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真题试卷《化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时间 120分钟 满分 150分）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核分人

题分 60 25 15 20 30 150
得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60 分）

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因碘酒使蛋白质变性，故常用于外用消毒

B．能用于治疗胃酸过多的抗酸药通常含有麻黄碱

C．长期大量使用阿司匹林可预防疾病，没有副作用

D．使用青霉素时，可以不用进行皮肤敏感试验直接静脉注射

2．下列不符合节能减排举措的是（）

A．大力发展火力发电

B．使用太阳能热水器

C．用石灰对煤燃烧后形成的烟气脱硫

D．利用有机废弃物在沼气池中发酵产生的沼气作为燃料

3．许多国家十分重视海水资源的综合利用。下列不需要化学变化就能够从海水中获得的物

质是（）
A．溴、碘

B．钠、镁

C．烧碱、氢气

D．食盐、淡水

4．图 1 是电解 CuCl2 溶液的装置，其中 c、d 为石墨电极。则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A.a为负极、b为正极

B.a为阳极、b为阴极

C.电解过程中，d电极质量增加

D.电解过程中，溶液中氯离子浓度不变
5.归纳与反思是学习化学的重要环节。表 1是某同学对所学内容的归纳，其中正确的是（）

表 1
A.性质与用

途

石墨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可用作电极；氢氧化钙是碱，可用于改良碱性土壤

B.化学与材

料

水泥、玻璃属于无机材料；合金、合成纤维属于有机合成材料

C.化学与生

活

活性炭有吸附性，可除去冰箱内的异味；肥皂水显碱性，涂抹在蚊虫叮咬处

可减轻痛痒

D.物质的鉴

别

区别硬水和软水，可分别加肥皂水；区别二氧化碳和氮气，可分别用带火星

的木条

6.香兰素是重要的香料之一，它可由丁香酚经多步反应合成。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常温下，1 mol丁香酚只能与 1 mol Br2反应

B.丁香酚不能与 FeCl3溶液发生显色反应

C.1 mol香兰素最多能与 3 mol氢气发生加成反应

D.一个香兰素分子中至少有 12个原子共平面

7.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在 NH3和 BF3中，中心原子均采用 sp2杂化；

