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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九年级上册第五单元课题2“如何正

确书写化学方程式”．是联系质量守恒定律和进行

化学计算的中介。学生要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必

须要依据质量守恒定律．而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

又是根据化学方程式进行计算的基础。从本节课

开始．以后所学的化学反应均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会写化学方程式显得尤为重要。可现实状况是：学

生往往凭主观意识书写化学方程式：书写时容易

出现疏漏性错误，如：写错物质的化学式；没有配

平化学方程式：未注明反应条件、未注明需要标注

的生成物的状态等等。此处总成为学生的分化点、

难点，是因为：

(1)初中生的认知能力中，形象思维能力仍占

主导地位。抽象思维和想象能力有待进一步发展。

对于他们而言具体形象的画面要比抽象的符号、

数字更容易理解和掌握。

(2)元素符号的识记和化学式的书写并不都

全部过关。导致化学方程式的书写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3)学生虽然在前期的学习中接触到了化学

反应的文字表达式，接触了化学方程式的意义，但

书写时仍有畏惧心理．把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当成

死记硬背的东西。

如何突破“如何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课时难

点．笔者结合自己的从教经验谈几点体会：

一、瞻前顾后化解难点

书写化学方程式的原则之一是“质量守恒定

律”。为了化解难点，课本在编写时已做了这样的

安排：第三单元课题1(P47)在水的分解中讨论元

素的种类在反应前后有无变化：第四单元课题2

(P73)讨论“水通电分解”、“硫在氧气中燃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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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反应物与生成物比较．问分子是否发生变化，元

素是否发生变化。因而在这些教学内容上，要引导

学生认真分析，为后面的教学做好铺垫。

书写化学方程式的基石是化学式。化学式是

一种重要的基础性的化学语言．是发展化学思维、

智能的基本语言素材．是化学学习的基本工具之

一．是学习化学方程式的基础。但化学式的书写又

是初中化学教学中的第一个“分化点”．学生经常

在化学式的听写、测试中错误百出。典型的例子是

把氯化铝写成AlCl。把氧化铁写成Fe30：或FeO。

学生感到越学越糊涂，抑制了学好化学的积极性。

因而在化学式的书写这一板块教学中．教师不能

不顾学情一味地赶进度．否则会导致第五单元化

学方程式的书写也是一塌糊涂．导致整个初三化

学的“坍塌”。应注意帮助学生记忆元素符号，理解

化学式的意义．强化化合价与化学式的内在联系。

通过练习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同时在第二单元学

习氧气时。为了化解化学用语的难点，对于文字表

达式中的物质。可把化学式写在该物质的下方，先

给学生留下一些印象，起到逐步渗透的作用：实验

教学对书写化学方程式也有很大帮助．若学生亲

自做过细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的实验．观察到了黑

色固体．而后写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时生成物写成氧化铁的几率会大大降低。

书写化学方程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

生掌握书写化学方程式的技能．需要一个练习与

巩固的过程．本课题只是这个过程的开端。今后的

教学中几乎每节课都可以进行书写并理解化学方

程式的学习。教师可将学生在起始课学习中存在

的问题汇集起来，以便结合今后的教学进程。分阶

段进行有针对性的反思和必要的训练．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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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断巩固和发展书写化学方程式的技能。切

忌一开始就将各种类型的化学方程式全面铺开．

进行综合性过大的练习．并要求学习多种配平方

法等，这样在学生理解化学方程式尚未完善时，采

用机械记忆的方式进行短期突击．容易挫伤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并诱发厌学情绪。

二、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本课题的学习是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进行认

识与分析、概括与表述化学反应的启蒙。因而课本

P97页中的两幅插图内容可通过PowerPoint动画

课件来呈现．增强学生微观粒子运动的直观形象

认识．完善对化学方程式中蕴含宏观和微观双重

意义的理解：这是化解本课时配平化学方程式这

一难点的措施．因为化学方程式在宏观上表示反

应中的反应物、生成物和发生条件等，与物质化学

性质密切相关．是写出化学方程式的重要依据；而

化学方程式中化学式前计量数．可以在微观上表

示反应物与生成物之间的关系．是配平化学方程

式的具体体现。

三、注重教学活动的设计与组织

书写化学方程式的步骤和配平化学方程式的

技能，其中有许多化学学科的规定(或约定俗成)

的内容．需要学生通过体验性练习才能逐步掌握。

因此。设计多种活动形式。及时反馈发现问题、纠

正错误。应当是本节课的重要任务。再者学生往

往也有一种期待的心理．希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

适时改变教学方式．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呈现不同

的问题，因而在本节课中，为了激起学生的兴趣，

精心设计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活动。如：

片段一：指出下列化学方程式中的错误。并写

出正确的化学方程式。
^m

(1)Mg+02兰兰M902

(2)Mg+02 T—MgO
(3)2Mg+02_——-2MgO

(4)2Mg+O：一2M90 J，

学生：找出每个化学方程式的错误。

教师：对此过程进行指导。

片段二：根据信息尝试组合化学方程式。全班

分为6组。事先为每组准备1个纸袋，每个袋上注

明需要组成的化学方程式．袋内提供打印有化学

式包括常见的错误的化学式、反应条件等的卡片。

第一组：硫在氧气中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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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卡片为S、O、O：、SO：、SO，、燃烧、点燃、

=、+、下)

第二组：铁丝在氧气中燃烧

(内装卡片为Fe、O：、FeO、Fe，O。、Fe203、燃烧、

点燃、=、+、1、2、3)

第三组：过氧化氢分解

(内装卡片为H20：、H：o、H2、02、=、+、t、2、2)

第四组：氯酸钾和二氧化锰混合加热制氧气

(内装卡片为KCl03、KClO、Mn02、KCl、02、点

燃、△、=、+、t、i、2、2、3等)

第五组：加热高锰酸钾制氧气

(内装卡片为：KMn04、K2Mn04、Mn02、02、△、

+、+、=、t、j，、2等)

第六组：二氧化碳和澄清石灰水(有效成分为

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和水

(内装卡片为：CO：、C a(OH)2、CaOH、H：O、

caC03、+、+、=、t、l等)

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组成的化学方程式

粘到纸袋上，并将各组的成果展示到黑板上。

教师：对组合过程进行观察和指导。

学生：相互纠错、订正。

教师：评出最优小组。

课堂教学无论教师讲得多精彩．最终还是要

落实到学生的实践中来．所以要以学生的活动为

主体，活动时学生尝试、体验、竞争、展示。从中感

悟新知。提高化学的学习兴趣。消除对化学方程式

的畏难情绪．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活动中

指导学生真正从化学方程式的意义上掌握化学方

程式的写法，而不能去死记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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