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分析

一、本章内容的地位和功能

本章所选择的金属元素钠、铝、铁、铜颇具代表

性：两种主族，两种副族；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两

种比较活泼的金属，一种不活泼金属；除钠外其余

三种均为常见金属。学生通过初中化学的学习以及

生活、生产中的一些实例，已对它们有所认识，在学

习过程中很容易利用已有的经验对将要学习的相

关问题进行思考，也能够把刚学知识和日常生活中

金属的应用结合起来。

从知识编排上，在第一章从实验学习化学和第

二章化学物质及其变化的基础上，本章开始介绍具

体的元素化合物知识。先介绍金属及其化合物、然

后介绍非金属及其化合物。金属(或非金属)单质及

其化合物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要了解物质世

界，了解化学，需要从构成常见物质的元素知识着

手。元素化合物知识是中学的基础知识，也是学生

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经常要接触、需要了解和应

用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既可以为前面的实验和理

论知识补充感性认识的材料，又可以为学习《化学2》

中的物质结构、元素周期律等理论知识奠定基础；

还可以帮助学生逐步掌握学习化学的一些基本方

法；还能使学生深刻体认化学在促进社会发展、改

善人类生活条件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内容结构与特点分析

《人教版必修1》第三章“金属及其化合物”的

知识结构体系11如图1所示。

从图1所示的知识结构可以看出，新课程一改

传统的元素化合物教学路线，即“结构一陛
质——用途”的教学路线，它没有利用元素周期表

和周期律的知识来研究元素化合物，而是强化物质分

类和氧化还原理论对物质l生质研究的指导作用。这使

得新课程的内容呈现出与原有教材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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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人教版必修1第三章知识结构网络示意图

1．内容选择与呈现方式的变化

原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的编排上，金属知识呈

现的内容比较分散，涉及碱金属(高一)和几种重要

的金属(高二)两章，耗时长。而新课程将原人教版高

中化学中的金属及其化合物知识融为一章，根据物

质分类思想进行内容呈现。新课程标准对金属及其

化合物的内容标准规定为“根据生产、生活中的应

用实例或通过实验探究，了解钠、铝、铁、铜等金属

及其重要化合物的主要性质，能列举合金材料的重

要应用”[2]。教学范围和要求也发生重要变化，根据

必修l的教学要求，本章的教学时间大概需要9课

时，与原人教版相比，缩短2／3以上。

本章金属及其化合物知识根据树形分类法将

知识分为金属单质、金属化合物和金属材料三大板

块，按单质、氧化物、氢氧化物、盐的性质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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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质和化合物的化学性质，教材采用了不

