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晚开场主持人台词 春晚主持人开
场白(汇总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二氧化碳的性质教学反思篇一

二氧化碳的性质和用途这节复习课的开始，我播放了一段视
频---"死狗洞之谜"，让学生交流讨论，分析原因，把课堂的
气氛调动起来，有很多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想到了二氧化碳，
并引出了二氧化碳的。接着投影出本节课的复习目标，是学
生明确学习任务。然后提出问题：

1.二氧化碳有哪些物理性质？（学生思考，教师投影有关二
氧化碳物理性质的表格与学生共同填写。）

2.你如何设计一个实验证明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怎样
设计实验证明二氧化碳能溶于水？学生说出了很多办法。然
后教师投影出三个相关实验进行复习巩固。学生兴趣很高。
达到既巩固知识，又培养学生设计实验方案进行科学探究的
能力。

再接下来，有通过提问回答——设计方案——投影展示等方
法重点复习了二氧化碳的化学性质和用途，最后，巩固练习，
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体会到：教师只有不断地创设民主、宽
松、和谐、愉悦、自由、共振的平台，让学生敢表达、会表
达；给学生自主、自我的空间，让学生的个性敢张扬、能张
扬。才能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本节课通过备课和上课后的反思。我有几点感受：

一、几点需在教学中继续发扬的方面

1、以实验为载体提高学生复习的兴趣：本课虽然是一节复习
课但涉及到探究内容多，因此根据复习内容我设计了比较完
整的科学探究过程：提出问题—设计实验—进行实验—分析
实验—得出结论。力争对每个实验都经历上述全部环节或主
要环节。如探究co2能溶于水时，提出问题“co2能溶于水吗”，
然后由学生做出猜想能或不能，引导学生“如何证明你的猜
想，能否设计实验证明”，学生很自然能想到向矿泉水瓶中
加水，再投影实验探究内容，观察现象（矿泉水瓶变瘪），
引导学生分析原因，从而得出co2能溶于水的正确结论。既复
习了知识又提高了兴趣。

2、重视问题引导，激发学生的积极参与性：在本节课中，我
设计了很多小问题，这些问题有的起引入作用：如讲co2与氢
氧化钙的反应时，题问“为什么可以用澄清石灰水来检
验co2”；有的起过渡作用：如讲授co2与水反应时，提问“co2
能溶于水，但能与水反应了吗”过渡到co2与水的反应；有的
是起归纳与总结的作用：如讲授co2的用途时，提问“你能否
由co2的性质来总结一下co2的用途”。通过这样的一个个小
问题，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欲，启迪了他们的思维，使学生整
堂课都能积极主动的去学习和思考，提高了课堂效率。

3、知识的介绍上使用了多种方法：本节课教材上的内容较少，
需要补充的较多，而单纯的讲授、归纳的复习方法可能使学
生感到单调和枯燥，从而对知识漠视，影响学习效果。因此，
在处理上，除了利用好探究性实验外，我还是用了“查阅资
料”、“知识应用”“中考连接”等方法，增强学生的兴趣，
避免单调的讲授。如复习co2的物理性质，在介绍co2的密度
时，引到学生用不同的实验证明了co2的密度比空气的密度大，
教师在“顺便”提醒“查阅资料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



这样，不但使学生清楚了co2的密度，还学会了一种学习方法。

二、几点不足

1、整体把握课堂的能力还需提高：本堂课总体还比较顺利，
但由于前面的知识处理时占用的时间较多，因此最后在讲
授“多识一点”是比较仓促，如果前面在紧凑一些，可能会
更好。

2、了解学生，做好知识的衔接也不够。

3、语言还欠精炼：语言如果能够再精炼一点也会提高课堂的
效率

4、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主动性，积极性还不高，课堂发
言欠主动，气氛也不够活跃。

二氧化碳的性质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题主要是探究二氧化碳的有关性质。首先让学生利用课
题2中讨论确定的装置来制取二氧化碳，并利用收集到的二氧
化碳去探究它的性质：不支持燃烧、与水反应，能使澄清石
灰水变浑浊。

本课题也注意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向学生介绍固态二氧化碳
叫做干冰，利用干冰进行人工降雨的奥秘，然后提出“进入
久未开启的菜窖或干沽的深井之前，如何检验这些场所中二
氧化碳的含量是否会对进入的人的生命构成威胁？”，得出
二氧化碳含量高会使人窒息而死亡的原因，因此在进入上述
场所时要做灯火试验。最后，也介绍当今社会的热点问
题——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是引起温室效应的其中一种气体
之一，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威胁，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
控制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



