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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的化学性质的教学案例

于俊花

孝义中学 山西孝义 032300

摘 要:经过初三一年的化学学习,学生对元素化合物方面的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在高一阶段学习完氧化还原反应
和离子反应后,又开始学习元素化合物知识,学生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掌握了学习方法,如:实验观察、归纳总结、宏观和微观相
结合分析等等。 但缺少练习,更重要的是其中实验探究方面的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本章金属及其化合物知识实验较多,且现象
比较明显,学生在实验探究方面的能力加强了,很多重要的知识就可以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实验探究的方式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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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初中化学中介绍的金属主要是铝、铁和铜,金属的
性质以物理性质为主,化学性质只提及铁与氧的反应,同时介
绍金属活动性顺序,使学生初步了解金属与酸或盐反应的规
律。 金属还有哪些化学性质? 如何探究这些性质? 这些问题
通过实验探究、图画和讨论等途径逐步引出,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本节课主要引导学生用氧化还原反
应的思维确定钠和水的反应产物并实验验证。

【过程】
【师】下面我们来一起总结钠和水反应的实验现象并仔细

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
【学生总结】钠浮在水面,熔成小球,四处游动,发出嘶嘶的

响声,向反应完的溶液中滴入酚酞发现溶液变红。
【师】总结的很好,大家可以解释原因吗? 为什么钠会浮在

水面? 为什么会熔成小球? 溶液为什么会变红?
【生】因为钠的密度比水小,且钠和水反应是放热反应,钠

的熔点较低,放出的热量使钠熔化。 溶液变红是因为生成了
碱,按照质量守恒定律应该是氢氧化钠吧。

【师】为什么会四处游动呢? 还伴随嘶嘶的响声?
【生】好像有一股力量推着它四处游动,那个嘶嘶的响声应

该是冷热交替出现的现象。
【师】这个推测很好,这股神秘的力量就是这个反应生成的

气体。 那么大家再仔细想想,这种气体可能是什么呢? 并用理
论去解释你的猜想。

【生】这种气体可能是氢气或者氧气。 但是该用什么理论
来解释猜想,我不知道。

【师】钠是一种金属元素,钠单质反应完后化合价会怎么样
变化? 它是否是一个氧化还原反应? 如果是,能否预测它的另
一种产物?

【生】钠的化合价升高了,因为钠变成了氢氧化钠失去了电
子,根据氧化还原反应中得失电子守恒和化合价升降守恒,所
以肯定有一种元素会得电子的化合价会降低,而水中氢元素为
+1 价,氧元素为-2价,能降低的只有氢元素了。 所以另一种产
物应该是氢气吧?

【师】回答的很好,说明大家已经在尝试着把学过的知识应
用起来解决出现的问题。 那大家能设计实验验证你们的猜想
吗? 以小组形式设计出实验所需的药品、仪器、原理以及装
置图。

【生】小组讨论,设计实验。
【生 1】提出问题 1:要想验证气体是氢气还是氧气需要收

集起来,但是钠和水反应会四处游动,如何把钠固定下来?
【生 2】提出问题 2:如何收集气体? 收集到哪里?
【生 3】提出问题 3:如何验证气体是氢气还是氧气? 直接

将带火星的木条伸入收集好的气体中,如果复燃就是氧气,不
复燃就是氢气行不行?

【师】现在关键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第一个怎么把钠给固定
下来。 由于钠块会在水面自由移动,我们可以用一个实验仪器
固定它,或者让它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中反应即可,大家有哪些
好办法?

【生】好像可以用镊子夹住。
【师】很好,但是由于钠和水反应太剧烈,咱们可以用干燥

的铝箔包住钠,并在铝箔表面用大头针扎一些小孔,以便使钠
可以和水接触,然后用镊子夹住铝箔即可。 那按照这个思路该
怎么去解决后面的两个问题。

【生】如果用镊子夹住钠块固定在水中,就可以在钠块上方
放置一个装满水的倒置的试管,并将钠块伸入试管内,这样就
可以通过排水法收集气体。 当反应结束后可以用大拇指堵住
管口将试管取出并验证其中的气体。

【生】我认为检验气体时不能用带火星的木条,万一气体是
氢气容易爆炸引发安全事故,最好做爆鸣性实验,如果听到了
爆鸣声,证明是氢气,如果不是的可以再收集气体检验是否为
氧气。

【师】总结的太好了,把安全考虑进来非常有必要,在进行
化学实验时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安全。 不过这个实验方案并不
太好,因为后来我们要学习到在这样一个装置中还涉及到另一
个反应,也会生成气体。 所以我们换一种思路,是不是一定要
把钠固定下来呢?

【生】可不可以像实验室制二氧化碳一样,把药品装在试管
中进行反应,然后依然用排水法收集气体并进行检验。

【师】可以,但是应该怎么样加药品,或者能否做一点小
改进?

【生】前面说到可以用大头针扎眼,那我觉得可以将把大头
针扎在已安装导管的单孔橡胶塞上并把大头针的针头露出橡
胶塞,扎上钠块,试管中装上 3 ／ 4 的水,然后塞上已准备好的橡
胶塞,组装好装置进行实验时,可以把大头针拔出来,这样反应
就开始了。

【师】这个想法非常好,不过忘记了一点,实验前应该检查
装置的气密性。 好,基本思路已经清晰,下面自己动手实验,验
证这种气体究竟是氢气还是氧气。

【反思】这节课突出“自主、合作、探究”的课堂教学理念。
以学生进行课堂实验探究为主,并结合现象观察、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合作讨论、解决问题。 教师协助归纳总结为辅。 培养
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训练学生实验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实验观
察、归纳总结能力。 促进了学生团体协作。 并让学生体会探索
科学的乐趣。 突出新课标的理念,重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和兴趣。 在教学中,是通过钠与水的反应的观察归纳出金属钠
的性质,引导学生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归纳,从而达到能
力的提升,通过演示实验和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激发了学生
的兴趣,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注重基础,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较为轻松,课后反馈良好。 整堂课使学生身处于带有悬念和疑
问的情境中,激活学生的求知欲和主动性。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采用科学探究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探
究实验得出结论,最后解决问题。 使学生在学习化学知识的同
时还能了解以科学探究为手段的研究问题的方法。 联系生活
实际。 需要改进的地方及今后的努力方向。 (1)由于授课过程
中对教学环节的时间控制不好,导致后半节内容没有完成,使
本节课不能尽善尽美。 (2)提问太多,减少了学生的互动讨论
的时间,从而影响了课程向前推进。 (3)师生互动的质量有待
提高,尽量要做到精讲、精问。 总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继续
锻炼自己的教学技能,积累教学经验,升级教育思想,成为一名
新课改形式下的合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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