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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试题（初中）

科目代码 307

一、单选（20 题每小题 3 分共 60 分）

3 同温同压下，同体积的两容器中分别充满 NO 气体和 CO气体，则两容器中的气体

A 质量相同

B 分子数相同

C 质子数相同

D中子数相同

4、X、Y、Z均为短周期元素，X、Y 处于同一周期，X、Z 的最低价离子分别为x2−

和z−Y+和z−具有相同的电子层结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原子序数：X＞Y＞Z
B 单质沸点 X＞Y＞Z
C 离子半径：x2−＞ Y+＞z−

D原子最外层电子数 X＞Y＞Z

5 设 NA 为阿伏伽德罗常数的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6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 不同金属与酸反应的快慢都可以用金属活动性顺序进行判断

B 金属的活动性与金属性是同一概念

C 在金属活动性顺序表中，Ca 排在 Na 前面所以 Ca 与水反应更剧烈

D不同金属的活动性可通过其标准电极电势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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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肾上腺素是一种临床上常用于心脏骤停抢救的药物。其结构简式如图 1 所示。下列关于

肾上腺素的表述错误的是。

a 可以和溴水反应。

B 可以和氢溴酸反应

c 可以和浓硫酸与浓硝酸的混合溶液反应

d可以和银氨溶液发生银镜反应。

9、下列关于自发反应的表述正确的是。

a 自发反应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力就能自动进行

b自发反应一定是放热反应。

C 自发反应的吉布斯自由能△G＜0
D自发反应的反应过程通常比较快速。

10、氢氧燃料电池是一种新型电池如图二。氢气作燃料。氧气做催化剂反应在强碱性电解质

中发生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A 极是正极。B 极是负极

，b 电子由 A 极通过导线流向 b 级

C B 极发生的电极反应为

D反应产物为水，属于环境友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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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的内容标准中包含了五个一级主题，下列表述不

正确的是

其反映了培养科学素养的课程 b 其主要围绕化学学科的核心知识与核心观念进行选择和设

计 C 其规定了义务教育阶段化学教材书内容的选取和编排顺序

D每个主题在三维目标的体现上各有侧重

12 下列关于化学教材的表述正确的是

a 教材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唯一依据 B 教材是教本，而非学本

c 教师的任务就是按教材教。d 就是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13 某教师在进行化合价内容教学时设计了如下教学目标。知道常见元素化合价。能依据化

合价写出物质的化学式，并能够依据化学式推求某元素的化合价。该目标属于

a 知识与技能目标。b过程与方法目标 c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D德育目标。

14 某教师进行酸碱内容教学时设计了如下情景，让同学们回忆被蚊虫叮咬后皮肤发痒，涂

上肥皂水等碱性物质减轻痛痒的经历并讨论其原因。该请进属于

a，学科问题情境 B 学生经验情境 C 化学史情境 D 社会问题情境

15、设计化学问题要合理把握难度。让学生跳一跳才能摘到桃子，这种教学设计主要遵循的

是。

A 最近发展区理论 b 尝试错误理论 C 图式理论 D格式塔理论

16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假说方法是指提出猜想

b。假说的提出要依据一定的科学事实和科学理论。

C 只有被科学实验证实的假说才有价值

D化学教学都应该使用假说方法

17。科学探究作为一种教学方式，它的优势主要体现为

1 三维目标落实的整体优势

2、教学效益的长期优势事 3。教学用时的省时优势

4 教学内容的大容量优势。

a1 和 3 b2 和 4 c3 和 4 D1 和 2

18、当前化学课程倡导的主要学习方式是

1 自主学习 2 接受学习 3 探究学习 4 合作学习

a123 b234 c134 d124。

19、某化学教师为了以学定教。在学期或单元教学开始时对学生的预备知识和认知能力所进

行的教学评价属于

a。相对性评价 b诊断性评价 C 形成性评价 D 终结性评价。

20、某班同学第一次月考的化学平均分为八十分物理平均分为七十五分，第二次月考的化学

平均分为八十四分，物理平均分为七十五分，仅以上述分数相比较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a 学生第二个月化学学习效果比第一个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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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化学教师的教学效果比物理教师的好。

