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溧阳市乡村初中化学骨干教师培育站

第 9 期

（2017 年 11 月 22 日）

主持人：孙宇红 导师：董小川 吴永才 编辑：陈成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溧阳市第二期乡村初中化学骨干教师培育站第九次集中活动报道

太阳泛起红红的笑脸，使朦胧的校园豁然

揭去纱帐。11 月 22 日的早晨八点，主持人、导

师和所有学员齐聚溧阳市后六中学，开始了全

市初三化学教师培训暨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的

第九次集中活动。

本次培训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由培育站成员后

六中学吕霞老师、芮国平老师和新昌中学唐治英老

师开设了同题异构课——《化学方程式的应用》。

接着由三位教师代表分别评课，最后由导师董小川

老师给全体教师进行试题分析并针对后续教学的进

一步提高提出好的建议和做法。



活动安排



《化学方程式书写》教学设计
溧阳市新昌初级中学 唐治英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了解书写化学方程式遵守的原则

掌握书写化学方程式的步骤,并能够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具体的化学反应,理解化学方程式的含义。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学生自主探究化学方程式的书写方法,使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2)树立尊重客观事实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观念,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四、重点难点

学习重点: 化学方程式的配平。

学习难点: 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

教学过程

引入新课：通过二个多月的学习，我们学习了很多化学用语，比如用元素符号表示元素，

用化学式表示物质的组成，那物质发生化学变化可以怎么表示呢？

问题: 你能用几种方式表示电解水这一化学反应?

活动 1.比较电解水的几种表示方法,引出化学方程式的概念及化学方程式的配平。

介绍配平化学方程式的常用方法
归一法： 例 1 Fe + O2 点燃 Fe3O4

例 2 C2H2 + O2 点燃 CO2 + H2O

【学生练习 1】配平下列各化学反应方程式
1、Mg + O2 点燃 MgO

2、Al + O2 — A12O3

3、P + O2 点燃 P2O5

（小结）配平注意事项

（过渡）再看电解水的化学方程式，你还发现他与化学符号表达式有何不同？引出气体与沉

淀符号的标注。

活动 2 纠错总结气体与沉淀符号的使用

活动 3如何书写化学反应方程式

环节 1:学生独立写过氧化氢在二氧化锰的催化下制氧气的方程式

环节 2:小组纠错及总结方程式的书写步骤

教学设计



环节 3:归纳细化方程式的书写步骤

写；配；标；查

【练习】练习及检测 评论

学生活动：方程式的练习

拓展提高：方程式的应用

第 3 节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与应用（1）

后六中学 芮国平 2017-11-22

教学目标：1、理解化学反应方程式的含义，能正确读写化学反应方程式。

2、理解和掌握化学反应方程式的配平。

3、学生通过课堂活动提高自身科学探究精神和合作学习意识。

4、结合化学方程式书写的学习，学生能建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教学重点： 化学方程式的含义及化学方程式的正确书写

教学难点： 化学方程式的配平

教学方法： 归纳小结、讲授、练习。

教学过程 ：

[引入] 质量守恒定律在化学反应前后哪些一定没有改变？哪些一定改变？

①反应物、生成物的总质量 ②元素的种类 ③元素的质量 ④原子的种类

⑤原子的数目 ⑥原子的质量 ⑦物质的种类 ⑧分子的种类

一定不变 肯定改变

宏观

微观

[投影]（1）碳在氧气中充分燃烧的的反应可以用文字表示为:

碳+氧气 点燃 二氧化碳；那么有没有一种式子，既能表示出反应物和生成物是什

么，又能体现出遵循质量守恒定律呢？

[做一做] 碳在氧气中充分燃烧生成二氧化碳的化学方程式:

（2）C + O2
点燃 CO2；

[板书] 一、化学方程式：用化学式来表示化学反应的式子。

尝试书写氢气在氧气中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投影] 几个同学书写的化学方程式存在的问题（化学式写错；化学计量数未写；缺少反应条

件；气体或沉淀未注明等。）

[投影]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方法

(2)书写原则：①是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②是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例：磷在氧气中燃烧的化学方程式如下，判断正误

（1）P + O2
点燃 PO2

（2）P2 + O5
点燃 P2O5

（3）P + O2
点燃 P2O5

http://1s1k.eduyun.cn/portal/redesign/index/index.jsp?t=2&sdResIdCaseId=ff8080815727ad27015732ec4ece5bdb


