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物质的变化教案六年级科学 物质的
变化和性质化学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物质的变化教案六年级科学篇一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知道铁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能描述有关实
验现象；会写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知道铁制品锈蚀的原
因和一般防锈的方法。

2、能力目标：逐步养成实验、观察、思维的习惯并学会其方
法，能利用铁的性质分析解释有关现象和问题。

3、德育目标：了解我国古代和现代的。冶铁史，使学生接受
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二、重点难点分析：

1、铁的化学性质。

2、对“铁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的理解。

3、建立反应条件对反应结果有很大影响的观点。

三、突破难点措施：通过比较铁与氧气反应，铁在干燥空气
中、在水中、与空气和水接触的不同现象，分析原因，得出
反应条件不同反应结果不同的结论。



四、教学模式：

开放式“超前自学”教学模式。其基本环节是：学生开放学
习－－交流学习结果－－师生总结评价－－创新应用练习。

五、学法指导：指导学生实验、观察、分析、归纳、查阅资
料。

六、教学媒体选用：常规仪器（略）、录像片、实物投影仪、
图表、计算机。

七、提前准备工作：1、学生查阅有关资料；2、提前一周开
始观察铁生锈的三个实验。

八、教学过程：

（一）专题讨论，开阔视野

1、你知道日常生活中哪些用品是铁制成的？

2、你知道我国古代从何时开始生产和使用铁器？我国古代何
时发现“湿法冶金”？

3、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钢铁工业生产状况如何？

（二）学习交流，总结评价

1、根据日常生活的观察，了解回忆铁的物理性质：

＿色，＿态，＿延展性，＿传导性，硬度＿，密度＿，熔点
＿，沸点＿，＿磁化。

2、铁的化学性质：

[温故知新]铁在氧气中燃烧有什么现象？说明什么问题？



[设疑导入]铁在空气中呢？

[展示]一周前开始做的三个铁生锈对比实验结果。

[实验与观察]

[分析与思考]1、三个实验的条件有什么不同？

2、三个实验的结果有什么不同？

3、这说明铁在什么条件下最容易生锈？

4、如何防止铁生锈？

5、举出你所知道的防止铁生锈的例子，它们的原理是什么？

[启发与点拨]1、铁锈的主要成份。

2、反应条件不同反应结果相差很大，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反应
条件来避免铁生锈。

3、全世界每年因生锈而浪费的钢铁约占全世界年产量的1/4，
可见钢铁防锈具有重要意义。

4、常见的防锈方法。

[分组实验]铁与稀盐酸、稀硫酸的反应

[观察]有什么现象发生？

[分析与思考]原因是什么？化学方程式怎么写？

[启发点拨]1、根据该性质可用铁与酸反应制取氢气。

2、由该性质也可知使用铁制品应避免与酸接触。



[展示]提前做好的铜树的实验结果。

[分组实验]铁与硫酸铜溶液反应。

[观察]有什么现象发生？

[分析与思考]原因是什么？化学方程式怎么写？属于什么反
应类型？

[启发点拨]铁制品不能盛放硫酸铜溶液。

[小结与概括]你认为应该如何归纳铁的化学性质？

（三）议议练练，创新应用

[诱导归纳]1、不同的金属（如铁、锌）可以把同种酸中的氢
元素置换出来，制出氢气。

2、同一金属（如铁）可以把不同酸（如盐酸、硫酸）中的氢
元素置换出来，制出氢气。

3、金属铁还可以从硫酸铜溶液中置换出铜。

[创新应用]查阅有关资料，看看有哪些更先进的防锈蚀的方
法？形成一篇科学小论文。

物质的变化教案六年级科学篇二

【学习目标】

1.理解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定义。

2.理解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的本质区别。

3.学习对实验现象观察、描述和分析的方法。



教学重难点

【重点难点】

1.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的定义。

2.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的本质区别。

教学过程

学习内容一物理变化

【学习指导】

阅读课本第6～7页的实验1-1(1)和1-1(2)，简单介绍一下实
验仪器及药品。老师做演示实验，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并记录。

【讨论交流】

请举出生活中物理变化的几个例子。

【温馨点拨】

生活中物理变化的例子，木头制成课桌、瓷器破碎、车胎爆
裂、汽油挥发等。

【名师归纳】

1.做化学实验时，应该重点观察试剂(如水、胆矾、石灰石)
的颜色、状态、气味等在实验前后的变化，思考为什么发生
变化。

2.物理变化中物质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在状态、形状、
颜色等方面发生了改变。



【反馈练习】

1.厨房里的下列变化，属于物理变化的是(d)

a.煤燃烧b.刀生锈c.菜腐烂d.水蒸发

2.从化学的视角来看，下列名句中只发生物理变化的是(c)

a.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b.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c.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d.曾青(指cuso4溶液)得铁则化为铜

3.下列变化中，属于物理变化的是abcde。

a.铁铸锅b.木头制桌椅c.汽油挥发d.灯泡发光e.香水挥发f.蜡
炬成灰

学习内容二化学变化

【学习指导】

阅读课本第7页实验1-1(3)和1-1(4)，简单介绍一下实验装置。
老师做演示实验，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并记录。

【讨论交流】

1.如何在化学实验中学会观察?

