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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研究 挖掘教材内涵 探索智慧教学

———以“乙醇”的教学为例

浙江省天台中学 317200 王彩霞

一、对于新教材观的基本认识

教材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既是达成课

程目标的主要载体，更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源

泉，如何使用，非常关键。旧的教材观，以教科书

为主导，既不能擅自增减内容，也不能随意改变编

排顺序和呈现方式，视教科书为唯一的教学资源。
这种狭义的教材观显然已不能适应新课程理念下

的教学改革，更不利于学生的思维发展。
新的课程观和教材观把教材当作“工具”和

“材料”，更 多 的 是“用 教 材 教”，而 不 是“教 教

材”。
同时，现代教材编制理念也赋予教材更多的

弹性，赋予了教师和学生更多的自主性。
在新的教材观中，教材不仅包含知识与技能，

还蕴含着知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蕴含着研究客

观事物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蕴含着塑造意志

品质、陶冶情操，形成正确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素

材。教材的内涵非常深刻，教材不仅包括静态的

陈述性知识，还包括在教学中通过学生自主探究，

持续生成与转化形成的动态的程序性知识。
新的教材更具弹性、开放性，教师需要发挥自

己的创造力，深入挖掘教材的内涵，整合教材，寻

求其与课堂的最佳接口，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释放教材应有的张力。
二、基于 充 分 挖 掘 教 材 内 涵 的 乙 醇 教 学 实

践

教材中的知识具有多重价值，既有利用已有

知识促进后继知识学习的迁移价值，还有认知价

值和情意价值。从苏教版必修 2 教科书的编排

看，需要学生掌握的“乙醇”部分知识内容包括乙

醇的物理性质、乙醇的结构式和羟基、乙醇的化学

性质( 主要是乙醇与金属钠的反应、乙醇的催化

氧化) 等，这是学生需要学习和掌握的具体知识。
若教学过程按部就班，仅仅停留在对这些具体知

识的识记上，那么学生获得的只是知识的表面，而

不是对已有的有机物知识的重组和改造。有机知

识的教学核心在于引领学生把握“结构决定性

质”的思想，而学生要达成对“结构决定性质”的

理解需要经历一个渐进与发展的过程。
因此，教师在课程设计时需要从“结构决定

性质”的角度出发，在深刻理解知识的结构及其

教学价值的基础上思考，“乙醇”这部分内容与之

前的知识有什么关联? 通过这堂课的学习将发展

学生对有机化合物知识的哪些认识?

1． 挖掘教材隐性知识，确定乙醇的结构式

苏教版必修《化学 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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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乙醇结构有关的

 表 5 三种分散系比较

分散系 溶液 胶体 浊液

分散质直径 ＜ 1nm 1 nm ～ 100 nm ＞ 100nm

外观特征 均一、稳定 均一，介稳性 不均一、不稳定

实例 CuSO4 溶液 Fe( OH) 3 胶体 泥浆水

鉴别方法 1
溶质能透过

半透膜

胶粒能透过滤纸

不能透过半透膜

分散质粒子不

能透过滤纸

鉴别方法 2 无丁达尔效应 有丁达尔效应
静置沉降

或分层

设计意图 运用了融合变易图式( 表 5 ) ，在

分散系这块学习内容中包含每种分散系的分散质

直径、外观特征鉴别方法等关键特征，除了审辨到

这些关键特征外，还需要让学生审辨到这些关键

特征之间的联系，让学生经历这些关键特征的同

步变易。分散质直径大小决定了分散系的外观特

征、鉴 别 方 法 的 选 择，这 些 关 键 特 征 具 有 相 关

性。
( 收稿日期: 2016 － 06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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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 乙醇的组成元素、分子式、官能团、结构

式、结构简式; 观察与思考栏目中由乙醇与钠反应

的实验; 插图中有乙醇的比例模型、乙醇与水的分

子结构比较。如何挖掘其中的隐性知识，将这些

知识点有机串联?

