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

化学教学大纲  （试用）

化学是一门基础自然科学，它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以及变化规
律。化学与社会生活、生产有着广泛的联系，对于我国实现工业、农业、国
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初级中学的化学教学是化学教育的启蒙阶段。要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
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以化学基础知识教育学生，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
和能力，为学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进一步学习打好初步基础。



一、初中化学教学的目的

（一）使学生学习一些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学习几种常见的元素
和一些重要的化合物的基础知识，学习一些化学实验和化学计算的基本技
能，初步认识化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二）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科学的学习方
法，以及关心自然、关心社会的情感。

（三）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创新精神，使学生会初步运用化学知识解释一
些简单的现象或解决一些简单的化学问题。

（四）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



二、初中化学的教学内容

（一）确定教学内容的原则
根据教学的目的、课程计划中规定的课时和学生的接受能力确定教学内

容。
1.加强基础，培养能力
教学内容要有利于加强化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培养能力。要选择学

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进一步学习化学所必需的一些元素化合物知识、基本
概念和基本原理，要选编一些有助于学生学习化学基础知识并能培养他们的
技能、能力的化学实验和化学计算。

2.坚持联系实际
教学内容要坚持联系实际。要选择一些在日常生活、科学技术和生产劳

动等方面有重要应用的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3.注意课程间的联系
选择教学内容应注意跟自然、数学、物理、生物、地理等课程间的联系。
（二）初中化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
初中化学的教学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化学基本概念和原理、元素化合

物知识、化学基本计算、化学实验。
下面各部分所列条目只反映知识、技能的内容和要求，不表示它们的系

统和顺序。
化学基本概念和原理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化学研究的对象 常识性介绍①

物质的变化——物理变化、化学性质 理解，会判断一些易分辨的、典型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

物质的性质——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了解

元素元素符号

了解涵义，记住并会正确书写下列

元素符号：

H、 He 、 C 、 N 、 O 、 F、 Ne 、 Na 、

Mg 、 Al 、 Si 、 P 、 S 、 Cl 、 Ar 、

K 、 Ca 、 Mn 、 Fe 、 Cu 、 Zn 、 Ag 、

Ba 、 Hg 。

单质和化合物 理解

混合物和纯净物 了解，会判断一些易分辨的、典型的混合物和纯净物。

分子原子化学式 理解涵义、掌握它们的应用。

原子量式量 了解

原子团 常识性介绍

离子 了解

原子的构成——原子核（质子、中子）

和核外电子核外电了排布的初步知识

原子结构示意图

了解原子的构成及核外电子是分层排布的，了解原子结构

示意图的涵义。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共价化合物和离子化合物 常识性介绍

人类认识原子和分子的简史 选学①

化合价

化学式的关系

了解化合价的涵义，能根据化合价化合价和写出化

学式，或根据化学式判断化合价。

质量守恒定律

化学方程式及其配平

理解质量守恒定律和化学方程式的涵义，能正确书

写并配平简单的化学方程式。

化合反应  分解反应

置换反应  复分解反应

理解，并能够对学过的典型反应进行分类。

氧化反应  还原反应 从得氧、失氧的角度来了解

氧化还原反应 选学

催化剂  催化作用 了解

燃烧和燃烧的条件  缓慢氧化和自燃

化学反应中的放热或吸热现象

了解，从物质跟氧气起反应来了解燃烧的涵义。

爆炸 了解

常见易燃物和易爆物的安全知识 常识性介绍

溶质溶剂 了解

溶液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 理解

液溶解度

悬浊液和乳浊液 了解

温度、压强对气体溶解度的影响 常识性介绍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固体的溶解度曲线