2.请举出生活中化学变化的几个例子。



【温馨点拨】

1.观察是学习化学的重要环节，要了解物质发生的变化，必
须从观察入手，在观察中思考，对观察到的变化条件、现象
和结果进行科学地分析归纳，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2.生活中化学变化的几个例子：铁生锈、煤燃烧等。

【名师归纳】

发光、放热、变色、放出气体、生成沉淀都不能作为判断发
生化学反应的依据。例如：灯泡发光、无色的气态氧气变为
淡蓝色液态等。物理变化、化学变化最根本的区别：看有没
有新的物质生成。

【反馈练习】

1.下列过程的原理，一定包含化学变化的是(c)

a.蒸发 b.导电 c.燃烧 d.灭火

2.下列变化，属于化学变化的是(b)

a.矿石粉碎 b.纸张燃烧

c.酒精挥发 d.冰雪融化

学习内容三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的区别与联系

【讨论交流】

分析蜡烛燃烧过程中有什么变化发生?

【温馨点拨】



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是相互联系的。分析蜡烛燃烧的过程：

同时发生

蜡烛燃烧的过程中同时进行着熔化，但熔化的过程中却有一
部分在燃烧。

【名师归纳】

物理变化不难辨，没有新物质出现;化学变化则不然，物质本
身已改变;两种变化有区别，有无新物作判断;两种变化有关
联，化变中间有物变。

【反馈练习】

1.在下列变化中，有一个变化与其他变化的本质不同，该变
化是(b)

a.石蜡熔化 b.米饭变馊

c.汽油挥发 d.湿衣服晾干

2.下列变化中，前者是物理变化，后者是化学变化的是(a)

a.玻璃破碎面包发霉

b.榨取果汁工业上制取氧气

c.玉米酿成白酒铁生锈

d.煤的燃烧干冰升华



物质的变化教案六年级科学篇三

同学们，有位作家曾经说过“我不是你的老师，只是你的一
个旅伴。你向我问路，我指向我们俩的前方”。现在，我们
在化学的道路上前行，而我们知道化学是对物质的组成、结
构、性质的变化的研究，所以认识物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特
点，掌握其规律，对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是至关重要
的。

还记得上节课老师说过，物理与化学都是对事物的研究，但
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各不相同。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
科，许多化学概念，化学基础知识都是通过实验形成的，因
此，我们必须学会观察实验的方法。

下面，我们来完成四个实验，请同学们观察一下。不过，由
于条件的限制，这些实验我们都不能切实地完成，只能是老
师口述，同学们通过老师的口述，设想会发生怎样的现象。
对实验的观察我们要从实验前，实验中和实验后三个方面来
进行描述。

第一个实验：这个仪器叫试管，这是一支洁净的试管，老师
向其中注入少量的水，擦干试管外壁，然后将其斜夹在这个
铁架台上，用酒精灯加热。为了让水受热均匀，我们需要进
行预热，就是将酒精灯前后左右移动几次。老师再次强调，
试管的外壁一定要擦干，不然加热时，会使试管炸裂。过一
段时间，水沸腾了，这时有气泡冒出。这时，老师在试管口
放一块洁净的玻璃片，大家观察有什么现象？（沸腾时生成
的水蒸气，遇玻璃片又凝结为液体）也就是说实验中物质由
水加热变成了水蒸气又冷凝为液态水。

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验二：这个蓝色晶体叫胆矾，也叫蓝矾，
在化学上它的组成是硫酸铜。老师取少量胆矾于这个研钵内，
然后用杵将其厂研碎，大家观察胆矾发生了什么变化？（块
状固体被粉碎成蓝色粉末）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吃药似的，药



