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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我们教育工作者备受鼓舞的同时，深感责任重大和使命光荣。

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而且要牢固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

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品行培养，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健康水平，养成良好习惯，全面提高教育质

量。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认真钻研教材和课程标准，结合学生实际进行课堂教

学。我们也希望有一套适合学生实际水平的课前预习、课内导学与课内外有效训练的资料，来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达到优质高效的学习目的。基于这些思考，我校近年来积极鼓励教

师在加强学习、认真反思、总结教育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为学生编印寒暑假作业、课程同步练习、校

本教材等，进而逐步编写出符合学生实际的高质量的学习参考用书。这样做既有利于学生学习，

也有利于教师的发展和提高。

我校化学备课组的教师积极探索，认真总结经验，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编写出了这本高质量

的《导学案·九年级化学》。此书出版之际，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相信我校其他学科的优秀教师也

会积极行动，发挥个人聪明才智，依靠集体备课组优势，为学生编写更多更有分量的教辅资料。

李国勤

2013年7月

序序



为了配合新课标的深入实施和新教材的全面应用，为了切实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成

为学习的主人，同时体现教师教学的新理念，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了部分老师深入探讨，充分吸收

近年教学经验，结合最新的考点导向性信息，群策群力，精心编写了这本《导学案》。

本书是根据新课标教材编写的与教材同步配套的教辅用书。本书紧密结合教材内容，在内容

编排、方法运用、训练考查等方面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稳步提高，并适

度、前瞻性地把握中考动态和趋向，在基础教学中渗透中考知识。每节导学案一般设有“学习目

标”“课前预习”“学一招”“练一练”“比一比”“小知识”，另外每章后附“本章知识结构”和一套标准

的宁夏中考题型的练习题，也就是“闯一闯”。

本书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1. 题目新颖，覆盖面广

紧扣课标，题型新颖，题量适中。让学生在对比中学习，在学习中探索，使学生更加适应新形

势下素质教育的要求。

2. 注重方法，夯实基础

全面扫描教材和知识点，选取与教材知识同步的典型基础题，让学生透析课本知识，夯实基

础，厚积薄发。

3. 解读精细，目标明确

以课时为基本单位，循序渐进，严格与教学同步，详尽指出其学习目标、知识要点，稳步提高学习

质量。

4. 中考链接，提升智能

把握中考脉搏，提升能力，传统与创新结合，广度与深度结合，使学生学有方向、练有目的、

考有依据。

各位老师、同学们：我们编写组全体老师真诚地希望本书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自主学习有

所帮助。在使用本书的过程中有不同的建议或意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更好地修订和

完善本书。期待通过本书能够让每位莘莘学子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能够培养大家的自学能力，

能够引导大家学会学习、学会探究，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编者

2013年 7月

编者寄语编者寄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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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化学使世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预习检测

一、什么是化学

化学是在分子、原子的层次上研究物质的 、 、 以及
的科学。

二、学习化学的作用

化学在保证人类的生存并不断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利用化学生
产化肥和农药，以增加 ；利用化学合成药物，以抑制 和 ，保
障人体的健康；利用化学开发新能源和新材料，以改善人类的 ；利用
化学综合应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以使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
三、化学的发展

1. 古代人类为了生存，首先发现和利用 ，继而发现在翠绿的孔雀石等铜矿石
上燃烧炭火，会有红色的 生成，随后制造陶瓷、青铜器、铁器、纸、火药、酒、染料等。

2. 近代科学家 和 提出了物质由原子和分子构成的，分子中
原子的重新组合是化学变化的基础， 和 的创立奠定了近代化学的基础。
原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于1869年发现了 并编制出 ，使学
习化学变得有规律可循。

学习目标
1. 知道化学是在分子、原子的层次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以及变化规律

的自然科学。
2. 体会化学与人类进步以及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认识化学学习的价值。
3. 激发学生亲近化学、热爱化学并渴望了解化学的情感，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社

会问题。
学习重点
知道什么是化学及化学与人类的关系，产生学习化学的热情和兴趣。
学习难点
认识化学研究的对象，感悟学习化学的重要性，产生学习化学的热情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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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上册（人教版）化学导 学 案

HUAXUE……

3. 现在，人们发现和合成的物质已有 种，化学在 、 、
、 、 和 等领域以及工农业生产

中发挥着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 的提出，使更多的化学
生产工艺和产品向着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