B．中心原子采取 sp3杂化轨道成键的分子，其立体构型都是正四面体

C.CH4中的 sp3杂化轨道是由 4个 H的 1s轨道和 1个 C的 2p轨道混合形成的

D.sp3杂化轨道是由同一个原子中能量相近的 1个 s轨道和 3个 p轨道混合形成的

8.除去下列物质中的少量杂质（括号内为杂质）所用方法正确的是（）
A.CO2(CO)——点燃

B.ZnSO4溶液(CuSO4)——加入过量的锌粉，充分反应后过滤

C.NaCl溶液(MgCl2)——加入过量的氢氧化钠溶液，充分反应后过滤

D.CaCl2固体(CaCO3)——加水溶解、过滤、洗涤、干燥

9.一定质量的某化合物与 4.8 g 氧气恰好完全反应，只生成 4.4 g二氧化碳和 2.7 g水。下列

对该化合物的判断正确的是(相对原子质量 H–1 C–12 O–16)（）

A．只含有碳、氧两种元素

B．只含有碳、氢两种元素

C．一定含有碳、氢、氧三种元素

D.含有碳、氢两种元素，可能含有氧元素

10.无色混合气体甲，可能含 NO、CO2、NO2、NH3、N2中的几种，将 100 mL甲气体经过图

2所示实验的处理，结果得到酸性溶液，且几乎无气体剩余，则甲气体的组成为（）

A.NH3、NO、CO2

B.NH3、NO2、N2

C.NH3、NO2、CO2

D.NO、NO2、N2

11．《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包括五个一级主题，下列不属于这五个主题的

是（）

A．科学探究 B．物质构成的奥秘

C．化学与社会发展 D．我们周围的空气

12.某教师在“制取氧气”的教学前，做了如下工作，其中，属于该课时教学设计的是（）

①分析了“制取氧气”在本单元的地位

②选定了“制取氧气”的教学方法

③编制了一套包含“制取氧气”内容的期中考题

④确定了“制取氧气”的教学重点

⑤准备了“制取氧气”的实验教学用品

A．①②③



B．②④⑤

C．①②④

D．③④⑤

13．某化学教师在进行“二氧化碳的物理性质”教学前，给学生播放一个深山老林中“死狗

洞”的故事，创设这一教学情景的主要目的是（）

A．调节课堂气氛

B．引导新课教学

C．引导学生善待动物

D．告诫学生注意人身安全

14．下列可以用来描述认知性目标水平的行为动词是（）

A．体验

B．认识

C．认同

D．模仿

15．某教师在开展“金属的化学性质”的教学时，下列最能让学生对金属的化学性质产生直

观认识的教学方法是（）

A．实验法

B．讨论法

C．练习法

D．讲授法

16．下列教学行为中，不恰当的是（）

A．用球棍模型展示甲烷的分子结构

B．用动画演示取代 CO2制取的实验

C．用动画演示氯化钠的溶解过程

D．用图片展现酸雨造成的损失

17．某学生在学习了氯的化学性质后，根据氯和溴结构的相似性，来学习溴的化学性质，感

到非常轻松，这种学习方法是（）

A．实验法 B．类比法

C．分类法 D．归纳法

18．某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时，采用了实验探究教学模式：创设情景—发现问题—提出

假设—实验设计—M—得出结论—交流与应用。其中M是指（）

A．查阅资料 B．统计数据

C．分析原理 D．验证假设

19．某教师在“燃烧和灭火”教学时，运用多媒体展示了自己开发的一些教学资源（包括

视频、图片）。课后，他对这些教学资源的使用进行了反思。下列选项不属于本次反思内容

的是（）

A．教师是否板书所展示的视频与图片名称

B．视频的播放是否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C．图片的展示是否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D．教师讲解的内容是否和视频播放的内容相互映衬

20．某教师在开学时，对高一新生开展了一次小测试，以了解学生的化学知识基础与能力发

展水平。这种测试属于（）

A．档案袋评价

B．终结性评价

C．诊断性评价

D．活动表现评价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2小题，第 21题 1 2分，第 22题 13分，共 25分）

21．阅读下列素材，回答有关问题：

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

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同的教学方法会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同一

种教学方法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



适的教学方法，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问题：

(1)请列举中学化学课堂教学中 4种常用的教学方法。（4分）

(2)选择中学化学课堂教学方法的依据是什么？（8分）

22．阅读下面文字，回答有关问题：

某教师开展“实验室制取氧气”的教学过程如下：首先，播放实验室制取氧气的录像，要求

学生仔细观察实验操作过程；然后，一边讲解一边演示，逐一介绍实验过程中的操作技能和

方法以及注意事项；最后，演示了实验室制取氧气的全过程。

问题：

(1)简述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形成的三个阶段。（6分）

(2)试分析该教师的教学行为对学生实验操作技能的形成具有哪些作用?(7分)

三、诊断题（本大题 1小题，15分）

23．某化学教师在一次化学测验中设计了下列计算题，测试后对部分学生的解题过程进行

了统计，并选取了典型的解题过程加以分析。

【试题】某钢铁厂每天需消耗 5000 t含 Fe2O3 76%的赤铁矿石，该厂理论上可日产含 Fe 98%
的生铁的质量是多少？

【考试结果】经统计分析，下列的解题过程具有普遍性。

解：Fe2O3+CO====Fe+CO2

5000×76% x
160 56

5000 76% 160
56x




x=1330
生铁的质量是 1330÷98%≈1357
根据上述信息，回答下列问题：

(1)简述利用化学方程式进行计算的步骤。（5分）

(2)分析学生的上述解题过程，找出其中的不规范之处。（5分）

(3)在讲评该试题时，教师需要重点讲解的问题是什么？（5分）

四、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小题，20分）

24．下面是某教师开展“溶液酸碱度的表示法——pH”教学的主要环节。

【讲授】讲述溶液的酸碱度及其表示方法和测定方法。
【演示实验】用 pH试纸测试稀盐酸溶液、稀氢氧化钠溶液、澄清石灰水的 pH。
【组织学生分组实验】测定生活中一些物质的 pH，说明它们的酸碱性。