片我们吃不进去，大人就会把药片磨碎成粉给我们吃，但药
有没有变呀~？药还药。同样的，胆矾也还是胆矾，只不过由
块状的变成了粉末状的了。

再来看一下实验三：还是胆矾。分别与少量块状和研碎的胆
矾与两支试管中，向其中加入少量的水，振荡，这时候我们
发现怎么样了？胆矾都溶了，在化学上我们称这种溶有一定
物质的均匀液体为溶液，像我们平时在家喝的白糖水、盐水
都是溶液，这个蓝色溶液就是硫酸铜溶液。然后我们再向其
中分别滴加这个氢氧化钠溶液，请同学们观察实验现象。
（加入氢氧化钠溶液后，立即生成蓝色絮状沉淀）那大家猜
想一下，这个蓝色沉淀还是不是硫酸铜？那是不是我们后加
的氢氧化钠？都不是，因为它们都可溶，能成溶液，而我们
得到一种不溶的沉淀，老师告诉大家，反应生成的这个物质
叫氢氧化铜。也就是说在实验过程中，由蓝色的硫酸铜溶液，
变成了蓝色絮状的氢氧化铜沉淀。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第一和第二个实验前后，物质的实验前
后，物质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只不过是状态改变了；但在
实验三和实验四中，实验前后的物质本身就发生了改变。实
验三中，物质由硫酸铜溶液变成了实验后的氢氧化铜沉淀；
实验四中，物质由碳酸钙粉末变成了氯化钙溶液。物质前后
不再一样了。

我们就称这种，没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为物理变化，而这种
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为化学变化，也叫化学反应。注意，有
无新物质生成，是区分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的依据。

而且我们发现，化学变化有新物质生成的时候，总是伴随着
生成沉淀、放出气体、或是颜色变化，或是发光发热等现象。

同学们开支脑筋，结合生活中的实例，都能举出哪些物理变
化和化学变化呢？（物理：水结冰冰融化蜡烛融化酒精挥发
化学：食物腐败变质铁生锈煤燃烧）



那老师也给大家说几个，请大家判断一下，哪些是物理变化，
哪些是化学变化。（火药爆炸气球爆炸蜡烛融化蜡烛燃烧粮
食酿酒酒精挥发海水晒盐矿石粉碎灯光通过发光发热）

在蜡烛燃烧的时候，我们发现，也会由于放出的热量将蜡烛
融化成蜡油，这就是化学反应伴随着化学的同时也伴随着物
理变化。有的时候，它们并不是完全分开的。事物和事物的
变化都是复杂的，对复杂的事情我们用分类来研究也是科学
研究的方法之一。

可见，并不是所有发光发热的现象，都是发生了化学变化。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我们先通过四
个实验，学习了什么是物理变化，什么是化学变化。一定要
明确区分化学变化与物理变化的依据是看是否有新物质生成。

其次我们还要知道，化学变化经常伴随着沉淀、气体、颜色
变化、发光发热等现象，但并不是所有的发光发热现象都是
化学变化。在化学反应中伴随化学变化的同时也伴随着物理
变化。

物质的变化教案六年级科学篇四

知识梳理

1、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

2、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

化学性质：物质在_______中表现出来的性质。包括物质的可
燃性、助燃性、氧化性、还原性、稳定性等。

物理性质：物质不需要通过_______就表现出来的性质。包括
物质的_______、状态、_______、硬度、_______、沸



点、_______等。

（1）熔点和沸点

熔化：物质从________变成________叫做熔化。熔点：物质
的________叫做熔点。沸点：液体沸腾时的温度叫做沸点。

压强：物体在单位面积上所受到的压力叫压强。(2)密度

密度：某种物质单位体积的质量。

答案：化学变化化学变化颜色气味熔点密度

（1）固态液态熔化温度疑难突破

1、物质燃烧过程产生的能量是否只是以热能的形式释放？

剖析：物质燃烧过程，能量的释放不只以热能形式，还伴随
着光，有的还存在一定的声能等。

2、判断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关键是什么？

问题请探究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是否同时发生？

探究：(1)点燃蜡烛：在蜡烛燃烧生成水和二氧化碳这一化学
变化的同时，伴随着发生了石蜡的熔化、汽化等物理变化。

此实验说明物质在发生化学变化的同时，一定发生物理变化。

（2）将石蜡放在试管中慢慢加热，石蜡熔化，然后再冷却，
石蜡又凝固。在这个变化的全过程中，就只有物理变化而没
有化学变化。

此实验说明物质发生物理变化的过程中，不一定发生化学变
化。典题精讲



例1仔细阅读下列短文，根据其中信息完成问题。

为了履行国际社会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
书》，我国政府决定自2003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
用“ctc”作为清洗剂。“ctc”是四氯化碳，又称四氯甲烷，它是
典型的肝脏毒物，它还可以增加心肌对肾上腺素的敏感性，
引起严重心率失常，它被列为“对人类有致癌可能”的一类
化学物。它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透明液体，极易挥
发，微溶于水，与乙醇、醚、乙醚可以任意比例混溶，对许
多有机物，如脂肪、油类等有较好的溶解功能，所以是常用
的服装干洗剂，也是修正液（又称涂改液）中的一种溶剂。
它不易燃烧，遇火或者炽热物可分解为二氧化碳、氯化氢、
光气和氯气等，同时还是一种优良的灭火剂，目前主要作为
化工原料，用于制造氯氟甲烷、氯仿和多种药物„„(1)“ctc”的
物理性质（至少写出五
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化学性质
（写两
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为什么能够使用“ctc”作为服装的干洗剂，试根据“ctc”的
性质说起。

