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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背景

小组合作教学是新课改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教

学模式，也是符合生态课堂的基本要求的新探索，

其积极意义就在于最大可能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和积极性，让学生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探究去学

习新知识，获得新感悟，取得新成果。
二、案例叙述

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

( 1) 知道 铁、铝、铜 等 常 见 金 属 与 氧 气 的 反

应。
( 2) 初步认识常见金属与盐酸、硫酸的置换

反应，以及与盐溶液的置换反应，能用置换反应解

释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化学问题。
2． 过程与方法

( 1) 认识科学探究的基本过程，能进行初步

的探究活动。
( 2) 初步学会运用观察、实验等方法获取信

息，并能用图表和化学语言表达有关的信息。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 1) 通过对五彩纷呈的化学现象的观察，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发展学习化学的兴趣。
( 2)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以及勤于思考、勇

于创新实践、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教学重点: 金属活动性顺序。
教学难点: 对金属活动性顺序的初步探究。
教学方法: 问题情景→实验探究→得出结论

→练习巩固→联系实际。
教学准备:

学生用具: 钠、镁条、铝片、铜片、酒精灯、坩埚

钳、火柴、砂纸、稀 HCl、稀 H2SO4、硝酸银溶液、硫
酸铜溶液、硫酸铝溶液、铝丝、铜丝、镁条、锌粒、铜
片、铁钉、砂纸、火柴、试管( 若干) 。

【教学过程】
教师:

【情境引入】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使用和见到

各种金属，这些金属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都是

有差别的，我们先来回忆一下以前学习过的有金

属参加的化学反应有哪些呢? 它们反应的现象是

什么? 化学方程式怎样写? 那么，这些金属的有

关反应由哪些特点和规律呢?

( 设计意图: 联系生活，从学生熟悉的物质、
事实出发引入新课，同时复习相关知识。)

学生: 回忆相关反应的现象、条件，书写化学

方程式。

3Fe + 2O2 
点燃

Fe3O4

2Mg + O2 
点燃

2MgO
Zn + H2SO 4 ZnSO4 + H2↑
【过渡】观察上述化学反应可知: 通常金属能

与氧气反应，能和酸反应，还能与金属的化合物如

硫酸铜溶液反应。现在我们先来探究金属与氧气

反应的规律。请大家思考为什么铝产量能在短短

的一百多年里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并被广泛应用?

学生阅读课本找出答案:

4Al + 3O2 
点燃

2Al2O3

教师展示: 镁条、铝条和金项链，观察其颜色

和状态，用砂纸打磨镁条和铝条，再进行观察。
【引导复习、回忆】金属与氧气的反应

1． 常温能反应: 以镁、铝为代表。
2． 高温下能反应: 以铁、铜为代表。
3． 高温下也不能反应: 以金、银为代表。
小组交流讨论: 回忆、记录、巩固相关知识。
比较: 镁、铝、铁、铜、银、金的活泼程度差异。
结论: 镁、铝比较活泼，铁、铜次之，金最不活

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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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意图: 1． 复习、巩固相关知识，加深印

象。2． 为金属与酸、盐反应的学习打下基础。)
教师:【设问】金属与酸反应现象是否也像金

属与氧气反应一样存在差别呢? 同学们可以先提

出自己的假设，设计实验方案，通过实验来探究这

个问题。
学生: 猜想、假设、设计实验方案。
( 设计意图: 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思维推

理能力和实验设计能力。)
【探究实验 1】镁、锌、铁、铜与稀盐酸、稀硫酸

反应。( 小组实验)

【提示】按 操 作 规 范 进 行 实 验，认 真 观 察 现

象。
教师:【巡视、指导实验】实验探究 1:

学生利用所给药品实验:

A 组: 镁、锌、铁、铜分别与稀盐酸反应。
B 组: 镁、锌、铁、铜分别与稀硫酸反应。
( 设计意图: 培养实验操作能力、观察能力、

思维推理能力和同学间的合作精神。) 【引导学生

进行讨论、交流和展示探究结果】镁、锌、铁、铜的

金属活动性由强到弱依次为镁 ＞ 锌 ＞ 铁 ＞ 铜。
( 设计意图: 在讨论、交流中，吸取别人有益

的意见，让不同的意识在碰撞中相互同化。)
【设问】在镁、锌、铁、铜几种金属中，哪些金

属能与盐酸、稀硫酸发生反应? 哪些金属不能与

盐酸、稀硫酸发生反应? 由此你能把金属分为哪

两类?

学生: 小组思考、讨论并得出结论。
结论: 可分为能与盐酸、稀硫酸发生反应的金

属和不能与盐酸、稀硫酸发生反应的金属这两类。
( 设计意图: 为后面学习金属活动顺序时，为

什么会出现氢元素打下基础。)
【过渡】在第五单元我们曾做过铁钉与硫酸

铜反应的实验，反应后在铁钉表面有红色的铜产

生，这说明了什么?

