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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3 制取氧气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理解实验室用过氧化氢制氧气的方法(反应原理,实验装置,收集方法) 

2、认识催化剂的特征和催化作用。 

[过程与方法]: 

1、通过探究实验室制取氧气的原理,让学生初步学习实验探究方法和比较学习法。 

2、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培养学生主动与他人进行交流和讨论,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能

力,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 

3、感悟通过实验进行科学探究的方法,逐渐形成科学的学习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1、通过趣味魔术实验,激发和发展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2、体验探究过程,激发和发展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体验成功的快乐。 

二、教学重难点 

1、理解实验室用过氧化氢制氧气的方法(反应原理,实验装置,收集方法) 

2、认识催化剂的特征和催化作用。 

3、对固液常温型发生装置的研究。 

三、教学分析 

通过前面的学习,学生了解了氧气的性质及用途,并且学习了利用高锰酸制取

氧气的方法,已初步具备了观察实验和进行简单操作的技能。通过这一节实验探

究课,让学生了解二氧化锰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同时借助“希易软件”中化学工具

进行组装模拟化装置,并对实验装置的优缺点分析有利于学生进一步熟悉常见仪

器的使用,很容易激发他们学习化学的积极性和求知欲。 

我要力求通过本节课使学生会对物质在变化前、变化中和变化后的现象进行

系统、细致的观察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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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过程 

（一）新课讲解 

(一)设疑导入 

首先是导入环节，采用设疑导入的方法，具体来说：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已

经学习过了氧气的性质，氧气在生活中非常重要，工业中大量制取氧气，是通过

分离空气，利用不同的气体沸点不同的原理来获得大量氧气，属于物理变化。那

么在实验室中，我们是如何获得纯净的氧气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实验

室中制取氧气的方法。板书课题。 

(设计意图)通过联系之前学习过的内容和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进行设置疑

问，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顺利地引入课题。 

(二)新课教学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的新课教学环节，在本环节中主要讲解高锰酸钾制取氧气

的方法，并按照以下三个环节依次展开： 

1.制取原理讲解 

我会先让学生观察高锰酸钾的颜色，状态，并进行讲解高锰酸钾是暗紫色固

体，在加热时会分解产生氧气，同时板书文字表达式。 

 

1.实验装置介绍 

让学生先通过教材上的插图来观察，并且提问实验中需要用到的实验器材都

有哪些?我会适时点拨并总结出试验中需要的装置有铁架台、酒精灯、大试管(带

塞子)、导管、棉花、水槽，集气瓶。并且我会演示实验装置的连接，并让学生

指出哪一部分是实验发生装置，哪一部分是收集装置。进而引导学生联系药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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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和选用实验发生装置的关系，由于高锰酸钾是固体，反应条件是加热，所以

可以选择直接加热并且便于防止固体药品的装置。收集装置部分，由于氧气不易

溶于水，所以可以选择排水集气法。本环节主要是让学生总结出实验室制取气体

一般的发生装置与收集装置的选择规律。 

2.演示实验过程 

实验制取的过程，由于学生刚刚接触制取实验，防止意外发生，所以我选择

进行演示实验的方法，来让学生进行观看。学生看完我演示完该制取实验之后，

我会找学生来复述整个实验过程。学生通过回想来描述实验过程，可以使学生更

深刻的认识制取氧气的过程，为后边的讨论打下基础。演示实验完成之后，我会

指名学生来上前进行操作，并且在操作的过程中，适时提出问题，让学生进行讨

论。具体问题为： 

�为什么试管要略向下倾斜? 

为什么试管口要装一团棉花? 

ƒ排水法收集氧气时为什么要等冒出均匀的气泡后才开始收集? 

④收集完毕后，为什么先将导管移出再熄灭酒精灯? 

⑤收集完成后，如何验证气体是否集满? 

学生通过讨论之后，我会结合学生的答案进行总结： 

�防止药品中的水蒸气在加热时凝结在试管口温度较低的小水珠倒流回温

度很高的试管底部发生试管破裂或爆炸。 

防止高锰酸钾粉末进入导管。 

ƒ刚开始产生的气体不纯，因为混有试管中的空气，所以要等待气泡均匀后

再开始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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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防止先拿走酒精灯，温度降低，产生压强，水槽里的水进入试管中发生爆

炸。 

⑤将带火星的小木条放在瓶口处，如果木条复燃，说明集满。 

(设计意图)整个新课环节围绕着实验展开，通过让学生观察与动手亲自操作

并且积极思考，真正的让学生成为了课堂的主人，并且可以加深学生对整个制取

过程的印象。 

(三)巩固延伸 

巩固延伸环节，我会通过播放一段有错误的制取氧气的过程，让学生进行观

看，并且指出错误之处。 

(设计意图)此环节为了巩固实验中的注意事项，进一步加深学生的理解，并

且可以及时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 

(四)小结作业 

接下来是小结作业环节，我会指名学生站到讲台上来，带领全班同学进行本

节课的总结。最后我布置课后任务，课后预习另外两种制取氧气的方法，并且总

结出三种方法的异同点。 

(设计意图)新课标中指出，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所以在课堂上我时刻注意把

课堂还原给学生，通过让学生站到讲台上总结的方式，一方面顺利地把课堂充分

的还给学生，另一方面也可以锻炼学生发言的勇气。课后任务，也可以培养学生

的预习与自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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