同的呈现方式，学生的活动方式也呈现多样化：诸

如学与问、思考与交流、实验、科学探究、实践活动、

科学视野等。这些活动方式的呈现为培养学生观察

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进行科学

探究的能力创造了必要条件和现实基础。

2．在同类物质共性的基础上突出具体物质的

特性

从物质类别的维度上看，本章按单质、氧化物、

氢氧化物、盐的顺序来研究同类物质的通性和个别

物质的特质；从反应类型的维度看，本章涉及的化

学反应包括四大基本类型、离子反应、氧化还原反

应等知识体系。这为我们充分利用精加工策略对同

类物质的性质进行类比、对比、联想提供了可能。同

类物质的化学通性，教材通过“思考与交流”栏目让

学生在了解同类物质的通性的基础上突出某一具

体特性，如钠、铁与水的反应，铝及其氧化物、氢氧

化物的两性，Fe3+和Fez+的氧化还原性等。

三、教学建议

1．注意高中初中知识的衔接

在人教版九年级化学中主要涉及的金属知识

包括金属的物理特性、镁、铝、铁、铜的部分化学性

质以及合金、常见的矿物等。在进行必修1第三章

教学时，应密切联系已学知识，为进一步学习金属

知识奠定坚实的基础。

学习金属性质时，要充分利用教材第46页“思

考与交流”栏目，让学生在回忆和书写图2所示现

象所涉及的反应式的基础上归纳金属的化学通性。

这一栏目内容为本章学习金属的性质起到了很好

的衔接。教师要抓住这一机会，及时引导学生回忆

已学金属的化学性质及其活动性顺序；并通过对金

属化学性质的引人，从学生最熟悉的几幅图人手，

归纳金属的化性，最后从原子结构的角度解释这一

性质变化的原因。

又如学习钠的重要化合物时，可引导学生从

CaO与水、Na：0与CO：、CuO和Fe：O，与盐酸的反应

人手，类推Na20与H20、CO：、盐酸的反应，据此探

究Na：O：与水、CO：和盐酸的反应。学习金属材料

时，则可利用第64页“学与问”所设置的问题：

“⋯⋯你还记得什么是合金吗?合金有哪些优良的

性z。,。9．”激起学生回忆，为进一步学习合金创造了条

目素鬻黹。

件。

在实际教学中，可通过复习初中对氧化物的分

类，进一步介绍酸性氧化物、碱性氧化物，为更好地

理解两性氧化物作好铺垫。这些都能成为学习新知

识的很好的切入点。

2．运用氧化还原理论指导本章的教学

第三章是物质分类思想的延续，第一、二章的

教学精髓是指导元素化合物学习的理论基础。在进

行第三章教学时，应充分运用离子反应的本质、氧

化还原反应的基本原理指导学生对金属及其化合

物知识的学习，同时将第三章中的具体反应作为第

一、二章的知识素材加以运用。

在第一节中，第49页从金属原子结构出发分

析了金属的还原性。学习金属的化学性质时，要善

于引导学生从氧化还原反应的维度去分析金属在

反应中所起的作用。如讲解Fe“和Fe2+的相互转化

时，要善于引导学生从不引入杂质的角度出发，如

何选择合适的氧化剂或还原剂，从而做到思维有

序、氧化还原反应原理运用得当。

3．注重学生实验能力的培养

(1)关注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

本章在内容分布上以实验和科学探究为主。做

好化学实验，重视对实验的观察与记录，是培养学

生观察能力的重要渠道。

如在进行“钠在氧气中燃烧”的实验教学时，教

师应根据实验3—5四幅图所呈现的顺序，指导学

生养成有序观察实验现象的习惯：从时间维度分为

“反应前——反应中——反应后”，从空间维度看则

为“由上至下”或“从左到右”或“由表及里”。按照一

定的顺序进行实验观察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观

察记录习惯。为了便于学生准确观察和记录钠与水

反应的相关现象，教师应结合实验3—3右边的提

示，提醒学生应注意观察哪些现象。学生利用实验

观察的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进行有序观察，就能准

确地观察到钠投入水中之前、反应过程中、反应后

溶液中滴加酚酞等环节的相关现象。

对于本章呈现的实验内容，教学时都应创设相

应的实验情境引导学生按照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进行有序观察，并在对比中记录描述实验现象，就

会给教学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2)高度重视实验设计，强化培养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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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章内容中，涉及科学探究的内容比较

多。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教材中设置的科学探

究栏目，加强课堂探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如进行“铁与水蒸汽的反应”教学时，为了增强

实验的探究性，教师可以针对“铁与冷水、热水均不

反应，但可与水蒸汽反应”的事实提出以下问题：

(1)如何设计并画出水蒸汽的发生装置?(2)如何设

计铁与水蒸汽的反应装置?怎样确认该反应已经发

生?(3)可以用什么样的装置收集氢气?并让学生通

过小组讨论、组间交流完成该反应的整套装置设

计。与此同时，教师还应针对各组设计展示的装置

图，先从装置的简单可行的角度指导学生选择实验

装置，然后再对选定的实验装置进行综合分析，如

涉及两处需要加热时，应先加热何处?该装置有无

缺陷，是否需要改进?怎样改进等。这样的教学更富

有探究性和启发性。

本章中涉及的其他“科学探究”栏目也可根据

教学需要设计为探究性实验，让学生在实验探究的

过程中感受化学的探究美、过程美。

4．强化认知主线，理清教学思路

本章教学内容呈现两条主线，一是金属活泼性

顺序，二是运用分类思想，把握元素化合物的类别

知识。在抓主线的过程中，应强化运用对比、类比、

归纳、概括等思维方法。在探讨钠与氧气的反应时，

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归纳，会得出条件不同，实

验现象不同，产物不同的结论。又通过对比镁、铝在

空气中加热的产物，可以归纳出金属活泼性不同，

燃烧产物的复杂程度不同。通过科学探究铝箔与铝

粉燃烧条件、现象的比较，会涉及控制反应条件对

实验的影响与渗透等实验方法。

“金属与水的反应”中重点介绍钠、铁与水的反

应。教学时应紧紧围绕“金属活泼性不同，与水反应

的难易程度不同”这一主线，结合日常生活中铝锅

烧水，让学生在对比中归纳不同金属与水的反应情

况及反应产物。在学完“金属的化学性质”后，结合

教材中设置的“归纳与整理”栏目，灵活运用比较、

归纳、分析、综合等手段，找出这些常见金属的异

同，以及金属及其化合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概

括得出金属的共性与特性。这样可以形成良好的元

素化合物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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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重要的金属化合物”的学习，应针对不同

类别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对于Na：0和Na：0z，

Na2C03和NaHC03，FeO、Fe203、Fe304的性质、Fe(OH)2

和Fe(OH)，制备与性质、Fe“和Fe“的检验等内容

的教学可采用类比、对比或归纳的方法进行教学。

通过对比，可以使学生迅速分清相似物或类似物之

间的性质异同。

5．关注生活。密切联系社会，使化学从生活中

来又回到生活中去

本章的内容编排形式主要呈现为从金属性

质到金属用途。教材的内容编排总是从人们熟悉

的物质着手，即从人们生活中最熟悉的物质人

手，体现了内容的生活化。在“钠与水反应”教学

时可用2001年7月珠江水面出现神秘“水雷”的

新闻报道为素材，创设生活化情境并提出问题：

“为什么铁皮桶漂浮在水面而不是沉人江底?为

什么会发生剧烈爆炸?”为学生学习新知搭建生

活平台。在“铝的重要化合物”的教学时，可以通

过呈现“全铝车身”、红宝石和蓝宝石、火箭和飞

机的外壳、斯达舒等素材让学生感悟铝在生活中

的运用。再如学习“铁的重要化合物”时，可以补

铁药“速力菲”为素材，围绕“速力菲”中的铁元素

的检验探讨Fez+和Fe“的检验方法，引入铁的氢

氧化物的制备等。总而言之，在教学中要让学生

能够感受到化学就在我们身边，能够感受到在生

活中化学的影子。

在元素化合物的教学中，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实

际，还表现为对各种化学物质在生活中应用的关

注，注重化学与食品、药物、材料、高科技之间的联

系，提高化学知识与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有机结

合，真正做到“用生活的眼光看待化学、让化学走向

生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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