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 3 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

【教学目标 】

1、知识与技能 

 （1）、了解二氧化碳的性质。

（2）、了解二氧化碳的用途。

2、过程与方法 

（1）、熟练书写相关的化学方程式。

（2）、初步学会二氧化碳的制备。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实验探究二氧化碳的性质，学会观察、分析实验现象及实验探究的科学方法。

（2）通过认识自然界中二氧化碳的循环及重要性，增强环保意识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

一意识。

（3）了解并关注温室效应。

【教学重点 】

       二氧化碳的化学性质。

【教学难点 】

      实验探究二氧化碳的性质。

【教学方法】

分析法、讨论法、探究法、实验法。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具学具准备】

仪器:大烧杯（2个）、试管(6个)、导管、橡皮塞、酒精灯、试管夹、集气瓶、试管架、铁丝、

火柴。 

药品：集满二氧化碳的集气瓶（三瓶）、蒸馏水、紫色石蕊试液、澄清石灰水、蜡烛、稀

硫酸、汽水。 

【教学过程 】                         

第一课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指导学生用课题 2 所讨论

确定的装置来制取二氧化

分组装配二氧化碳的制备装

置。

初步学会二氧化碳的制取

以供探究二氧化碳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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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气体。 之用。

指导学生探究二氧化碳的

物理性质并完成课本 P114

页表格。

利用收集到的二氧化碳来探

究二氧化碳的物理性质，如

颜色、状态、气味、密度、溶解

性等（可参照书 P113-114

页有关实验，也可自由发

挥）。

让学生了解二氧化碳的物

理性质，学会观察分析实

验现象。 

指导学生探究二氧化碳溶

于水的过程中有没有化学

变化？

根据书 P114 页[实验 6—6]

来实施探究得到结论并填在

书 P115 页的表格上，并作

出分析：（1）石蕊是一种

色素，遇酸变成红色。

（2）水不能使紫色石蕊变

成红色，二氧化碳也不能使

紫色石蕊变成红色。

（3）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

成碳酸能使紫色石蕊变成红

色。

（4）碳酸不稳定，容易分

解成二氧化碳和水。

让学生了解二氧化碳和水

能发生化学反应这一事实，

学会根据现象、结论作出

科学分析。

教师总结归纳学生的分析，

用多媒体展示结论：二氧

化碳和水反应生成碳酸，

碳酸能使紫色石蕊试液变

红色，碳酸不稳定，容易

分解生成水和二氧化碳。

学生书写相关化学方程式：

CO2+H2O=H2CO3

H2CO3= H2O+ CO2↑

熟练写出相应化学方程式。

提问：长期盛放石灰水的

试剂瓶壁上为什么会有一

层薄膜？可能是怎么来的？

学生讨论：1、与二氧化碳反

应。

2、与氧气反应。

3、与水反应。并

用实验探究得出与二氧化碳

让学生学会科学探究的实

验方法并熟练写出：

CO2+Ca(OH)2=CaCO3↓+H2O

知道二氧化碳的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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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结论。

多媒体展示干冰及用途，

并提问：同学们根据日常

生活中的经验知识和已有

的化学知识，能否说出二

氧化碳有哪些应用？

学生思考、讨论得出：1、二

氧化碳可以制汽水。2、干冰

升华吸热，可用于人工降雨。

3、二氧化碳是温室肥料。4、

二氧化碳可用来灭火等用途。

让学生了解性质决定用途

的观点。

多媒体展示二氧化碳对生

活和环境的影响。

学生相互交流讨论二氧化碳

的功与过（课前布置学生调

查与研究）。

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和环境，

关注温室效应。

学完本课题，同学们知道

了什么？

学生讨论归纳：二氧化碳的

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及其相

关用途。

反思与交流。

【板书设计】

一、二氧化碳的性质

  1、物理性质

颜色、状态、气味、   密度、      溶解性

     无   气体   无    比空气大     能溶于水

2、化学性质

（1）二氧化碳和水反应生成碳酸，碳酸能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色

CO2+H2O=H2CO3

H2CO3= H2O+ CO2↑

（2）二氧化碳和石灰水反应

CO2+Ca(OH)2=CaCO3↓+H2O

（3）在一般情况下二氧化碳不能燃烧，也不支持燃烧，不供给呼吸。

3、二氧化碳的用途

（1）二氧化碳可以制汽水。

（2）干冰升华吸热，可用于人工降雨。

（3）二氧化碳是温室肥料。

（4）、二氧化碳可用来灭火等用途

 

附：

课堂练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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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试行用“汽水”（碳酸饮料）浇灌植物，它的作用是（  ）

