化学新课程改革从理念、内容到实施，都有较大变化，要实
现化学课程改革的目标，教师是关键。教师一定要认真研读
新课标，更新知识结构，改变教育观念、教育方法和教学手
段。在教学设计中充分考虑化学的学科特点，学生的特点和
需求，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
使不同的学生在化学上获得不同的发展，并形成积极的情感
态度，为学生终身学习和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所以加强教学
的反思，对促进新课程的开展实施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此
以“金属的化学性质”一节教学为例作如下反思。

一、教法的反思

新课标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习过程与方法，所以本节课的
教学突破了传统元素化合物课堂中采用的“结构―性质―存
在―用途”一条线的教学方式。充分利用化学学科特点及新
课程所倡导的教学理念，选用“实验探究法”，从日常生活
中金属的典型事例引入新课，通过让学生观察金属钠的存放
提出问题，引导学生猜想与假设，再用实验来进行验证，从
而归纳出钠的.化学性质。另外，实验演示法、讲解法，也是
实现过程与方法教学目标的有利保障。教学重难点的解决办
法主要有：

1）复习初中化学中的金属的有关知识，做好与新课的衔接

2）充分运用实验，教师演示与学生演示相结合，边讲边实验，
重视引导，组织学生对实验进行讨论、设计、探究、评价。

3）进行问题式教学。让学生对学习中的内容提出问题，用问
题启发学生的思考，培养学生质疑的思维习惯，再引导学生
互相回答。使学生的思维在质疑中得到训练提高。

4）运用比较归纳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了金属与非金属的反应、



与水的反应、与氢氧化钠的反应后，要求学生运用比较、归
纳、分析、综合等方法找出金属的共性。使学生掌握金属的
一般化学性质和特殊性。

二、学习效果反思

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的课堂教学我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探
究式教学过程，所以学生具备一定的探究习惯。他们对化学
现象、化学实验兴趣浓厚，有探求欲，表现欲和成就欲。学
生已具备了一定的实验操作能力和观察分析能力。“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学生的学习基础上，本节内容以金
属知识的学习为线索，通过阅读、查阅资料、讨论和概括等，
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及信息加工的能力，让学生学会：观察现
象―分析原因―得出结论―综合运用的学习方法，以及通过
比较归纳等，学生逐步掌握了学习元素化合物知识的一般方
法。

同时，实验探究在本节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的引
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展开活动，让学生在广泛参与并积极探
求中一步步揭开金属有关性质的面纱。不仅使重点变为学生
主动探求的知识得以落实，并把难点通过实验以学生感兴趣
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做到了深入浅出。

总之，对几种金属采用横向比较的教学内容设计是第一次尝
试，从实践来看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编排方案。教学效果比
较理想。

金属的化学性质教案反思篇五

金属化学性质和金属活动性顺序这节复习课，包含两个内容，
一是掌握金属与氧气、稀酸和盐溶液的反应原理和现象，能
够利用这些反应解释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化学问题；二是
能够应用活动性顺序进行实验探究和解决工业生产的问题。
这节课只完成第一部分的内容。现在将本人在执教过程中的