1、 对二氧化碳的性质和用途的关系认识不够，在利用二氧
化碳的性质推断二氧化碳的用途或根据其用途推断其性质时，
常出错。

2、 对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易产生片面的认识。如有的同
学认为co2可以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所以空气中co2的含量
越多越好。或者有的认为空气中的co2增多会引起温室效应，
所以空气中co2的含量越少越好。

3、 co2不供给呼吸的性质和co的毒性易混淆。co2与co都 会致
人死亡，但其原因是不同的。co2含量较多，o2的含量相对减
少，使人呼吸不到足量的o2导致窒息死亡，但co2无毒性。co
有毒，它能破坏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的携氧能力，造成生物体
缺氧，以致死亡。

4、 对co2通入石蕊溶液变红的原因认识错误。co2通入紫色
石蕊溶液，溶液变红，学生误认为是co2使其变红。要认识
到co2通入水中，一部分溶解，另一部分与水反应生成碳酸，
是碳酸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色，而不是co2。

1、 初步学会在实验室中制取二氧化碳。

2、了解二氧化碳的性质。

3、了解二氧化碳的用途。

4、了解关注温室效应 。

教学重点和难点

1、二氧化碳的性质。

2、二氧化碳与石灰水的反应。



二氧化碳的性质教学反思篇三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为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
生充满兴趣地学习。在本节课中，我设计从一瓶学生熟悉
的“可口可乐”入手，在课堂的一开始就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这样的设计既可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热情，又可培养学生通
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在接下来的教学设计中，我步步引导，
让学生从一瓶可乐中发现二氧化碳的诸多性质，然后进行实
验，以培养学生的的协作精神和动手能力。上课前，我认真
地对教学思路、教学方法的设计、教学手段的应用及学生的
年龄特点、在课上可能出现的反应做了充分的反思。经过课
前的反思与调整，教学内容及方法更适合学生，更符合学生
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从而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关注所
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达到的效果，捕捉教学中的灵感，及
时调整设计思路和方法，使课堂教学效果达到最佳。

课堂上，学生争先恐后地展示自己所设计的实验方案，如：
如何用实验的方法验证可乐瓶中冒出的气体是二氧化碳呢？
并要求用实验验证，而且很多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评价其他
同学的设计方案，一起找到更好的、科学的方法并进行验证，
实现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在我精心设计的
问题的引导下，学生思路清晰了，课前预期的目的基本达到。
根据课堂上的具体情况，经过我适时地调整、创新教学内容
和方法，使学生能够结合实际高频率地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更好的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教学后的反思能使教学经验理论化。在课堂教学实践后及时
反思，不仅能使教师直观、具体地总结教学中的长处，发现
问题，找出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再次研究教材和学生、
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而且是将实践
经验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使教师
认识能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这堂课我在设计中认为要更加直观地说明二氧化碳的性质，
必须在实验中用新制的二氧化碳，虽然设计的思路是正确的，
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发现这样会造成较多的时间浪费在
二氧化碳的制取上，学生感到不耐烦。实际上只要制取一瓶
的二氧化碳，其余的实验可以用课前制好的二氧化碳，这样
并不会影响学生的认知，而在课堂上能用较多的时间突破教
学难点。

其次，应用多媒体教学中还要考虑学生的实际，特别是一些
重点知识要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记笔记，这堂课后，部分学
生告诉我：“老师，你以后换页的时候能不能等我们抄完笔
记再换？”。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今后的教学中要
注意改进。

对这一课进行全面反思后，我认识到要善于处理好教学中知
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关系，巧妙地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的活动及情境，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才能不断地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既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学
生思维能力、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使每个学生的身心都能得
到充分的发展。

二氧化碳的性质教学反思篇四

通过实施本节课教学与聆听点评指导，受益匪浅。

二氧化碳是学生非常熟悉的一种气体，在生物等其他学科中
也多有涉及。这是一个好事，因为学习自己熟悉的东西总是
比较容易的，至少在心理上是熟悉的。但是固有的知识经验
有时也会影响我们应该达到的学习效果，先入为主的思想会
使学生丧失学习兴趣，怎样扬长避短，既能利用已有的经验，
又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使学生产生积极的求学欲望，这是
本节课的一个技术难题。因为现在的学生还没有学习到二氧
化碳的制取，所以我在设计这节课的时候，就没有按照书中
教材的顺序，而是把后面的涉及到的二氧化碳的有关性质和