二、书写步骤：

①根据实验事实写出反应物和生成物的化学式； ②配平化学方程式； ③注明化学反应发生

的条件并标明“↑”、“↓”。 (说明“△”、“↑”、“↓”等符号表示的意义。)

三、化学方程式的配平方法:

①最小公倍数法 （练一练）

KClO3 KCl + O2↑

Mg + O2
点燃 MgO

Fe + O2
点燃 Fe3O4

②观察法

S + O2
点燃 SO2 C + O2

点燃 CO2

C + O2
点燃 CO H2O

通电 H2 + O2

③奇数配偶法

例： CO + O2
点燃 CO2

第 3节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与应用
后六中学 吕霞

教学目标：
1.了解和体验书写化学方程式的原则。
2.能正确地书写化学方程式，学会配平化学方程式的方法。[来源:Z+xx+k.Com]
3.培养学生按照化学特点进行思维及审题、分析能力。
教学重点：
学会书写化学方程式的方法。
教学难点：
学会配平化学方程式的方法。
教学过程：
教师引导
复习提问：为什么化学反应前后质量守恒？
提问：如何表示电解水这个化学反应？
小结：
1.用文字描述：水在通电的条件下分解生成氢气和氧气。

2.文字表达式：水 通电 氢气+氧气

3.符号表达式：H2O通电 H2＋O2

化学反应应遵循质量守恒定律，你认为这些方法能准确、简便地表示化学反应吗？

提问：2H2O
通 电 2H2↑+ O2↑这种式子呢？



一．化学方程式: 像上面那样用化学式表示化学反应的式子叫做化学方程式

考考你：我这样写化学方程式有问题吗？

H2 ＋ O2
点 燃 H2O2

H2 ＋ O2
点 燃 H2O

2H2 ＋ O2
点 燃 2 H2O

二．化学方程式书写必须遵循的原则：

1、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绝不可凭空想象臆造事实上不存在的化学反应

2、遵守质量守恒定律：等号两边各种原子的数目必须相等。

三．书写化学方程式的步骤

以水通电为例

（1）写出正确的反应物和生成物的化学式。反应物的化学式写在左边，生成物的化学式写在

右边，中间用短横线连接，多种反应物或生成物之间用“+”号连接。

（2）配平。在反应物和生成物化学式前配上适当的化学计量数使反应前后各元素原子个数相

等。 （注意不能改变物质的化学式）然后将横线改为等号。

（3）①注明反应条件（加热（△）、点燃、高温、通电等）， ②注明生成物的状态：如果

反应中有气体生成，在该气体物质的化学式右边要注“↑”；如果在溶液中有沉淀生成时，

则在该沉淀物化学式右边要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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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标出下列生成物状态

练习：请标出下列生成物状态
S ＋ O2

点 燃 SO2 C ＋ O2
点 燃 CO2

CO2 + Ca(OH)2 = CaCO3 + H2O CuSO4 + 2NaOH = Cu(OH)2 + Na2SO4
如果反应物中有气体，气体生成物不再标注“↑”；同样，溶液中进行的反应,若反应物有不

溶性固体时，固体生成物也不需标注“↓”。

（4)查：查化学式、查配平、查条件、查标号

练一练 写出下列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①磷燃烧 ②加热氯酸钾制氧气：
四．化学方程式常见配平方法：
（1）观察法: 这种方法对一些简单的方程式很有效，凑数进行配平。
S ＋ O2

点 燃 SO2

C ＋ O2
点 燃 CO2

C＋ O2
点 燃 CO

（2）最小公倍数法: 第一步：入手点——找左右两边各出现 1次且原子数变化较大的元素；
第二步：求该元素原子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第三步：推求化学式系数。
练一练：
①铁丝燃烧
②镁条燃烧
（3）奇偶配平法
第一步：找反应中至少出现 3次且只有一处是奇数个原子的元素，从该元素原子数为奇数个
的化学式入手，配最小偶数“2”；
第二步：逐一推求其它化学式系数
练一练：
1.C2H2 ＋ O2