课内导学

1. 阅读课本第2页的有关内容（在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里……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
性质以及变化规律的科学）讨论：你认为化学是研究什么的（即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研究的内容是
什么）？
化学研究的对象是 。
化学研究的内容是 。
2. 阅读课本第2页至第4页的有关内容（人类认识化学并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化学

必将使世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讨论：化学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哪些重要的
贡献？请将化学的发展经历的阶段与其相对应的重要贡献用线连接起来。

古代化学 原子论和分子学说的创立

近代化学 纳米技术的利用和绿色化学的提出

现代化学 发现并利用了火

3. 化学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以及变化规律，它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因此，学
好化学要注意：
①树立信心，培养兴趣；②增强记忆，加深理解；③动手动脑，认真实验；④关注社会，开阔视野。
你打算怎样学好化学？

达标检测

1. 化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下列属于化学研究范畴的是（ ）
A. 电脑软件的开发和利用 B. 培育新品种，增加农作物产量
C. 研制有记忆能力的新材料 D. 研究物体的运动情况

2. 化学成为科学的标志是（ ）
A. 火的发现和利用 B. 纳米技术的成功探索
C. 元素周期律的发现 D. 原子论和分子学说的创立

3. 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是（ ）
A. 道尔顿 B. 阿伏加德罗
C. 门捷列夫 D. 拉瓦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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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化学使世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课后延伸

1. 化学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①组成；②结构；③性质；④变化；⑤制备；⑥应用
的重要自然科学。
你认为其中正确的是（ ）
A. 只有③④ B. 只有①⑤ C. 只有②⑤⑥ D. 全部

2. 对化学的认识不正确的是（ ）
A. 化学不仅要研究自然界已存在的物质，还要根据需要研究和制造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质
B. 造纸、纺织、印染等工业是轻纺工业，与化学没有关系
C. 开发新能源和新材料，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
D. 综合应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

3. 道尔顿和阿伏加德罗等科学家的研究，提出了 论和 学说，奠定了近
代化学的基础，这些观点的基本内容是：物质是由 和 构成的，分子间
的重新组合是化学变化的基础。

003



九年级·上册（人教版）化学导 学 案

HUAXUE……

第一单元 走进化学世界

课题 1 物质的变化和性质

第一课时 物质的变化

预习检测

1. 叫物理变化。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 、
、 等都属于物理变化。

2. 叫化学变化，又叫化学反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
、 等都属于化学变化。

3. 化学变化的基本特征是 。
4. 做化学实验时，应重点观察试剂的 、 、 等在反应前后的变

化，思考 。

课内导学

一、实验探究
观察以下四个实验，并完成表格内的各项记录：

学习目标
1. 了解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概念和区别；学会判断一些典型的物理变化和化

学变化。
2. 了解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概念，并能识别哪些是物理性质，哪些是化学性质。
3. 通过活动逐步培养学生的实验观察能力和探究能力。
学习重点 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概念的理解。
学习难点 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的区分。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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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变化前的物质 变化时发生的现象 变化后的物质 有无新物质生成

实验 1-1（1）

实验 1-1（2）

实验 1-1（3）

实验 1-1（4）

澄清的
石灰水

二、讨论交流
通过上表的分析可知：实验1-1（1）、实验1-1（2）、实验1-1（3）和实验1-1（4）本质上的区别是

。
三、归纳总结
1. 叫物理变化。

叫化学变化，例如： 。
2. 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的本质区别是 。
3. 化学变化的基本特征是 ；化学变化常伴随的现象

有 、 、 、 等。判断
化学变化的依据是 。

达标检测

1. 化学变化的本质特征是（ ）
A. 颜色改变 B. 发光放热
C. 生成沉淀，放出气体 D. 有新物质生成

2. 下列变化过程中，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
A. 大米酿酒 B. 火柴梗被折断
C. 用苹果榨苹果汁 D. 冰雪融化

第一单元 走进化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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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XUE……

3. 下列叙述中，前者描述物质的化学变化，后者描述物质的物理变化的是（ ）
A. 鞭炮爆炸 蒸发 B. 燃烧 腐烂
C. 融化 发酵 D. 变形 沸腾

课后延伸

1. 古诗词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下列诗句只涉及物理变化的是（ ）
A.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B.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C.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D.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2. 镁带在空气中燃烧发生化学变化的依据是（ ）
A. 镁带是银白色固体 B. 燃烧中发出耀眼的白光
C. 燃烧过程中放出大量热 D. 燃烧后生成了白色固体

