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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化学学习计划

篇1：初三化学学习计划

         一、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化学是一门初三刚开设的新课程，与生活的联系较多，学生学习的热情较高

，教师应正确引导，以期在毕业会考中取得好的成绩。本期担任初三的化学教学任务，三个班共

有学生人。这些学生来自于城市与农村，基础高低参差不齐，有的基础较牢，成绩较好。当然也

有个别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行为习惯。教师要做好每一个学生的工作，因材施教，使

他们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进步。

         二、教材分析：

         1.用学生进入现代社会从事现代生产、学习、工作和生活所必需的化学基础

内容教育学生。从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出发，适当拓宽知识面，以开阔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面向

未来的适应能力，体现义务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增加了一些金属和有机物的内容，编写了空气和

水的污染与防止污染，硬水、氢能源，金属与人体的关系，以及常见的化肥和农药等内容。

         2.教材的基本结构和体系是从学生生活中须臾离不开的空气，水以及碳等引

入，学习元素和化合物知识，同时有计划地穿插安排部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定律。这样使教

材内容的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化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解决生活和生产

中常见的化学问题的能力，还可以分散学习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以减轻学习时的困难。为了有

利于教师安排教学和便于学生学习和掌握，每章教材的篇幅力求短小，重点较突出。

         3、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注意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学生学得积极主动

。根据一个合格公民的需要精选教材，从深度，广度以及习题难度上合理安排。按照教学大纲中

规定的需要“掌握”、“理解”的内容作为教学的重点，而对要求“了解”，“常识性介绍”以

及“选学”的内容，力求分清主次，区别对待。

         4、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帮助学生理解化学概念和记忆所学的知识，

教材中编入了数页彩图和约200幅图表。其中有的是集中反映某纯净物用途的，有的表现我国古代

和现代工业成就的，有的配合化学科学发展的历史，刊印了科学家的肖像，有的用最新的科学成

就图示启发学生钻研科学的积极性。为了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规律，除了与小学自然、初

中生物、地理、物理等学科密切联系，便于教和学外，在教材内容的叙述上力求使学生愿读、易

懂、有兴趣。

         5、教材除普遍重视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外，还注意适当增加了能引起学生兴

趣和有利于学生理解概念的实验。针对学生的差异还编了9个选做实验及一些家庭小实验。加强化

学实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化学概念，理解和巩固化学知识，培养技能，能力以及科学态度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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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论知识联系生产实际、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实际，学生的生活实际，使学生

学以致用。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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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解决一些简单的化学问题。

篇2：初三化学学习计划

         根据新课标、考试说明以及中考化学命题的方向和趋势，总结历届学生中考

总温习的成功经验，结合学生情况，特制定本学期的温习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确定的培养目标

为依据，结合海南省初中化学科“考试说明”，强化学生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实验技能，贯串“

从生活走向化学，从化学走向社会”理念，突出化学知识与生活、社会、科技之间的联系，培养

学生的探究能力。

         二、温习安排

         计划于第六周内，完成化学课程所有新课的教学工作，从第七周开始进行化

学温习。

         温习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4周)：回回教材，抓实基础

         首先，夯实双基构建网络。课本是温习的最好蓝本，其中蕴躲着很多学科思

想和方法；双基是学生能力进步的基础，是科学解题的依据。温习时应《化学课程标准》和《考

试说明》为切进点，梳理学科知识、善于进行“分析、对比、综合、推理”形成知识、能力网络

，进行知识间的交叉和渗透，以便从整体上把握知识，应用时迅速提取，并保证解决题目的正确

性。

         其次，通过单元检测，针对学生测试中出现的共性题目，及时组织反馈练习

，帮学生查漏补缺、纠正错误、巩固进步。

         第二阶段(6周)：专题温习，联系实际，培养能力。

         初中化学内容包括：科学探究，身边的化学物质，物质构成的奥秘，物质化

学变化和化学与社会发展五个部分。

         知识的巩固，能力的进步，离不开解题。但要精选习题，摆脱题海，因此所

选习题力求紧密结合知识点，以基础题和中档题为主，根据学生情况适当拓展，对不同层次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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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出不同的要求。要教会学生学会审题、析题，挖掘题目的隐含条件，对题目进行变式练习和

