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初中化学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第四节 

“化学式与化合价”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1. 教材地位： 

本节课是人教版初中化学九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四节

第一课时，主要学习的内容是化学式，包括化学式的定义、

意义以及读写规则。在知识上是九年级化学系统地引导物质

从宏观走向微观，并将宏观与微观建立练习的重要知识板块，

贯穿化学知识的始终。 

 

2. 教材作用： 

化学用语是学习化学的工具，掌握好化学用语是学好化

学的前提，学生们已经学习了元素符号的书写，化合物化学

式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又为后面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做铺垫，可

见学好这一课题的内容的重要性，它是化学用语内容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化学用语的学习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学情分析 

（一）起点知识分析 

在前阶段的学习中，学生已经认识很多物质的化学式，

但并不明白这些元素符号所表示的意义。学习元素的知识也

为学好化学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另外，学生已经学习了

原子的构成与离子的知识，特别是原子结构示意图，再学习

化学式与化合价应该是水到渠成的。 



 

（二）起点能力分析 

九年级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还不成熟，抽象能力很欠缺，

加之本课的学习内容离学生的实际生活较远，学生微粒观尚

未建立，学习元素的化合价之处难免是机械记忆，不能从连

续整体的视角来审视化学知识，因而部分学生会感觉学习很

困难，希望教师创设便于他们自主学习的活动，让他们获得

始终自己创造性能的机会。 

三、教学目标 

结合教材内容、学生实际和课程标准，我确定教学目标

如下： 

1.知道化学式表示物质的组成，熟记化学式的意义，掌握简

单化学式的读写规则，建立系统性知识网络，掌握核心知识。 

2.通过化学式意义的学习，使学生学会用化学语言表述物质

的组成。 

3.使学生领会必须根据客观事实书写化学式，建立科学的物

质观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4.让学生感受化学语言的美丽，增强对化学学科的喜爱。 

 

四、教学重点和难点 

 

1.教学重点 

化学式的意义、读写规则 

2.教学难点 



化学式的意义 

五、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法：启发式讲授法、合作讨论法、活动探究法、讲练结合

法 

学法：观察法、讨论法、探究法、练习法 

六、课前准备 

ppt 课件、教学视频、两瓶水、化学盲盒（思维导图、物

质卡片） 

七、教学思路 

本课题主要学习化学式 

第一部分是化学式的定义。教学时观看视频激发学生兴

趣，结合旧知以及生活实际完成该教学内容。 

第二部分是化学式的意义。通过小组讨论与分屏教学使

学生通过合作思考充分融入到课堂中，由水化学式的意义联

系到化学式的意义，进而总结 H、H2、2H、2H2 的意义。 

第三部分是化学式的读写规则，通过化学盲盒游戏让学

生自己总结思考得出结论，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使课

堂变的愉悦。 

八、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环节自己设计）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创设情景 

导入新课 

 

【情境引入】 

哥伦布和他的船员在航

海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维生素

聆听故事、思

考问题。 

 

通过过去与

现在相联系

的实例引入，



 

 

 

 

 

c 而得了坏血病，前段时间，

小孙在参加国际夏列营的时

发现他的同学也出现了坏血

病的症状，小孙想将自己的

维生素 c 送给他，那有没有

一种国际通用的符号能让外

国人知道这是维生素 c 呢？

通过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能

解决这个问题。下面，就让

我们进入化学式与化合价的

世界。 

利用小故事

激发学生兴

趣，使学生带

着问题学习

新课。 

 

 

 

 

 

 

化学式的

定义 

【过渡】那化学式的形式呈

现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让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观看一段

视频（附带讲解）。 

 

 

 

 

【教师提问】请同学们观察

这些化学用语都是由哪两种

组成要素的呢？ 

 

 

学生观看视

频，观察视频

中出现的符

号。 

 

 

 

 

思考、回答。 

【学生回答】

有元素符号

和数字。 

 

 

从身边常见

物质的化学

式入手，将枯

燥的知识生

动化，激发学

生兴趣。 

 

 

将符号归纳

在一起方便

学生发现规

律，清晰直



 

 

 

【教师讲述】没错，我们将

这种用元素符号和数字组合

表示的物质组成就叫化学

式。（用高锰酸钾与维生素 c

的化学式举例） 

 

【教师提问】化学式是可以

随意书写的的吗？有没有依

据？（通过水电解实验得出

结论：化学式必须要依据实

验结果书写。） 

 

 

 

 

【提出问题】巩固加深对化

 

 

 

 

 

学生聆听、思

考 

 

 

 

 

 

 

 

 

 

 

 

 

 

 

 

 

 

观，进而引出

化学式的定

义。 

 

 

 

 

 

 

将旧知识与

新知识结合，

力求温故而

知新，最大限

度地减少因

遗忘而导致

知识脱节，确

保学科知识

在新旧知识

的联系中构

建知识体系。 

 

 

将复杂抽象

的问题与常



学式的理解 

1）所有物质都有化学式

吗？（用纯净水与矿泉水进

行演示） 

 

2）一种物质只对应一个化

学式吗？（举例水蒸气、液

态水、冰） 

 

3）一个化学式只表示一种

物质吗？（举例红磷与白磷） 

 

思考，观察，

推理。 

【学生回答】 

1）所有物质

都有化学式。 

2）每种纯净

物只有固定

的化学式。 

3）一个化学

式可表示不

同的物质。 

 

 

 

 

 