pH 酸碱性 pH 酸碱性

橘汁 汽水

糖水 自来水

牛奶 唾液

番茄汁 草木灰水

肥皂水 洗洁精

【组织学生探究】洗发剂和护发剂的酸碱性

实验：测定洗发剂、护发剂和洗护合一洗发液的 pH。
讨论：根据实验及所学知识，讨论下列问题。

(1)有的洗发用品分为洗发剂和护发剂。洗发时，在用过洗发剂后再使用护发剂，这样对头

发有保护作用。你能解释这是为什么吗？

(2)从清洁效果和保护头发的角度考虑，你认为怎样选择洗发用品比较好。为什么？

【指导学生阅读】了解溶液的酸碱度对于生活、生产以及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

【归纳总结】（略）

问题：

(1)pH=2 和 pH=6 的溶液，哪一种溶液的酸性更强？酸溶液和酸性溶液是一样的吗？为什

么？（4分）



(2)分析该教师的教学设计思路。（6分）

(3)该教师的教学过程具有哪些特点？（10分）

五、教学设计题（本大题 1小题，30分）

25.阅读下列材料，根据要求完成任务。

材料一《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关于“合金”的课程内容标准为：“知道在

金属中加入其他元素可以改变金属材料的性能，知道生铁和钢等重要合金。”

材料二某版本教科书中关于“合金”的部分内容如下所示。

实验

比较黄铜片（铜锌合金）和铜片、硬铝片（铝合金）和铝片的光泽和颜色；将它们互相刻画，

比较它们的硬度。

性质比较 现象

黄铜 铜 硬铝 铝

光泽和颜色

硬度

结论

讨论查阅资料，了解焊锡（锡铅合金）和武德合金（铅、铋、锡和镉组成的合金）的用途。

根据下表提供的数据，你能得到什么启示？

纯金属 合金

铅 镉 铋 锡 焊锡 武德合金

熔点/℃ 327 321 271 232 183 70
启示

合金的很多性能与组成它们的纯金属不同，使合金更适合于不同的用途。因此，日常使用的

金属材料，大多数属于合金。

材料三教学对象为初中学生，已学过金属物理性质和合金的概念。

要求：

(1)分析材料二的编写意图。（6分）

(2)根据上述三个材料，完成上述内容的教学设计，字数不少于 300。内容包括：

①教学目标。（6分）

②教学方法。（2分）

③教学过程。（16分）

2018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化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试题（初级中学）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A【解析】碘酒可以使病原体的蛋白质发生变性从而将其杀死，故常用于外用消毒，A

项正确。麻黄碱，即(1R，2S)-2-甲氨基一苯丙烷-1-醇，结构式为 ，不能与胃

酸发生中和反应，所以用于治疗胃酸过多的抗酸药通常不含有麻黄碱，B项错误。药物一般

带有一定的毒性和副作用，长期大量使用阿司匹林可引起恶心、呕吐、听力下降、过敏反应

等不良后果，C项错误。注射青霉素后身体可能出现过敏反应，因此使用青霉素前要进行皮

肤敏感试验，D项错误。故本题选 A。
2．A【解析】火力发电是利用煤燃烧时产生的热能，通过发电动力装置将热能转换成电能

的一种发电方式。大力发展火力发电将增加燃煤量，不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太阳能属于可

再生的清洁能源，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用石灰对烟气脱硫可以减少大气

污染物的排放，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利用有机废弃物制沼气，可节约能源，沼气的主要成

分是甲烷，燃烧放出的只有水和二氧化碳，减少污染物的排放，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故本

题选 A。
3．D【解析】从海水中获得溴、碘，需要将溴离子、碘离子氧化，此过程需要化学变化，A
项错误。从海水中获得钠、镁，首先需要从海水中获得氯化钠和氯化镁，然后再电解熔融的



氯化钠和氯化镁，此过程需要化学变化，B 项错误。从海水中获得烧碱、氢气，需要电解饱

和的食盐水，此过程需要化学变化，C 项错误。从海水中获得食盐，主要是通过蒸发、过滤

等过程；从海水中获得淡水，主要通过蒸馏的方法。两者都不需要发生化学变化，D 项正确。

故本题选 D。
4．C【解析】由电流方向可知 a 为电源的正极，b 为电源的负极，A 项错误。与电源的正极

相连的是电解池的阳极，所以 c 为阳极，d 为阴极，B 项错误。阳极发生氧化反应，阴极发

生还原反应，则 c 电极的电极反应方程式为 2Cl--2e-====Cl2 下，d 电极的电极反应方程式为

Cu2++2e-====Cu，所以 d 电极质量增加，电解过程中氯离子浓度减小，C 项正确，D 项错误。

故本题选 C。
5．C【解析】氢氧化钙是碱，用来改良酸性土壤，A 项错误。合金不属于有机合成材料，B
项错误。带火星的木条在二氧化碳和氮气中都不会复燃，不能区分，D 项错误。故本题选 C。 

