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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理念
新课程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建构起学生自己动

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逐步改变
以教师、课堂和课本为中心的局面,促进学生创新意
识与实践能力的发展。 “食品中的有机化合物—乙醇”
是苏教版高中《化学 2》专题 3第二单元的内容,学生
在初中化学的学习中已经初步掌握了乙醇的组成、乙
醇的燃烧及乙醇的主要用途等知识,因此本节课的教
学采取从日常生活入手,感受乙醇的物理性质并进行
归纳,通过实验进一步体会乙醇的溶解性；从钠与乙
醇的反应分析乙醇的分子结构,体现从性质推测结构
的化学思想；再从乙醇的分子结构分析乙醇的催化氧
化反应,启发引导、实验探究、讨论总结。 形式上采用
从生活中认识乙醇, 再回归到生活中乙醇的有关应
用,内在上培养学生解决化学问题的思维能力,建立
学以致用的化学思想。
二、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
（1） 了解乙醇的物理性质和在生产生活中的应

用。
（2）认识乙醇的分子结构特点和了解乙醇的主要

化学性质———与钠的反应、氧化反应。
2. 过程与方法
（1）通过揭示问题,讨论释疑,学习对比,分析推

断等方法培养科学探究的能力。
（2）通过探究实验,规范操作,全面培养和提高实

验能力、观察能力和对实验现象的分析能力。

3. 情感态度价值观
（1）体会科学探究的艰辛与乐趣,认识化学与人

类生活的密切联系,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
（2）通过新旧知识的联系,培养知识迁移、扩展的

能力,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望；通过
实验,培养求实、严谨的优良品质。
三、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乙醇的结构和化学性质。
难点：乙醇结构与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教学过程
[情境引入]同学们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有时会

把圆珠笔油碰到皮肤上,同学们检查一下手上有没有
圆珠笔油。 如何快速地处理干净呢？ （学生讨论）
今天老师来教大家一种方法。大家从每组学生的

实验用品中取出棉签,蘸取贴有“清洗液”标签的溶
液,在碰有圆珠笔油的皮肤上擦拭,看看效果如何？

（实验用品提供圆珠笔,方便学生体验）
[引导过渡]这种“清洗液”能快速方便地清洗掉

皮肤上沾有的圆珠笔油污。 请问,这种液体擦拭在皮
肤上有什么感觉？ 是否与生活中的某些经历似曾相
识？

[学生活动]皮肤有凉飕飕的感觉,与打针注射之
前在皮肤上涂抹消毒液的感觉相似,也能闻到类似的
气味。

[引导过渡] 医疗消毒常用体积分数为 75％的酒
精,老师刚才给大家提供的“清洗液”就是酒精,学名
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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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通过生活中的情境创设疑问，引入课
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让学生形成化学源于生
活并服务于生活的价值观）

[引导过渡]在刚才的体验活动中,同学们能发现
乙醇的哪些物理性质？ 再补充乙醇的其他物理性质。

[学生活动]分析、思考、归纳、总结。 乙醇通常情
况下是无色、有特殊香味的液体,密度比水小,沸点
低,易挥发,能和水以任意比互溶,能溶解多种无机物
和有机物。

[引导过渡]乙醇除用于消毒,还有哪些用途？
[媒体展示]1.各类酒精类饮料；2.酒精灯和乙醇

汽油；3.乙醇作为燃料应用于飞机的简短视频。
（设计意图：启发同学们从生活经验出发，感受物

质的性质。使学生产生对乙醇的兴趣，了解其用途。在
做燃料方面，乙醇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有良好的应
用前景，但也有缺点，使学生形成辩证的科学态度。 ）

