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三化学面试教案下载 教师证面试化学
试讲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初三化学面试教案下载篇一

【小结】根据化学方程式计算时，由于化学方程式是计算的
依据，所以化学方程式必须写准确，以保证计算准确。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下面几句韵语加以记忆。

化学方程要配平，需将纯量代方程； 关系式对关系量，计算
单位不能忘； 关系量间成比例，解、设、比、答需完整。

【例题1】：工业上用电解氧化铝的方法制取单质铝的反应式
为：

请计算电解10t氧化铝最多可生产多少吨铝。

【例题2】：有一种含水的过氧化氢样品10 g，在二氧化锰的
催化作用下，完全分解得到3.2g氧气，试求该过氧化氢样品
中过氧化氢的质量分数。

初三化学面试教案下载篇二

师：母亲节的晚上，小凯同学给妈妈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他切完菜后就将菜刀放在菜板

上，第二天发现菜刀生锈了。那么菜刀为什么会生锈呢？相



反我们餐厅用的餐盘也是铁制品，却总能保持亮晶晶的金属
光泽，这又是为什么？ 学生猜想讨论。教师（板书）：钢铁
锈蚀的条件与防护。

学生结合日常生活中的钢铁制品锈蚀的情况进行猜想和假设：

1.铁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铁锈蚀是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
学反应。 2.自来水管因长期跟水接触而锈蚀，铁生锈与水有
关。

塞紧塞子。c 中干燥，塞紧塞子。d 中加入食盐水。学生实验本
方案（三天后观察现象）。教师把一周前做出的实验展示给
学生。

学生总结铁生锈的主要原因及加速铁生锈的因素。教师（板
书）：铁生锈的主要原因。

师：铁锈的主要成分为氧化铁，其结构疏松多孔，不但不能
阻止钢铁制品与空气和水的接

生：用砂纸打磨，用稀盐酸、稀硫酸浸洗。

瓷。（5）锯条烤蓝......师：防止钢铁锈蚀的几种方法？ 生
（总结）：（1）保持铁制品表面清洁干燥。（2）涂保护
膜(3)镀一层耐腐蚀的金属。

(4)改变钢铁内部结构。

教师板书：钢铁防锈的措施。

反馈习题：课后“挑战自我”（16 开试题卷）。

师：所有的金属材料都来自金属矿产资源．由于矿产资源有
限且不可再生，资源短缺必然



成为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教师播放录像：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学生交流，畅所欲言。师（小结）：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
收获多少？对自己的表现是否满意？学生发言。

五、教学反思

在日常生活中，学生已经知道钢铁制品在潮湿空气中，表面
不洁净的条件下容易生锈，也

日常生活及工农业生产关系非常密切的科学。同时培养了学
生团结协作精神和实验操作能力，促动并激发学生的思维，
真正做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也达到师生互动，共同成长的
目的。

本节课从生活问题入手，激活了学生的思维，就连平时不愿
意学习的学生也参与讨论，良

好的开端为教学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本节课教学中，采用了独立、小组、团体的形式，通过讨论、
观察分析、反思、评价学生

在活动过程的表现和活动的成果，学习结束后，自我反思探
究过程的活动表现等方式，使学生的参与意识，合作精神，
实验操作技能，探究能力及表述交流等方面得到了发展，提
高了学生 的自信心。

个实验持续的时间较长，但学生对这些感性的实验，仍表现
出了浓厚的兴趣。

一、课题：硬水和软水 二、课型：讲授课 三、课时：1 课
时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多媒体展示】水壶使用前和多次使用后的照片。

1.教师讲解：硬水和软水的概念。请学生初步思考、回答水
垢形成的原因。教师进行归纳、讲解原因。

2.提出问题：如何区分硬水和软水?

