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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研究 基础实验“常见金属的性质”的优化设计
江苏省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215021 汪 英 缪 晨

研读新课标和新教材 2012 年沪教版新教材

中的基础实验 4 的相关内容后，发现教材中该实

验的设计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优化

设计了基础实验 4———“常见金属的性质”。设计

后的实验通过了苏州市区 100 多位初中化学老师

的操作验证和研讨，获得肯定与好评。
一、原有实验方案的不足

( 1) 实验基本观察点不明确，尤其是金属与

稀酸的反应，由于学生的经验不足，观察时会遗漏

重要的实验现象。金属与氧气、金属与稀酸反应

的重要方程式未要求学生写出。
( 2) 铁钉是生活中很常见的金属，本实验中

的常见金属选用铁钉合情合理。但未引导学生辨

析铁钉不是纯铁，而是铁的合金，其硬度不代表纯

铁的硬度，故易引起学生对纯铁硬度的错误认识。
未充分利用实验信息，适时提炼出合金仍具

有金属特性，让学生对合金有个较清晰的认识。
( 3) 实验目的 2 要求学生初步理解金属活动

性强弱，但在金属与稀酸反应的实验过程中，未引

导学生通过对比剧烈程度归纳金属的活动性。
( 4) 由于铝表面氧化膜的致密度、厚度、打磨

深度及铝形成氧化膜的速度等因素影响，实验中

发现在较长时间内即使打磨处理过的铝与稀酸反

应的速度还是不及锌。把铝和锌放在一起对比会

造成学生错误地认为铝的活动性比锌弱。
( 5) 同种金属分别与等氢离子浓度的稀盐

酸、稀硫酸反应速度的不同，未引导学生观察和分

析。
( 6) 有氧化膜的金属接触稀酸后还是会冒气

泡的现象，未适时引导学生捕捉并分析原因。
( 7) 金属锈蚀条件的探究，需要几天甚至一

周时间，不可能在一节课内得出结论。
二、实验方案的优化设计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优化设计了“常见金属

的性质”的实验方案。
( 1) 把实验过程编制成表格。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并在表格中明

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上明确学习目标，

在分组时控制小组间的差异，让每一个学生都享

有一样的学习和成功的机会。如在学生分组实验

中，初始时互相比较设计实验方案，选择最优实验

步骤; 实验操作过程中，在实验观察及实验评价等

方面，学生之间可以相互交换以达到取长补短在

实践中发现规律，提高自身的思维品质，优化知识

网络。
五、联系生活实际，创设探究情境

在各种新闻媒体中，化学方面的报道常有涉

及。教师可以选择其中的相关内容，融合到课堂

的知识情境中，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

如，2013 年 9 月 4 日江门市区西环路一工厂内的

一辆满载液氨的槽罐发生泄漏，槽罐车当时满载

着高浓度的液氨进入工厂，正准备将液氨倒入工

厂专门储藏液氨的槽罐。工作人员闻到一股刺鼻

的气味，立即停止作业对槽罐车进行检查，发现槽

罐车的底部出现液氨泄漏现象。据现场抢险人员

初步调查，车体没有被撞击过的痕迹，该槽罐车的

液氨突然出现泄漏，很有可能是槽罐车的胶垫老

化所致。所以，常给学生联系实际讲一讲相关报

道，有助于学生理解化学，加深印象。
学生们在阅读了该报道后，加深了对氨的了

解，强化了化学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意识。同时，

也对化学药品的泄露的危险性有一个清晰的了

解。在这里，也可以进行情感教育，在对化学药品

的运输和处理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性，也使学生对

社会增添责任感。
创设化学学习情境有利于改变现有的教学模

式，提高学生学习的针对性，达到情感态度教育的

目的。无处不在的化学情境，只要我们善于去发

现去利用，就能让化学课堂增加新的活力，发挥新

的动力。
( 收稿日期: 2014 － 05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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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验内容”，便于学生操作; 细化“基本观察