[引导过渡]现在有三瓶无色液体,为煤油、乙醇、
水。 不另提供药品,如何鉴别它们？

[学生活动]学生按小组分析、讨论,小组代表交
流结论。

[学生甲] 可以通过气味来鉴别它们。 水没有气
味,乙醇有特殊香味。

[引导过渡]煤油是什么气味呢？同学们回忆一下
在什么地方曾经接触过煤油？

[学生乙]钠保存在煤油中,气味感觉和汽油差不
多。 和水、乙醇肯定有明显区别。

[引导过渡]很好！ 同学们很善于观察。 大家再想
一想还能怎么做？

[学生丙]可以通过溶解性,将它们相互混合,根
据溶解的情况判断。

[教师演示]很好！现在老师将三瓶无色液体分别
编号 1、2、3。 第一支试管：1号液体和 2号液体互溶；
第二支试管：2号液体和 3号液体互溶；第三支试管：1
号液体和 3号液体分层。 请大家思考,能得出什么结
论？

[学生丁]2号液体是乙醇。因为乙醇和水、煤油都
能互溶。 1号和 3号是水和煤油。 具体哪个是水不知
道。

[学生戊]可以判断。可以向第三支试管中继续加
1号液体,看哪一层的液体增加。 如果下层增加,那 1
号液体就是水,如果上层增加,1号液体就是煤油。

[引导过渡]很好！同学们巧妙地利用了三种液体
的溶解性和密度解决了问题,说明大家很善于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
（设计意图：从实验现象体会乙醇的溶解性，能溶

解多种无机物和有机物，是重要的有机溶剂，让学生
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在相互补充和完善的同时培养学
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

[引导过渡]初中化学告诉我们,乙醇的分子式是
C2H6O,那么它的结构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探究。

[活动探究 1] 向小试管中加入约 1mL的无水乙
醇,从试剂瓶中取出一小粒钠,用滤纸吸干表面的煤
油,投入无水乙醇中,观察实验现象并完成下表。

[学生总结] 钠可以与乙醇反应生成无色无味的
气体,钠在液体底部,当表面附有较多气泡时会因为
浮力作用上升到表面,但随后又下沉。钠没有熔化,也
没有明显的声音,反应不如钠与水反应剧烈。

[引导过渡]请大家根据钠分别与水、乙醇反应的
现象以及钠保存在煤油中归纳填表。

特点[学生总结]煤油是碳氢化合物,只含 C-C键
和 C-H键,钠能保存在煤油中说明钠与煤油不反应,
即钠不能置换与 C原子相连的 H原子。 通过钠与水
和乙醇都能反应, 说明乙醇中有类似水分子的结构,
即-O-H键。

[教师讲述]在有机化学中,把-O-H原子团称为
羟基。 根据钠分别与水和乙醇反应的剧烈程度的差
异, 可以推断乙醇中的羟基氢不如水中的羟基氢活
泼。 同样是羟基氢,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正所谓“橘
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显然是因为羟基
受到了相连基团的影响。这种现象在有机化学较为普

物质

项目
水 乙醇

钠的位置

钠的形状

有无声音

剧烈程度

物质 煤油

结构特点

水 乙醇

物质 煤油

结构特点

碳氢化合物

（只含 C-C键
和 C-H键）

水 乙醇

含有-O-H键
（羟基）

O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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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后面我们还能遇到。
（设计意图： 从乙醇的性质实验去推断乙醇的分

子结构，让学生形成结构决定性质的化学思想。 初步
介绍基团间的相互影响，为后续学习作铺垫。 ）

[引导过渡]通过分析实验现象,我们知道乙醇的
分子结构中有羟基, 在 C2H6O的基础上扣除掉-OH,
还剩下-C2H5,即乙基。 请同学们根据提供的小球和金
属棍组装乙醇分子的球棍模型。

[学生活动]组装乙醇分子的球棍模型。
（设计意图：在组装模型的过程中，学生会发现共

价单键可以转动，但不管转成什么形状，仍然是乙醇
分子。 通过组装模型让学生切身感受其分子结构，并
应用模型分析乙醇的性质。 ）

[引导过渡] 请大家写出乙醇与钠反应的化学方
程式, 并根据组装出的模型指出断裂的是什么化学
键？

[学生活动]完成方程式并得出结论：乙醇与钠的
反应断裂的是羟基中的氧氢键。

[引导过渡]因为乙醇分子结构中有羟基,决定了
乙醇可以与钠反应, 那么羟基还能表现出哪些性质
呢？

[活动探究 2]取 3～4 mL的无水乙醇,加入小试
管。 将铜丝在酒精灯外焰上加热至表面变黑。 趁热将
铜丝迅速插入到无水乙醇中,反复多次。 观察铜丝颜
色的变化并感受乙醇气味的变化。

