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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授课对象：九年级       授课教师：        授课时长：40min 

一、课标分析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本节内容有着以下要求：知道一

些常见金属（铁、铝等）矿物；知道可用铁矿石炼铁。同时提出以下活动与探究

建议：调查当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金属利用情况，提出有关的建议；参观炼铁厂

或观看工业炼铁的录像；用实验方法将氧化铁中的铁还原出来。从课标的相关要

求可以看出，本节内容，以科普为主，让学生在生活中感受化学，在化学学习中

联系生活。 

二、教材分析 

《金属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第一课时）位于人教版化学九年级下册第八单

元课题 3第一部分。本节内容先阐述地球上金属资源的分布和特点，通过资料卡

片的形式给出金属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让学生直观了解各金属元素含量，体会

铁、铝是年产量第一、第二金属的原因；然后以图片形式展示了常见的金属矿石，

让学生知道，金属是通过金属矿石冶炼而来；接着通过描述我国炼铁工艺的历史

和发展，让学生了解历史、进一步感受化学、产生民族自豪感；然后通过一氧化

碳还原氧化铁的实验展示实验室炼铁原理、装置、步骤，再进一步展示工业炼铁

的原料、方法等；最后从工业炼铁过渡到含杂物质的相关计算。 

本节既涵盖了知识、技能方面的内容，又有环境意识和资源意识等情感方面

的内容。 

三、学情分析 

1. 学习者知识储备 

学生在第六单元已经学习了一氧化碳相关知识，知道一氧化碳的可燃性、还

原性、毒性，掌握了实验装置的选择、实验的总体步骤，为学习实验室炼铁打下

基础。在八单元课题 2中已经学习了金属活动性顺序，在学习各个金属使用顺序、

存在形式时能够迅速联想到它们均与活动性顺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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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者思维储备 

九年级的学生逻辑思维快速发展，敏捷型思维较强。在学习新知识时，能迅

速思考、联系生活。 

3. 学习者能力储备 

学生已经接触化学一学期，在前七个单元学习了大量的实验，学生已经具备

了较强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能对实验进行思考。 

4. 学习者情意储备 

本节内容给与生活息息相关、联系紧密，学生学习兴趣会比较大。知识难度

不大，涉及到实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会较大。 

5. 学习困难预测 

学生对实验室进行的各种实验比较熟悉，包括它们的原理、装置、步骤等。

但本节却是学生么第一次接触工业炼铁，工业与实验室的一些差别及原因学生可

能难以理解。 

四、教学目标 

1. 知道一些常见金属（铁、铝等）矿物；了解从铁矿石中将铁还原出来的

方法。 

2. 通过实验，了解炼铁的原理，认识化学对生活生产的实际指导作用。 

3. 通过与他人的交流讨论，知道实验室炼铁的实验步骤和原因，培养合作

意识。 

4. 了解我国炼铁史，知道工业炼铁的方法，提升民族自信心，形成科学态

度与社会责任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五、教学重难点 

1. 教学重点：实验室炼铁的原理及操作。 

2. 教学难点：实验室炼铁的原理及操作、工业炼铁。 

六、教学方法 

讲授法、谈话法、演示法、讨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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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新课导入 

1.师：“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

样一段话：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

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

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

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

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

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

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

斗争’大家知道这段话是出自哪

本书吗？” 

2.师：“没错，这段话出自尼古

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

察金有着钢铁一样坚韧的品质，

他的成和蜕变就犹如钢铁冶炼

的过程。这真是人生如化学，化

学如人生。钢铁的冶炼，就好比

一个重生的过程。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钢铁的前世

今生。” 

1.生：“《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 

1.通过《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一书中

学生耳熟能详的

话，引出钢铁冶

炼。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 

 

 

 

 

 

2.用钢铁的“前世

今生”描述钢铁冶

炼前和冶炼后，引

起学生的兴趣和

注意。 

新课讲授 

1. 师：“大家都知道在十九世纪，

美国出现了淘金热。淘金者把淤

泥或沙子放在盘子里洗涤，就能

找到其中的金沙。但是大家听说

过在自然界中直接淘到铁吗？

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师：“没错，地球上的金属资

源广泛存在于地壳和海洋中，除

了少数很不活泼的金属例如：

金、银、铂等有单质形式存在，

其余都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于

各种矿物质中。” 

3. 师：“不同种类的金属在地壳

中的含量并不相同，请大家阅读

14页的资料卡片，了解金属元素

在地壳中的含量。” 

4. 师：“请大家回忆，现在年产

量前三的金属分别是什么？这

和它们在地壳中的含量是否有

一定关系？没错，从表中可以明

1. 生：“没有。金

的化学性质不活

泼，在自然界中以

单质形式存在，而

铁化学性质活泼，

是以化合物形式存

在的。” 

 

 

 

 

 

 

 

 

 

4.生：“铁、铝、铜。

有关系，铁和铝含

量高。” 

 

1.用学生熟悉的

“淘金”让学生思

考是否有“淘铁”，

形成认知冲突，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求知欲望。 

 

 

 

 

 

 

 

 

 

 

4.学生已经学习

年产量前三的金

属，只知道它们运

用广泛，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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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看出，铁、铝在地壳中的含量

是最多的，但铜的含量非常小，

为什么也普遍使用于我们日常

生活和工业生产呢？其实，这主

要是因为铜的化学性质比铁、铝

都要弱，容易冶炼。” 