学生 2 人一组进行实验 4。学生观察实验现象，表述现象，
思考、回答结论。教师归纳讲解：用肥皂水区分硬水和软水，
产生泡沫多的是软水，产生泡沫少、有浮渣的是硬水。

【多媒体展示试题】学生进行课堂练习。有关硬水和软水的
说法中，正确的是()。[a]

a.硬水洗涤衣物不易洗净 b.硬水通过消毒可以得到软水

学生总结归纳本节课所学主要知识，表述学习心得。

初三化学面试教案下载篇三

上海才子教育英语学科导学案（第2 次课）

教师: 学生: 年级: 日期: 2015年月 日 星期: 六 时段: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今天我要说的课题是……，我将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首先说教材，其次说教法，再次说学法，
最后说的是教学过程。

一说教材

1、本节课在教材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1）知识与技能目标：主要是要求学生了解…..的内容，掌
握……的含义，并且学会运用….解释解决一些化学现象和问
题.（2）过程与方法目标：1。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实验操
作能力以及观察能力。（注，只要有点实验的都可以这么说）
2。培养学生全面分析，逻辑推理和综合归纳能力。

根据教学大纲，教材内容设置及对今后教学的影响，本节的
教学重点为理解和运用…..，这也是本节课的难点。

二、说教法

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教材和学生的特点，本节课，我主要
采用实验法，讲授与讨论，谈话与交流相结合等方法。

教学过程不仅需要教师的活动，更是学生的活动，在教学中
要注意培养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充分发挥实验的作用，迎合
初中学生好奇，好强的心理特点，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在实验中老师应注意指导学生重视探究性实验的选
择和设计，提示学生观察角度到呢个，让学生多种感官协同
作用，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四、说教学过程

（1）通过设置问题，创设情景，引入新课题的内容。

（2）通过实验探究，知道学生实验，观察，讨论，思考，最
终得出结论

（4）同学生交流，谈论，再归纳总结。让教师与学生在交流
中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是否达到教学目标和要求等，
使学生获取对化学的最深感受.通过以上教学过程的分步实施，
将难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进行分散，使学生易于理解和掌握，
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也突出了教学重点。



我的说课完毕，谢谢大家！

（面试老师不是都是化学老师，可能有一两个，所以面试的
时候只要把说课程序说清楚就应该没问题，至于对知识点的
熟悉与否问题不大，上面的说课稿仔细看其实也没多少实际
的内容，但是说出来考官就会觉得还不错，所以大家伙同学
要加油哦）

教师资格证初中化学面试教案：化学式与化合价

一、说教材

（一）教材的地位与作用

《化学式与化合价》是人教版化学九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课题4
的内容。本节课主要讲述了化学式、化合价和有关相对分子
质量的计算三部分内容。在此之前，学 生已经学习了元素以
及一些物质化学式的写法，这位过渡到本课题起到了铺垫作
用。为之后学习第五章《化学方程式》的内容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因此本节课整个教 材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教学目标 根据本教材的结构和内容分析，结合九年级
学生他们的认知结构及心理特征，我制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了解化学式的涵义；知道一些常见元素
和原子团的化合价；能用化学是表示某些物质的组成，并能
利用化合价求化学式；了解相对分子质量的含义，并能利用
相对原子质量和相对分子质量来计算物质的组成；能看懂某
些标签或说明书上标示的物质成分和含量。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讨论交流，活动探究，培养学生利
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中处处充满



化学，激发学生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的感情。

（三）教学重难点

1.了解化学式，知道元素、原子团的化合价。

.用化学是表示某些物质的组成，利用化合价求化学式。3.了
解相对分子质量的含义，并会应用解决问题。

二、说学情

对于九年级的学生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对元素
的概念和物质的微观构成的基础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对数字
的基本运算能力有一定的把握，这为化学式的 有关知识学习
打下了基础。但学生在化学学科中的逻辑思维能力还有待提
高。这一年级的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有强烈的好奇心，
处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 的阶段，因此，教学过程中多
采用直观方法指导学生学习。

三、说教法

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原则，根据学生的
心理发展规律，采用学生参与程度高的讨论教学法。在学生
看书，讨论的基础上，采用谈话法与讲解法。采用问答法时，
特别注重面向全体，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问不同难度的问
题，有效的开发各层次学生的潜在智能，力求使学生能在原
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同时通 过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启发
学生从书本知识回到社会实践。提供给学生与其生活和周围
世界密切相关的数学知识，学习基础性的知识和技能，在教
学中积极培养学 生学习兴趣和动机。

四、说学法

（一）导入



由前面学过的一些物质的化学式引入：元素可以用元素符号
来表示，那么我们前面学习的氧气、二氧化碳这些由元素组
成的各种单质和化合物怎样来表示呢？把教学 内容转化为具
有潜在意义的问题，让学生产生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学生的
整个学习过程成为“猜想”继而紧张的沉思，期待录找理由
和证明过程。在实际情况下学习可以使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
与经验，同化和索引出当前学习的新知识，这样获取知识，
不但易于保持，而且易于迁移到陌生的问题情境中。

