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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感性认识 理性分析”的教学实践和反思
———以“元素周期表·周期律”教学为例

丛 高

(如东县教师发展中心 江苏 南通 226400）

摘要：基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不同的认识阶段，紧扣元素周期律和周期表这对“灵”和“肉”的关系，设计了认识元
素周期表、认识元素周期律二个渐进的教学环节，从而体验元素周期表和元素周期律的“表里”完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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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1月 2日，在江苏省第 18届"金帆杯"教
育科研活动中，笔者代表高中组参加课堂展示，在江
苏省如东高级中学高一 (1) 班借班上了一堂新授课
"元素周期表·周期律"。 本文就这堂课的教学设计等
相关环节的构思作一介绍。
一、设计理念
由于该校(江苏省四星级高中)高一学生刚刚教

完人教版必修一的第三章，从知识储备上看具备了金
属及其化合物的相关知识背景，故设计了三组学生小
组实验，探究钾、钠、镁、铝单质的活动性强弱，让学生
在实践中去体验。但还缺乏非金属及其化合物的相关
知识做铺垫，所以设计了一个演示实验———滤纸上微

型实验:探究氯、溴、碘单质的活动性强弱，以帮助学生
建立对非金属性的感性认识。 而人教版化学 2[1]教材将
周期表的学习置于周期律之前(苏教版化学 2[2]正好相
反)， 为了学生初步体验元素周期表和元素周期律的
"表里"完美统一(其实这也是本节课教学的重难点)，
本节课采用由表及里， 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教学思
路，具体来说，先解决周期表是怎样的?从认知思维特
点上看，高一的学生完全有能力认识周期表的结构，
这部分的学习主要以学生交流展示为主。 再理性分
析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针对高一的学生的抽象思维
能力相对薄弱，尽量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通过设
计分析几组层层推进的"数"、"形"、"意"相统一的图
像，利用数学模型，加强对"周期性"的理解，提升抽
象思维能力。 最后体验周期表和周期律的运用是高
潮，但限于学生现有发展区，本节课主要是从周期律
发展历史流程图，理性客观评价化学史，本身就兼有
课堂活动向课后延伸之意，以期"余音绕梁"。最后值
得一提的是， 本节课采用交互式电子白板技术辅助

教学。
二、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
(1)初步认识元素周期表的结构;
(2)以钾、钠、镁、铝为例，体验同一周期、同一主

族内元素性质(如:化合价、原子半径、金属性等)的递
变规律以及与原子结构的关系，从而初步了解元素周
期律。

2. 过程与方法
初步尝试从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中分析总结规律、

透过现象看本质(抽象归纳)、宏观与微观相互转化等
科学抽象方法。

3. 情感态度价值观
(1)从周期表的演变历史，培养学习自然科学的

兴趣以及求知欲;
(2)从周期律的学习，初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

点: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
结构决定性质等。
三、教学过程
1. 情境导入
[师 ] 我们先来做个游

戏———借我一双慧眼!游戏规则
是在 1分钟内对屏幕无序的化
学物质进行抢记，(不许用笔记
录)1分钟后再动笔写在所发卡
片上! 组内先评选，推举一位代表本组进行组间的评
比，所写物质正确且最多者即为获胜者! 该组即为获
胜组。

[师] 展示学生成果， 并有意识引导全班学生分
享用分类思想进行记忆的学生们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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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第一：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方式，不
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增
强学生和谐竞争、小组合作的意识。第二：利用交互式
电子白板的“幕布”功能，结合实物投影仪，使得游戏
及评价变得更可操作。 第三：如何对这些看似杂乱无
序的化学物质快刀斩乱麻？即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互联
系和内在变化，分类是个好办法！ 正所谓恰如其分的
情境是激发学习动力的巨大源泉。

[白板显示]
[师] 联系到金属活动性顺序表给屈指可数的相

关金属元素排序了， 那么如何给人们现已发现的 100
多种元素排序?显然按照"一字长蛇"阵的办法无法解
决?
教学反思：根据最近发展区，让学生进入“愤悱”

