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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告诉我们,设计精巧的化学实
验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和创新欲,很好的发
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深对化学基础知识
的理解和巩固,有效的促进学生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
的转变,培养各种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维能力,为促
进学生的终身学习和思维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金属的性质”这节课是上教版第五章第一节“金属
的性质和利用”第一课时,内容包括金属的物理性质和
化学性质。一般的设计思路是通过展示各类生活中的金
属图片来引入本节课,然后讲解金属的物理性质、化学
性质。 在探究金属的化学性质时,会设计学生分组实验,
引导学生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 开启学生的科学思维。
这样的设计思路存在两点不足：一是不能很好的激发学
生的学习好奇心； 二是在上课的 45分钟时间内无法展
示铁与稀硫酸反应生成的硫酸亚铁是浅绿色。
而在“金属的性质”这节课中,围绕“学起于思,思

源于疑,疑终于释”这一学习理念,将设计的“小刀与
硫酸铜溶液反应”的实验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既激
发了学生学习化学的好奇心, 又引导学生在观察、实
验和交流讨论中,带着愉快的心情去学习生动有趣的
化学,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一、设置悬念，激活思维
上课开始, 以展示一把崭新的小刀引入本节课。

学生很快认识到小刀的刀片是由金属铁制得的,具有
银白色的金属光泽；小刀的刀片比较薄,说明铁有良
好的延展性。接着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图片及学生已有
的生活经验,学生自主学习常见金属的物理性质。
接着再展示一把在溶液中的小刀, 它的表面呈

红色。

【老师提问】这把小刀怎么了？
【学生回答】小刀生锈了。
【老师追问】这把小刀真的生锈了吗？
【过渡】等大家认识了常见金属的化学性质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这把小刀是否真的生锈了。
设计意图： 预测到学生会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

回答出小刀生锈了。该实验巧妙的设置了悬念并很好
的过渡到常见金属化学性质的学习。
二、化解难点，促进思维
学生通过分组实验进行探究,认识到某些金属可

以与稀硫酸反应,且反应的剧烈程度不同。 老师指导
学生书写某些金属与稀硫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在认
识铁与稀硫酸反应生成硫酸亚铁和氢气这个反应时,
继续向学生展示那把“生锈的小刀”中的溶液,让学生
观察溶液的颜色,并讲解这就是硫酸亚铁溶液,它呈
浅绿色,给学生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

【学生质疑】这盛放小刀的溶液是什么呀？怎么又
会有硫酸亚铁呢？ 这小刀真的是生锈了吗？

【老师讲解】 在你学习了金属的另一个化学性质
之后,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了。
设计意图：铁与稀硫酸反应生成浅绿色的硫酸亚

铁这一实验现象在课堂上短时间内是很难观察到的，
又由于浅绿色的硫酸亚铁溶液是一个重要的实验现

象，这时大多数老师会选择直接告诉学生硫酸亚铁是
浅绿色的。 提前一天做好铁与硫酸铜反应的实验，上
课时就可以观察到生成的硫酸亚铁溶液呈浅绿色，给
学生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这比死记硬背硫酸亚铁是
浅绿色，印象要深刻得多。 同时又巧妙的过渡到了金
属与盐溶液反应的这一化学性质的学习。
三、探究解疑，发展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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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反思
传统的计算教学过于强调计算的应试功能,片面

追求计算的技巧,只重视方法、步骤的教学,学生很容
易陷入非真实化学问题及相应的解题技巧、单纯思维
的训练中,学生不能真正理解“为何要计算”、“如何来
计算”,并没有真正习得化学计算的能力。而新课程的
化学计算教学笔者体会到应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还原计算的本质,注重计算的生活应用和问题解决功
能,加强学生自我内化、自我建构的过程,让学生从不
同角度、不同侧面去应用计算来解决化学实验、化学
科学研究和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真正理解计
算的内涵和意义,以此实现更高层次的学习,形成重

要的学科思想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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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属与盐溶液反应的这一化学性质的学习中,
设计了学生分组实验。 课前布置每组学生带一把小
刀,如果带的是旧小刀,就用砂纸打磨。每一小组分发
一只小烧杯,并装有 20mL硫酸铜溶液。
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迫不及待的将小刀的金属部

分放入烧杯中,很快观察到小刀的表面生成了一种红色
物质。这时学生立即知道了老师展示的那把小刀不是生
锈了,而是与硫酸铜溶液反应后生成了一种红色物质。

【老师提问】谁能给这一实验取个形象的名字？
【学生回答】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铁刀变铜刀。
此时学生的学习热情达到了高潮, 踊跃回答,老

师给予肯定的评价。
【老师追问】这红色的物质是什么？大家能根据反

应物的化学式尝试着写出该反应的生成物吗？并说出
你的判断依据。

【学生回答】铜。
部分学生根据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的种类不变,来

推断这红色的物质是铜；还有一部分学生直接根据日
常生活中铜是紫红色的,而推断出这物质是铜。
给予肯定的评价后,并继续引导学生写出化学方

程式,指出该反应也生成了硫酸亚铁,所以溶液呈浅
绿色。这就很好的解释了前面展示的浅绿色的硫酸亚
铁的来源了。
同时讲解置换反应,并展示前一天浸入硫酸铜溶

液后的小刀,表面变红,并且小刀明显变小。
【追问】小刀变小的那部分哪去了？
【学生回答】与硫酸铜溶液发生置换反应,转换成

硫酸亚铁了。
设计意图： 在金属与盐溶液反应的这一知识点

中，设计了学生分组实验，让学生动手进行小刀与硫
酸铜溶液反应这一实验，既能充分的认识铁与硫酸铜
反应的实验现象，又能解开在本节课开始时设置的悬
念，前后呼应，符合学生的认知心理及认知过程。
四、再设悬念，拓展思维
天气转凉, 我们现在给小刀穿上了一件红衣,能

否给小刀再穿上一件银白色的衣服,让小刀顺利的渡
过寒冷的冬天呢？
设计意图： 由于置换反应这一知识点中涉及到金

属活动性问题， 在沪教版第七章盐溶液与金属反应这
一化学性质中还会详细的讲解。 所以在本节课的探究
活动中，只设计了铁与硫酸铜溶液的反应。 在后面认识
了金属活动性顺序之后， 再让学生设计实验验证金属
的活动性顺序，给穿上红衣的小刀穿上银白色的衣服。
这样的课堂小结不仅对本节课的知识点做了一

个回顾,形成了知识的完整性、课堂结构的完整性,还
再次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好奇心, 将课堂教学推向高
潮,获得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知识的内部联系和学生

认识发展的规律,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来引导,巧妙
的创设情境,设置疑问,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给学生思
维的时间和空间,使课堂像磁铁一样吸引学生参与并
思考,开启思维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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