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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③氧化钠可以溶于水变为氢氧化钠 ，氢氧化钠可 以

本节课 的 设计依 据是 《普通 高 中化 学课程标 准

（
２０１ ７ 年版 ） 》对化学必修 １ 模块 中金属 化学性质的要

求 ：根据生产 、生活 中 的应用实例或通过实验探究 了解

金属钠的主要性质 。

根据必修化学模块的功能定位 ，
笔者明确 了教学设

计的核心 目 标 ： 运用物质分类的观点 ，
利用氧化还原反

应和离子反应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 ，指导对物质性质

的认识 ，使学生建立关于物质性质的感性认识和研究物

质性质的思路和方法 ，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有关问题 。

二 、教学 内容分析

钠的性质是高中化学新课标人教版化学必修 １ 第三

章金属及其化合物第
一节 的教学 内容 。 从知识的安排

上看 ，学生已经在前两章学 习 了化学实验的基本方法 、

物质分类 、离子反应 、氧化还原理论等 内 容 ， 本章开始介

绍具体的元素化合物的知识 。

本节 内容是系统学习元素化合物的开始 ，
所以在引

导学生学习元素化合物方面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 第
一节

“

金属 的化学性质
”

是在初 中介绍金属 知识的基础

上 ，
是对金属认识的进

一

步扩充 。 所 以 ，本节课重点讨

论钠的化学性质 ，
通过对钠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元素的学

习
，
旨 在 向学生介绍金属元素 的学习 思路和方法 ， 为 以

后元素化合物 ，
以及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等知识的学

习打下 良好的基础 。

三 、学情分析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 ，
学习者在学 习过程 中必须利用

已有的知识经验 ，并借助外在环境通过
“

协作
”

而建构起

对新知识的理解 。 因此 ，必须分析学生现有 的知识经验

和通过本节课需要达到 的教学 目 标 ，从而有针对性地设

计教学策略和方法 ，分析如下 。

１
． 学生已有 的知识经验

（ １ ）初 中 已学 。

①金属 的 相关知识 ， 大部分金属 有银 白 色金属光

泽 ，
都有 良好的导电 、导热 、延展性

；
金属活 动性顺序表 ，

位置越靠前越活泼 ；

河
肖 、 八１

、
２１

１＾６
、
（： １１ 等金属 可 以 与 氧

气反应 ，可以与酸反应产生氢气 ， 可 以置换不如它活泼

的金属 单质 ；
不用 Ｋ 、 Ｃａ 、

Ｎａ 与酸反应 。

②原子结构的知识 ，钠原子最外层只 有
一个 电子 ，

容易失去
一个电子形成钠离子 。

在空气 中变质生成碳酸钠 。

（
２

）高中 已学 。

①物质的分类知识 ，

Ｎａ
２
０ 是一种碱性氧化物 。

②离子反应知识 ，
Ｈ

２

０ 是一种弱 电解质 ，能电离 出少

量氢离子
；
酸是一种强电解质

，
能电离 出大量的氢离子 。

③氧化还原反应知识 ，
钠在 氯气 中燃烧生成氯化

钠
，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

钠作还原剂 。

④物质的量的有关分析和计算 。

２
． 学 生新的 认识发展

①基于
“

结构决定性质
”

的化学思想 ，
认识钠是

一种

很活泼的金属 ；
钠可 以与 〇

２ 反应 ， 常温下生成碱性氧化

物
，
加热条件下生成复杂 的氧化 物

——过氧化钠 ；
化学

反应条件不同 ，产物不 同 。

②基于分类观和氧化还原观 ，认识金属的通性——

还原性
；
钠具有较强 的还原性 ，能与非金属单质反应 。

③钠可以与水发生较剧烈的反应 ，钠着火不能用水

灭火
，
钠要保存在煤油 中 。

④钠不能从盐溶液中置换出不如它活泼的金属

３ ． 教学策略

①运用物质分类观 ，预测金属钠的性质 。

②实验演示钠与 〇
２ 的反应 。

③学生分组实验 ， 探究钠与水的反应 ，认识钠 的活

泼性 。

④观看钠与酸反应的视频 ，深人理解钠的活泼性 。

⑤学生分组实验 ，
观察钠与煤油 、水混合的反应 。

⑥学生分组实验 ，
观察钠与 ＣｕＳ〇

４ 溶液的反应 ，
巩

固认知 。

四 、教学 目标

１ ． 知识与技能

了解钠的主要物理性质 ，
能描述钠与氧气 、水 的化

学反应并写出 其化学方程式 。

２ ． 过程与 方法

通过学习钠的性质 ，初步掌握研究金属单质性质的
一般思路和方法 ，初步建立结构决定性质 、性质决定用

途的化学思想
；
通过钠与水反应 的实验探究 ，

初步学会

收集各种证据 ， 基于证据进行分析 、推理 、解释 。

３ ． 情感 态度与 价值观

通过小组合作进行实验探究 ，
体会实验在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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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重要作用 ，感受化学世界 的奇妙与 和谐 ，体验化学