的学习状态，同时为后面非金属顺序表打下伏笔。
2. 活动一、认识神奇的周期表
[生] 小组内交流对元素周期表结构的认识。
教学反思：基于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且人教版九

年级上册也有关于元素周期表的简介，学生完全有能
力感性认识元素周期表的结构，这部分的学习主要以
学生交流展示为主，结合交互白板演示介绍元素周期
表的软件。

[师] 目前人们已经发现的 118 种元素都能在
表中找到它的相应位置，也就是说每间"房间"都有
了它的 "主人"。 那么这张表到底是怎么编排出来
的? 下面以钾、钠、镁、铝四种元素的位置关系为例
讨论。

3. 活动二、讨论周期表的编排原则，初步认识元
素周期律

[师] 请根据提供的试剂及仪器， 小组合作设计
实验证明钾、钠、镁、铝的金属性强弱，记录实验结果
并交流。

[生] 实验探究钾、钠、镁、铝单质的活动性强弱

信息提示：通常情况下，元素的金属性(气态金属
原子失去电子的能力）越强，其单质越容易从水或酸
中置换出氢，该元素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的碱性越
强。 元素的非金属性越强，其单质越容易与氢气化合
生成气态氢化物，气态氢化物越稳定，该元素最高价
氧化物的水化物的酸性越强。

[师] 那么铝和水的反
应性如何呢? (结合图片讲
述)美国《大众科学》网站
2011年 9月 23日报道说有
新理论认为美国世贸中心

倒塌源于爆炸性化学反应，
飞机撞击世贸大厦之后，大
量熔化的铝液流入建筑受

撞击部分下方的楼层，与大
厦的自动喷水灭火设备喷

出的数百公升水混合。 铝与水相遇会引起化学反应，
不但能够提高温度，反应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可燃性
氢气。 骤然升高的温度削弱了钢结构的支撑力，氢气
爆炸异常强烈，足够炸毁部分建筑物[3]。
设计意图：承载“知识”和“情感”双重教学目标。
[生] 钾、钠、镁、铝的金属性是越来越弱的。
[师] 那么与此相对的非金属如何呢? 以卤素中

氯、溴、碘为例! 大家先预测一下，我通过滤纸上微型
实验:探究氯、溴、碘单质的活动性强弱。
演示实验:在一张洁净的滤纸中央先滴 2滴新制

氯水(代替氯气)，氯水的淡黄绿色不明显，现在继续
滴入 2滴 NaBr，发现试纸颜色加深呈黄色。 再取一张
新的滤纸，在中央滴入 2滴 KI，然后将刚才两片滤纸
重叠，不久发现滤纸颜色又加深变成褐色。

利用实物投影仪展示的各小组卡片

金属非金属 氧化物 水化物 盐

物质

实验
K Na Mg Al

在空气中燃烧 - -
与水的

反应

冷水 -
热水 - - -

与 2 mol/L HCl反应 - -

实物投影仪上展示滤纸实验 白板上学生书写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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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书写相应的离子方程式。 从而证实了氯、
溴、碘的活动性依次减弱。

[师] 为什么元素的金属性和非金属性会呈现如
此的变化规律呢? 下面我们从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元
素主要化合价等角度，借助于数学手段———作图找规

律:
[生](1)画出短周期元素原子序数与最外层电子

数的直方图。
作图提示：直方图是一种统计报告图，由一系列

高度不等的纵向条纹或线段表示数据分布的情况。一
般用横轴表示数据类型(如此处即为原子序数），纵轴
表示分布情况。

(2)画出短周期元素原子序数与最高正价、最低
负价关系图。

设计意图：与前面的实验同样重要，理性分析也
是科学最基本的方法。 通过数据深加工，培养学生理
性思维能力，让“规律”不再朦胧，让“周期”不再抽象，

直观正如“年年岁岁花相似”、“年年年尾接年头”。
[师] (3)观察短周期元素原子序数(最外层电子

数)和原子半径(注:固态 2个邻近原子核间距离的一
半)折线图。

设计意图：左图从横行即周期的角度看元素原子
半径的变化规律，将横坐标由原子序数改为原子最外
层电子数即得右图(而苏教版必修 2中则直接要求作
出此图[3]），还能从纵的方向即族的角度看元素原子半
径的变化规律。