[学生己]灼热的氧化铜由黑色变红。试管口有刺
激性气味产生。

[引导过渡]同学们观察得很仔细。反应过程中产
生的刺激性气味气体是乙醛。请大家根据提供的乙醛
分子的球棍模型,对比乙醇分子的球棍模型,分析乙
醇断裂了什么化学键？

[学生活动]讨论、总结。 断裂了羟基中的氧氢键
和碳氢键。

[引导过渡]是哪一根碳氢键？
[学生庚]与羟基相连的碳原子上的碳氢键。
[引导过渡] 很好。 在黑色的 CuO转化为红色的

Cu的过程中 Cu元素被还原。这说明乙醇发生了氧化
反应。 Cu在整个反应过程中表现出催化剂的作用。有
机化学中将该反应称为乙醇的催化氧化反应。请同学
们根据反应事实写出化学方程式。

[学生活动]书写方程式。
（设计意图：通过实验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培

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通过比对乙醇与乙醛的球棍模型，找出反应过程
中化学键的变化，渗透有机化学的学习方法。 ）

[引导过渡] 生活中交通警察检查司机是否酒后
驾驶的原理是用硫酸酸化的 CrO3检验驾驶员呼出的
气体, 若呼出的气体中含有一定浓度的乙醇蒸气,将
可以使 CrO3（橙黄色）转化为 Cr2（SO4）3（蓝绿色）。该原
理利用了乙醇的什么性质？ 乙醇发生了什么反应？

[学生辛]体现了乙醇的还原性,乙醇发生了氧化
反应。

（设计意图：从生活中的事例体会乙醇有还原性，
可以发生氧化反应。 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

[教师讲述]简介乙醇的工业制法：一、发酵法。
二、乙烯水化法。

[引导过渡]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对结构决
定性质有什么新的认识？

[学生总结]通过分析乙醇的性质预测其结构,进
而对乙醇的其它性质进行实验探究。

[教师归纳]很好。乙醇在化学性质上表现出的行
为都与羟基有直接关系。有机化学中通过分析分子结
构中的重要基团理解、应用、预测其化学性质是很重
要的思维方式。 甲醇（CH3OH）与乙醇结构相似,分子
结构中也有羟基,请同学们课后思考：甲醇能不能发
生与乙醇类似的反应？

（设计意图：通过归纳小结，提炼出学习有机化学
的重要方法，加深理解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反映结构
的化学思想。 通过创设甲醇与乙醇结构相似，判断甲
醇能不能发生类似反应的情境，促进课内向课外的迁
移，为学生的可持续性自主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
五、教学反思
1.巧妙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乙醇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物质, 是酒的成分之

一。但是由于学生在初中化学学习中已经了解了相关知
识, 从而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上并不能起到上佳的效
果。 作为一种尝试,本节课教师通过如下方式引入：“同
学们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有时会把圆珠笔油碰到皮肤
上。 ”话音刚落,不少学生已开始检查自己的双手,有的
甚至举手示意,皮肤上确实蘸有圆珠笔油。 “如何方便地
洗去呢？ 老师提供一种清洗液,同学们用棉鉴蘸取并体
验一下。 ”在学生惊叹于该液体能很快且很彻底的洗去
圆珠笔油时,教师问：“这种液体擦拭在皮肤上的感觉同
学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似曾相识？ ”学生很快联想到注射
前用酒精擦拭皮肤消毒。 教师揭示谜底：“刚才提供的液
体就是酒精,学名乙醇”。 通过创设上述（下转第 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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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引入,学生自己参与其中,一下子就产生了对乙醇
的亲切感,激发了学习乙醇的兴趣和热情。 让学生在关
心生活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化学源于生活”的意
义,体现科学服务于社会和生活的理念。