用途挪到前面来，这样在时间和二氧化碳的性质的实验上就
出现了一些偏差。课后认真思考，也觉得在探究二氧化碳的
物理性质上用的时间多了一些，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好象还
是放不开手，有点能放的开而收不回来的感觉。在学生做蜡
烛阶梯实验时，我指导的不够，致使现象不是很明显，但是
好在学生确实是真正动手做了，使他们已经能主动地参与到
学生过程中去我觉得很重要。

本节教材着眼于生活中的化学。而教学中要活学用教材使知
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还要避免流于延伸范围加深难度的
误区。要落实课程标准使学生扎实掌握基础知识点又能灵活
运用它们，这就对问题的情境设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设计
问题时，要顺应学生的认知规律，求知求实。

探究式教学是化学课的主题。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
学，通过实验实现探究目的，做好实验是基本要求，用好实
验是关键。利用实验，层层深入。

课堂教学教程中，有实物展台、课件等可用手段，利用它们
是为了提高教与学的效率，要避免流于形式摆花架子；不用
过于追求教学模式与环节，要力争学生会了的不讲。本节课
上，对于学生已熟知的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这一
性质的分析占用时间太多，应在该性质的利用上多做设计。

课后听了李老师的指点诸位同行的建议和意见，使自己看到
了自己的许多的不足之处，在以后的教学中应尽可能去发挥
自己的长处而克服掉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同时也学到了很多
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想不去做是不可以的，空想也是不可
以的，自己要去实践，才能在课堂上更能让学生们很好的去
动手实践真正去当学习的主人。

我始终这样认为，也是我的一惯做法，课堂上自己要活跃，
学生才可能活跃，才最大可能把学生的热情，积极性，主动
性，调动起来，给他们一个充满乐趣的时间和空间。



调动学生思维积极性、培养其创新能力、增强其学习意识，
将是好为人师的永恒追求。

二氧化碳的性质教学反思篇五

1、贴近生活，让学生体会到：化学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
活并能提升生活；

3、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在创设教学环境、提供丰富学习资源等
方面的优势，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的有机整合。

教学的重点是二氧化碳的性质。教学中应突出化学学科的特
色，努力创设学习情境，让学生体会化学实验是研究化学问
题的重要手段，通过经历对实验的探索过程，学习研究问题
的基本方法。为了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提高科学素养，培
养探究意识和创新精神，本节采用实验探究的方法进行教学。

精心预设探究过程，构建高效课堂

构建高效课堂是我们化学教学永恒的追求，我努力做到“课
前备课认真——上课时给力——课后认真反思——回家投个
安心”。这节课我让学生课前充分做好准备，明确本节课的
教学目的，将探究要素集中在“设计探究方案上”为学生设
计实验方案打开思路，通过小组合作、评价与优化、得出最
佳方案。把课堂的重点和主要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在交流
讨论、实验探究、展示评价中获得新知识。通过演示实验，
学生实验等一系列活动，将探究点设置在学生最近发展区内，
在学生难以理解的设置台阶，降低难度，使教学符合学生的
认知特点，达到“不愤不启，不悱步发”的境界。

初中化学课程中的探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积
极主动地获取化学知识、认识和解决化学问题的重要实践活
动。在有限的课时内如何选择一些合适的课题进行探究来提
高学生科学素养是非常重要而现实的问题。本课时通过五次



较为完整的探究活动对二氧化碳气体的性质进行了探究，活
动中由于选用了与生活极其贴近的用品，如汽水、蜡烛、矿
泉水瓶，石灰浆等，设计的问题层次性较强，因此学生在活
动中兴趣盎然。但无论是在实验方案设计、活动的实施过程
中讨论热烈、发言积极、思维敏捷等表现是我始料未及的。
当做完第一次探究后问到想不想再来一次时，同学异口同声
地说“想”，充分说明了学生非常愿意进行类似的活动，因
为今天的活动真正让学生行动起来了，无论在思维上还是动
手操作上，没有流于形式，“我们本地大棚蔬菜基地气肥使
用问题，开发我们的乡土教材，我们镇王才屯村一口井死掉
三个人的事例，还有鸡蛋保鲜问题等，让学生知道学习化学
迫在眉睫，化学对我们的生活意义太重大了，它就在我们身
边。

通过问题的引入激发了学生探究热情，实验设计的趣味性使
学生乐于探究并在探究中得到了明确的结论。同学们在活动
中体会到了科学探究的魅力，合作学习的乐趣，感受到化学
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了解了科学探究的基本要素，增加学习
化学的兴趣。老师也在学生活动中不知不觉完成了教学目标。

但本课时还存在一些遗憾：学生方面：学生实验有一些拘谨。
描述实验现象不够准确。教师方面：还要不断地练课，磨课，
听课，博采众长，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