物质的结晶结晶水合物

混合物的分离过滤结晶

了解

风化  潮解 常识性介绍

溶液的浓度（质量百分比浓度体积比浓

度 ppm 浓度）

掌握质量百分比浓度，常识性介绍体积

比浓度， ppm 浓度为选学。

溶液的导电性电离常见酸、碱、盐的电

离方程式
了解

酸、碱、盐的初步概念 理解

氧化物 理解

酸性氧化物和碱性氧化物 了解

金属活动性顺序
了解，能初步运用金属活动性顺序判断

有关的置换反应能否发生。

pH 值——酸碱度的表示法 了解

元素周期表简介 选学

元素化合物知识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空气的成分（氮气、氧气、稀有气体①、二氧

化碳等）
了解

空气的污染和防治 常识性介绍

稀有气体的用途

空气成分的发现史
选学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氧气的物理性质

氧气的用途

氧气的工业制法

了解

氧气的化学性质（碳、硫、磷、

铁等在氧气里的燃烧）

氧气的实验室制法

掌握

水的物理性质 了解

水的污染和防治 常识性介绍

水的组成 了解

水和人类的关系 常识性介绍

氢气的物理性质氢气的用途 了解

氢气的化学性质（跟氧气、氧化铜的反应）

氢气的实验室制法
掌握

启普发生器的构造和原理 选学

碳的单质（金刚石、石墨、无定形碳） 了解

碳的化学性质（稳定性，跟氧气、氧化铜的反应） 掌握

二氧化碳的物理性质

二氧化碳的用途
了解

灭火和灭火器简介 常识性介绍

二氧化碳的化学性质（跟水、

石灰水的反应）

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法

掌握

一氧化碳的物理性质

一氧化碳的毒性
了解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一氧化碳的化学性质（跟氧气、金属氧

化物的反应）
了解

石灰和石灰石的用途 了解

硬水

岩洞的形成
选学

甲烷（简介天然气和沼气）

酒精
了解

甲醇

醋酸
常识性介绍

肥皂和常用洗涤剂

糖  脂肪  蛋白质

塑料  橡胶  纤维

选学

煤和石油  能源

我国煤炭和石油工业的发展
常识性介绍

铁的物理性质 了解

铁的化学性质（跟氧气的反

应，跟盐酸、稀硫酸和硫酸铜

溶液的置换反应）

掌握

钢铁的生锈和防锈 常识性介绍空气、水分等对钢铁生锈的影响及

防锈方法。

生铁和钢 了解生铁和钢的成分和机械性能的主要差别。

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 常识性介绍

几种常见的金属及合金的应用 常识性介绍

金属元素和人体健康的关系 选学

续表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几种常见的酸（盐酸、硫酸和

硝酸）

酸的通性

掌握盐酸和稀硫酸的性质，常识性

介绍浓硫酸（包括浓硫酸稀释时的

注意事项）和硝酸，了解酸的通性。

几种常见的碱（氢氧化钠和氢

氧化钙）

碱的通性

掌握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钙的性质，了解碱

的通性。

几种常见的盐（食盐、纯碱、胆矾） 了解

化学肥料（特性、种类） 了解

几种常见的化肥和农药 选学

黑火药 选学

化学基本计算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有关化学式的计算

1.计算物质的式量

2.计算化合物中各元素的质量比

3.计算化合物中各元素的百分含量

掌握

有关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1.有关反应物、生成物质量的计算

2.含一定量杂质的反应物或生成物的计算

掌握由一种反应物（或生成物）的质量求生

成物（或反应物）的质量。掌握（杂质不参

加反应的计算）。

有关溶液的计算

1.根据溶解度概念的计算

2.根据溶液百分比浓度的计算

掌握（温度、溶剂条件都不改变的计算）。

掌握有关概念和加水稀释的计算。

化学实验

演示实验：
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混合物和纯净物。分子运动。质量守恒定律。化

合反应、分解反应、置换反应、复分解反应。氧化反应、还原反应。催化剂
和催化作用。燃烧。溶液、悬浊液和乳浊液。温度对固体物质溶解度的影响。
过滤。结晶。风化。潮解。质量百分比浓度溶液的配制。溶液的导电性。金
属活动性顺序。pH 值—一酸碱度的表示法。空气的成分。氧气的性质和实验
室制法。水的组成。氢气的性质和实验室制法。二氧化碳的性质和实验室制
法。灭火。甲烷的性质。铁的性质。钢铁的生锈。酸的性质。碱的性质。盐
的性质。化学肥料。

学生实验：
化学实验基本操作。
化学变化的现象（放热、发光、变色、生成沉淀和气体）。
分子运动（气体和溶质的扩散）。
粗盐提纯。
氧气的制取和性质。
氢气的制取和性质。
二氧化碳的制取和性质。
一定百分比浓度溶液的配制。
酸的性质。
碱和盐的性质。
实验习题。
水样、土样酸碱性的测定①。
晶体的制备。
室温下盐的溶解度的测定。
几种盐的鉴别。
几种常用有机物的简易鉴别。

