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单元

第三节 大自然中的二氧化碳

【教学目标】

1.能说出自然界中 CO2 的循环及含量变化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从而认识到

保护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2.初步学会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取。

3.能通过实验探究二氧化碳的性质。

4.培养学生分析、加工处理图片信息的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取 验证二氧化碳的性质

【教学过程】

一、二氧化碳的循环

自主阅读教材 131-134 页，回答以下问题。

1. 结合 131 页图中曲线的形状和走势，你从这幅图中能获得哪些信息？

2.结合 132 页活动天地 6-6 中二氧化碳的循环图，找出可能导致 CO2在不同年

度含量变化的原因。

3.你认为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对自然界环境产生的影响有哪些？

4.归纳科学家们对二氧化碳含量持续升高是不是导致全球变暖的重要因素的不

同看法，谈谈你对此的看法。

5.交流共享： 课前询问自己的祖辈或父辈， 他们小时候的气温和现在相比是高

还是低？这种气温变化在他们看来是好事还是坏事？

6.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有哪些来源？大自然通过哪些途径消耗 CO2？你知道哪些减

少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途径？

二、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气体的方法

（一）回顾氧气的实验室制法：药品，原理，装置，收集方法，验证及验满方法

（二）阅读教材 137 页，完成下列探索

1.实验原理的确定：

回顾已学可产生二氧化碳的反应：碳酸钠与稀盐酸、碳酸钙与稀盐酸、碳酸钙与

稀硫酸、碳酸钙与浓盐酸

演示实验：

现象及分析：

浓盐酸具有挥发性，使制得的二氧化碳不纯。



结论：

2.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的药品是：大理石或石灰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稀盐

酸

3.实验装置的选择

（1）实验室制取气体的装置由哪几部分组成？

发生装置和收集装置

（2）确定气体发生装置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发生装置的确定需要考虑的因素：①反应物的状态（如气态、固态）

②反应条件（如加热，不加热）

制取二氧化碳，可选择 B、C、D

（3）收集装置的选择

①收集气体一般有哪些方法？

A.排空气法：向上排空气法/向下排空气法 B.排水法

②确定收集装置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主要应以两个物理性质方面去考虑：A.气体的密度与空气比较

B.气体在水中的溶解性

③练习：由于二氧化碳的密度大于空气，故用 F、H 收集；由于二氧化碳能溶

于水 ，所以不能用 E 收集。

4.验证和验满的方法

（1）应该怎样证明制得的气体是二氧化碳？

澄清石灰水，若浑浊，则为二氧化碳

（2）应该怎样证明一瓶二氧化碳已经收集满？

5.制取 4瓶二氧化碳

三、二氧化碳的性质

阅读课本第 134～135 页，完成下列问题。

二氧化碳的性质有哪些?

（一）物理性质：密度 比空气大 ，一般情况下 为无色、能溶于水的气体，在



一定压强和低温条件下能够变成白色块状或片状固体，俗称“干冰”；

【思考】

（1）你能设计实验证明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吗？

（2）怎样证明二氧化碳溶于水？

【追问】二氧化碳能与水反应吗？如何设计实验证明？

资料卡片： 紫色石蕊试液：遇酸变酸红 变红，能与水反应

【追问】是什么物质使石蕊试液变红？

提出问题:是什么物质使石蕊试液变红？

猜想与假设：水、二氧化碳、水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的新物质

收集证据：

结论：二氧化碳与水反应产生的新物质使石蕊变红

（二）化学性质：

（1）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2）能与水反应

（3）能与水、碳酸钙反应

阅读溶洞的形成，归纳性质



（4）二氧化碳不支持燃烧，也不燃烧

【探究】

现象：蜡烛由低到高依次熄灭

结论：二氧化碳密度比空气大；二氧化碳不支持燃烧，也不燃烧

（5） 下菜窖取菜前先做灯火实验，表明二氧化碳不供给呼吸

（6） 参加光合作用

（7）二氧化碳性质稳定，且无毒，可做科学实验和工业生产的保护气

（三）性质决定用途

【总结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