6．D【解析】丁香酚含有酚羟基，且酚羟基邻位有氢原子，故其可以与溴发生取代反应。

其还含有碳碳双键，可与溴发生加成反应。所以常温下 1 mol 丁香酚能与 2 mol 溴发生反应， 

A 项错误。丁香酚含有酚羟基，能与 FeCl3 溶液发生显色反应，B 项错误。香兰素含有苯环

结构和醛基，所以 1 mol 香兰素能与 4 mol 氢气发生加成反应，C 项错误。香兰素分子中苯

环为平面结构，与苯环直接相连的原子在同一平面内，所以至少有 12 个原子在同一平面内， 

D 项正确。故本题选 D。
7．D【解析】NH3 的中心原子采取 sp3 杂化，A 项错误。中心原子采取 sp3 杂化轨道成键的

分子，其立体构型不一定是正四面体，比如 NH3 中心原子采取 sp3 杂化，但其分子立体构型

为三角锥形，B 项错误。CH4 中的 sp3 杂化轨道是由中心 C 原子的 1 个 2s 轨道和 3 个 2p 轨
道形成的，C 项错误。sp3 杂化轨道是由同一个原子中能量相近的 1 个 s 轨道和 3 个 p 轨道

混合形成的，D 项正确。故本题选 D。
8．B【解析】当 CO2 大量存在时，少量的 CO 不能燃烧，所以不能用点燃的方法除去 CO2

中少量的 CO，A 项错误。锌粉能与 CuSO4 溶液反应生成 ZnSO4 溶液和 Cu，充分反应后过

滤除去不溶物，能除去杂质且没有引入新的杂质，符合除杂原则，B 项正确。MgCl2 能与过

量的 NaOH 溶液反应生成 Mg(OH)2 沉淀和 NaCl，能除去杂质，但会引入新的杂质 NaOH（过

量的），不符合除杂原则，C 项错误。选项中采用溶解、过滤、洗涤、干燥的方法，最终得

到的固体是杂质 CaCO3，CaCl2 固体易溶于水，CaCO3 固体难溶于水，可采取加水溶解、过

滤、蒸发、结晶的方法除去 CaCO3，D 项错误。故本题选 B。
9．C【解析】由原子守恒可知，该化合物燃烧的产物是二氧化碳和水，说明该化合物中一

定含有碳、氢两种元素。4.4 g二氧化碳中氧元素的物质的量为 2×
4.4

12+16 2
=0.2 mol;2.7 g

水中氧元素的物质的量为 2.7 g×
2.7

1 2+16
=0.15 mol。由于生成物中氧元素的物质的量总共

是是 0.2 mol+0.15 mol=0.35 mol>
4.8
32

=0.3 mol，所以该化合物中一定含有氧元素。故本题选

C。
10．A【解析】因为甲气体是无色的，所以混合气体中不含 NO2。将 100 mL甲气体通过足

量浓硫酸，逸出的剩余气体为 80 mL，说明有一部分气体被浓硫酸吸收，题干中的气体只有

NH3能与浓硫酸反应，所以一定有 NH3存在。CO2可以和 Na2O2反应生成 O2，生成的 O2与

NO反应，生成红棕色的 NO2，通过足量的 Na2O2后气体显红棕色，且最后得到酸性溶液，

说明一定有 NO、CO2。结合选项，答案选 A。
11．D【解析】《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将化学课程内容划分为五个一级主题，

每个一级主题由若干个二级主题（单元）构成。其中五个一级主题分别是科学探究、身边的

化学物质、物质构成的奥秘、物质的化学变化、化学与社会发展。“我们周围的空气”属于

“身边的化学物质”中的二级主题的内容。故本题选 D。
12.B【解析】化学教学设计的基本环节包括设计准备，设计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策略和方法，

设计教学过程，设计教学媒体，设计整合、应用和反馈环节，设计总成和编制方案。题干中

的①是对教材内容地位的分析，不属于教学设计的环节。③编制考题不属于教学设计环节。

因此②④⑤属于该课时的教学设计。故本题选 B。



13.B【解析】题干中教师创设教学情景的时间是在教学前，此环节属于本节课的新课导入部

分，而导入的作用主要是引导新课教学，故本题选 B。
14．B【解析】体验和认同属于体验性学习目标的行为动词。认识属于认知性学习目标的行

为动词。模仿属于技能性学习目标的行为动词。

15．A【解析】实验法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使用一定的设备和材料，通过控制条件的