A、对植物的呼吸作用有利     B、加速光合作用的进行

C、在植物上形成温室         D、改良土壤

2、下列行为中，不属于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的途径是（  ）

A、江、河、湖、海溶解二氧化碳     B、大森林火灾

C、原始森林的光合作用             D、矿物燃料的燃烧

3、意大利有一“死狗洞”，游客牵着小狗进入洞内，小狗会晕倒在地，而人却能安全

出入，后来科学家波曼发现洞内湿漉漉的泥土中冒着气泡（CO2）,据此说明二氧化碳的性

质：                                            。

4、用实验证明二氧化碳具有下列性质：（1）CO2的密度比空气大。（2）CO2能溶于水。

随堂检测

1、判断正误，并将错误的说法加以改正。

（1）干冰不是冰，而是固体二氧化碳。

（2）盛石灰水的试剂瓶用久了瓶壁上有白色沉积物，是因为石灰水长期放置，水分蒸

发干，最后氢氧化钙沉积在瓶壁上。

（3）物质燃烧后，都有二氧化碳生成。

（4）氢气与二氧化碳一样，可以从一个容器向另一个容器里倾倒。

（5）通常情况下，加压可以使二氧化碳在水里溶解得更多些。

2、为什么有时人走进久未开启的菜窖会突然晕倒？进入菜窖前应该怎样检验，才能避

免发生这种事故?

3、如何证明人呼出的气体中会有较多的二氧化碳？你对现今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呈

现上升趋势的客观事实，有什么看法？

【作业设计】：

1、书P120页3，6，7，8题。

2、课后完成书P119页调查与研究。

【教学反思】

二氧化碳使空气中的一种常见的气体，它能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但向空气中排

放过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导致“温室效应”，影响生态平衡。从而教育学生为了防止“温室

效应”的产生，你作为一名中学生应该怎样做，增强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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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课 时

【教学目标 】 

知识与技能：

1、了解一氧化碳的性质。

2、认识一氧化碳在冶金工业的重要用途，知道生活中一氧化碳的产生途径，致人中毒

的机理及对环境的污染。

过程与方法：

1、熟练书写有关化学方程式。

2、通过一氧化碳与二氧化碳性质对比，学习对比的学习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全面认识一氧化碳的性质，体会任何事物的两面性。

2、通过对一氧化碳的毒性的了解及其对环境的污染，增强环境保护和自我保护意识。

【教学重点 】

一氧化碳的化学性质。

【教学难点 】

一氧化碳的化学性质。

【教学方法】

实验法、讨论法、探究法、对比学习法。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展示台、有关实验仪器（一氧化碳性质实验）。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

                                第一课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指导学生观察一氧化碳的物

理性质，并要求学生学会和

二氧化碳进行对比。

学生首先回忆二氧化碳的物

理性质，并在教师指导下，

观察一氧化碳的物理性质，

对比得表格如下：

CO2 CO

颜色

让学生了解一氧化碳的

物理性质，初步学会对

比学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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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

状态

溶解性

密度

教师演示一氧化碳的可燃性

实验即[实验6-7]

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并作出

回答：能够燃烧，放出大量

热，火焰呈蓝色。化学方程式

为：

2CO+O2===2CO2

学生学会观察实验现象

并由现象得出结论。

多媒体展示煤炉里，煤层上

方、中方、下方各发生的化学

反应。

学生书写各层反应的化学方

程式：

上方：2CO+O2===   2CO2

中方：C+CO2===  2CO

下方：C+O2===     CO2

熟练书写化学方程式

教师演示一氧化碳的毒性实

验即[实验6-8]

观察现象并归纳结论：

正常血液  CO  血液

（深红色）    （鲜红色）

原因：一氧化碳及易与血液

中的血红蛋白结合，从而使

血红蛋白不能很好的与氧气

结合，造成生物体内缺氧，

一氧化碳有毒。

了解一氧化碳的中毒的

事例过程。

提出讨论问题：1、在什么条

件下容易发生煤气中毒？2、

用煤火取暖时，应该怎样防

止煤气中毒？3、煤气厂为什

么常在家用煤气中掺入很少

量具有难闻气味的气体？4、

学生围绕问题，讨论、交流、

汇报：1、炭在氧气不充足的

条件下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

因此，在缺氧，不通风等条

件易发生煤气中毒，因此，

取暖时应保持通风。2、一氧化

通过对一氧化碳的毒性

了解，增强环保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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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生煤气泄漏，应该怎么

办？

碳无色无味，中毒不易发觉，

加入有气味的气体，有利于

及时发现煤气泄漏。如发生煤

气泄漏事件，应及时关闭泄

漏源，保持通风等。

教师演示一氧化碳的还原性

实验即[实验6-9]