点 燃 CO2 + H2O
2. FeS2+ O2

高温 Fe2O3+ SO2

（4）归一法（设“1”法）
第一步：从组成或原子数较复杂的化学式入手，令其系数为“1”；
第二步：推求其它化学式系数。
练一练
1. C2H2 ＋ O2

点 燃 CO2 + H2O
2. FeS2+ O2

高温 Fe2O3+ SO2

3 C3H8 + O2
点 燃 CO2 + H2O

4. CH3OH + O2
点 燃 CO2 + H2O

课堂巩固： 下列化学方程式书写是否正确？
（1）镁燃烧：
（2）双氧水制氧气：
（3）硫燃烧：
（4）铁在氧气中燃烧：（5）一氧化碳燃烧
课堂作业

前面的学习中,学生已经学习了元素、分子、原子、化学式化合价等相关知识,学会书写

元素符号、化学式等。在课题 1中,学生刚刚

学习了质量守恒定律,认识了化学方程式的意

义及所能提供的信息,这些为本节课学习正确

书写化学方程式奠定了基础。

在本节课的学习中,学生容易出现的问题

有:

1.违反客观事实,主观臆造地书写化学方程

教学反思



式。

2.将反应物或生成物的化学式写错。

3.未标出反应条件。

学生对《化学》这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接触仅两个多月,积累的化学知识有限,加之刚

刚开始从量的方面认识化学反应的规律,知识和心理准备都不足,使得本课题的研究有一定的

难度。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预测学生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1.臆造生成物的化学式。

2.配平时可能会把计量系数添在化学式中间或其他错误的地方,不能正确理解化学方程式的微

观含义。

3.忽略或写错反应条件。

4.生成物的状态“↑”或“↓”符号的标注易标错或不标、多标。

5.未写出反应中有气体(或沉淀)生成物状态。

6.未将化学方程式最终配平。

从学生的知识储备来看,已经知道了元素、分子、原子、化学式、化合价等相关知识,学

会书写元素符号、化学式等;学习了质量守恒定律。所以已经具备了学习化学方程式的基础,

根据学生已经具备的先备“知识”,后继的学习要以此为基础,注意新知识与已有知识之间的

联系,学生运用已经学习过的知识对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可以进行预测。从学生的能力来看,具

备了一定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推理能力。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是化学学习中的重要技能,难度并不大,但因涉及元素符号、化学式的

书写等内容,如果学生在前面的学习中存在困难,本节内容很可能成为其学习的难点。

通过前面的学习已经认识了分子,并能用分子观点解释一些常见的现象,这些都为本节课的学

习做了一些铺垫。但学生如何将宏观的实验现象与微观的分子联系起来仍有一定的困难,这些

都是本节课需要解决的问题。

（溧阳市新昌中学 唐治英）

通过教学实践，本设计基本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有利于学生通过旧知建立新知，多数

学生接纳了书写化学方程式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对简单化学方程式的配平的方法，明确了正确

书写化学方程式的一般步骤。在尝试书写化学方程式的环节中，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与



探究学习等学习方式取得了实效，学生对书写化学方程式的学习表现出较好的学习兴趣。但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还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1.教学目标达成情况有欠帐。通过一节课的教学“掌握”化学方程式的配平方法可能不

太现实，在化学方程式配平方法的探索上有一个循序渐进，边练习边发现，边发现边积累的

过程，因而需要学生在不断练习中加深体会逐渐熟练。

2.在教学过程中，要提供给学生更多反思和自我评价的机会，来提高全体学生的学习效

率。在“尝试书写氢气在空气中燃烧生成水的化学

方程式”这一环节中，这个化学方程式书写难度并

不大，因而教师留给学生反思和自我评价的机会不

多，这样对那些化学方程式书写较慢和化学方程式

书写不全的同学会在师生共同交流中容易被忽视，

他们也往往会因为末对自已的书写结果进行反思而

影响对化学方程式正确书写方法的感知。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用好以评价促发展是关健，教学过程中要尽可能地让学生进行板演，发言等方式

来展示自已的成果，通过自评，互评，教师评来促进全体学生的发展。如学生对红磷燃烧和

氯酸钾的分解方程式的配平结果的板演就 可以使学生充分反映出学生学习情况，从而提高全

体学生学习效率。

3.注重学生心理需求，营造积极兴奋的学习氛围不够。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往往有一种

期待心理，希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适时改变教学方式，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展现不同的问

题，若不适应学生这一心理，课堂就会平淡而缺乏生气。因而，在本节课的教学活动中，为

了激起学生的学习激情，在应用练习等环节上，可以创设更富有鼓动性和竞争性的情景，如

竟赛，过关斩将等方式，这样课堂就会出现勃勃生机。

4.媒体使用与板书衔接问题。幻灯片的使用给学生带来丰富的信息量，使学生学习更方

便和主动。但幻灯片代替板书会削弱板书的作用，因而，在媒体上显示的内容应该是板书所

无法表达的，这样就会给学生以良好的感官刺激以引导和激发学生学习。当媒体所显示的内

容和板书的内容各具特色时二者就会相映生辉。

（溧阳市后六中学 吕霞）



化学方程式是初中化学入门的重要化学用语，在教学中让学生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对