操作过程，引起实验对象的某些变化，从观察这些现象的变化中获取新知识或验证知识的教

学方法。在实验过程中学生能够亲自操作和直接观察实验现象，因此实验法是最能让学生对

知识产生直接认识的方法。

16．B【解析】用球棍模型展示甲烷的分子结构可以帮助学生形象直观地理解甲烷分子的立

体结构，此教学行为恰当。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实验，既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又

可以锻炼动手操作能力。不能用动画演示取代此实验。氯化钠的溶解过程是一个微观过程，

这一过程用肉眼观察不到。用动画演示的方法可以化抽象为直观，让学生对这一过程有一个

更清楚的认识。酸雨造成的危害很大，教师如果只是讲授，学生很难形成清晰的认识，用图

片展现一些酸雨造成的损失，可以让学生形成强烈的情感体验，从而产生保护环境的意识和

行为。

17．B【解析】实验法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使用一定的设备和材料，通过控制条件的

操作过程，引起实验对象的某些变化，从观察这些现象的变化中获取新知识或验证知识的方

法。类比法是指从两个或两类对象有某些共有或相似性的属性，推出一个或一类对象可能具

有另一个或另一类对象所具有的属性的方法。分类法是指分门别类地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研

究，从而总结出各类事物的一般规律，或者将所研究的某一对象归类，通过这一类事物的一

般规律深刻认识所研究对象的方法。归纳法是指从实验和观测的事实材料、实验数据出发，

推导出一般性结论的方法。学习了氯的化学性质，再根据氯和溴结构的相似性，来学习溴的

化学性质，属于类比法。

18．D【解析】实验探究的模式大体分为两种：模式一：创设情景—明确问题—收集事实—
得出结论—交流应用；模式二：创设情景—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实验设计—验证假设—得

出结论—交流应用。题干描述的是模式二的流程。

19．A【解析】教师反思的内容主要包括：①对教学设计的反思。②对课堂教学行为的反思。

③自己对化学学科知识和化学教学的理解的反思。④对自己教学研究状况的反思。B项属于

对教学设计的反思，C、D两项属于对课堂教学行为的反思。A项不属于本次教学反思的内

容。

20．C【解析】诊断性评价也称“教学前评价”，一般是指在某项教学活动前对学生知识、

技能以及情感状况进行的预测。通过这种预测可以了解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准备情况，以判断

他们是否具备实现当前教学目标所要求的条件，为实现因材施教提供依据。某教师在开学时

对新生开展小测验，目的是了解学生的化学知识基础与能力的发展水平，所以 C项正确。

二、简答题

21．【参考答案】

(1)①讲授法。讲授法是以化学教学内容的某种主题为中心，有组织、有系统地运用口头语

言向学生传授知识，促进学生智力发展的方法。
②演示法。演示法是教师在课堂上通过演示化学实验或展示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标本、模型、

挂图等，或者采用一些现代的教育教学技术而进行教学的一种方法。

③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全班或小组成员围绕某一中心问题相互交流个人的

看法，相互启发、相互学习的一种方法。

④参观—调查法。参观—调查法是指教师根据教学目的，组织学生去化工厂、科研机构等参

观、调查实际事物的化学现象和过程，从而获得实际知识的教学方法。（除此之外还有讨论

法、启发法、实验法、角色扮演法等，任列出 4种即可）

(2)教学方法的选择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教学目标。要选择能够实现教学目标的方法，如教学目标旨在发展学生的智力，可选用以

启发式的讲解和谈话为主的教学方法。

②教学内容。对于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的教学方法不同，如理论性知识适合以讲授法、实

验法为主的教学方法，技能性知识适合以演示法为主的教学方法。

③教学对象。应当遵循学生的心理发展和学习规律，选择适合教学对象特点的教学方法。



④学校的教学条件。受当地条件（如教学设备、设施、教学资源、教学管理等）的制约，在

制订教学策略时要考虑当地所提供条件的可能性，根据现有条件，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⑤教师自身的条件。根据教师自身的教学特点、知识结构、个性特征等方面选择合适的教学