（二）新授

1.化学式的学习

学生自主学习课本81页相关内容，对于化学式的定义有一个
初步认识。然后以h2o为例，让学生在小组内讨论该化学式的
意义，教师进行指导并及时指出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学生
讨论结束后，教师进行归纳总结并讲解，得出化学式的定义
及其意义。

讲解结束后，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化学式前面的数字与
化学式中元素符号右下角的数字意义是否相同？为什么？并
组织学生讨论符号h、2h、h2、2h2各 具有什么意义？在学生有
初步认知的基础上，我进行归纳总结：化学式前面的数字与
化学式中元素符号右下角的数字意义不同，因为化学式前面
的数字表示分子个 数，右下角的数字表示一个分子中含该元
素的原子个数。

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媒体呈现练习题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
巩固。练习过程中，学生会出现一些错误，针对这些错误我
进行指导并归纳总结，从而引出书写化合物的化学式时需要
注意 的事项。

2.化学式的学习



学生学习了化学式，为化学价的学习做好了铺垫。实验测知，
化合物均有固定的组成，及形成化合物的元素有固定的原子
个数比，如不是这个数目之比，就不能形成 稳定的化合物。
在化学上，就用“化合价”来表示原子之间相互化合的数目。
引导学生看课本83页 表4-6“ 一些常见元素和根的化合价”，
针对表格提出问题引发学生讨论，问题如下：

（3）在化合物中，正、负化合价代数和为多少？

（4）在单质分子里，元素的化合价为多少？

在此基础上，组织两个活动。活动一：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化
合价记忆比赛，看谁记得多，记得准，评出“记忆之星”；
活动二：让学生编写能帮助记忆的的化合价韵 语、歌谣。活
动结束后，展示同学们的化合价韵语、歌谣或快板。通过活
动，可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及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把
握。

引导学生复习相对原子质量的概念，了解相对分子质量跟相
对原子质量一样，也是相对质量。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引发
学生讨论，从而引出相对分子质量的计算相关内容。由于计
算比较简单，启发学生自己学习，并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纠
正错误。

在有关相对分子质量计算教学完成之后，可让学生传看几种
商品(如医药、化学试剂、洗涤剂、食品等)的标签或说明书，
教给学生如何查看它们的成分、含量或纯度，并适当讲解化
学试剂按纯度分级的情况。

更多教师资格证考试相关的问题请关注宏鹏教育官网。

初三化学面试教案下载篇四

一、实验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掌握金属钠与水的反应过程，了解钠的性质。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观察并分析实验，培养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观察描述
能力和思维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培养学生重视实验的科学态度和对学科实验的兴趣，培养与
人合作的精神。

二、实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钠与水的反应现象及其分析。

难点：钠与水的反应现象及其分析，促进学生探究学习。

三、实验准备

实验用品：小烧杯、小刀、玻璃片、滤纸、镊子、酚酞、水、
钠。

四、实验教学方法

实验法、问题探究法、讲解法

五、实验教学过程

【引入】同学们，通过理论课上我们对金属钠的物理性质及
化学性质的学习，已经对钠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本次
金属钠与水的反应实验将会让大家与金属钠有深度的熟悉。



【实验探究】 出示金属钠保存在煤油中的样品

（学生观察现象，得出结论：钠的密度大于煤油的密度且钠
与煤油不反应）【实验探究】 用镊子取一小块金属钠，并用
滤纸吸干表面的煤油，用小刀切去一端的表层，观察表面的
颜色；将其放置在空气中，观察表面颜色的变化。（同学观
察并说出现象，以及能得到哪些结论？）

结论： 钠质软，银白色。

熔 钠熔化成银白色的小球；反应放热，熔点低； 游 小球在
水面到处游动；有气体产生； 响 水面上有嘶嘶的声音；有
气体产生； 红 烧杯中的溶液变红 ；有碱生成，naoh。

初三化学面试教案下载篇五

一、说教材

（一）教材的地位与作用

《化学式与化合价》是人教版化学九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课题4
的内容。本节课主要讲述了化学式、化合价和有关相对分子
质量的计算三部分内容。在此之前，学 生已经学习了元素以
及一些物质化学式的写法，这位过渡到本课题起到了铺垫作
用。为之后学习第五章《化学方程式》的内容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因此本节课整个教 材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教学目标

