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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BE_E6_8C_87_E5_c38_518817.htm 一、教材分析 1、教

材的地位及其作用 《爱护水资源》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

验教科书 化学》九年级上册(科学版)第四单元的教学内容。

教材主要介绍了水的重要性、水资源概况和水资源保护三部

分内容。 水资源概况，一方面从储量上说明水的丰富，另一

方面从可直接利用的淡水量上说明水的短缺，教材主要通过

一些数据和图表来说明水资源情况，如利用几组对比数字突

出我国大部分城市用水紧张的现状，意在强化学生的爱水、

节水意识。 水资源保护是从节约用水和防治水污染两个角度

谈的，同样阐述不多，以图、表代文字。这里只给学生关于

节水和水污染问题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概念和思想，具体的

内容留待学生在课内外的一些活动中自己去寻求、获得。这

样既体现了本课题最基本的教育目的，又给教师的发挥和学

生的探索留下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2、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 （1） 了解世界和我国的水资源状况，水体污染的主要来

源和危害。 （2） 认识保护水资源的重大意义，明确如何合

理利用和保护水资源。 （3） 初步学会写调查报告，围绕课

题制作学生作品。 过程与方法： 通过调查采访、查阅文献、

网上搜索等方法，收集有关水资源及其利用、保护等信息；

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提炼和归纳。 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 （1）学习用辩证的方法看待水资源的丰富和有限。 

（2）在学习活动中增强团结、协作的合作意识，以及关心社

会、为社会做贡献的社会责任感。 （3）认识网络资源在学



习中的作用。 3、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保护水资源的重大意

义 二、学情分析 学生对水资源的缺乏和水的污染缺少感性认

识；学生爱好电脑也喜欢上网，但只会在网上游戏而不知道

如何利用网络来学习。 三、教法和学法 教师通过展示多媒体

素材创设教学情景，制作网络课件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设置

学生任务来驱动教学目标的实现。学生采用自主性学习、协

作性学习、探究性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法。 四、教学准备 1

．教师：收集多媒体素材，制作多媒体课件。 2．学生：自

主分成小组，对学校、家乡的水资源现状、使用以及污染程

度进行调查。 五、教学程序 1、创设情境 （1）运用多媒体展

示一组《美丽水景图》，通过欣赏大自然水体的美丽，让学

生感受到是水把大自然打扮得绚丽多彩，水是人类不可缺少

的好朋友，从而产生热爱祖国山水的感情。 （2）播放一段

《走访环保专家》的录像资料，让学生初步了解到我国水资

源的缺乏以及水资源的污染和浪费，激发起学生的水危机意

识。 （3）出示“国家节水标志”图，引导学生先思考，再

通过网络搜索，查出“国家节水标志”图的准确含义，让学

生初步体验网络在学习中的作用。 2、自主学习： （1）打开

课件，点击“学习目标”。 （2）在学生明确学习目标的基

础上，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课件，围绕学习目标进行自主性学

习。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需要，培养学生主动学

习的能力和创新精神，是教学所探索的核心 为了突出本课的

重点，我在课件中收集了丰富的文字材料和录像资料，设置

了几个优秀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网站的链接，便于的点击

相关链接查看具体内容，通过查看这些内容，能深刻的认识

到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从而也突破了本课的教学难点。设



置《同步练习》，一是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二是告诉学生

，生产纸需要很多木材和水，在我们的学习或生活中尽量减

少纸的使用而充分利用网络的功能，如这次的练习通过电子

邮件上交给老师，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在学习中，学生会

有更多的学习自主权，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需要来选择适

当的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有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多看、多听

几遍，感兴趣的地方可以深入地了解，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教

师苦口婆心地灌输，学生反而能更主动、更快乐、以更大的

热情投入到学习中。 3、学生作品制作： 开放式的自主学习

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办法，部分学生

是很难实现学习目标的，我采用任务驱动法，设置了任务：

分小组以《爱护水资源》为主题，制作一个学生作品：学生

网站、演示文稿、化学墙报（选其中的一项）。素材来源于

网络搜寻和社会调查，在小组长的带领下，相互合作，共同

完成。既增强了学生之间团结、协作的合作意识，又培养了

对信息的整理、分析、提炼和归纳的能力。 4、作品展示： 

在校园内张贴化学墙报，向全校的师生进行爱护水资源、保

护环境的宣传，一是可以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二是可以增

强化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使学生树立保护环境，热爱家乡

的观念。 六、设计理念 设计这堂课，主要依据《化学课程标

准》中的一些精神,使学生“懂得运用化学知识和方法去治理

环境污染⋯⋯增强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感”，引导“学

生从已有经验出发，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情景中感受化学的

重要性”，“逐步学会分析和解决与化学有关的一些简单的

实际问题”。让学生逐渐学会“用”化学，以不断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对自然的关注程度。另外，我想把化学教学与



信息技术进行整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多媒体的教

学功能，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扩大信

息时空，提高学习效率。” 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