C 学生第二个月的物理学习，没有进步

D上述结论都不对

二、简答题(共 2 小题，第 21 题 12 分，22 题 13 分共 25 分)

21、阅读下列素材回答有关问题。

某化学教师实施学案导学教学模式的过程为，教师设计学案并提出要求----学生课前自习并

完成学案---教师引导学生围绕学案进行讨论交流---精讲释疑、总结提升--练习巩固。

问题

一请指出这种教学模式的主要优点和不足（6 分）

二在运用学案导学教学模式时教师应注意什么？(6 分)
22、阅读下列素材回答有关问题。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提出。注意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出发，让他们在熟悉

的生活情景和社会实践中感受化学的重要性，了解化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逐步学会分

析和解决与化学有关的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问题（1）请以初中化学教学内容燃烧和灭火为例，说明化学教学中如何落实上述要求（6
分）（2）落实上述要求有何教学价值（7 分）

三诊断题（本大题一小题 15 分）

23、下面是某化学教师的教学实录片段：

提出其实问题：质量守恒定律表明参加反应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等于反应后生成的各物质的

质量总和。如何设计实验加以证明？

设计实验方案，学生经过独立思考和小组交流，形成实验方案。

评价实验方案：教师巡视并选取四个典型实验方案让各小组评价方案的可行性，

并全班交流，教师点评。

方案一。盐酸和硫酸钠粉末在烧杯中反应。咱俩病比较化学反应，前后反应物与生成物的质

量关系。

方案 2 氯化钡溶液和硝酸钡溶液反应。称量并比较化学反应前后反应物与生成物的质量关系。

方案 3 盐酸和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称量并比较化学反应前后反应物与生成物的质量关系

方案 4 氢氧化钠溶液和硫酸铜溶液反应，称量并比较化学反应前后反应物与生成物的质量关

系。

根据上述教学实录片段回答下列问题

1、分别判断上述四个方案的可行性。并说明原因。（8 分）

2、请分析学生设计出不可行方案的可能原因（4 分）

3、从评价主体角度分析上述教学实录片段中采用了哪些评价方式（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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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题（本大题一小题二十分）阅读案例，并回答问题。

24 案例

下面是某化学教师关于分子的教学片段

环节一情景创设，引入新课，利用走到花园会闻到花香，湿的衣服经过晾晒会变干等情境激

发学生思考，你能解释这些生活中的现象吗？

环节二展示用扫描隧道显微镜获得的苯分子图像

环节三:演示实验

1 向盛有冷水和热水的烧杯中分别加入品红溶液，观察现象。

2 将五十毫升酒精与五十毫升水混合观测混合后溶液的体积。

环节四、根据以上活动，分析分子的基本特征

环节五、多媒体动画演示水的蒸发与水的分解

环节六、总结概括，形成分子概念

问题：

1、上述教学过程运用了哪些教学方法（4 分）

2 请分析教学环节二的教学价值（4 分）

3 从该教学片段中可以分析得出分子具有哪些基本特征？（6 分）

4 以该教学片断为例，说明在化学概念教学中直观教学的手段有哪些？（6 分）

五、教学设计题（1 题 30 分）

25 阅读下列材料根据要求完成任务

材料 1 阅读下列材料，根据要求完成任务。

可供选择的情景素材：温室效应

材料 2 某教科书二氧化碳与水反应内容中设计了如下实验：

实验

如图 a b c 所示依次进行以下各步操作：

1、往集满二氧化碳的软质塑料瓶里注入三分之一瓶蒸馏水。立即旋紧瓶盖充分震荡观察现

象。

2、将瓶内液体倒出数毫升至试管中。滴加紫色浓石蕊溶液，振荡，有什么现象？

3、再将上述试管加热又有什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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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须在答题卡上作答，试卷上作答无效）

1、分别写出上述三步实验操作所能观察到的现象以及得出的推论（6 分）

2、学生在学习本课之前，有关二氧化碳可能已有的经验有哪些（4 分）

3、根据上述材料设计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的教学片段，包括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

过程（不少于 300 字）（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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