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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是学生通过对某一课题的探究、
讨论，实现知识的生成，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探究

与研究的方法，提高学习能力，为终生学习打下良

好的基础。笔者在化学课堂教学中不断尝试进行

研究性学习的教学实践。
一、教学目标

1． 认知目标

( 1) 理解 Al2 ( SO4 ) 3、NaAlO2、Al ( OH) 3 相互

转化关系; ( 2) 理解 Al( OH) 3 的两性。
2． 过程与方法

培养分析能力、操作能力、观察能力。

3． 情感目标

学会与人合作，形成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
二、教学模式设计

该课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三、教学( 研究) 过程

1． 创设情境

常用胃药( 如胃必治、胃舒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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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成分之

 对于双液原电池，盐桥的电阻越小、电解质溶液

的浓度越大、电极材料间距越小、电极的相对面积越

大，则产生的电流就越强。
设计意图: 在双液原电池实现了两电极间产生

持续稳定的电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尝试改变导线中

的电流强度。在本环节中，通过问题 6 的讨论，让学

生意识到尽管双液原电池能产生持续稳定的电流，

但明显指针的偏转角度比相同条件下的单液原电池

要小，盐桥的电阻较大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然后

通过四个实验的探究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影响电流强

度的一些常见因素，更深层次的理解原电池“电子转

移”的微观本质，同时也让学生意识到原电池的电流

大小是可以控制的，为今后制造形形色色的各种实

用电池打下基础，进一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学科价

值观。
环节四: 概括提升。
问题 8: 对比单液原电池和双液原电池，谈谈你

对原电池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如何建立原电池装置

和原理之间的联系?

单液原电池和双液原电池的原理是相同的，单

液原电池实现了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的分离，而双

液原电池则实现了氧化剂和还原剂的分离，提高了

工作效率，能形成持续稳定的电流。通过建立原电

池的二维图( 如图 1 所示) 可以实现装置和原理的有

机整合，为分析和解决原电池问题奠定了基础。

图 1

设计意图: 让学生认识到优化和改进原电池的

目的在于提高原电池的工作效率，让化学更好的服

务于人类，培养学生的学科价值观。通过原电池二

维图的建立，再次从原理和装置两个维度强化对双

液原电池的认识，实现装置和原理高度整合，进一步

让学生认识到原电池各组成部分在实现外导线“电

子转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让学生深层次理解原电

池“电子转移”这一微观本质，初步为运用建立的原

电池模型分析和解决电化学问题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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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氢氧化铝，也称铝系胃药( 另外还有碳酸系胃

药，如碳酸氢钠) ，这也是铝在医药中的应用之一。
氢氧化铝是一种牙膏中的填充剂、磨擦剂，它

的优点是颗粒很细，对牙齿的伤害要比目前所常

用的磨擦剂小得多。
目前常用的泡沫灭火器中所喷出的白色泡沫

的主要成分也是氢氧化铝。
2． 问题提出

氢氧化铝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而获得呢? 在

制备氢氧化铝的过程中我们除了注意药品的选择，

同时还要注意哪些操作或是药品的用量呢?

本节课尝试制备氢氧化铝。各实验台上提供

了 Al2 ( SO4 ) 3 溶液、NaOH 溶液、稀 H2SO4 溶液，每组

用提供的试剂进行实验，制备氢氧化铝。实验中注

意操作的规范性，特别是胶头滴管的应用方法。
3． 初步尝试

实验中，将学生按 6 人为一小组分组，小组

中，每个学生都可以尝试制备氢氧化铝。实验过

程中教师指导学生正确地使用胶头滴管，正确倾

倒液体试剂等等。
4． 总结反思

经过学生的初步尝试，有的学生( 或合作组)

制出了氢氧化铝，而有的学生( 或合作组) 没能制

出氢氧化铝。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分析:

成功者:①将氢氧化钠溶液逐滴加入到硫酸

铝溶液中，产生氢氧化铝沉淀，发生的反应为:

Al2( SO4) 3 +6NaOH 2Al( OH) 3↓ +3Na2SO4

②将硫酸铝溶液逐滴加入到氢氧化钠溶液

中，没有得到沉淀，继续滴加硫酸铝，产生了氢氧

化铝沉淀，发生的反应为:

Al2( SO4) 3 +8NaOH 2NaAlO2 +3Na2SO4 +4H2O
Al2 ( SO4 ) 3 + 6NaAlO2 + 12H2 O

8Al( OH) 3↓ + 3Na2SO4

失败者:①将氢氧化钠加入到硫酸铝溶液中，

但由于加入速度太快，使生成的氢氧化铝又溶解

在氢氧化钠溶液中，反应为:

Al2( SO4) 3 +6NaOH 2Al( OH) 3↓ +3Na2SO4

Al( OH) 3 + NaOH NaAlO2 + 2H2O
②将硫酸铝溶液逐滴加入到氢氧化钠溶液

中，没有得到沉淀( 即由于氢氧化钠溶液过量) ，

发生的反应为:

Al2( SO4) 3 +8NaOH 2NaAlO2 +3Na2SO4 +4H2O
5． 问题再提出

对于失败者来说，可不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采

取一定的措施进行补救呢? 通过分析让学生再讨

论，从而可以得到相应的实验改进或是补救方法。
6． 学生再尝试

经过分析、讨论，失败者进行再尝试，得到了

氢氧化铝沉淀。失败①的补救反应:

2NaAlO2 +H2SO4 +2H2 O 2Al( OH) 3↓ +Na2SO4

失败②的补救反应:

Al2 ( SO4 ) 3 + 6NaAlO2 + 12H2 O
8Al( OH) 3↓ + 3Na2SO4

7． 得出结论

学生通过对氢氧化铝沉淀制备的尝试，得到

关于氢氧化铝制备及其性质的知识，但缺乏知识

的系统性，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系统归纳:

( 1) 能够得到氢氧化铝的方法:

Al2( SO4) 3 +6NaOH 2Al( OH) 3↓ +3Na2SO4

2NaAlO2 + H2SO4 + 2H2 O
2Al( OH) 3↓ + Na2SO4

Al2 ( SO4 ) 3 + 6NaAlO2 + 12H2 O
8Al( OH) 3↓ + 3Na2SO4

图 2

( 2 ) Al3 +、 AlO －
2 、

Al( OH) 3 之间的相互转化

关系( 如图 2) 。
( 3) Al ( OH) 3 具有两

性: Al( OH) 3 既可与强酸反

应，又可与强碱反应的性质。
四、课后研究问题

1． 如果使用 Al、稀 H2SO4、NaOH 溶液为原料

制备氢氧化铝，试用所学知识设计一种方法在制

得相同量的氢氧化铝的基础上，使用原料最少的

制备方法。
2． 设计一种不用任何试剂鉴别 Al2 ( SO4 ) 3 溶

液和 NaOH 溶液的方法。
五、教学反思

本节课让学生进行自我探究以及同学间的相

互合作，使学生主动获得知识，体验探究的乐趣，

并在学习中学会与人合作、学会交流与讨论。通

过成功和失败的尝试，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探究

态度。 ( 收稿日期: 2016 － 0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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