方法。

⑥教学时间和效率的要求。为了使教学顺利有效地进行，在较少的时间内使学生获得较多的

知识，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选择教学方法的时候，应考虑到教学过程效率的高低。

22．【参考答案】

(1)学生实验操作技能形成的三个阶段为：

①操作定向阶段。操作定向阶段也称操作认知阶段，即理解操作活动的结构和程序的要求，

在头脑中建立起操作活动的定向映象的过程。

②操作模仿和整合阶段。操作模仿即学习者通过观察，实际再现特定的示范动作或行为模式。

操作模仿的实质是将头脑中形成的定向映像以外显的实际动作表现出来。操作整合是把模仿

阶段习得的动作依据其内在联系联结起来，固定下来，并使各动作成分相互结合，成为定型

的、一体化的动作。

③操作熟练阶段。操作熟练阶段是操作技能掌握的高级阶段。这个阶段形成的动作方式对各

种变化的条件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动作的执行达到高度的程序化、自动化和完善化。

(2)该教师的教学行为对学生实验操作技能的形成有以下作用：
①“播放实验室制取氧气的录像，要求学生仔细观察实验操作过程”，引导学生对实验操作

活动的结构要素及其关系形成基本的认识。

②通过“一边讲解一边演示，逐一介绍实验过程中的操作技能和方法以及注意事项”，使学

生掌握了关键知识点和实验操作注意事项。

③“演示了实验室制取氧气的全过程”，使学生对实验室制取氧气的实验有全面完整的印象，

熟悉实验操作的流程。

三、诊断题

23．【参考答案】
(1)利用化学方程式进行计算的步骤：①设未知量；②正确地写出化学方程式；③写出相关

物质的相对分子（原子）质量、已知量和未知量；④列比例式，求未知量；⑤简明地写出答

案。

(2)①没有设未知量；②方程式书写不规范，没有标注反应条件而且化学方程式没有配平；
③氧化铁和铁的相对分子（原子）质量与对应物质的实际质量位置书写颠倒了；④氧化铁的

实际质量、未知量 x 的质量以及最后求出的生铁的质量都没有标注单位；⑤解题步骤不完整，

没有作答。

(3)解题的过程反映出学生对利用化学反应方程式进行计算的步骤和方法掌握不牢固，因此

教师在讲评该试题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说明以下几点：

①化学反应方程式书写的规范性：如，方程式的配平、条件的标注等。

②用化学方程式进行计算的步骤：设未知量；正确地写出化学方程式；写出相关物质的相对

分子（原子）质量、已知量和未知量；列比例式，求未知量；简明地写出答案。

③单位：化学方程式和比例式中除相对分子（原子）质量不需要标注单位外，各物质的实际

质量都需要标注单位。

四、案例分析题

24．【参考答案】

(1)pH=2的溶液的酸性更强。酸溶液和酸性溶液是不一样的。

酸溶液是酸的溶液，溶质一定是酸，如硫酸溶液、稀盐酸等。酸性溶液是溶液呈酸性的溶液

即常温下溶液的 pH小于 7的溶液，其溶质可能是酸，也可能是盐。例如，强酸弱碱盐溶液

都是酸性溶液，常温下它们溶液的 pH小于 7。
(2)①该教师在课堂开始时，通过讲授法系统地讲述了溶液酸碱度及其表示方法和测定方法，

接着用演示实验示范 pH试纸测溶液酸碱性的操作过程，为学生后面的动手实验提供理论依

据，避免学生在后面的操作中出现错误。

②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实验和探究，让学生在实际动手操作中练习测量溶液 pH的方法，体现

新课改中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

③通过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探究，使学生开拓思维，将化学与生活联系起来，体现化学来源于



生活又应用于生活。

(3)材料中该教师的教学过程具有如下特点：

①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结合。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结合反映教学中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

知识与丰富学生感性知识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学生以学习间接经验

为主，学生学习间接经验要以直接经验为基础。材料中，该教师直接讲解和示范溶液酸碱度

的表示方法和测定方法，学生通过听讲和观察，间接地获取了理论知识，然后学生通过自己

动手操作，直接地掌握 pH试纸的使用方法。

②掌握知识与发展智力相统一。掌握知识与发展智力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二者统一在同一

