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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思路

对比法是准确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与区别的

科学研究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巧妙地运用对比法，可更

为准确地理解事物的本质特征，区分相近事物，把握事

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变化规律，实现新旧知识的平稳

过渡、训练学生科学思维方法、培养学生综合分析与解

决问题能力。 对比教学法就是对比类推，举一反三，在教

学中将一些具有某种联系和区别的教学内容放在一起

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相同和不同之处，使学生在明确

一个内容之后能够自然地联系到另一个内容，并能自行

理解和掌握，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基于上述教学思想的指导，在苏教版化学 1 “金属

钠的性质”教学中，笔者采取了以下设计思路开展教学：
①以本市一个方言节目的新闻导入，使学生一上课就有

亲切感，以本地一家化工厂钠着火的情景引入，要求学

生从新闻中提取与钠的化学性质有关的信息，并激发学

生学好化学用好化学的欲望。 ②进行溶剂对比实验，钠

与水反应得出钠的密度范围，引出另一密度比水小的煤

油进行对比，得出钠的保存。 ③进行环境对比实验，钠在

玻璃管内外颜色的不同体会钠的活泼性，将物质结构决

定性质、性质决定保存这一化学思想体现出来。 ④进行

条件对比实验，同样在是空气中，加热与否有无差异，空

气量多少对实验有无影响。 ⑤进行与其他金属比较，钠

是否与其他活泼金属一样将不活泼金属从盐中置换出

来？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对比实验，将钠的性质进行整理

归纳，为后面学习其他元素化合物的性质作好铺垫。
二、教学过程

1．新闻情境
［教师引导］俗话说：外行看到热闹，内行看门道。

我们今天要看门道，大家先听阿福讲，从中提取有用的

与化学有关的信息，并进行讨论。
［创设情境］视频：本地方言新闻：阿福讲白搭

注解： 阿福是本市家喻户晓的方言节目主持人，讲

白搭即聊天的意思。 在上课铃声未响时将阿福坐在演播

厅内的视频先暂停在第一页，让学生感觉今天要看阿福

讲新闻，很有亲切感。 内容：阿福说金属钠这东西，脾气

有点暴躁，一碰到水就会发热甚至爆炸，所以平时保存

在煤油里。 这几天天气有点潮湿，本市一家化工厂由于

有几块金属钠掉到地上，引起了一场大火，并播放了火

灾现场和消防过程。
［学生讨论］（1）脾气暴躁说明活泼。
（2）遇到水会爆炸，可能与水能反应，而且很剧烈。
（3）操作过程中是由于保存不当引起火灾。
……
2．进行溶剂对比实验
［老师引导］ 我们试一下钠与水反应到底有怎样的

现象？
［学生反应］一声“啊”，那是学生看到视频里的火灾

对此有恐惧心理，此时老师强调：只要我们操作规范，做

实验是没有什么危险的，让学生消除疑虑，也消除对实

验的恐惧。
［实验探究 1］ 用镊子取一小块绿豆大小的金属钠，

并用滤纸吸干表面的煤油，投入事先滴有酚酞的盛有水

的烧杯中，观察现象。 （为了便于学生观察此实验，我们

将此实验进行投影，效果明显，学生很兴奋。 ）
［学生回答］学生描述现象，并不断有同学补充，最

后将现象用五个字来概括：“浮、熔、游、响、红”。 为了加

深记忆，我用了谐音记忆法：“芙蓉又想红”。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上述现象描述中，我们可以得

到哪些结论？ 分别从密度、熔点、生成物有气体、反应剧

烈等角度进行挖掘。
［产物推测］气态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从元素角度、

氧化还原反应角度去推测可能是氢气。
［老师引导］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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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组教师共同参与，反思献策，经验分享，
都得到了提高，促进学习型教研组的建设，把校本教研