学生回答: 说明铁可以把铜从硫酸铜溶液中

置换出来，铁应该比铜活泼。
( 设计意图: 培养学生相关知识的迁移能力，

拓展学生思路。)
【讲述】可以用金属和某些金属化合物的溶液反

应来比较金属的活动性差异。实验桌上除刚才的实

验药品外还有几种金属化合物的溶液，同学们可以

参考刚才的金属与酸反应的探究活动，提出自己的

假设，设计实验方案，然后进行实验来探究。
( 设计意图: 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严谨、

认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态度，增强学生实验设计

能力。)
学生: 猜想、假设、设计实验方案。
【探究实验 2】金属与金属化合物的溶液反应

( 小组实验)

教师:【巡视、指导实验】实验探究 2:

铝丝插入硫酸铜溶液、铜丝插入硫酸铝溶液、
铜丝插入硝酸银溶液反应。

( 设计意图: 培养学生实验操作能力、观察能

力和同学间的协作精神。)
【设问】通过实验，结合上一个探究的结果，

你能得出铝、铜、银这几种金属的活动性顺序吗?

【引导学生讨论、交流和展示探究结果】
讨论、交流并达成共识。得出结论: 金属活动

性由强到弱依次为铝 ＞ 铜 ＞ 银。
【展示】金属活动顺序。
【设问】为什么会出现氢元素? 金属元素的

位置与它的活动性有什么关系? 位于前面的金属

能否把位于后面的金属从其化合物的溶液里置换

出来?

小组: 观察、记忆。思考、交流、讨论，总结出

金属活动顺序的应用规律。加强学生记忆。
【设问】刚才做了有关金属化学性质的实验

探究，有的反应已经学过，如锌与盐酸、稀硫酸反

应，铁与硫酸铜溶液反应。这些化学反应的类型

和以前学过的化合反应、分解反应的类型相同吗?

如果从物质类别的角度去分析，这些反应有什么

特点?

学生: 思考、交流、讨论，总结出置换反的应特

点和规律。
( 设计意图: 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归纳、总结能

力。)
【课堂练习】
1． 波尔多液是一种农业上常用的杀菌剂，它

是由硫酸铜、石灰加水配制而成，为什么不能用铁

制容器来配制波尔多液?

2． 家用铝锅、铁锅为什么不能用来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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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化学问题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价值初探

安徽省淮南师范学院化学与化工系 232038 徐盼盼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第 八 中 学 230000 王文英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化 学 与 化 工 学 院 710062 周 青

一、原始化学问题的涵义

原始问题，是指自然界及社会生活、生产中客

观存在、能够反映科学概念、规律本质且未被加工

的典型科学现象和事实。原始问题具有客观性、
复杂性、已知条件的隐蔽性、思考问题的多向性以

及解决问题的最佳性等特点。原始问题的解决过

程可以分为三个连续的环节，首先是认识问题; 然

后是进一步分析原始问题，抽象为科学模型，又称

为“科学建模”过程; 最后是在建模的基础上，选

择适用的解决方法，运用技能技巧通过科学的推

演或者计算，又称为“解题技巧”。解决原始问题

的图解如下图:

图 1

综上，在对原始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化学

学科的特点，我们认为原始化学问题是指基于自

然界及社会生产中客观存在的能够反映化学概

念、规律本质且未被加工的典型化学现象和事实。
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引入原始化学问题是提高化学

教学水平的有意义的实践。根据原始化学问题的

情境来源我们把原始化学问题分为以下三种: 生

活中的原始化学问题、生产中的原始化学问题和

科学研究中的原始化学问题。
国外对原始化学问题的研究集中在理念和实

践研究两个层面。在国内，原始问题日益引起中

学学科教学的关注。有学者把原始问题引入到中

学生物习题教学实践中研究原始生物问题的教学

价值，原始生物问题教学具有重要的作用。关于

原始物理问题的研究相对成熟一些。北京大学的

赵凯华教授较早提出应重视原始物理问题的价

值，他明确指出了原始问题对于科学教育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相对于生物和物理学科，化学学科的原始问

题关注的较少。在现有的考试及资料中也出现了

一些准原始化学问题———情景化学习题。总之，

国内原始化学问题的相关研究日益引起广大教育

科学研究工作者和一线教师的关注，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原始化学问

盛放酸性食品?

3． 不法商贩常常用铝制的假银元坑害消费

者，小明在市场上买了一枚银元，请你用化学方法

帮他鉴别这枚银元的真假。
( 设计意图: 联系生活，使学生学以致用，能

运用置换反应和金属活动性顺序判断反应能否发

生，解释某些与生活有关的化学问题。体会“生

活处处有化学”。)
学生: 练习、巩固。
教师: 指导学生，小组自主归纳总结本课题知

识点。
【家庭小实验】
收集几种金属，取少量分别放入几个小玻璃

杯中，然后向各个玻璃杯中加入一些醋精( 主要

成分是醋酸) ，仔细观察发生的现象。试根据现

象判断这几种金属活动性的差异。
( 设计意图: 体现新课标“从生活走进化学，

从化学走向社会”的教育理念。)
案例反思: 本节教学力求充分体现新课标中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从实验分组和操作以

及总结都放手让学生去做。小组合作热烈、有效。
师生的互动及小组合作互动进行的很好。师生关

系融洽、和谐，课堂气氛热烈，学生敢于发表自己

的看法，学习积极性得到激发，为完成教学目标奠

定基础。
( 收稿日期: 2014 － 05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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