根据本教材的结构和内容分析，结合九年级学生他们的认知
结构及心理特征，我制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了解化学式的涵义；知道一些常见元素
和原子团的化合价；能用化学是表示某些物质的组成，并能



利用化合价求化学式；了解相对分子质量的含义，并能利用
相对原子质量和相对分子质量来计算物质的组成；能看懂某
些标签或说明书上标示的物质成分和含量。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讨论交流，活动探究，培养学生利
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中处处充满化学，激发学生热爱学习、热
爱生活的感情。

（三）教学重难点

1.了解化学式，知道元素、原子团的化合价。

2.用化学是表示某些物质的组成，利用化合价求化学式。 3.
了解相对分子质量的含义，并会应用解决问题。

二、说学情

对于九年级的学生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对元素
的概念和物质的微观构成的基础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对数字
的基本运算能力有一定的把握，这为化学式的 有关知识学习
打下了基础。但学生在化学学科中的逻辑思维能力还有待提
高。这一年级的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有强烈的好奇心，
处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 的阶段，因此，教学过程中多
采用直观方法指导学生学习。

三、说教法 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原则，
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采用学生参与程度高的讨论教学
法。在学生看书，讨论的基础上，采用谈话法与讲解法。采
用问答法时，特别注重面向全体，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问
不同难度的问题，有效的开发各层次学生的潜在智能，力求
使学生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同时通 过课堂练习和课
后作业，启发学生从书本知识回到社会实践。提供给学生与
其生活和周围世界密切相关的数学知识，学习基础性的知识



和技能，在教学中积极培养学 生学习兴趣和动机。

四、说学法

我们常说：“现代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掌握学
习方法的人”，因而在教学中要特别重视学法的指导。在新
课标理念的指导下，结合本节课内容，我将本节课的学法确
定为：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五、说教学过程

（一）导入

由前面学过的一些物质的化学式引入：元素可以用元素符号
来表示，那么我们前面学习的氧气、二氧化碳这些由元素组
成的各种单质和化合物怎样来表示呢？把教学 内容转化为具
有潜在意义的问题，让学生产生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学生的
整个学习过程成为“猜想”继而紧张的沉思，期待录找理由
和证明过程。在实际情况下学习可以使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
与经验，同化和索引出当前学习的新知识，这样获取知识，
不但易于保持，而且易于迁移到陌生的问题情境中。

（二）新授 1.化学式的学习

学生自主学习课本81页相关内容，对于化学式的定义有一个
初步认识。然后以h2o为例，让学生在小组内讨论该化学式的
意义，教师进行指导并及时指出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学生
讨论结束后，教师进行归纳总结并讲解，得出化学式的定义
及其意义。

2、2h2各 具有什么意义？在学生有初步认知的基础上，我进
行归纳总结：化学式前面的数字与化学式中元素符号右下角
的数字意义不同，因为化学式前面的数字表示分子个 数，右
下角的数字表示一个分子中含该元素的原子个数。



学生学习了化学式，为化学价的学习做好了铺垫。实验测知，
化合物均有固定的组成，及形成化合物的元素有固定的原子
个数比，如不是这个数目之比，就不能形成 稳定的化合物。
在化学上，就用“化合价”来表示原子之间相互化合的数目。
引导学生看课本83页 表4-6“ 一些常见元素和根的化合价”，
针对表格提出问题引发学生讨论，问题如下：（1）化合价有
几种？是哪几种？（让学生明白元素化合价有下负之分）

在此基础上，组织两个活动。活动一：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化
合价记忆比赛，看谁记得多，记得准，评出“记忆之星”；
活动二：让学生编写能帮助记忆的的化合价韵 语、歌谣。活
动结束后，展示同学们的化合价韵语、歌谣或快板。通过活
动，可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及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把
握。

引导学生复习相对原子质量的概念，了解相对分子质量跟相
对原子质量一样，也是相对质量。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引发
学生讨论，从而引出相对分子质量的计算相关内容。由于计
算比较简单，启发学生自己学习，并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纠
正错误。

在有关相对分子质量计算教学完成之后，可让学生传看几种
商品(如医药、化学试剂、洗涤剂、食品等)的标签或说明书，
教给学生如何查看它们的成分、含量或纯度，并适当讲解化
学试剂按纯度分级的情况。

更多教师资格证考试相关的问题请关注宏鹏教育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