思路解析:本题考查对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理解和阅读能力，
通过课文阅读，依照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概念，解答该题
目。

答案：（1）颜色为无色；状态为液态；有刺激性气味；具有
很强的挥发性；溶解性为微溶性；与乙醇、醚、乙醚可以任
意比混溶；能溶解脂肪、油类、涂改液等有机物（2）不易燃
烧；不稳定受热易分解；不支持燃烧；能与某些含氟物质反应
（只要答案合理均可）（3）它是典型的肝脏毒物；它可增加
心肌对肾上腺素的敏感性，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它被列
为“对人类有致癌可能”的一类化学物。

例2物质的变化过程中伴随着能量的变化。化学变化中通常伴



随着能量转化，这是因为不同的物质包含不同的化学能，在
化学变化中物质具有的化学能转变为热能、光能或电能等。

（1）举出一个从环境中吸收热能的物理变化的例
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蜡烛燃烧时，
化学能转化为________能和________能。

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的本质区别：

在于是否有新物质生成。判断是否发生化学变化的方法：

化学变化中常伴随有发光、发热、变色、放出气体、生成沉
淀等现象，这些现象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有无化学变化发生，
但不能根据化学变化过程中伴随着发生的一些现象，判断所
发生的变化是否是化学变化。

化学性质可通过化学变化可知。

物理性质可由感觉器官直接感知或由仪器测定。

每种物质都有一定的熔点和沸点。物质的熔点和沸点跟压强
有关，特别是沸点受压强影响较大。当压强升高或降低时，
沸点就要升高或降低。

水的状态变化时，密度发生了变化。疑难导析

能量存在多种形式，如声音、光、电、磁场等形式，分析一
种变化过程存在哪些能量变化形式，关键是分析该过程中可
能存在哪些形式的能量变化。

答案：（1）看颜色，红色的是铜，银白色的是铁。

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有新物质生成。典
题变式



古诗词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下列诗句只涉及
物理变化的是（a.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b.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c.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d.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答案：c）

物质的变化教案六年级科学篇五

一、教学目标

1、认识物质的量及其单位摩尔；理解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含义；
初步学会物质的量、微粒数和阿伏加德罗常数之间的简单计
算。

2、通过对物质的量的概念的理解，体会定量研究的方法对研
究和学习化学的重要作用；通过物质的量、微粒数和阿伏加
德罗常数间的简单计算，运用和巩固概念，提高化学计算能
力。

3、通过概念的`构建和公式推导计算，形成相信科学、尊重
科学、依靠科学的思想，养成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及不断进
取、创新的优良品质。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

理物质的量及其单位、阿伏加德罗常数；物质的量、微粒数
和阿伏加德罗常数的计算。

【难点】

理解物质的量含义、阿伏加德罗常数的灵活运用。

三、教学过程



环节一：设置情境，导入新课

【教师提问】日常生活中，我们买米、买面，如何购买？家
里盖房子，建筑高楼大厦，如何买石子、沙子呢？学生很自
然地会回答论斤买米，论袋买面，石子、沙子等用吨计。为
什么不买一粒米、一颗石子呢？学生很自然会说米粒质量太
小，不易称量，只有大量的米粒，才方便称量。

【教师过渡】在化学变化中，原子、分子等微观粒子按一定
的比例定量地进行化学反应，但我们只能从宏观上测量其质
量、体积等，无法一个一个地进行称量。怎样将微观的粒子
数目与宏观的物质的质量联系起来，来研究分子、原子或离
子所进行的化学反应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个新的衡量物
质的物理量。

环节二：观察计算，学习新知识

1、物质的量

【教师展示】水与水的微观构成示意图。

【教师提问】怎样才能既科学又方便地知道一定量的水中含
有多少个水分子呢？

【教师过渡】建立一个桥梁，把多个微粒当作一个整体来计
量，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新的物理量―物质的量。

【教师讲解】生活中相对较小的物体常用许多个体的集合作
为一个整体来表示，比如去超市买米，常用“斤”或“千
克”来表示米的多少。对于肉眼看不见的微观粒子，
用“个”描述物质的粒子的数目非常的不方便。因此用“摩
尔”作为物质的量的单位。摩尔来源于拉丁文moles，原意是
大量和堆积。“摩尔”mol描述许多微粒集合的单位，它可以
计量所有微观粒子。



2、阿伏加德罗常数

【学生讨论】1mol氢气分子中有2mol氢原子。

环节三：回顾新知识，小结作业

小结：学生回顾表述本节课学习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