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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研究 金属钠及其化合物章节教材分析

———基于人教版与苏教版的比较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 350000 周晓敏

一、两版教材“金属钠及其化合物”章节的比

较分析

1． 概念呈现形式的比较

概念学习是学生学习新知识的第一步，而概

念的引入和呈现极大地影响着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和使用。为了使学生对概念有更好的理解与认

识，概念的引入与呈现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以“金

属钠及其化合物”章节为例，对苏教版和人教版两个

版本的概念呈现形式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人教版采用“金属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饼

状图来引出以化合态在自然界中存在金属元素的

化学性质的三个思考问题，引导学生对金属的化

学性质概念的主动思考，利用四张金属发生化学

反应的图片，让学生能够通过图片直观的了解金

属的化 学 性 质。在 金 属 钠 的 化 合 物 部 分，采 用

“实验引出概念”的方式来呈现。
苏教版采用的是直接通过呈现“钠”的原子

结构示意图和离子结构示意图来解释金属钠的性

质，通过建立“结构决定性质”的观念来引出概

念。在金属钠的化合物部分，采用的也是“实验

引出概念”的方式呈现。
两个版本在概念呈现上各有特色，苏教版将

金属钠及其化合物结合在一起讲解，让学生在学

习金属单质的化学性质之后能够直接进入其化合

物深层次的学习，使学生更容易产生学习迁移，更

加轻松的掌握知识。而人教版则是将金属的性质

与化合物的性质选择分开来讲解。在上完所有金

属的化学性质之后，再回过头来逐个学习其化合物

的性质，考验学生的知识记忆以及知识储存能力。
2． 实验呈现形式

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新课程高中化学中，

化学实验是十分重要的教学内容，同时它又是新

课程倡导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的载体。化学实

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化学概

念、理解化学基础理论、掌握化学知识和技能、培
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价值观，帮助学生发展思维

能力，训练实验技能，从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科学

素养的目的。本文以“金属钠及其化合物”为例，

对苏教版与人教版的实验进行对比分析。
人教版在金属钠的性质介绍上一共采用了三

个实验( 实验 3 － 1、实验 3 － 2、实验 3 － 3) 分别是

常温下金属钠与氧气的反应、金属钠与氧气的加

热反应、金属钠与水的反应。通过让学生自己动

手做实验使学生能直观地对金属钠的化学性质有

一个深刻的理解。在钠的重要化合物模块中一共

使用了三个实验( 实验 3 － 5、科学探究、实验 3 －
6) ，其中探究实验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并记

录实验现象，通过比较实验现象来探究碳酸钠与

碳酸氢钠的性质。这种探究性实验有助于学生自

主获取知识和技能、体验和了解科学探究的过程

和方法、形成和提高创新意识、树立科学价值观。
苏教版在金属钠的性质与应用部分采用的是

“观察实验”，让学生观察三个小实验的实验现象

来获取知识并给出结论以及书写化学方式。这种

通过让学生观察实验现象来获取知识的方法，在

一定程度上有不可否认的直观性，但是考虑到教

材中所观察的三个小实验并不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以及操作步骤也相对简易，采用观察法不利于培

养学生未来进入本科阶段的动手能力。在钠的化

合物性质探究部分，首先在碳酸钠的性质与应用

部分，教材要求学生按照给出的步骤完成“活动

与探究部分”的四个小实验( 实验 1、实验 2、实验

3、实验 4) 并根据实验现象完成化学方程式的书

写。其次在碳酸钠与碳酸氢钠性质比较部分，教

材要求学生根据给出的性质对比表来设计一个实

验方案，区别碳酸钠与碳酸氢钠固体。这种实验

呈现形式，相对比较新颖，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

案，打破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自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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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案去验证已有的结论，不仅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而且有助于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

学态度的培养。
3． 习题设置形式

习题也是化学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巩

固和强化知识的作用，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

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习题的编制是由教学

理论知识到学生解答习题之间的过渡，具有承上

启下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本文以“金属钠及

其化合物”为例，对苏教版与人教版的课后习题

进行对比分析。
人教版在金属钠及其化合物的习题设置中，

有以下几种题型: 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和方程

式书写题。经统计数量如表 1:
表 1 人教版题型数量分布表

题型 选择题 填空题 计算题 方程式书写

数量 3 1 1 1

苏教版在金属钠及其化合物的习题设置中，

有以下几种题型: 选择题、计算题、方程式书写题

和实验设计题。经统计数量如表 2:
表 2 苏教版题型数量分布表

题型 选择题 填空题 计算题 方程式书写

数量 3 2 3 3

相比两个版本的教材，可以明显看出，习题总

体数量都不多。人教版的题型以常见的选择题、
填空题、计算题等为主要形式呈现，涉及金属钠及

其化合物的化学方程式书写题也仅有一题，数量

太少，而化学方程式又是高考中最喜欢考的内容，

所以在数量上相对太少了不足以让学生对知识有

更多的巩固。相比人教版，苏教版的方程式书写

题有三题，在数量上稍比人教版的多了两题。在

习题的题型上，苏教版比人教版更加新颖。实践

性习题的引入，极大的丰富了习题形式。总之，经

过两个版本习题设置的简单比较，两个版本的习

题数量均不多，但是苏教版在题型上更加的注重

科学探究和能力培养。
二、两版教材“金属钠及其化合物”章节教育

价值的分析

1． 有助于学生的金属应用意识

在《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2017 ) 版》的内

容标准中，明确要求要让学生了解金属在生产、生

活中的应用。金属的应用十分广泛，涉及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通过对金属的化学性质的学习，能够

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金属腐蚀以及金

属在生活中的安全使用等问题。两个版本的教材

均涉及金属钠的保存方法学习，苏教版更是运用

“化学史”介绍了金属钠的单质可以在金属冶炼、
电光源研制、新材料开发 等 领 域 大 显 身 手 的 作

用。
2． 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结合理念的渗透

化学学科是一门要求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课

程，人教版与苏教版在金属钠及其化合物的概念

介绍中，均有采用“实验引出概念”的方法，让学

生在动手实践中，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记录对

概念有一定的理解。实质上是将抽象的概念与具

体形象的实验现象的联系转化，从而达到化难为

易，化抽象为具体的目的。有助于学生的有意义

学习，培养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3． 有助于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的培养

在《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2017 ) 版》的内

容标准中提到的五个学科核心素养中，素养四为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要求学生认识科学探

究是进行科学解释和发现、创造和应用的科学实

践活动; 能发现和提出有探究价值的问题; 能从问

题和假设出发，确定探究目的，设计探究方案，进

行实验探究。人教版在实验呈现中就涉及到一个

探究性实验，要求学生根据自己所做的实验并比

较实验现象来探究“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的性质。
苏教版不仅在实验中要求学生根据给出的性质设

计实验方案，而且在习题中也涉及到两题的实验

设计题。均体现出在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培

养的教育价值。
本文通过对比人教版与苏教版“金属钠及其

化合物”章节的教材，从“概念呈现形式、实验设

呈现形式、习题设置形式”三个层面出发分析两

个版本的教材内容，并对两个版本的教育价值进

行了简单的分析。本研究的遗憾在于没能对使用

两个版本的学生进行一个教学测量与评价，通过

反馈数据来对两个版本的教育价值加以更深层次

的分析。
( 收稿日期: 2018 － 02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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