点”，引导学生较全面地观察实验现象，重视化学

反应伴随着热量的变化，了解到金属与酸的反应

是放热反应; 增设“实验结论”栏目，要求学生分

析实验现象、得出结论，并点明实验结论就是“基

本知识点”( 有反应发生则要求学生书写化学方

程式) ; 增设“基本操作点”，便于学生把握操作要

领。
侧重基础的实验过程完成后，增加“实验探

究点”，引导学生深入挖掘现象本质，辨析概念、
开发思维。

( 2) 本想对比铁钉与纯铁的硬度，但由于纯

铁材料难以觅得，就改成了易得的黄铜片( 实验

用品上交代清楚是含铜合金) 与紫铜片( 实验用

品上交代清楚是纯铜) 的硬度对比实验，并在实

验探究中给予呼应: 分析日常生活中的铝制品和

铜制品与该实验中的铝片和紫铜片在硬度上的差

异原因，从而澄清硬度大的铁钉是铁的合金而不

是纯铁，防止认识偏差。并把合金与其组分金属

在熔点上的差异作为探究列出引发学生思考、设
计，开拓学生的思维。

继而在实验探究中请学生结合实验现象分析

出合金具有金属的特性。
( 3) 几种金属与同种酸反应结束后，要求学

生适时把金属的活动性强弱明确归纳在对应的

“实验结论”栏目中。
沪教版教材中，金属的性质属于第五章内容，

而到第七章学生才系统地学习酸、碱、盐知识。故

教材第五章内容中，在学生通过与稀酸反应感受

到铁的活动性强于铜后，只是简介了铁与硫酸铜

溶液的反应，并没有归纳出活泼金属置换盐溶液

中的不活泼金属的规律性知识。考虑学生的知识

起点和教材编排的用意，利用金属与盐溶液的置

换反应设计实验证明金属的活动性强弱不宜深化

展开，只在实验探究中针对具体的铁和铜供学生

思考设计。
( 4) 为节约金属样品、节省时间，单面打磨的

镁条、铝片、锌片、紫铜片用于整个实验流程中的

观察外观、测导电性、试硬度、加热; 与酸反应的金

属，都采 用 与 前 面 实 验 完 全 一 样 的 小 样 ( 不 打

磨) ，并在实验过程中注明所用金属的出处。但

由于铝表面氧化膜的干扰，铝与稀酸反应的真实

速度短时间内无法呈现，故几种金属与同种稀酸

对比反应速度时把铝抽出。
但铝能与稀酸反应的事实还是应让学生感

受，综合考虑后，增加一个对比实验: 打磨过的铝

与稀盐酸分别在常温下和加热条件下的反应。并

在实验探究中引发学生深层次思考，进一步让学

生掌握金属与酸的反应是放热反应。
( 5) 选择锌片分别与稀盐酸、稀硫酸反应，观

察反应速度的差异。而就学生所能理解的控制变

量的思想，实际操作时会取等体积的酸，经过计算

配制 15% 的稀盐酸、20% 的稀硫酸以保证氢离子

浓度基本相等。经过几次金属与稀酸的反应，学

生初步感受到稀盐酸与稀硫酸的共性和差异之

处。并在实验探究中引发学生进一步思考，为第

7 章的酸的性质学习做一个铺垫。
( 6) 实验中选用未经打磨的金属与稀酸反

应，并设计实验探究，希望学生对酸能与金属氧化

物反应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同样为酸的学习做一

个铺垫。
( 7) 金属锈蚀条件的探究，设计成两组学生

提前操作好后放在教室中，请每位同学每天观察

并记录。这样处理既节约了药品和时间，而且全

班同学观察同一种样品，又便于相互对照、讨论。
( 8) 最后通过实验探究，希望学生能设计出

加快铁与稀酸的反应速度的多种方法: 稀硫酸换

成稀盐酸、加热、铁钉换成铁粉、提高盐酸浓度等，

通过对知识的运用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三、实验验证与研讨

2013 年 3 月 19 日，在苏州市平江中学，苏州

市区 100 多位初中化学教师对本文优化设计的基

础实验 4 进行了实验验证和教学研讨，赞许了实

验的选材严谨，实验效果达到预期，惊叹不但是加

热铝片、连加热锌片都出现了一层固体薄膜包裹

一包红色液体的现象。肯定了优化后的实验方案

立足于学生层面、难度适中、步骤清晰、流程简约、
观察点明晰、便于学生操作和观察，又有合理的拓

展提升、开拓了学生的思维，对学生的实验设计能

力起到一定的锻炼作用。
( 收稿日期: 2014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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