教学活动中。掌握知识是发展智力的基础；发展智力是掌握知识的重要条件；掌握知识与发

展智力可以相互转化。材料中，教师除了讲授知识，还设置问题让学生进行探究，学生在小

组交流讨论中培养了发散思维，体现了知识与智力的双重培养。

③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现代教学论强调教与学两者的辩证关系，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起主导作用。材料中，该教师没有一味地讲解，而是穿插了学生的动手探

究活动、小组讨论，让学生在探究的乐趣下学习，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以学生

为主体的理念。

④教学环节层层递进，实现课堂高效开展。材料中，教师的教学环节包括了教师讲授、pH
试纸使用方法的演示、学生实验、学生讨论探究、归纳总结，整个过程环环相扣，自然巧妙。

⑤教学内容与生活紧密相连。整个教学过程既有教师的理论讲解，又有学生的探究。学生实

验过程中需要测 pH的溶液都来自生活，并且在探究讨论环节讨论的问题也与生活紧密相关，

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五、教学设计题

25．【参考答案】

(1)教师通过实验，完成了对合金与纯金属的不同以及合金的优异性能的教学。教师让学生

通过观察比较黄铜片和铜片、硬铝片和铝片的光泽和颜色，并让学生通过亲自动手将它们互

相刻画，比较它们的硬度。通过本次实验，学生对合金和纯金属的性质有了初步的了解。

学生通过动手操作和查阅资料，直观感知合金的硬度一般大于组成它们的纯金属，了解熔点

一般小于组成它们的纯金属。学生由此知道合金的性能与组成它们的纯金属不同，通过改变

合金的组成和各组分的含量，可以使合金具有许多良好的物理、化学和机械加工性能，以适

用于不同的用途等。

此外，学生通过亲手操作感受化学物质世界的神奇，从而提升学习化学的热情；通过小组讨

论，自主阅读分析资料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合作探究的能力，锻炼了交流表达的

能力。

(2)①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了解合金与纯金属的不同、合金的主要性能及用途。

过程与方法：通过自主阅读和小组讨论等方式提高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金属材料等具体事例，认识金属材料与人类

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认同化学的价值。

②教学方法：讲授法、合作探究法、自主阅读法。

③教学过程：

环节一：导入新课

【教师引导】多媒体展示曲别针、铝箔、铜丝、水龙头、飞机、坦克、轮船等，请学生说出

这些物质的主要成分，并引导学生思考这些材料是否为纯金属。教师指出这些材料大多不是

纯金属而是合金，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合金在生活中有这么广泛的应用？为什么很多金属制

品使用合金材料而不是纯金属？引出学习主题。

环节二：新课讲授

【教师提问】要把“嫦娥一号”送入太空，火箭的飞行速度要达到 8 km/s 以上才行。在这

样快的速度下，火箭外壳与大气摩擦将会产生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并且火箭发动机还要喷出

几千摄氏度的高温气流，火箭尾部需要承受 4000℃以上的高温。结合教材实验 8-1，你能选

出理想的金属作为制作火箭的材料吗？

【学生回答】火箭需要耐高温、密度小、强度大、硬度大的材料。普通的纯金属很难达到要

求。



【教师引导】事实上，目前已制得的纯金属只有 90余种。随着科技的发展，仅有的这些纯

金属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和国防技术现代化的需求。因此合金材料应运而生，它们

具有很多优异的性能。

【教师提问】自主阅读教材，思考如何得到合金，举例说明合金具有优良性能的原因。

【学生回答】如果在金属中加热熔合某些金属或非金属，就可以制得具有金属特征的合金。

【教师提问】合金具有怎样的优异性能？（过渡问题，可不回答。）

【学生实验】教师展示黄铜片和铜片、硬铝片和铝片的实物。让学生比较黄铜片和铜片、硬

铝片和铝片的光泽和颜色；将它们互相刻画，比较它们的硬度，将相应数据填在表格内。

【学生填表】黄铜片：有光泽、黄色。铜片：有光泽、紫红色。黄铜片比铜片硬。硬铝片和

铝片都是银白色、有光泽，硬铝片比铝片硬。

【教师提问】分别比较教材表格中提供的纯金属与焊锡、武德合金熔点的高低。

【学生回答】二者合金的熔点均小于组成它的纯金属的熔点。

【教师提问】查阅资料，了解焊锡和武德合金的用途。

【学生回答】焊锡主要用于焊接金属，武德合金(组成金属的质量分数分别为铋 50%、铅 25%、

锡 13%和镉 12%)可用于制电路保险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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