[师] 综上所述，元素的性质(主要化合价、原子
半径)随原子序数的递增呈现周期性变化，这就是元
素周期律。周期律是元素原子核外电子排布随着核电
荷数的递增发生呈周期性变化的必然结果。

[生] 讨论周期表的编排
原则， 厘清元素 "位"、"构"、
"性"间的关系:
位置:原子序数、周期序

数、主族序数等;
结构:核电荷数、质子数、

核外电子数、最外层电子数、电子层数等;
性质:主族元素最高正化合价、最低负化合价等
将其中相关化学数据的相互关系表示出来:
如:原子序数＝核电荷数 。
设计意图：洞察规律，进一步挖掘元素周期表中

的显性、隐性的关系，加深对“周期表是周期律的具体
体现，周期律是周期表的实质”的理解。

4. 初步体验元素周期表·周期律的运用
[师] 周期表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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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1869年门捷列夫所编的第一张
元素周期表。 (并阅读信件:1875年，门捷列夫建议法
国化学家布瓦博德朗对其所发现的新元素———镓的

密度重新测定……)
设计意图： 再次领略元素周期表的神奇 (预见

性），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激励学生投身科研。
承载“人文科学”的教学目标，诠释“吾爱吾师，吾更爱
真理”，追求教育教学功能的立体、丰富和厚重。

[生] 从教材感受周期表对化学科学工作者的巨
大作用。

[师] 本节课从"借我一双慧眼"开始，发现游戏
中的 6种元素及其形成物质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就让
我们一直带着这双慧眼，不断深入领悟和感受周期表
所蕴含的化学思想及辩证观:性构相依、量变到质变、
对立与统一……今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
看得更远、更透，元素周期表的学习也必将使我们学
习化学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平台。
设计意图：配合白板以“脚印”的形式依次显示本

节课学习探究历程， 其延伸之意———“路漫漫其修远
兮”也。
四、主板书设计

五、教学评价设计及实施

六、教学反思
如何架设"感性"和"理性"之间的桥梁?一直是教

者在这堂课教学过程中所纠结的。 席勒认为，通过体
验可以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课的一开
始就让学生在游戏中体验 6种元素及其形成物质之
间是普遍联系的，从展示的各小组卡片来看，起到了

预期的效果。
基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条件，首先，组织

"感性材料"，如结合操作简便、现象明显的分组和演示
实验;整合教材，虽然学生仅有一本教材(人教版)，但
本节课在教学过程中借鉴了苏教版和鲁科版[4]，在不增
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 教者合理整合与开发现有教
材。 其次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如抽象的元素周期律
通过"柱形图"、"折线图"等二次转化，最大限度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加深学生对教材的理解，从而完
成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 从实际教学反馈看，
学生课堂反映良好。
但根据本节课后该班科任老师张老师反馈，部分

学生将"元素"性质与"物质"性质等同，对"金属活动
性"、"金属性"、"金属活动顺序"等概念混淆……反思
自身的教学，未将学生知识背景尚不足以深入的细节
通过适度的"解释"，开个窗口，以给学生今后的学习
留有发展空间，以更好的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要
求，未能放手让学生从获得的感性认识自觉上升到深
入原子微观结构的角度去考虑原子核与电子的相互

影响上来思考的理性分析的高度，进而对元素的金属
性和非金属性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作出解释，在教学过
程中仍有"牵引"学生的痕迹。

[致谢： 感谢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的老师在整个活动过程
中给予的大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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