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

五、 教学重点 、难点

重点 ：通过实验认 钠与氧气 、水的反应 。

难点 ： 钠与水的反应 。

六 、教法和学法

根据以上的教学重难点及学情分析 ，
本节课设计了

符合知识逻辑和学生认识生长点 的问题线索 ，
设计

“

以

问题为索引 ，
以学生为主体

”

的科学探究过程 ，将教师演

示和学生实验探究相结合 ，教师板书和多媒体教学相结

合 ，
教师引 导启 发和学生讨论交流相结合 ， 构建知识逻

辑线和学习方法线 ， 突出重点 ， 突破难点 。

七 、教学过程

教学流程如图 １ 所示 。

〔
教学环 节

）
〔
学生 活 动

〕

回 顾 旧 知 ，
预 测 性 质 ？＝＞

结合初 中 化学知识 ， 分析纳 的

结构
， 推测 钠 的性质

分析预 测 ，
实验验证

预 测 纳 与 氧 气反应 的条件和 现

象 ，
演示 实验验证 ， 解释 ， 归 纳

０

深入思 考 ，
探 究解疑 １＝０

分组 实 验探究钠 与 水的 反应
，

认识钠 的 保存 方 法
￣

ＩＴ
̄

综合 分析 ，精致升 华
分析解 答 思 考题 ， 应 用 知识

，
深

入理 解知识 ， 完 善认识

ｆｔ

课堂 小 结 ， 整理归 纳
讨论 、 总 结钠 的 性 质 ，

归 纳 研

究物质 性质 的基本 思 路

图 １ 教学流程

１ ． 回顾 旧 知 ，
领测性质

引导学生结合初 中所学金属 的化学知识 ，
从微观层

面分析钠的原子结构特点 ，
预测钠的性质 。

设计意 图 ： 以 学 生 已 有 的知 识 为 基 础 ， 根据 建 构 主

义和 学 生 的 最近 发展 区 ， 引 导 学 生 基 于分 类 观 ，
结合化

学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

结构决定 性质
”

的 思 想 ， 预 测 钠 的化 学

性质非 常 活泼 ，
具有 金属 的通 性 。

２ ． 分析预测 ，
对 比归 纳

学生 在初 中 已经 学 习 过镁 、 铝 、 铁 、 铜 与 氧 气 的

反应 。

提出 问题 ： 预测 钠与氧气反应的 条件和反应现象

如何 ？

实验 １
（教师演示 ） ：取一小块金属 钠 ，

用滤纸吸干

表面的煤油 ， 用小刀切去
一

端的表层 ，
观察表面 的颜色 ；

再将其放置在空气中 ，观察表面颜色的变化。 展示钠的

硬度数据 （ 见表 １
） 。

表 １ 几种常见金属 的硬度

金属 银铜 铝 钠

硬度 （ 金刚石 ＝ １０
）

２ ． ４？ ４２ ． ５
？

３ ２ ． ７５ ０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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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意 图 ： 引 导 学 生 根据 实验现 象 和 金 属 硬 度 数

据 ，分析获取 多个证据得 出 金属 钠
“

质 软
”