学生通过观察得出现象，并

根据现象作出分析，填写下

表

现象

分析

化学方程式

了解一氧化碳的还原性

学会根据现象分析结论。

提问：由于一氧化碳气体有

毒，在设计此实验时，书中

用了尾气回收装置，你有何

新的改进方案？

学生讨论、交流、汇报：1、气

球收集。2、重新用作能源，来

还原氧化铜。

学会探究新方法，新途

径的能力。

根据一氧化碳的性质，你能

说出一氧化碳的用途吗？其

中哪些有利于人类，哪些不

利于人类？

学生讨论、交流、汇报：1、有

利的一面: 如作为能源、冶炼

金属等。2、不利的一面: 如果

使用不当会使人中毒等。 

通过全面认识一氧化碳

的性质，体会任何事物

的两面性。

通过对本节课的学习，同学

们知道了什么？

学生讨论、交流、回忆、汇报：

一氧化碳的物理性质、化学性

质及相关用途。

反思与交流。

【板书设计】

二、一氧化碳的性质

1、物理性质

颜色、状态、气味、   密度、      溶解性

     无   气体   无    比空气略小   难能溶于水

2、化学性质

（1）一氧化碳的毒性

      一氧化碳极易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从而使血红蛋白不能很好的与氧气

结合，造成生物体内缺氧而中毒。

（2）一氧化碳的可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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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

         2CO+O 2===2CO2  

（3）一氧化碳的还原性

△  

CO+CuO===Cu+CO2

3、一氧化碳的用途

有利的一面: 如作为能源、冶炼金属等。

不利的一面: 如果使用不当会使人中毒等。

附：

课堂练习一

1、不可能产生一氧化碳的途径是（  ）

A、燃着的香烟             B、煤炉烤火

C、紧闭门窗的空调房间     D、浴室中使用着的燃气热水器

2、不适合用排空气法收集的气体是（  ）

A、氢气      B、氧气     C、一氧化碳     D、二氧化碳

3、一氧化碳有毒是因为（  ） 

A、它具有还原性               B、它具有可燃性

C、它能与血液里的氧气结合生成二氧化碳

D、它能与血红蛋白结合，使血红蛋白不能很好的跟氧气结合

4、用哪些方法可以鉴别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随堂检测：

1、下列有关一氧化碳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一氧化碳能跟血液里的血红蛋白结合而使人体缺氧

B、在炉火上放一盆水，可以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C、一氧化碳燃烧时有蓝色火焰

D、一氧化碳可以用排水法收集

2、下列物质中，既有可燃性，又有还原性，而且是化合物的是（  ）

A、氢气       B、碳      C、一氧化碳       D、二氧化碳

3、有 A、B、C、D四种气体，A和 B、B和 D按一定比例混合后点燃都会爆炸；A和 B化合生

成C，C不能燃烧，也不支持燃烧；B和 D化合生成 E；C溶解在 E里生成 F，F能使紫色石

蕊试液变红色。写出它们的化学式：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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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4、符合下图装置设计意图的有

①说明 CO具有还原性

②既说明 CO具有可燃性，又充分地利用了能源

③说明 CO得氧后的产物是CO2

④有效地防止了剧毒的CO对空气的污染

A、①② B、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作业设计】

书P119-120页1，2，5,  题

【课堂练习】 ：见课后习题

【教学反思】

通过全面认识一氧化碳的性质，体会任何事物的两面性。了解一氧化碳对环境的污染，

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注意家庭中使用一氧化碳时要注意安全，学会自己检查泄漏的方法，以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板书总设计】

课题 3   CO2 和 CO

一、CO2的性质

  物理性质(通常条件下)                  化学性质

1.密度比空气大                1.能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

2.无色无味的气体              2.与水反应 H2O + CO2 = H2CO3(不稳定)

3.能溶于水                    3.与澄清石灰水反应(检验CO2)   

4.不支持燃烧                  CO2 + Ca(OH)2 = CaCO3 ↓ + H2O

 

二、CO2的用途

1. 光合作用            2.人工降雨

3.制造烟雾与冷凝剂     4.制造饮料(啤酒或可乐)

5.温室效应             6.工业原料(制造纯碱等)

2、 CO的性质

   物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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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色无味的气体

2. 难溶于水

3. 密度比空气略小

化学性质

1. 可燃性  2CO + O2  2CO2  蓝色火焰

2. 毒性    易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造成生物体内缺氧

3. 还原性  CO + CuO  Cu + CO2       (用于冶金工业)

【教后小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授课时间:201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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