首先，要充分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对

于高一的学生，在学习乙醇之前，已经掌握了以下

几个相关方面:

一是初步了解了乙醇，知道乙醇的元素组成

和部分物理性质;

二是在之前的烃类学习中，学生已经了解了

有机物中碳的成键方式，并初步体验了认识有机

物的过程方法;

三是在之前的无机学习中，学生了解了化学

键，知道化学反应的本质是化学键的断裂与生成

等。
由此，乙醇结构式的推断可以从乙醇与钠的

反应入手，设计以下教学环节。
问题 1 现有两瓶无色液体，分别是乙醇和

水，如何用尽可能多的方法去鉴别?

教师引导 前面学过钠与水的反应，钠与乙

醇能反应吗? 如果能反应，是剧烈还是缓和?

演示实验 向 2 支试管中分别加入一定量水

和乙醇; 取两小块金属钠( 绿豆般大小) ，用滤纸

吸干 煤 油，放 入 上 述 试 剂 中，对 比 观 察 实 验 现

象。
问题 2 钠与水、乙醇反应放出的 H2 来自哪

里?

问题 3 煤油是多种烷烃的混合物，金属钠

与煤油不反应，而与乙醇却能反应，从中你能获得

什么启示?

问题 4 按照表 1 所示，归纳煤油、水、乙醇

的结构特点。
表 1 煤油、水、乙醇的结构特点

物质 煤油 水 乙醇

结构

特点

碳氢化合物

( 只含 C － C 键

和 C － H 键)

H － O － H
含 － O － H

键( 羟基)

问题 5 已知乙醇的分子式为 C2H6O，能否

据此初步推断乙醇的结构式?

问题 6 给出钠与乙醇反应的定量实验装置

图( 如图 1 所示) ，如何根据表 2 数据确定乙醇的

结构式?
表 2 实验数据

乙醇的质量 / g 氢气的体积 /L

4． 60 1． 12( 标准状况)

图 1 钠与无水乙醇的反应装置

补充说明 定量分析只适用于判断简单有机

物分子的结构，对于一些复杂的有机物，还可以借

助仪器进行分析，如红外光谱、核磁共振等，这在

以后的有机学习中会陆续接触。
学生认知发展 在问题 1 的引导下，激发学

生思考讨论。通过一系列问题铺垫，引导学生探

究乙醇的结构，由实验对比，初步判断乙醇的结

构，再根据定量实验确定乙醇的结构，引导学生深

层次学习，使学生初步体会，确定有机物结构的方

法。
2． 挖掘实验教学中的认知价值，感知乙醇的

化学性质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乙醇

的教学中包括两个实验，乙醇与钠反应的实验、乙
醇的催化氧化实验。充分挖掘实验教学中的认知

价值，可以培养学生对比和分析实验现象的能力、
猜想与假设的能力、实验设计的能力、得出结论的

能力，以及反思与评价、讨论与交流的能力等。
对于乙 醇 与 钠 反 应 的 实 验，可 以 通 过 对 比

( 见表 3) ，使学生了解乙基对乙醇分子中羟基氢

活泼性的影响，从官能团 的 方 面 丰 富 和 发 展 对

“有机物结构决定性质”的认识。
表 3 乙醇、水、煤油与钠反应的实验现象

钠 + 水 钠 + 乙醇 钠 + 煤油

钠浮在水面，熔成

小球，四处游动，发

出嘶嘶的响声

钠开始时沉在乙醇

底部，有气泡缓慢

地生成，后来钠浮

在液面上

不反应

问题 1 钠与水、乙醇反应的剧烈程度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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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为什么?

问题 2 乙醇与钠反应，最后钠为什么“浮”
上来了?

问题 3 对比钠和水的反应，如何书写钠与

乙醇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问题 4 反应过程中，乙醇断裂了哪些化学

键?