所感所获总结如下：

本节课以游戏“金属知多少”导入，让学生利用一些常见的
金属的主要性质进行猜测，即活跃了课堂氛围，也为引
入“黄铜”埋下了伏笔。紧接着创设了“假黄金”案件的问
题情境，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讨论破案方法，这样的开场
轻松活跃，又紧扣本课主题——金属的化学性质。在讨论过
后，让学生自由发言，讲述自己的破案方法和理由，教师、
学生进行点评推敲后，归纳出金属的三种化学性质，突出了
本节课的重点。接下来课堂内容安排就是逐一复习金属的化
学性质，包括原理和现象，通过回忆、思考、讨论、作答、
归纳的方法展开学习，强化了本节课的重点，尤其规范了学
生写方程式和表述现象的习惯。另外，在每个内容复习完后
都对应安排《中考赏析》，通过中考题目的赏析让学生了解
中考的考查方向和掌握一些解题的技巧和方法，比如抓关键
词，找出研究对象，利用排除法等等。在复习完重点内容后，
本人又设计了《中考突破》这一环节，旨在提升学生的能力，
让基础比较好的同学“吃得好”，也突破了本节课的难点。
本环节选择了两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滤液和滤渣
的研究，让学生更好地体会置换反应的实际应用。二是关于
氢气的计算问题，旨在引导学生利用规律进行巧算，突破关
于金属活动性顺序计算的难点。最后，本节课在小结后还有
一个环节是下节提前看，以中考题的方式呈现，让学生提前
感知下节课的重点和中考的考查方向，这样的设计体现了以
生为本，也启发学生关注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总之，本节课课堂内容涉及合理，由简单到复杂，由整体到
局部，环环相扣，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讲练结合，题目选
择有代表性和针对性，是一节有深度和广度的复习课。

本节课中本人始终扮演指导者、参与者的角色，改变复习
课“满堂灌，满堂练”的模式，每个环节设计中执教者都重
视启发学生思考和讨论，把问题抛给学生自己解决，比
如“黄铜破案”的教学环节，让学生自由发言，讲述自己的



破案方法和理由，教师只是做简单的点评和引导。在书写金
属和酸的化学方程式时，教师启发学生思考考点和难点，引
导学生自己找出问题，注意到反应中铝是+3价，铁是+2价，
并让同学上黑板板书铝、铁与稀硫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在
《中考突破》这个环节，教师更是注重解题的思维点拨，让
学生自己讨论研究，找出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题还由学生亲
自上讲台分析和讲解。

总之，这节课的教师活动设计中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
位，给予学生空间思考和作答，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本节课复习的内容是金属活动性顺序，学生还是比较熟悉的
内容，但会出现一些盲点，比如方程式的书写，现象的描述
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尝试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学生能力有所提升。在课堂活动中创设多种机会让学生参与
到课堂中来，有提问作答，个别答、集体答、接力答的形式，
还有黑板板书和上台讲解等等，学生活动形式多样。学生能
够积极主动参与进来，举手回答问题，虽然在回答问题方面
有些学生回答得不够理想，但经老师引导，同学协助，也能
够得到满意的答案。总之，这节课学生活动比较丰富，学生
参与课堂度高，虽然有些同学还是胆子不够，表达能力欠缺，
但坚持这样复习，这样训练，相信会有比较大的进步。

这节课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能够以学生为主体设计各种
教学活动，开展效果也比较令人满意。如果学生学习基础扎
实，则可以深入挖掘，在基础知识回顾方面减少时间，加强
金属活动性顺序应用的训练，提升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一
节好的课，力求让大部分学生“吃得饱”，小部分学生“吃
得好”，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因材施教和分层导学，这点
在这节课有得到体现，但这方面还需在日后工作中继续研究，
力求做到更好！



金属的化学性质教案反思篇六

本节课是第八单元的重点内容，本课题的教学重点是放在对
金属活动性顺序的探讨上，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金属活动性顺
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知识的获取过程，
学习科学探究的方法。在这个活动与探究中，结论的可*性是
很重要的，因此，控制相似的实验条件，以及对实验现象的
正确对比和分析，是该探究活动获得可*结论的重要保证。为
此我将学生的探究分三步进行：

（1）从金属与盐酸或硫酸反应是否有氢气生成，可以把金属
分为两类，能生成氢气的金属其活动性比较强，不能生成氢
气的金属其活动性比较弱。

（2）从一种金属能否把另一种金属从它的化合物的溶液中置
换出来，可以比较出这两种金属的活动性强弱，能置换出来
的，则这种金属比另一种金属活泼。

（3）最后打出科学家们经过了很多类似实验的探究过程，而
总结出来的结论——常见金属的活动性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