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路方法

化学教学中的探究设计与能力培养

———

以

“

羧酸

、

酯

”

的教学为例

■

於宁宁

作为一门实验类学科———化学，它的产生与发

展都离不开对未知事物的追寻和对既存现象的本质

探究。作为科学的传道授业者，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

中要通过安全合理的探究设计， 提升知识接收者的

探究能力，再利用这种内在的认识事物的能力，去指

导探究新的事物和现象，以达到授业之目的。 在此，

笔者以“羧酸、酯”的具体教学设计为例，谈谈看法，

以飨读者。

本节知识与技能： 通过了解常见的羧酸及分类

（知识层面）， 了解同位素原子示踪法在探究酯化反

应机理方面的应用， 来掌握以乙酸为重要代表物的

羧酸的结构特征和性质， 掌握如何通过化学实验达

到研究物质性质的基本方法。

过程与方法：采用实验探究法，提高学生科学探

究能力，训练思维的严密性、逻辑性；通过新旧知识

的联系，类比归纳，培养学生分析推理、迁移扩展的

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让学生体会科学探究的艰

辛与乐趣，培养求实、严谨的优良品质。 让学生领会

化学与人类生活的密切联系， 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

积极性。

探究重点：乙酸的酸性和乙酸的酯化反应。

探究难点：乙酸的酯化反应。

具体教学过程：首先创设情境，以生活中我们常

常会吃到一些带有酸味的食物为例， 引导学生想一

下生活中与本节知识相关的实例有哪些。 进而通过

投影列举，如食醋含有乙酸，柠檬含有柠檬酸等，进

一步发起疑问：为什么它们都有酸味呢？引导学生思

考化学现象的本质是什么， 一般情况我们研究的思

路是什么，进而提出观察它们的结构。

结论：羧酸类有机物的官能团是羧基，低级羧酸

有酸味。

进一步提问：青苹果、未熟的香蕉，吃起来什么

感觉？成熟以后，会闻到香味，这种香味是什么物质？

自然引入探究的问题———羧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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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教学过程

（

羧酸

）

1.

定义

由烃基和羧基相连组成的有机物。常见羧酸，如

乙酸、硬脂酸、油酸、苯甲酸、乙二酸等。

分析得出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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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饱和一元羧酸的通式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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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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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类

按所含的羧基个数：一元羧酸、二元羧酸和多元

羧酸。

根据烃基的不同： 脂肪酸， 如乙酸、 硬脂酸

（

C

17

H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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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酸，如苯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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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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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渡：羧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我们今

天进一步学习羧酸的代表物乙酸的性质。

3.

乙酸物理性质

从颜色、状态、气味、沸点、熔点、溶解性等板书。

过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食醋可以除去在

水壶里的水垢，表现了乙酸的酸性。 为什么呈酸性？

解答： 乙酸分子中存在氧氢键断裂， 电离出

H

＋

（可逆过程，得是弱电解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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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性质

：

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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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问：同学们，谁能说出酸的通性？

学生思考并板书：（

1

）使石蕊试液变红；（

2

）与活

泼金属置换出氢气；（

3

）与碱发生中和反应；（

4

）与碱

性氧化物反应；（

5

）能与部分盐（如碳酸盐）反应。

过渡：醋酸可以和盐

CaCO

3

发生反应，醋酸和

CaCO

3

反应生成二氧化碳，请同学们试说出，这应用

了哪一个化学原理（强酸制弱酸原理）。

讲解：醋酸可以除去水垢，说明其酸性比碳酸的

酸性强。 前面我们学习了苯酚也有酸性，那乙酸、碳

酸、苯酚的酸性谁强呢？ 大家按提供的仪器（课本第

60

页的科学探究），能否自己设计出实验方案来证明

它们三者酸性强弱？

讨论与交流：教师综合、引导，帮助学生优化实

验方案，展示设计方案，讨论设计方案的可执行性。

二

、

科学探究过程

提问：根据酯化反应的定义，生成

1

个水分子需

要一个羟基与一个氢原子。 脱水时有下面两种可能

方式，你能设计一个实验方案来证明是哪一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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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脱羟基，醇脱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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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脱氢，醇脱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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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如果我们把乙醇的氧原子换成

18

O

，结果

在乙酸乙酯中检测到

18

O

， 证明方式

①

是正确的，即

酯化反应的机理是“酸脱羟基，醇脱氢”，这种方法叫

同位素示踪法。

总结：乙酸具有酸性和发生酯化反应，主要取决

于羧基， 在羧基的结构中， 有两个部位的键容易断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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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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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键断裂时，电离出

H

，使乙酸溶液呈酸

性；当

C

—

O

键断裂时，羧基中的—

OH

易被其他基团

取代，如酯化反应。 乙酸具有酸性和发生酯化反应，

是因为含有羧基，那么羧酸也具有羧基，故羧酸的化

学性质与乙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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