的 物 理性质 。

实验 ２
（ 教师演示 ） ：把实验 １ 中 的钠放人坩埚里加

热 ，
引燃之后移开酒精灯 ，

观察实验现象 。

板书分析 ：常温条件下 ４Ｎ ａ＋０
２
＝

２Ｎａ
２

０
（ 白色 ） ，

加

热条件下 ２Ｎａ ＋ ０
２

＝＾＝Ｎａ２
０

２

（ 淡黄色 ） 。

分析过氧化钠 中 有过氧根原子团 ，
氧元素显负 一

价 。 并让学生分别用双线桥法标出 两个反应得失 电子

的情况 。

证据收集与分析 ：
引 导学生从实验 中 收集证据 ，解

释性质和变化 ，
即钠与 氧气的反应是放热反应 ，过氧化

钠应该比氧化钠更稳定 。

设计 意 图 ：① 引 导 学 生 对 比认 识 两个反 应 ， 同 时认

识 到 反应 条件 不 同 ， 反应 产 物 也会不 同
；
②运用 氧化 还

原 的 知 识分析 方程式 ，
对上一 章 氧化还 原 反应 知 识进行

巩 固 ；③注 重 培 养 学 生 的 实验观察 能 力 和 证据 意 识 ， 提

升化 学核心 素 养 。

深入归纳 ： 由 以上实验观察 ，
引导学生进一步分析 。

（
１

）从氧化还原的角度看 ，
金属 与 氧气的反应体现

了金属具有还原性 ，是还原剂 ， 氧气是氧化剂 。 金属活

动性越强 ，
越容 易与 氧气反应 ， 体现的金属 还原性就越

强 （金属与氧气反应的
一

般规律 。 ）

（
２

）根据金属 的还原性和氧化还原原理 ，能推测 出

金属具有 的通性——还原性
，
金属 能与氯气 、 硫等具有

氧化性的非金属单质反应 。

设计意 图
： 基于 物 质 的分 类 观和 氧化还 原 反 应 来认

识 钠 的 性质 ，
帮 助 学 生形成 掌 握元 素化合 物 知识 的 有 力

工具
， 为 接下来学 习 钠 与 水 的反 应提供思 路和方 法 。

３
． 深入思考 ，探究解疑

首先提 出 问题 ，
根据初中所学知识 ， 白 磷为 了 隔绝

氧气要保存在水 中 ，那么钠在空气 中容易氧化 ， 是否也

能保存在水 中 ？ 同 时 引 导学 生对 比观察保存钠 的 试

剂瓶 。

设计意 图 ： 对金属 及其相 关 性质 转 化 关 系 进行分析

的 同 时
，
通过对钠保存 方 法 的 思 考 引 出 钠 能 否 与 水 反应

的 实验探究 。

学生分组实验 ： 金属钠和水反应 。 每个小组分别取

绿豆大小的钠 ，投人到盛有三分之
一

水且滴有酚酞的小

烧杯中 ，从以下几个方 面观察并记录现象 （ 见表 ２
） ，分

析结论。

表 ２ 实验记录


观察项 目现象结论

钠的位置

钠的形状

声响等

溶液颜色变化


证据收集与分析 ： 引导学生根据实验现象 ，从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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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收集证据
，分析钠与 水发生了什么样的反应 ，

并得

出结论 ，
同时说明钠能否保存在水 中 。

表 ３ 证据收集与分析


学生收集并分析证据结论

①

根据滴加酚酞后 的水溶液变红 ， 说明有

氢氧化钠生成 ；

②根据熔化后 的 小球四处游动 ， 并发 出 嘶

嘶 的声响
，
说明有氢气生成 ；

③根据金 属 活动性顺序表 ，
钠 可 以置换 出

氢气 ， 说明生成氢气的合理性 ；

④从反应类型上看 ， 该反应属于置换反应。

根据化合价 的变化情况 （ 电子守恒 ） ，
得 出

生成的气体不可能为氧气 ； 根据元素 守恒 ，

该气体 只能是氢气

钠和水能发生反

应生成氢氧化钠

和 水 ，
化学 方程

式 ： ２Ｎａ＋２Ｈ
２
０

＝ ２ＮａＯＨ＋

ｈ
２Ｔ ， 钠 不能保

存在水 中

其他证据 ： 金属 钠熔化成小球但是水 却没

有沸腾 ； 钠浮在水面上

其他结 论 ： 钠 的

熔点低于 １００ｔ
；

钠的密度 比水小

学生可 以根据上述论证得出 钠能和水反应 ，所以钠

不能保存在水 中 。 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认识 ，
实验室里

的钠是如何保存的 ，
为什么保存在煤油 中 ？

在这个实验探究活动 中
，
应该注意 以下 四点 ：

第一 ，
应提醒学生注意钠的用量是

“

绿豆大小
”

，
并

且注意实验的安全 。

第二 ， 通过谐音
“

芙蓉 又想红
”

帮助学生记忆钠和水

的反应现象
“

浮
、溶 、游 、

响
、
红

”