拓展练习，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分析、解决题目，探求解题思路，总结解题规律，回纳解题

技巧，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同时对知识点、考点和热门进行到位练习，力求达到高效练习

。

         第三阶段（4周)：综合温习，查漏补缺

         本阶段教学目标：结合省调研试题和海口市的二次模拟考试，检查学生知识

缺陷，练习解题技巧，规范答题行为，调整临考心态。积累考场经验，全面提升学生中考应试水

平。

         具体安排：

         第一轮：章节温习，打好基础；（3.20-4.20）

         第二轮：专题温习，培养能力；（4.21-5.31）

         专题一、化学基本概念和原理（4.21-4.28）

         1、物质的组成与结构

         2、物质的分类

         3、物质的性质与变化

         4、化学用语

         专题二、元素化合物(5.4-5.18)

         1、空气与氧气

         2、溶液

         3、水;氢

         4、碳和碳的氧化物

         5、金属和金属材料

         6、生活中的酸、碱、盐

         专题三：化学实验(5.22-5.26)

         1、常用仪器及基本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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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气体的性质与制取

         3、物质的检验、鉴别、分离与提纯

         4、实验设计与评价

         专题四：化学计算(5.28-6.1)

         1、根据化学式的计算

         2、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3、有关溶液的计算

         专题五：应用与创新(6.4-6.9)

         1、联系实际的应用题

         2、信息给予题

         3、科学探究题

         4、学科渗透题

         第三轮：综合温习，巩固进步。(6.11-6.23)

篇3：初三化学学习计划

         根据新课标、考试说明以及中考化学命题的方向和趋势，总结历届学生中考

总复习的成功经验，本店铺结合学生情况，特制定本学期的复习计划。

         化学上学期所学的内容主要包括：物质构成的奥秘、物质的化学变化、化学

与社会发展科学探究等。期末测试所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有：

         1、化学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方程式中，反应方程式的书

写不到位，化学式书写错误，缺少条件，未写气体符号和沉淀符号等情况相当普遍。对一些基本

的实验操作仍存在问题。

         2、化学用语表达不规范。如：XX元素符号的大小写字母书写问题，错字、

别字严重，例如把量筒写成量桐或量桶；物质的化学式不能正确的判断和书写；化学计算格式不

规范等。

         3、科学探究能力不强。试题着重考查了学生的实验探究和分析能力、实验评

价的能力、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表达能力等。解题中反映出学生不能正确分析、获取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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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所给出的信息。

         寒假期间，学生可通过以下方法复习：

         1、注重习题训练：习题训练要突出知识与问题的整合，即做到以知识引问题

和以问题带知识相结合，弄清哪些知识宜用怎样的问题呈现，问题中包含了哪些知识。

         2、做好变式拓展和科学探究训练：变式拓展即探讨一题多法，有助于强化反

思性学习，优化知识结构。科学探究主要包括化学实验基础知识和利用实验手段进行问题探究。

         3、掌握命题意图：要在已经做过的练习中找出命题的意图，考查的知识点和

解题的思路以及自己解本题的障碍在哪些地方，以提高自己的解题能力。

         4、结合实际针对性训练：

         （1）选择近几年的期末试题进行分析和练习，要从中总结经常涉及的知识点

和重点复习。

         （2）选择有代表性的题目进行训练，分层突破，逐步提高。

         （3）将答过的错题重新看一遍，检查自己是否已经会做，不留后遗症。

         特别提醒的是，良好的解题习惯是取得高分的基础。因此，在平时的学习中

要重视训练自己良好的学习习惯，读题要认真仔细，答题要规范严谨，避免因非智力因素造成无

谓的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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