5. 师：“刚才提到，除了少数很

不活泼的金属,其余都以化合物

的形式存在于各种矿物质中,

这，就是钢铁的前世——矿石。

课本 15 页给大家列举了 6 种常

见的金属矿石，请大家仔细看各

个金属矿石的名称以及主要成

分。工业上就是从各种矿石中冶

炼相应的金属。” 

6. 师：“把金属矿物变成金属的

过程，叫做金属的冶炼。现在人

类提取量最大的金属是铁，铁是

人类最早认识和使用的金属之

一。人类最早发现和使用铁，是

通过从天上落下的陨铁，在埃及

等一些文明古国发现的最早的

铁器，都是由陨铁加工而成，古

埃及人曾把铁叫做‘天石’。我

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是甘肃

灵台出土的春秋初年秦国的铜

柄铁剑，这说明，在春秋初年，

我国就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这

样的诗句描写了热火朝天的炼

铁场景，1949年我国钢产量只有

15.8万吨，1958 年钢铁大跃进，

全民大炼钢，1996 年钢产量突

破 1 亿，成为产钢大国，2010

年我国钢产量已超过 6亿吨，居

世界前位。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铁

的今生，一起看一看如何把铁矿

石变成铁吧。” 

7. 师：“在实验室炼铁中，我们

采用氧化铁和一氧化碳为原料。

请大家观看演示视频，仔细观察

现象、操作步骤。（播放视频）” 

8. 师：“好，现在我请同学起来

说一下实验现象。”（抽 1名学生） 

 

 

 

 

 

 

 

 

 

 

 

 

 

 

 

 

 

 

 

 

 

 

 

 

 

 

 

 

 

 

 

 

 

 

 

 

 

 

 

 

 

 

8. 生：“玻璃管中

红棕色粉末变黑，

与含量有关。通过

让学生阅读资料

卡片，以提问的方

式进行引导，逐步

让学生自己总结

出原因，培养学生

分析、总结的能

力。 

 

 

 

 

 

 

 

6.简单介绍铁的

历史以及我国的

炼铁历史、发展历

程，提升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树立爱

国主义情怀。 

 

 

 

 

 

 

 

 

 

 

 

 

 

 

 

 

 

 

 

 

 

8.让学生描述现

象，锻炼他们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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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师：“这些现象说明，这个反

应的生成物有哪些？实验中使

用了温度更高的酒精喷灯而非

酒精灯，说明反应是在什么条件

下进行的？现在老师请一位同

学上黑板写出这个反应的方程

式。” 

10. 师：“现在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该实验的操作步骤。（1）连接仪

器，检查装置气密性。（2）装入

药品并固定。（3）点燃尾部酒精

灯。（4）通入纯净的 CO。（5）

给氧化铁加热。（6）停止加热。

（7）继续通入 CO，至装置冷却。

（8）熄灭尾部酒精灯。关于实

验步骤，这里有以下问题：（1）

实验前为什么先通 CO 再加热？

（2）试验结束后，为什么先停

止加热并继续通 CO？（3）为什

么要在装置末端加酒精灯点燃

尾气？（4）试管中澄清石灰水

的作用是什么？现在请大家以

小组为单位，讨论这 4个问题，

给大家 5min。好，现在请同学把

小组讨论的结果分享给大家。”

（抽 4 组的同学，每组说一个问

题） 

11. 师：“非常好。工业上炼铁的

原理虽然和实验室原理相同，但

是规模、原料、条件、装置等还

是有很大差异。请大家阅读课本

16页文字部分，看看工业炼铁需

要哪些原料，它们的作用是什

么？” 

12. 师：“在工业上炼铁需要铁矿

石、焦炭、石灰石。其中石灰石

的作用是把矿石中的二氧化硅

转变为炉渣，在高温下，焦炭在

炉内发生一系列反应生成 CO，将

铁从铁矿石中还原出来。这里展

示的就是炼铁高炉内发生的一

系列化学反应（讲解各个反应）。

最后炼出的铁是含碳量较高的

生铁，这就是铁的前世到今生的

试管中澄清石灰水

变浑浊。” 

9.生：“铁、二氧化

碳。高温条件。” 

 

 

 

10.生：“（1）先通

CO 再加热目的是

将玻璃管中的空气

排净，防止爆炸。

（2）先停止加热并

继续通 CO 目的是

防止 Fe 重新被氧

化，防止石灰水倒

流。（3）在装置末

端加酒精灯点燃尾

气目的是防止 CO

污染空气。（4）试

管中澄清石灰水的

作用是验证反应有

CO2生成。” 

察能力、归纳能

力。 

9.让学生根据现

象推导出反应原

理，考察学生方程

书写、配平能力。 

 

10.通过开展课堂

讨论活动，充分调

动学生积极思考，

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让每个学生都

参与到课堂中，活

跃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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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 

 

 

总结 

1.师：“这节课我们主要认识了

各种金属矿石，学习了实验室炼

铁的原理、步骤，了解了工业炼

铁的相关内容。以上就是本节课

的全部内容。请同学们完成下面

的题目。” 

1.学生一起回顾。

完成习题。 

1.通过习题及时

评价学生的学习

情况，查漏补缺，

提高知识的运用

能力。 

八、板书设计 

钢铁的前世今生 

                   赤铁矿（主要成分：Fe2O3） 

前世：金属矿石     铝土矿（主要成分：Al2O3） 

                   磁铁矿（主要成分：Fe3O4） 

今生：炼铁原理：Fe2O3+3CO====2Fe+3CO2

 

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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