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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2 氧气 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化学观念： 

1.知道氧气的性质 

2.认识碳、硫、铁与氧气反应的现象及文字表达式。 

3.认识化学反应中的化合反应和氧化反应及缓慢氧化。。 

科学思维： 

1、认识科学研究的方法，受到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教育。 

科学探究与实践： 

1、培养学生对实验的观察、分析判断能力及动手实验能力。 

2、学会观察实验现象，会分析实验信息并从中归纳得出结论。 

3、培养学生对实验现象描述及表达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增强热爱祖国的情感，树立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学习化学的志向。 

2、发展善于合作、勤于思考、严谨求实和实践的科学精神。 

二、教学重难点 

(一)重点： 

1、氧气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2、认识氧化反应及氧化物的概念，会判断简单的氧化反应及氧化物。 

（二）难点: 

1、探究气体性质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探究、自主学习的能力。 

2、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三、教学分析 

氧气是学生非常熟悉的一种气体，但是对它的性质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过。本

节课的教学内容，是对上节课空气教学内容认识上的细化和深化，也为下节课制

取氧气从知识和方法上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本节教材从学生熟悉的日常生活经验

和已有知识入手，引出氧气的物理性质，进一步通过化学实验介绍氧气的化学性

质，最后总结出化合反应、氧化反应、缓慢氧化的概念。氧气是学生在初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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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系统认识地具体物质及其变化规律的一个开始，也是通过实验方法验证气

体性质的开始，为下一步学习二氧化碳乃至其他物质（如氢气、金属等）奠定了

基础。 

四、教学过程 

导入：在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空气，知道空气是维持人和动植物生命活动的主

要物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又是哪种成分呢？氧气在我们生命活动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氧气。教师板书：课题 2氧气 

【出示目标】教学目标： 

1.知道氧气的性质 

2.认识碳、硫、铁与氧气反应现象及文字表达式。 

3.认识化学反应中的化合反应和氧化反应及缓慢氧化。请同学们看一下学习

目标，明确今天的学习目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同学们在课下已经预习了

课题 2的内容，效果如何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检测一下。请大家快速完成学

案上的预习检测。投影展示学生的预习情况，并给予点评。 

我们在研究一些物质时往往从物理性质开始。 

【活动探究一】：氧气的物理性质展示一瓶氧气，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并描述

氧气的物理性质。根据学生回答归纳总结氧气的物理性质。 

1.通常情况下，色味气体。2.密度比空气略。 

3.溶于水。4.三态变化 

我们已经了解了氧气的物理性质，下面我们来学习氧气的化学性质，首先从

一个小实验入手。 

【活动探究二】氧气的化学性质 

教师强调实验操作及其注意事项。学生进行分组实验。检验氧气的方法:归

纳总结氧气的检验方法，观察现象：带火星的木条复燃讨论 

回答：带火星的木条伸入集气瓶，如复燃则为氧气分组实验：（拓展延伸） 

木炭在氧气中燃烧观察现象：1.发出白光 2.放热 3.生成一种使澄清石灰水

变浑浊的气体。 

硫与氧气的反应演示实验（实验 2-3）（视频播放）观察硫在空气里和在氧

气里燃烧时发生的现象。比较硫在空气里和在氧气里燃烧有什么不同。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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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前为什么在集气瓶底留少量水？ 

观察现象；在空气中： 

1、淡蓝色火焰 2、放热 3、有刺激性气味 

结论： 

分析讨论得出吸收二氧化硫，防止污染空气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分析归纳能力

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分析 

铁与氧气的反应 

演示实验：（实验 2-4）把两根光亮的细铁丝分别盘成螺旋状。取一根在酒

精灯上烧至红热，另一根下端系一根火柴，点燃火柴，待火柴快燃尽时，插入盛

有氧气的集气瓶中（集气瓶中要先放一些水或细沙）。实验前为什么在集气瓶底

部为什么留少量水？ 

【提问】分析讨论上述几个文字表达式，有什么共同的特征？ 

【讲解】化合反应：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生成另外一种物质的反应叫化合反

应（多变一）氧化反应：物质和氧气的反应属于氧化反应。包括剧烈氧化反应和

缓慢氧化反应。 

【课堂小结】让学生自我总结 

五、课后反思 

新课程标准下的初中化学课堂教学，已经不仅是传授基本知识和技能，更重

要的是要充分学习新技术、新手段，将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有机融合，通过

高效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促进其提高。因此，教师在观念上必须

真正转变，找准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在教学设计上，要切实以“学生发展”

为本，利用一切条件创设情景，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通过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不断建构和丰富自己的知识。让学生敢于和善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新

方法，让学生初步掌握了科学探究的方法和思维方法，培养了学生的实验能力、

观察能力、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创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