3. 下列是生活中一些常见的变化，其中有一种变化与其他三种变化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变
化是（ ）

A. 放在衣柜里的樟脑丸逐渐变小 B. 剩饭剩菜变馊
C. 在晾干的咸菜表面逐渐出现食盐晶体 D. 水加热后变成了水蒸气

4. 点燃蜡烛的过程中（ ）
A. 只发生化学变化 B. 只发生物理变化
C. 没有发生物理变化 D. 既有物理变化又有化学变化

第二课时 物质的性质

预习检测

1.物质在 中表现出来的性质，叫作化学性质。如 、
、 等。

2. 物质 就能表现出来的性质，叫作物理性质。如 、
、 、 、 、 、
等都属于物质的物理性质。

3. 许多事实表明，物质的 决定着它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用途。
4. 闻气体时应该小心，用 轻轻地 扇动，使 的气体飘进

鼻孔。

课内导学

一、复习
请举例说明什么是物理变化？什么是化学变化？
二、阅读课本第8页至第9页（二、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
完成下表。

006



……HUAXUE

性质 化学性质 物理性质

概念

判断的依据

举例

温馨提示：性质与变化的区别：性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变化是一个过程，是性质的具体体
现。物质的性质在描述时一般会有“能”“会”“易”“可以”等字眼。
三、实验探究（老师演示实验1-2）
讨论1：从实验中你能总结出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哪些物理性质？哪些化学性质？填入下表：

性质 化学性质 物理性质

氧气

二氧化碳

达标检测

1. 下列物质的性质中（ ）属于物理性质，（ ）属于化学性质。
A. 水是无色无味的液体 B. 镁条可以燃烧
C. 铁容易生锈 D. 水的密度是1g/cm3

2. 下列生活中各组物质可根据哪些物理性质区别。
清水和白酒（ ） 白糖和食盐（ ）
白酒和碘酒（ ） 铜片和铝片（ ）

3. 用“物理变化”“化学变化”“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填空。
做镁带燃烧实验时，用砂纸除去镁表面的氧化膜，这是（ ）；发现镁是银白色金属，

这属于（ ）；用坩埚钳夹住镁带，用酒精灯点燃，在下方放石棉网，会看到发出耀眼的强
光，发现石棉网上落下白色粉末固体，这种白色粉末叫氧化镁，这个变化过程是（ ）。这说
明镁带可以燃烧，这是（ ）。

课后延伸

1. 物质的下列性质中属于化学性质的是（ ）
A. 颜色和状态 B. 可燃性和还原性
C. 硬度和密度 D. 熔点和沸点

2. 下列物质的用途是利用了物质化学性质的是（ ）
A. 铜可做导线 B. 甲烷可做燃料
C. 用生铁制作铁锅 D. 用金属钨做灯丝

3. 下列表达的是物质的性质还是变化？
（1）煤燃烧（ ），煤能燃烧（ ）。

第一单元 走进化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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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生锈（ ），铁在潮湿的空气里易生锈（ ），铁在干燥的空气里难生锈（ ）。
（3）食盐溶于水（ ），食盐易溶于水（ ）。
4. 氯气分子是双原子分子，氯气在通常情况下为黄绿色气体，密度比空气大；氯气与氢气混

合点燃或光照时发生爆炸生成氯化氢；钠在氯气中燃烧生成氯化钠，氯气可用于制务多种消毒剂。
根据上述文字叙述归纳出：
氯气的物理性质有 。
氯气的化学性质是 。
氯气的用途 。

课题 2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

学习目标
1. 认识学习化学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实验，初步学会对实验现象进行观察和描述

的方法。
2. 能有意识地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些有探究价值的问题，并能在教师指导下根

据实验方案进行实验，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3. 能体验到探究活动的乐趣和学习成功的喜悦，进而体会到化学学习的特点是

关注物质的性质、变化、变化过程及其现象等。
学习重点 对实验现象的观察、记录、描述和分析，并能够明确地表示探究后所

得的结论。
学习难点 对日常生活中一些有价值的问题进行探究。

第一课时 对蜡烛及其燃烧的探究

预习检测

1. 化学是一门以 为基础的科学，化学的许多 和 都
是通过实验得到的。

2. 现在化学实验室的前身是 和 的作坊。
3. 学习化学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实验以及对实验现象的 、 和