制度建设落到实处。
总之，借助课 堂 观 察 技 术 对 高 中 化 学 课 堂 进 行 分

析，目的是更进一步 提 高 我 们 课 堂 教 学 的 效 率。 我 们

应 把 新 课 程 “以 学 生 为 主 体 ”的 理 念 贯 穿 于 课 堂 教 学

的 始 终 ，使 学 生 变“要 我 学”为“我 要 学 ”，真 正 让 学 生

在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和 探 究 学 习 的 愉 悦 氛 围 中 体 验

化学科学的魅力，这 也 正 是 我 们 教 育 者 追 求 的 理 想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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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角度探究到底是什么产物呢？
［实 验 探 究 2］ 在 一 个 大 烧 杯 中 加 入 200mL 水 和

200mL 煤油，上面放一个倒扣的漏斗，倒扣漏斗上面接

一个带尖嘴的导管，将钠块放入漏斗中，几秒钟后将用

带火星的木条放在导管口，可以很新奇地看到导管口气

体被点燃的现象，由于气流不稳定，导管口的火忽明忽

暗。
［结论］ 由上述实验进一步说明上述气体为可燃性

气体氢气。
［知识延伸］ 从上述实验现象我们还可以看到为什

么钠会在两个液面上下跳动呢？ 引出密度问题。 上述现

象还可得到结论：不能保存在水中，要隔绝水，但又不能

保存在空气中，只能隔绝水和空气，保存在一种密度比

钠小并不与钠反应的液态物质中，上述我们用的液体就

是煤油，结合新闻里所讲的保存，也正是由于保存不当

引起一场火灾。 启示学生只要我们规范操作，是不会出

问题的，消除对化学物质的恐惧。
［展示］一瓶保存在煤油中的钠块。
3．进行环境对比实验
［过渡］ 钠保存在煤油中仅仅是为了隔绝空气中水

吗？ 引出钠与空气的反应。
［实验探究 3］取一块较大的钠块，用滤纸吸干表面

的煤油，将钠块置于较厚的玻璃片上，用一根粗细合适

的玻璃管使劲插入钠块中，慢慢扭动玻璃管，使玻璃管

离开钠块， 这样我们在玻璃管内看到光亮的银白色切

面。 再用较粗的铁钉将玻璃管中的钠推出一半露置于空

气中，很快看到露在空气中的这部分金属失去金属光泽

而暗，这一实验充分展示了钠在常温下与空气反应的事

实，进一步说明了钠保存在煤油中的必要性。
4．进行条件对比实验
［过渡］常温下，钠很容易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是

一种强还原剂，那么它是不是也可以像木炭一样在空气

中能剧烈燃烧起来呢？
［实验探究 4］用一根没有底的试管横着夹在铁架台

上， 将用小刀除去表面氧化膜后的钠放入这只试管中，
用酒精灯进行加热，可以看到有黄色火焰，并伴有白烟，
移去酒精灯，将洗耳球往试管中挤空气，可以看到黄色

火焰随着空气的挤入而忽明忽暗，学生的呼喊声也随之

而来。 这样也可以让学生在这种气氛下讨论钠与氧气反

应的两种不同条件和不同产物，并学会分析出现不同的

原因（反应的温度和氧气的浓度）。
5． 进行物质对比实验
［总结过渡］钠为何这么活泼，可以从它的结构去分

析，得出结构决定性质，活泼金属有哪些共性？ 能否将另

一种较不活泼的金属从盐溶液中置换出来呢？ 根据铁与

硫酸铜反应的实验设想将钠投入硫酸铜溶液中，将会有

何现象？ 学生猜测有红色固体铜析出，也有学生猜测会

有蓝色沉淀析出。
［实验探究 5］钠投入硫酸铜溶液中，观察并描述现

象，并讨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让学生学会观察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实验还出现一个异常现

象，出现蓝色沉淀的部分区域还出现黑色沉淀。 分析原

因，通过这些原因分析使学生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学以致用
本节围绕火灾问题学习了钠的化学性质，那么我们

能否用学过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呢？ 你是消防员怎么

灭火呢？ 不能用水，实际生活中用什么呢？ 请大家课后查

阅相关资料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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