                                                
① 以下为供选做的学生实验。



从氯酸钾制取氧气的残渣中回收二氧化锰。
用废干电池锌皮制取硫酸锌晶体。
趣味实验。
配合乡土教材的实验。
教学要求：
1.使用仪器的技能②

仪器名称 技能的要求

试  管 初步学会正确持拿试管和振荡试管。

试管夹 初步学会用试管夹夹持试管进行加热。

玻璃棒 初步学会搅拌操作。

酒精灯 初步学会点燃和熄灭酒精灯，能正确地、安全地使用酒精灯加热。

烧  杯 初步学会用烧杯盛液和溶解固体药品。

量  筒 初步学会用量简量取一定体积的液体。

胶头滴管

（滴瓶）

初步学会用滴管吸取、滴加少量试液。

铁架台 练习使用铁夹和铁圈来固定仪器装置。

2.实验操作的技能
实验操作 技能的要求

药品的取用 初步学会取用固体药品和液体药品。

洗涤玻璃仪器 初步学会

连接仪器装置 练习连接玻璃导管、橡皮塞、胶皮管的操作。

检查装置气密性 练习

排水、排气集气 练习用集气瓶、水槽等进行排水或排气集气。

过滤 练习用漏斗、滤纸进行过滤。

蒸发 练习用蒸发皿蒸发溶液。

配制溶液 练习配制一定百分比浓度的溶液。

3.对于上述表中所列的仪器除要求练习或初步学会其操作技能外，还要
求了解仪器的名称、图形、用途和操作原理。

4.要求学生初步学会用实验方法鉴别氧气、氢气、二氧化碳；盐酸、硫
酸；碳酸盐；初步学会用指示剂鉴别酸溶液和碱溶液。

5.要求学生初步学会观察和记录实验现象，能够根据实验现象分析得出
初步的结论，并如实书写实验报告。

6.要求学生遵守实验室规则，注意安全操作。

                                                
② 为了避免重复，有些使用仪器的技能要求列在实验操作技能中。例如，集气瓶、水槽的使用列在排水、

排气集气操作中；漏斗的使用列在过滤操作中；蒸发皿的使用列在蒸发操作中。使用托盘天平的技能在初

二物理教学时已要求学会，这里没有列举，在使用前可适当进行复习和练习。



三、课时安排

根据课程计划的规定，“六·三”学制学校在初三开设化学课，每周 3
课时，一学年总计 96 课时；“五·四”学制学校在初三和初四开设化学课，
每周各 2课时，两学年总计 132 课时。“五·四”学制比“六·三”学制初
中化学多 36 课时。

两种学制的教学内容（包括知识和技能）的范围和深度基本一致。由于
“五·四”学制初三化学课和物理课同时开设，化学课用到的有些物理基本
概念，如沸点、熔点、密度、压强等，可能物理课尚未讲到，需要在化学课
作些简单介绍。因此，教材编写和教师讲授时都要充分注意这个问题。
“五·四”学制的化学教学，应讲授更多的选学内容，安排更多的选做实验，
在理论联系实际、实验技能和培养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可比“六·三”学制
稍高。

“六·三”学制初中化学课时建议安排如下：

讲课 63 课时

学生实验 15 课时

乡土教材①教学、机动和复习 18 课时

合计 96 课时

“五·四”学制初中化学课时建议安排如下：

讲课 78 课时

学生实验 26 课时

乡土教材教学、机动和复习 28 课时

合计 132 课时



四、教学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初中化学教学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识规律，从知识、技能和能力
等方面给学生打好基础。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要坚持进行启发式教学，
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科学态度和指导他们初步掌握科学的
学习方法，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化学教学之中，以达到初中化学教学的目的。

在教学中，教师要处理好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关系。知识和技能是学生
形成能力的基础，而能力是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必要条件，是促使他们提
高学习水平的重要因素。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和形成能力，是一个循序渐进、
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教师要根据化学学科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
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和指导学生的学习活动，采取多种方式激励他们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和发展他们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思维能力和自
学能力等。同时，要重视对学生进行志趣、情感、意志、态度等方面的培养、
教育。

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进行复习和练习，使他们将学过的知识及基本技
能提高到新的水平，培养和提高各种能力。要努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
效率。不宜压缩平时讲授课时，忽视经常复习和阶段复习，而留出很长的时
间进行总复习。

要重视教学评价。根据初中化学教学的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全
面地、正确地测试并评定学生在知识、技能和能力等方面达到的程度。同时，
提倡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自我评价，以提高他们学习的主动性。

在教学中，教师还要注意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学习并借鉴一些先进的、
行之有效的国内外中学化学教学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在教学中，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结合物

质的结构、分类、性质、化学反应的条件以及变化规律等内容的讲授，对学
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可以结合我国钢铁、煤炭、石油等工业所取得的
成就，以及科学家热爱祖国、献身科学事业的事迹等介绍，对学生进行热爱
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可以结
合空气、水的污染和防治，水与人类的关系等内容的讲授，对学生进行环境
保护意识的教育；可以结合化学反应的现象和本质的讲授，对学生进行破除
迷信的教育。此外，教师还应结合有关内容介绍我国及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现
状和前景，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立志建设家乡的教育。

（二）重视基本概念的教学
化学基本概念的教学对于学生学好化学是很重要的。
在教学中，既要注意概念的科学性，又要注意概念形成的阶段性。由于

概念是逐步发展的，因此初中化学的概念教学要特别注意遵循循序渐进、由
浅入深的原则。在教学中要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通过对实验现象和事实的
分析、比较、抽象、概括，使学生形成概念，并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
和劳动中应用学过的概念，以便不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提高运用化学知识
的能力。