以后学习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物质的化学性质、物质的制法、物质的用途等起着关键作

用。本节教材主要讲了书写化学方程式的原则和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的步骤。

在展示书写化学方程式的原则时，我诱导学生思考：书写化学方程式为什么要遵守质量

守恒定律？让学生以化学反应中原子没有变的知识，把化学方程式和质量守恒定律紧密联系

起来。让学生不但要知道书写化学方程式的依据是质量守恒定律，而且要知质量守恒定律的

应用。

化学方程式的配平，是本节课的难点。学

生现在懂得的化学方程式少，不容易掌握化学

方程式的配平。本节课知识目标是让学生初步

学会用最小公倍数法配平化学方程式，为了突

破难点，我用最小公倍数法配平化学方程式的

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让学生在学习上起到

正迁移的作用。最后再通过学生的合作学习，

教师的指导、小结，大多数学生对化学方程式

的配平掌握的不够，要需要加强联系巩固。“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任何一堂课，

当我们课后进行反思时，总会有一些不足和遗憾。为了减少不足与遗憾，我们必须不断地进

行反思。本节课我有以下几点不足和遗憾的反思：

我在教学中总是受到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总是怕学生不懂，就在课堂上多讲，没有更

好地发挥老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作用。就现代教学理念：“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单就应

对考试而言，是学生进考场，而不是教师进考场。学生能做的事，就应该大胆地让学生来

做，相信会有好的教学效果”。本节课，在学生合作学习后，我应该从几个学习小组写出的

化学方程式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化学方程式，让学生自己找出错误化学方程式的配平。这样

学生就加深对配平化学方程式的理解，为今后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打下良好基础。

（ 溧阳市后六中学 芮国平）

教师点评



教师代表溧阳中学附属中学的刘叶兰老师、溧阳市燕山中学蒋媛老师、溧阳市实验初中

谢志宇老师分别对三位上课教师的课堂进行了精彩点

评。

刘老师认为唐治英老师的教学设计条例清晰、脉络

清楚，课堂中语言活泼，学生处于快乐的学习环境，从

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课件的精美制作、课堂练习的精

选可以看出，唐老师准备充分细致。同时也提出了一个

建议：方程式的书写是一节概念课，课堂容易枯燥，为

了使课堂更加有趣生动，可以从第三章的电解水微观结

构图入手，给出模型，从而使学生更容易理解。

蒋媛老师用一个“实”字概括了吕霞老师的课堂。具

体体现在朴实、充实、真实。朴实的老师，朴实的学生，

一节朴实的课。教学目标充实，从质量守恒定律感受方程

式，教学思路明朗。教学方法充实，例如多媒体的使用、

板书的设计、教案的优化设计等等。教学细致，特别是在

方程式的书写方法教授时，一写、二配、三注、四查。四

种配平方法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教师的基本功扎实，学

生学的扎实，课堂上有思考容量，练习到位。提出的建

议：是否能通过方程式书写 PK 赛增加一些乐趣。

谢志宇老师也高度评价了芮老师的这节课。教学

目标明确，课堂结构设计有序，用磁铁模拟微观结

构，直观准确地展示给学生，注重过程、层层递进。

学生有思考和训练量，将以往学生在书写方程式时的

典型错误展现出来，从而强调书写时应注意的地方。

芮老师教态自如，语言清晰，善于动脑。



对于《化学方程式应用》这一课时的教学设

计，导师董小川老师针对其中的教学重难点提出

了一些解决策略，并鼓励广大化学教师在教学手

段、教学方式上追求优化和多变，让学生爱学乐

学。

接着，董老师对于学生遇到的典型例题进行

了详细地剖析，针对学生知识点的盲区以及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帮助学生突破难点指明了道路，使老师有了更清晰更适宜的方法。我们化

学教师应端正教学态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要正确对待面临的学生问题，勤于研究如何

教，研究如何学，并在课堂课后做好辅导工

作。

最后，董老师对全体老师提出了要求和希

望，并告诉大家，教师需要智慧——不断完善

每一节课的教法与学法；需要恒心——全身心

地投入与无私奉献；需要激情——以一颗热情的心去昂奋地工作与创新。

没有闪闪的桂冠，只有良知和奉献！没有悠悠的清闲，只有拼搏和进取！

导师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