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实验教学

“水的组成”教学设计与实验改进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水果湖中学（430072） 高建萍

! 对教材的分析和处理

“水的组成”是初三化学第三章第二节

的内容，如何在课堂教学中精心设计，以期

达到全面提高和培养学生能力，是我们在备

课中要十分注意的。

水又是学生非常熟悉的物质，因而完全

可以依照氧气物理性质的叙述顺序，从其颜

色、状态、气味、味道、沸点、密度等依次

由学生总结出来。但是，要特别提出：通

常，同一种物质在固态时的密度大于液态时

的密度，但水是一个特例。在101KPa、4 C
时其密度最大，所以水结冰时，体积会膨

胀，冰会浮在水面上。在此可因势利导，引

导学生讨论，如果冰的密度大于水，那么将

会给水生生物和周围环境造成什么后果？所

以冰的密度小于4 C时水的密度恰恰就是自

然界生态平衡的一个客观规律，这样，就将

物质的物理性质的知识与自然环境的客观规

律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在本节课的设计中，我还做了以下引

伸：

1. 1 电解水的实验中在电极负极与正极产

生的H2 与0 2 的体积比，理论上应为211 ，

但在实验中，实际所得 H2 与 0 2 的体积比

却大于211 ，此时引导学生从H2 与 0 2 在相

同条件下的水溶性去思考。

1. 2 电解水实验的反应条件是通直流电，

引导学生讨论电解水时是否可以通交流电，

如果通交流电，是否可以分别收集到纯净的

H2 和 0 2 。

1. 3 实验得知：电解水时，产生的 H2 与

0 2 的体积比为211 ，查相关资料!H2 与 0 2

在标准状况时的密度分别为 0. 09g／L 与

1. 429g／L，从而可以计算出水中氢元素与

氧元素的质量比为118 ；"已知氢原子与氧

原子的原子量之比为1116 ，从而推出水中

氢原子与氧原子的原子个数比为211 ；#若

已知水的式量为18 ，则可以顺利推出水的

化学式是 H20 。这样，不仅仅是在教学中

注意到了学生思维能力、知识运用能力的培

养，并可以根据以上简单的推导过程启示学

生：一切物质的化学式都是根据定量的实验

结果测定计算出来的，而不是凭空臆造的。

" 课堂教学中的教学手段和实验设置

化学实验既是化学课堂教学内容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化学教学的基础，同时也是

提高化学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相应化学实

验的设置，对学生接受新的知识，更加熟练

的掌握课本内容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电解水

的实验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根据实验的现

象和对电解水的产物确定，可以准确地得出

结论：水是由氢、氧元素组成的。在本节课

的教学设计时，对课本所设置的电解水的实

验有所改进，先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解水装

置，如图1 所示：

实验时，引导学生观察现象，并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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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现象去认识反应的实质及反应中有气体生

成，从而得出：电解水可产生气体的结论。接

着更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如果要比较水电

解过程中，两个不同电极上产生气体的体积

比是多少及确定产生的何种气体，以上装置

显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应从哪一个

角度考虑改进实验装置呢？经过同学们的讨

论一致认为，必须将气体收集起来，才可能比

较气体的体积，才能检验确认产生的气体是

什么。这样，电解水的装置应是可分别收集

电解时正极、负极产生的气体，并方便将其导

出进行气体检验的仪器，即水电解器，从而通

过两极产生的气体检验得出结论：水是由氢、

氧元素组成。以上课堂教学过程就是从观察

实验入手，逐步深入，使学生在确定实验目的

和目标后，对实验装置的设计及取用原则，对

如何选择、改进实验装置，有了初步的认识，

而由简到繁的阶梯式的实验装置设计，也是

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的。在这个实验中，贯

穿着对学生思维能力、实验能力的培养，从而

达到了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素质提高的目的。

另外，在本节课中还使用了多媒体辅助教学

及实验录像等先进的教学手段，如设计了水

分子在通电时分子分解生成氢、氧原子，氢、

氧原子分别两两结合生成H2 、O2 分子的动

画课件，使学生对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在化

学变化中的可分性及不可分性有了更深的感

性和理性上的认识，也就很轻松地得到结论：

在化学变化中分子可分，原子不可分。

收稿日期：1999-11-25

小学实验教学

“水的浮力”实验的改进

湖北省武穴市师范附小（435400）
陈美祥

湖北省六年制小学自然课本第五册中

“水的浮力”一课是用四个实验让学生通过

实践来认识“在水中浮着的物体都受到一个

向上的浮力。”前面三个实验学生会做、会

说，效果也很好。最后一个实验是：用橡皮

图!

筋吊着土豆（见图

1），量一量橡皮筋在

空中和水中吊着土豆

的长度有什么变化？

说明了什么？由于学

生用橡皮筋吊土豆时

有的吊不稳，而在量橡皮筋的长度时有的也

量不准，所以我作了如下两种改进：

图"

1 用橡皮筋吊着钩

码（见图 2 ），将橡

皮筋的上端挂在木条

的钉子上，这样便于

量出橡皮筋在空中和

水中的长度。

图#

2 如果有条件的话

这个实验还可以用弹

簧秤、粗棉线代替直

尺、橡皮筋（见图

3），这样做学生容易

吊稳土豆，实验现象

也容易在弹簧秤上直

接观察出来。

收稿日期：199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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