见物质进行

结合，吸引了

学生的注意

力，使知识真

正来源于生

活和识记。 

化学式的

意义 

环节一：水的化学式的意义 

【过渡】我们以水的化学式

为例来探讨化学式有哪些意

义？ 

（与元素符号的意义相联

系，强调从宏观与微观两角

 

 

 

 

 

 

利用元素符

号的意义推

理出化学式

的意义，善用

启发式学习，

调动学生学



度出发寻找 H2O 的意义） 

 

 

 

 

【小组讨论】用时五分钟讨

论化学式 H2O 的意义，并将

讨论结果在分屏上展示。 

 

 

【教师归纳】结合学生的答

案从多角度出发总结出化学

式 H2O 的意义： 

1）表示水这种物质（宏观） 

2）表示水由氢元素和氧元

素组成（宏观） 

3）表示一个水分子（微观） 

4）表示一个水分子由两个

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

（微观） 

 

环节二：化学式的意义 

【引入化学式的意义】 

那化学式有哪些意义呢？ 

 

 

 

 

学生小组合

作，通过多屏

分享自己的

探讨结果。 

 

学生将教师

的讲解与自

己归纳的意

义相结合，进

行补充与修

改。 

 

 

 

 

 

 

 

【学生回答】

宏观上表示

习的积极性，

发展思维能

力。 

利用多屏教

学，丰富了师

生间的互动，

提升了学生

自主学习和

协作学习的

能力，营造一

种主动探索、

研究、不断创

新的学习氛

围。 

 

 

层层深入，绘

成知识网。 

 

 

 

 

 

 



【提问学生】让学生尝试总

结（注意从宏观与微观两方

面出发）。 

 

 

 

 

 

 

 

环节三：H、H2、2H、2H2

的意义 

【教师讲述】强调化学式意

义的微观层面需要按分子与

原子分类分别分析，进而引

出 H、2H、H2、2H2的意义。 

 

【教师提问，归纳总结】教

师分别按前部无数字符号、

前部有数字符号两类进行提

问分析，通过学生的回答总

结结论：元素符号和化学式

前无数字，既可以表示宏观

意义，也可以表示微观意义；

一种物质及

它的元素组

成；微观上，

若为分子，则

表示一个分

子及分子组

成，若为原

子，则只表示

一个原子。 

 

 

 

 

 

 

 

【学生回答】 

第一组（H、

H2）：H 表示

氢元素、一个

氢原子； H2

表示氢气这

种物质；氢气

由氢元素组

 

 

 

 

 

 

 

 

 

通过易混淆

符号的讨论，

加深对化学

符号的理解

与掌握 



元素符号与化学式前无数

字，只表示微观意义。 

 

成；一个氢分

子；一个氢分

子由两个氢

原子组成 

第二组： 2H

表示两个氢

原子；2H2 表

示两个氢分

子。 

 

化学式的

读写规则 

【过渡】给出一个化学式我

们怎么来读呢，未知的化学

式又有怎样的书写规则呢？ 

 【盲盒教学】教师讲述并展

示盲盒部件，每个小组需要

将物质卡片粘贴在思维导图

上，总结出化学式的读写规

则，用时 10 分钟。 

【教师讲述】学生分享总结

的规律，由教师进行补充，

环环相扣。 

 

 

 

【小组合作】

学生将物质

卡片粘贴在

思维导图对

应的位置，通

过观察总结

化学式的读

写规则。 

通过设置化

学盲盒，使学

生带着好奇

心轻松愉快

的学习重点

知识，使课堂

具有思想、感

情、创造美的

心眼色彩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知识提升

与迁移-课

堂练习 

【PPT 展示】课堂练习 

1. 五氧化二氮的化学式是

（     ） 

A. 5O2N  B. O5N2  C. N2O5    

2.下面哪个是 CO2 的微观

结构（     ） 

A. 二氧化碳这种物质 

B.一个二氧化碳分子 

C.二氧化碳是由碳、氧元素

组成的 

 

 

回忆、联

系、回答。 

学生抢答。 

培养学生运用知

识的能力以及对

学生本节课知识

的掌握程度做好

检查。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总   结 

【小结】 

本节课我们主要讲到

了化学式的定义、意义以及

读写规则。 

 

畅谈。 

培养总结知识能

力，促进知识结

构化、系统化。 

布置作业 

1. 复习本节课所学知识 

2. 完成教材 90页课后习题

1、2（1）（2）（3） 

练习。 
培养运用知识的

能力。 



 

八、板书设计 

 

4.4 化学式与化合价—化学式 

一．定义 

 

二．意义 

 

三．读写规则                          

                         

 

 

九、教学反思 

成功之处： 

利用多种教学方式以及创新手段帮助学生理解化学式

的意义和读写规则，本课程通过小组讨论以及活动探究帮助

学生巩固知识，发散思维，达到较好的效果。同时，还用到

了化学盲盒这种新型的活动方式，使枯燥的知识变得更加生

动，让学生一下子参与到课堂中来，通过自己动手、观察、

思考，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动手操作、合作互助的能力。 

不足之处： 

本课程内容知识体系庞大深入，整个课程环节非常紧凑，

使学生整堂课思维一直保持活跃状态，对于不过的知识不能

很好消化，同时，教学与思政相连接的内容较少。 



总结： 

1. 要以大观念为统领引导学生深度学习。“连接宏观与微观

的桥梁”是本单元提炼出来的大观念，要在其统领下不断地

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夯实化学式的概念、意义理解化合价的

由来、掌握化学式的书写等。 

2. 教学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教学方式与教学行为应

关注学生的感受，努力创设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努力创设

师生间、生生间、学生与教材之间的思维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