。

第三 ，
要引导 、启 发学生 ，

让学生从实验现象 中收集

证据 ，
并从现象 、金属 活动性 、氧化还原 、 元素守恒等多

个角度分析证据 ，论证钠和水的反应 。

第 四 ，这个实验还能分析出 钠 的熔点 和密度 ，应引

导学生完善钠的物理性质 。

至此
，
学生得 出 钠 的保存方法 ， 再分析钠为什么 保

存在煤油 中就非常容易 了 。

设 计意 图 ：
此部分 是本 节 课 的 重 点 ，

由 认知 冲 突 调

动 学 生 学 习 的 积极性 ， 主要从 实 验 的 角 度 进行教 学 重 点

突破 。 设计符合化 学核心 素养 的要求 ， 能 初步 学会 收集

各种 证 据 ， 对 物 质 的性 质及其 变 化提 出 可 能 的 假 设 ， 基

于 证据进行 分析 推理 ，
能 解 释证据 与 结 论 之 间 的 关 系 ，

确 定形 成科 学 结论所 需 要 的证据和寻找证据 的途径 。

板书分析
：
引 导学生从离子反应角度分析 ，

钠和水

反应的 离子方 程式是 ２Ｎ ａ＋ ２Ｈ
２
０＝ ２Ｎ ａ

＋

＋ ２０Ｈ
－

＋

Ｈ
２ ｔ 。 其 中水是弱 电解质 ，化学式不能拆开 ；

从氧化还

原角度分析 ，
钠依然是还原剂 ，水是氧化剂 ， 用 双线桥法

标出 电子转移 。

设计意 图 ： 复 习 和巩 固 离 子反 应和 氧化还 原 反 应 的

知 识 。 加深 了 对前面 氧化还原 基本 原 理 的 理解 ， 使 氧化

还原 的有关 知 识更具有功 能 性 ， 学 生研 究 物 质性质 的 基

学生分组实验 ： 在 ２５０ ｉｎＬ 烧杯中加人等量约三分

之一的煤油和水 ，
投人绿豆大小的金属钠 。 先让学生在

实验前 ， 根据所学知识预测现象 ，
再通过实验观察现象 。

设计意 图 ： 先让 学 生 预 测 实验 现 象 ， 让 学 生 运用 和

巩 固 所 学知识 。 通过钠 能 和水反 应 产 生 氢气 ， 钠 比 水 的

密度 小 ， 钠和 煤 油 不 反应 ， 钠 比煤 油 的 密 度 大 等 知 识推

测 出 钠 在煤 油 和水 之 间 上 下 跳 动 ， 并通 过实验 来 验证 ，

进 一步 加深 了 这些 知 识 的 印 象 。

４ ． 综合分析 ，
深入升华

思考练习 ： 根据所学知识思考以下问题 。

（ １ ）金属钠可用于冶炼
一些贵重金属 ， 如用 钠和 四

氯化钛在熔融状态下反应 ， 置换出 金属钛 。 分析钠的这

个用途与钠的哪些性质有关？

设计 意 图 ： 钠 的 用 途取决 于钠 的 相 关 性质 ， 使 学 生

理解
“

性质 决定 用途
”

。 至 此
， 结构决定 性质 、

性质决定

用 途 的 知识逻辑 线 索就呈 现 了 出 来 。

（
２

） 初中学习金属 与 酸反应时 ， 为什么不用 Ｋ
、
Ｃａ

、

Ｎａ 呢 ？ 将
一小块钠投人盐酸中 ，

会有什么现象 ？ （ 视频

展示 ）写 出钠与酸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

设 计意 图
：
因 为 酸 中 的 氢 离 子浓 度 比 水 大得 多

，
反

应会更 剧 烈 ， 容 易爆 炸 ， 很危 险 ， 不 宜做演 示 实验 。 学 生

通过观 看实验视 频认识 到 钠 与 酸反应 很剧 烈
，
但 同 时认

识 到 跟钠 与 水反 应 的 实质是 相 同 的 ，
都 是钠将 氢 离 子还

原 生 成氢 气 ， 从 而 巩 固 了 对钠和水反应 的认识 。

（
３

） 将物质 的量为 ０ ． ３ｍｏｌ 的钠
、镁 、

铝分别放人

１００ｍＬ１ｍｏｌ／Ｌ 的盐酸 中 ，计算相 同条件下产生气体的

体积比是多少 ？

设计意 图 ： 金属 与 酸 反 应 时 ， 引 导 学 生 要注 意 钠 的

不 同 ， 钠 要先 与 酸 反应 ， 再 与 水反 应 ，
直 到 钠全 部 被 消

耗完 。

（ ４ ）钠在金属 活动性顺序表 中排得靠前 ，
将一小块

钠投人 硫酸铜溶 液 中 ， 会 出 现 什么 现 象 ？ 会 置换 出

铜吗 ？

先预测实验现象 ，
再通过实验验证 ，观察实验现象 。

学生分组实验 ：金属 钠和硫酸铜溶液的反应 。 每个

小组分别取绿豆大小的钠 ，
投人盛有约三分之

一硫酸铜

溶液的小烧杯中 ，观察实验现象 ，得出结论 。

设计 意 图 ： 先根据钠 能 与 水反 应 的知 识预 测 实 验现

象 ， 再分组 实验验证 ，最 后 学 生得 出 结论 并认识 到 ： 钠 不

能置换 出 硫 酸铜 溶液 中 的 铜 。 并 总 结 出 可 以 利 用 钠 的

强还原 性在熔 融状态 下冶炼 置换 出 金 属
，
但是 不 能 在水

溶液 中 发 生置换反应 。

５ ． 课堂小 结 ， 整理 归纳

学生归纳 、总结钠的物理性质 、
化学性质 、保存方法

及用途 ，教师加以补充并板书总结 。 学生通过本节课 的

学 习 ，学会了元素化合物的基本研究思路 、实验探究 的

方法 ，掌握了知识 ，体会化学学 习 的乐趣 ，
最终实现三维

本能 力 也得到 了 明 显 提高 。 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