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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为人教版化学九年级下册第八单元课题2
“金属的化学性质”的第1课时，在教材中的位置安排

在金属材料之后。学生通过对九年级上册相关内容

的学习，已经具备了空气、氧气、水、碳及其化合物的

相关知识，本节课将对金属的化学性质进行研究，在

本节课学习之后，初中化学中所需要学习的元素化合

物的知识将进一步完善，同时本节内容也为后面将学

习的酸、碱、盐的知识奠定基础。

本节课为借班上课，学生人数 54人，分 27个小

组，平常的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较多，有一定小组合

作学习的基础，利于开展分组合作学习。通过化学九

年级上册的学习，学生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实验操作能

力，已经会通过实验的现象，分析实验的结论和目的，

已经初步具备观察实验、分析实验和解决实验中问题

的探究能力。因此，我主要采用实验探究加讨论的教

学模式，通过实验现象的观察让学生“眼见为实”；通

过学生之间的讨论，得出对金属化学性质的认识，并

归纳总结出判断金属活动性顺序的方法；最后通过一

则“假黄金”的新闻，让学生讨论生活中辨别真假黄金

的方法，把所学知识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做到学以致

用。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掌握铁、镁等常见金属与氧气的反应，了解

铝、铜等金属与氧气的反应。

（2）通过常见金属与盐酸、稀硫酸反应的现象，初

步学会运用金属是否能和稀盐酸、稀硫酸反应判断金

属活动性强弱。

（3）初步认识金属和金属化合物溶液的置换反

应，并能进行金属活动性强弱的简单判断。

2.过程与方法

通过科学探究活动，学会观察实验、能用图表和

化学语言表达有关的信息，获取科学结论的科学方

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体验合作学习的快乐，

增强学习化学的兴趣。

（2）保持对生活中化学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发展学习化学的兴趣。

（3）了解化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化学来源于生

活，服务于生活。

【教学重点与难点】

1.认识部分金属重要化学性质（与氧气反应，与

盐酸、稀硫酸反应及金属化合物溶液的置换）。

2.通过对实验事实进行筛选、分析、归纳、综合等

科学方法认识常见金属活动性的强弱。

【教学方法】问题情景→实验探究→得出结论→
练习巩固→联系实际。

【教学准备】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铝片、镁条、

铁钉、铜片打磨前后的对比样品（共六组）。

学生用品：铝片、铁钉、镁条、锌粒、铜片、铜丝、砂

纸、稀HCl、稀H2SO4、硝酸银溶液、硫酸铜溶液、硫酸铝

溶液、表面皿、试管、镊子。

【教学流程设计】

环节一 金属与氧气的反应

讨论Mg、Fe、Cu、Au和氧气是否反应，以及反应的

难易程度。

环节二 金属与稀盐酸或稀硫酸反应

Mg+2HCl = == === MgCl2+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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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2HCl = == === ZnCl2 +H2↑
Fe+2HCl = == === FeCl2 +H2↑
2Al+6HCl = == === 2AlCl3 +3H2↑
金属活动性：Mg>Al>Zn>Fe>Cu
环节三：金属与某些化合物溶液反应

Fe+CuSO4= == === FeSO4+Cu
2Al+3CuSO4= == === Al2(SO4)3+3Cu
Cu+2AgNO3= == === Cu(NO3)2+2Ag
环节四：学以致用