（三）加强化学用语的教学
元素符号、化学式和化学方程式等是用来表示物质的组成及变化的化学

用语，是学习化学的重要工具。



在教学中，要让学生结合实物和化学反应学习相应的化学用语，结合化
学用语联想相应的实物和化学反应。这样，既有利于学生记忆，又有利于加
深他们对化学用语和涵义的理解，还应注意对化学用语进行分散教学，通过
生动有趣的学习活动和有计划的练习，使学生逐步掌握这些学习化学的重要
工具。

（四）重视元素化合物知识的教学
元素化合物知识对于学生打好化学学习的基础十分重要。
为了使学生学好元素化合物知识，在教学中要注意紧密联系实际，加强

直观教学、实验教学和电化教学，让学生多接触实物，多做些实验，以增加
感性知识。要采取各种方式，帮助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重要的元素化合
物知识。在学生逐步掌握了一定的元素化合物知识以后，教师要重视引导学
生理解元素化合物知识间的内在联系，让学生了解元素化合物的性质、制法
和用途间的联系，并注意加强化学基本概念和原理对元素化合物知识学习的
指导作用。

（五）加强实验教学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

趣，帮助学生形成化学概念，获得化学知识和实验技能，培养观察和实验能
力，还有助于培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因此，
加强实验教学是提高化学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也是评价教学质量的一个重
要方面。在教学中，要坚决防止只重讲授、轻视实验的偏向。

在教学中，教师要按要求认真做好演示实验。课前要进行周密的准备，
应使演示实验的现象明显，效果良好，使全班学生都能看清楚；教师要从科
学态度、规范操作上给学生示范，并启发引导学生从生动的直观，上升到抽
象的思维。

对于学生实验，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完成，使每个学生都有动手做实
验的机会。在实验前，要求学生预习实验内容；实验过程中要仔细观察发生
的现象，联想学过的知识，进行分析、判断，认真做好记录；实验后要如实
地写出实验报告。教师要把化学实验作为考查内容。

学校应重视化学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不断充实实验设施和设备，低值
易耗的化学仪器、药品需要经常添置和补充，以保证实验教学的正常进行。
某些学校如暂因设备条件的限制，进行规定的实验有困难，应尽量发挥创造
性，因地制宜，利用代用品或进行微型实验，以完成实验教学任务。

教师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验设备条件和教学的实际情况，把某些演示实验
改为边讲边实验，或调换一些实验，或适当做一些选做实验。还可以鼓励并
指导学生自己动手做一些家庭化学小实验，以进一步激励他们学习化学的积
极性和探究精神。教师应严格要求学生，具体指导他们逐步达到能正确地进
行实验操作，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实验教学中，要注意安全教育，要教育学生爱护仪器、节约药品。
（六）积极开展化学课外活动
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化学课外活动，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开

阔视野，培养和发展能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等都是很有益的。
初中化学课外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应灵活多样。在活动内容方面可包括联

系自然、联系社会、联系生活、结合科技发展和化学史，以及扩展课内学过
的知识等；活动方式可采取做化学实验和趣味小实验，举行知识讲座、化学



竞赛和专题讨论，或组织学生制作教具、进行参观访问等。在组织化学课外
活动时，教师应注意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并重视依
靠社会力量。

附    录

一、对教学要求的说明
按照学生的认识水平，并参照有关知识在初中化学中的重要程度，对知

识的教学要求可分为四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
常识性介绍：对所学知识有大致的印象。
了解：知道“是什么”。能够记住学习过的知识的要点，能够根据提供

的材料识别是什么。
理解：懂得“为什么”。能够领会概念和原理的基本涵义，能够解释和

说明一些简单的化学问题。
掌握：能够“应用”。能够分析知识的联系和区别，能够综合运用知识

解决一些简单的化学问题。
对实验技能的教学要求可分为二个层次：
练习：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验操作。
初步学会：在教师的指导下，能够正确地进行实验操作。
二、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学习纯净物、分子、燃烧、溶液等知识时，可以联系小学自然课中学过

的知识；学习分子的运动、原子的构成、溶液的导电性等知识时，可以联系
初中物理课中的知识。

学习空气、氧气、水、二氧化碳、金属、煤、石油等知识时，可以联系
小学自然课中学过的知识。其中煤、石油、铁的矿藏资源等知识，还可以联
系初中地理课中的知识；学习空气、水的污染和防治等知识时，可以联系小
学自然课、初中地理课和生物课中的知识；学习一氧化碳的毒性和化学肥料
时，可以联系初中生物学中学过的知识。

学习化学方程式和质量百分比浓度的计算时，可以联系小学数学和初中
数学课中学过的知识；学习压强、热量、温度等单位时，可以联系初中物理
课中的知识。

学习酒精灯、试管等仪器使用和过滤等操作时，可以联系小学自然课中
学过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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