学生认知发展 基于金属钠与无水乙醇反应

比金属钠与水反应缓和的比较，利用上述四个问

题，透过实验现象思考反应的本质( 断键机理) ，

并通过对比分析，进一步了解有机物基团间的影

响。
学生实验 向试管中加入约 3 mL 无水乙醇;

把绕成螺旋状的铜丝放在酒精灯上烧至红热，迅

速插入乙醇中，反复几次; 观察铜丝颜色的变化和

液体气味的变化。
问题 1 铜丝的颜色先后如何变化?

问题 2 科学证实，实验中生成具有特殊气

味的产物叫乙醛( CH3 － CHO) ，写出实验过程中

涉及的化学方程式。
问题 3 整个反应中，铜丝起到了什么作用?

问题 4 你能直接利用酒精灯，完成乙醇的

催化氧化实验吗?

学生认知发展 在问题引导下，按照“实验

观察 － 现象分析 － 获得结论 － 书写化学方程

式”的 思 想 逐 级 递 进，使 学 生 在 探 究 思 考 的 过

程中体会通过实验研究有机物性质的思路与方

法。
3． 挖掘学科知识中的认知价值，寻找乙醇氧

化的内在规律

教材中，涉及乙醇的氧化有 3 处:

( 1) “观察与思考”中乙醇的催化氧化实验。
( 2) “拓展视野”中交警利用乙醇被氧化的原

理检查司机是否酒后驾车。
( 3) “拓展视野”中乙醇是汽车的代用燃料。
如果教师在处理教材时按部就班，没有找出

3 个反应的内在规律，就会显得内容比较散乱，没

有深度。但是，如果把上述 3 个反应进行两两比

较，充分挖掘其中的认知价值，就可以发现一些内

在规律，得出一些更本质结论。
问题 1 对比以下两个反应:

2CH3CH2OH + O2
催化剂
→

△
2CH3CHO + 2H2O

C2H5OH + 3O →2 2CO2 + 3H2O
同样是 与 氧 气 的 反 应，为 何 会 有 不 同 的 产

物?

得出结论 1 乙醇与同一氧化剂反应，反应

条件不同，产物不同。
素材 交通警察检查司机是否酒后驾车的装

置中，含有橙色的酸性重铬酸钾，当其遇到乙醇时

橙色变为绿色，由此可以判断司机是否酒后驾车。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3CH3CH2OH + 2K2Cr2O7 + 8H2SO →4

3CH3COOH + 11H2O + 2K2SO4 + 2Cr2 ( SO4 ) 3

问题 2 由此推测，乙醇还能被哪些氧化剂

氧化?

问题 3 对比乙醇的催化氧化

2CH3CH2OH + O2
催化剂
→

△
2CH3CHO + 2H2O

同样是乙醇被氧化，为何会有不同的产物?

得出结论 2 乙醇可以被不同的氧化剂氧

化，氧化剂的氧化性越强，乙醇被氧化的程度越

高。
问题 4 对比乙醇和乙醛的球棍模型，乙醇

被氧化成乙醛，断裂了哪些化学键?

动画 乙醇催化氧化的断键方式。
学生认知发展 结合素材拓展学生的知识和

思维，采用问题驱动模式，激发学生深层次思考。
不仅使学生了解到乙醇能被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这

样的强氧化剂氧化。而且认识到原来有机物的氧

化也与无机中的氧化还原反应本质相同，实现了

思维的拓展。
反思这几个环节的学习，师生在互动讨论中

深入教材，通过实验对比学习有机物性质，从有机

物性质认识有机物的结构特点，根据有机物的结

构特点解释其性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走进

教材，走出教材”，更要注重“开发课程资源”，“整

合课程资源”。只有教师读透教材，跳出教材，整

合教材，才能帮助学生连贯和深入地形成较为系

统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思路，实现学生的思维发展

与知识的深层理解协调同步。
( 收稿日期: 2016 － 02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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