（1）黄铜是由铜与锌组成的合金，外观上类似于

黄金。不法商人常用黄铜冒充真金获取牟利，请你利

用今天所学的金属的化学性质区分真假黄金。

（2）请设计实验证明Fe和Cu的金属活动性强弱，

试剂自选。

【教学片段展示】

一、引入：金属与氧气的反应

教师引入：上课前老师给你们猜一个谜语：白皮

穿灰衣；遇酸放氢气；燃烧发强光；照明弹里装（打一

金属）——镁

师：在你面前的培养皿里面放置了镁条，你能找

到它吗？

生：找出表面是灰白色的（没有打磨的）镁条。

师：为什么你手上拿的镁条的颜色不是银白色

的？

生：镁在空气中容易与氧气反应，表面形成一层

致密的氧化膜。

师：用砂纸打磨一下，还原镁的本来面目看看是

不是这样？

师：你还学过哪些能和氧气反应的金属？

生：铁、铜。

师：请描述下铁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

生：火星四射，放热，生成黑色固体。

师：铜在空气中加热，会有什么现象？

实验：加热铜箔（学生操作，描述在变化中观察到

的现象）。

师：铝也是一种常见的金属，日常生活中我们常

用铝来做炊具，可是老师查找资料后发现铝的熔点为

660.4℃，煤气灶火焰温度为 1600℃左右，远高于铝的

熔点，为什么铝能做炊具？能否在书上找到答案？

师：氧化铝的熔点为 2050℃左右，它不仅使铝耐

高温而且使铝抗腐蚀，所以铝的应用非常广泛。

师：所有的金属都能和氧气反应吗？

生：真金不怕火炼。

实验：加热金饰。

从金属与氧气反应的难易启发学生思考金属与

酸反应时有没有难易的区别？这种区别有什么规

律？引导学生进入金属活动性的学习。

二、实验探究一：镁、锌、铁、铜与酸反应

示范：操作的规范（强调分工合作）

步骤1：在两个培养皿中分别分区放置锌粒、打磨

过的铜片、铁钉、镁条。

步骤2：分别倒入约半培养皿的稀盐酸和稀硫酸。

对比观察。观察重点：1.金属与酸是否反应。2.反
应产生气体的剧烈程度和气泡的多少。

汇报现象

师：描述一下你在实验中看到的现象（学生回答

时教师投影对应的学生实验现象）。

师：生成的气体怎么验证？

这是一个启普发生器，乳胶管一端连接了自制的

塑料漏斗，启普发生器中放了稀盐酸和锌粒，塑料漏

斗里放了泡泡水，我们用产生的气体来吹氢气泡泡，

并在点燃气泡时听见爆鸣声。

通过以上实验，让学生自己发现镁、锌、铁与稀硫

酸反应的不同。镁反应最剧烈，其次是锌，然后是

铁。铜不反应。教师再总结并提出新的问题：通过金

属和稀盐酸、稀硫酸的反应我们可以知道金属活动性

的大致顺序。如果两个金属都不和稀盐酸、稀硫酸反

应，我们能不能找到其他的方法判断它们的金属活动

性强弱呢？古语用“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来形容某个

化学反应过程，在我们以前的学习中，你有没有遇到

类似的反应？学生能想到是铁和硫酸铜反应。教师

用PPT给出方程式，并指出：铁和硫酸铜溶液反应生

成金属铜，说明铁比铜活动性强。这是我们另一种能

比较金属活动性强弱的方法：活动性强的金属能和活

动性弱的金属化合物的溶液反应，得到活动性弱的金

属。请同学用这个方法来探究铝、铜、银三种金属的

活动性强弱。

【教学反思】

通过本次公开课活动，让我在新课程理念、教学

设计、教学内容、呈现行为的有效性、实验方案的设计

与实施的有效性、观察指导学生学习的有效性等方面

得到了很多启发，现反思总结如下：

1.教学设计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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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曾说：影响学习的最

主要原因是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们应当根据学生

原有的知识状况去进行教学。本课的设计根据学生

已有的关于金属和氧气反应的知识出发，以此发现金

属与氧气的反应有难易，进而学习金属和酸的反应，

发现其反应难易区别，再考虑金属和化合物溶液的反

应，形成金属活动性顺序概念。

教学中我通过创设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展开探

究，通过问题链引导学生进行实验探究，从而获得实

验结论。如：一开始，我设计了一个过关小谜语，激活

了学生的思维，活跃了课堂气氛，也把学生拉入今天

讨论的主题：金属的化学性质。在介绍铝的性质时，

运用了一个小资料：铝可以做炊具，但铝的熔点只有

660.4℃，煤气灶火焰的温度有 1600℃左右，这是为什

么呢？引导学生进行书本的自学，找出答案。在学习

金属和酸反应的时候，利用氢气发现史的介绍，引入

学生实验，通过分组实验，让学生自己观察金属和酸

的反应，猜测生成气体并验证。在完成课堂教学后，

提出问题：黄铜（铜锌混合物）常被用来冒充黄金。请

你设计用化学方法鉴别真假黄金。这样的问题一下

子激活了学生的思维，大家纷纷献计献策，在热烈的

讨论气氛中巩固了今天学习的主题——“金属的化学

性质。”通过问题的讨论，让学生充分认识化学是来源

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的。

2. 突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本课以学生科学探究为主线，给他们充分时间去

实验探究，同学们经历观察、分析、推理等过程，得到

规律的本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学生主体作用

明显。本课中还由生活常识创设情景，激励学生探究

热情，学生能主动参与探究活动，学生的思维得到真

正的锻炼，体现其学习的主体角色。为了学生有充分

时间探究，教师做了大量课前准备工作：（1）课前复习

了有关金属的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和对已知金属在氧

气中燃烧现象的复习。（2）提前做好四种金属打磨前

后的金属样品供学生观察。缩短金属和氧气反应的

教学时间。（3）用培养皿代替试管，节省学生取酸液

的时间。（4）事先打磨课上用的铝片、铜丝、铁钉、镁

条等。本课还充分借助实物、录像、图片、动画加强

学生直接感官认识，在探究实验的基础上联系生活，

增做小实验如金戒指在空气中加热和加热铜片等，

激发学生探究热情。需要改进之处，增强小组合作

学习、小组成员评价研究，进一步调动学生积极性，

由单一的师生互动向生生互动转化，真正让学生成为

课堂主角。

3. 教学中有待优化之处

（1）教学中，学生讨论设计实验方案和学生根据

设计的方案进行探究等活动在课堂上都相对难以驾

驭，例如：金属与酸的反应。我设计了盐酸分别与

镁、铝、铁、铜的分组探究实验。学生在实验中不同

的组的实验速度不同，不仅要让每个学生充分地动

起来，而且讨论实验进行得紧凑实在，还需要想些办

法。

（2）我把金属与氧气的反应和金属与酸的反应确

定为本节课的重难点，把金属活动性顺序表和置换反

应的概念放在第二课时，这样的设计虽然有利于巩固

金属与氧气反应的知识，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属活

动性顺序教学的完整性。

（3）时间上的控制：在金属和氧气反应和学生分

组实验环节用的时间过多，所以在最后的应用环节时

间不够，如果前面的各环节更加紧凑些，这样效果会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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