2.以探究实验为平台，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本节课通过学生自主完成“钠与乙醇反应”和“乙

醇的催化氧化”两个实验,在头脑中主动构建知识的
同时,更能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勤于动手、动脑的习惯,形成科学的思维
方式和科学的探索精神,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3.创设生动的学习情境，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
本节课创设了以下探究性学习情境：①用酒精洗

去皮肤上的圆珠笔油,引导学生归纳乙醇的物理性质

和用途；②不另用试剂鉴别煤油、水、乙醇三种无色液
体,让学生应用物理性质设计实验方案,解决实际问
题,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③组装乙醇分子结构模型,
引导学生理解官能团决定有机化合物性质的化学思

想。 通过创设这些情境,学生经历了“发现知识”的过
程,将“是什么”的知识和“如何获得知识”的过程结合
到一起,在探究中感悟、反思、提升,完成知识的建构
和思维的发展, 有效的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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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氨水作沉淀剂配制铜氨溶液的有关方程式
2004年人教版 《物质结构与性质》P44给出的离

子方程式是：
Cu2＋＋2OH-=Cu（OH）2↓
Cu（OH）2＋4NH3=[Cu（NH3）4]2＋＋2OH-

但这样的写法笔者认为不对。 应写成：
Cu2＋＋2NH3•H2O=Cu（OH）2↓＋2NH4＋

Cu（OH）2＋4NH3•H2O=[Cu（NH3）4]2＋＋2OH-＋4H2O
而前后生成的 OH-和 NH4＋又反应生成了 NH3•

H2O,所以总的离子方程式为
Cu2＋＋4NH3•H2O=[Cu（NH3）4]2＋＋2H2O
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教科书中为什么加入乙醇

后,析出的晶体是[Cu（NH3）4]SO4•H2O,而不是[Cu
（NH3）4]（OH）2的事实。

4. 在反应体系中有 H＋与弱酸根离子或 OH-与弱
碱阳离子时,不管它们是原先加入的还是反应过程中
生成的（生成了这些离子往往不那么一目了然而易被
人们忽视）,必须考虑生成弱电解质,这些隐形反应往
往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例如常规浓度时 Ca2＋与 HCO3-在溶液中不能大

量共存,也是因为 Ca2＋与 HCO3-反应中,生成 CaCO3
的同时释放出的 H＋与 HCO3-结合成 H2CO3（H2CO3当
然还要分解,更促进反应的发生）,也是生成弱电解
质沉淀的生成。 如若不然,则 Ca2＋与 HCO3-不可能生
成沉淀。

Ca2＋＋2HCO3-=CaCO3＋H2CO3
K＝K1 /K2Ksp＝4.2×10-7 / 4.7×10-11×4.9×10-9＝1.8×1012

Ca2＋＋HCO3-=CaCO3＋H＋

K＝K2 /Ksp＝4.7×10-11 / 4.9×10-9＝9.6×10-3

5.中学教科书和不少大学教科书都认为,硫酸铜
与氢氧化钠溶液或氨水反应会生成氢氧化铜沉淀,现
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生成碱式硫酸铜或氢氧化铜

和碱式硫酸铜的混合物,但这不影响我们的讨论。 如
碱式硫酸铜用 xCuSO4•yCu（OH）2表示,则硫酸铜与氨
水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x＋y）Cu2 ＋＋（x＋y）SO42 -＋2yNH3•H2O= xCuSO4•
yCu（OH）2↓＋2yNH4＋＋ySO42-

xCuSO4•yCu （OH）2 ＋4（x ＋y）NH3•H2O ＝（x ＋y）Cu
（NH3）42＋＋xSO42-＋2yOH-＋4（x＋y）H2O

2yNH4＋＋2yOH-=2yNH3•H2O
在整个反应中生成的 NH4＋和 OH-的物质的量相

同,互相反应生成 NH3•H2O。由此可以看出,前面用氢
氧化铜来讨论而得到的结论同样适用于碱式硫酸铜

与氨水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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