等，可以 和 化学原理。
4. 蜡烛是一种生活中常用的物品，它是由 和 组成的。
5. 蜡烛中的石蜡在通常状况下是 色、 态，硬度 ，并有特殊气味。
6. 在化学学习中进行探究活动时，应关注物质的 ；应关注物质

的 ；还应关注物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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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导学

探究活动（或实验）报告
姓名 合作者
班级 日期
探究活动（或实验）的名称：
探究活动（或实验）的目的：
（1）探究石蜡的物理性质。
（2）探究石蜡燃烧的产物及其现象。
实验用品：

实验步骤和方法 观察到的现象 分析原因

1.点燃前
（1）观察石蜡外表，切割石
蜡，闻气味。
（2）将一小块石蜡投入盛有
水的烧杯中。

（1）

（2）

（1）石蜡能切割说明

（2）

2.点燃蜡烛
（1）点燃时，观察火焰分几层？
哪层最亮？哪层最暗？取一根
火柴梗，迅速平放入火焰中约
1s后取出观察火柴梗被烧的
情况。
（2）在火焰上方罩一个冷而
干燥的烧杯，观察烧杯内壁
的情况。
（3）在火焰上方罩一个用澄
清石灰水润湿内壁的烧杯，
观察烧杯内壁的情况。

（1）

（2）

（3）

（1）

（2）

（3）

3.熄灭蜡烛
（1）刚熄灭时。
（2）点燃刚熄灭时上方的
白烟。

（1）

（2）

（1）

（2）

【结论】
（1）通常情况下，石蜡是一种 色、有 气味的 体，硬度 ，

溶于水，密度比水的密度 。
（2）蜡烛火焰分 层，分别是 、 、 ，温度最高的是 。
（3）蜡烛燃烧后生成了 和 。

达标检测

1. 下列物质中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是（ ）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水蒸气 D. 石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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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c

2. 点燃蜡烛时，下列实验现象描述错误的是（ ）
A. 火焰外焰最亮 B. 生成水和二氧化碳
C. 蜡烛火焰分三层 D. 罩在火焰上方的烧杯内壁出现水珠

课后延伸

1. 欢欢同学在化学课上发现点燃蜡烛时，蜡烛上方的烧杯底部出现了大量黑色物质，他
的下列做法不正确的是（ ）

A. 反复实验，并观察是否有相同的实验现象 B. 认为与本次实验无关，不予理睬
C. 查找蜡烛成分资料，探究黑色物质成分 D. 向老师请教生成黑色物质的原因
2. 点燃蜡烛时观察到的现象：石蜡受热 ，这是 变化，原因是

。蜡烛燃烧过程中的现象有 ，这一过程属
于 变化，原因是 。

3. 在对蜡烛及其燃烧进行了探究以后，请你填写下列空格：
（1）取一支蜡烛，用小刀切下一小块，把它放入水中，蜡烛会 。
结论：石蜡的密度比水 。
（2）点燃蜡烛，观察到蜡烛火焰分为三层，分别是 、 、 ，

把一根火柴梗放在蜡烛的火焰上约1s后取出，可以看到 处（填字母）的火柴梗最先碳化。
结论：蜡烛火焰的 温度最高。
（3）再将一只干燥的烧杯罩在蜡烛火焰的上方，烧杯内壁出现 ，片刻后取下烧

杯，迅速向烧杯内倒入少量的澄清石灰水，振荡后发现 。
结论：蜡烛燃烧以后的生成物是 。

第二课时 对人体吸入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的探究

预习检测

1. 二氧化碳可使澄清石灰水变成 ，白色浑浊越多，说明二氧化碳的含量越 。
2. 氧气可使带有火星的木条 ，木条燃烧越旺，说明氧气的含量越 。
3. 二氧化碳可以使燃着的木条 。
4. 如何收集人体呼出的气体？这种收集方法叫 。
5. 空气主要是由 、 组成的，还含有 、 等。

冬天经常看见玻璃窗上会结满冰晶，这说明空气中含有 。

课内导学

探究活动（或实验）报告
姓名 合作者
班级 日期
探究活动（或实验）的名称：
探究活动（或实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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