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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指导思想

课程标准要求通过实验理解钠的主要性质，认识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和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本节课的设计从可呼吸的钠电池出发，围绕可呼吸钠电池，通过创

设多层面、多维度的一系列问题，采用“引导—探究”的教学方法，不断激起学

生的认知冲突，诱发学生主动自发进行探究性学习从而解决问题，问题解决的同

时，学生也掌握了钠的存在、性质、应用、冶炼和保存方法。整个设计中注重引

导学生关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和将要经历的社会生活实际

出发，帮助学生认识化学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关注人类面临的与化学相关的

社会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参与意识和决策能力。

2 教材及学情分析

（1）教材分析

《钠的性质和用途》是苏教版《化学 1·必修》专题二《从海水中获得的化学

物质》的第二单元教学内容的一部分。本节课的学习不仅是对金属化学性质的延

伸和发展，既为前面所学的氧化还原反应补充感性认识材料，也体现氧化还原反

应对元素化合物学习的指导作用，又可以为学习《化学 2·必修》与选修部分相关

的理论知识打下重要的基础。

（2）学情分析

学生在学习本课之前，已经学习了氧化还原反应、物质的分类等相关理论，

同时也学习了典型的非金属元素，对元素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另外他们对化学

实验具有浓厚的兴趣，乐于并有能力完成实验，但是实验操作的严谨性、规范性

方面缺乏足够的重视，对于实验现象，可能还停留在观察阶段，缺乏深层次的分

析。因此，学生对实验的探究能力及分析能力还需教师进一步培养和提高。

3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了解钠的存在、冶炼、用途和物理性质；掌握钠的化学性质。

培养学生操作技能、观察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从自然、生活、科技和历史等视角来认识物质，通过经历实



验探究和问题讨论的过程，了解实验研究的方法，探索钠的性质。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最新科技的展现，理解科学研究的思路和过程；

通过亲历科学探究的过程，感受化学科学的奇妙，在体会、反思中提升核心素养。

4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以钠的性质、应用、制备、保存等为例，建构物质“结构－性质－

用途”的关系、化学变化是有条件的，实验是研究物质的重要方法等学科观念。

教学难点：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基础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观察品质和基于证据

推理的思维方法。

5 教学思维



6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情景引入】锂电池在我们的生

活中已经非常普及。最近，南开

大学团队又研发了一种神奇的

可呼吸的钠电池。

【问题 1】科学家们为什么能从

锂电池联想到开发钠电池？

从原子结构考虑，发现

钠易失电子，性质活泼。

以最新研究可呼吸

钠电池为情景，而且

始终贯穿整个教学

过程，让学生体会科

学研究方法和思路。

【问题 2】该钠电池工作时发生

的化学反应是什么？试分析电

子转移的方向和数目，并指出氧

化剂、还原剂。

【讨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氧化

剂就是 O2，钠可以和氧气反应

吗？

【讨论】加热条件下，反应是否

更剧烈？

【演示实验】钠在加热条件下与

氧气反应。

根据图示信息，写出钠

电池工作的化学反应方

程式并从氧化还原角度

分析。

理论推测：氧化性比较；

实验探究 1：观察钠的存

放。

实验探究 2：用小刀切下

一小块钠，观察钠切面

的光泽和颜色。完成实

验报告。

观察钠在空气中加热的

现象。

氧化还原反应对元

素化合物知识学习

的具体指导作用。

通过让学生亲历和

体验实验探究过程，

让学生思维参与更

深刻主动，培养良好

的实验习惯和提高

实验操作能力。

加深对“化学变化是

有条件的”的理解

【过渡】既然钠与氧气可以反

应，那是不是也可以制作出钠-

氧气电池？钠-氧气电池的研制

早于钠-二氧化碳电池。但是两

者的普及程度都不如锂电池，为

什么？

【问题 3】钠电池在推广使用上

阅读信息：在电池的实

际应用中，因为材料吸

水会遇到一系列问题，

会增加规模化生产。

实验探究 3：钠与水反

注重让学生体会科

学探究的一般过程

和方法，从实验的假

设到实验的探究再

到对实验结果的分

析，激发学生学习化



可能有什么局限性？

【讨论】钠与水反应产生什么气

体？

【演示实验】检验钠与水反应产

生的氢气。

【讨论】钠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

属。初中时，我们学过活泼的金

属可以把不活泼的金属从其盐

溶液中置换出来，钠是否也可以

呢？

【演示实验】钠与硫酸铜的水溶

液，钠与硫酸铜的丙酮溶液反

应。

应。描述现象并解释。

猜想与假设：氧化还原

观点。

实验设计。

根据实验现象，解释钠

与硫酸铜在不同溶液中

反应的现象不同。

学的兴趣，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

通过类比，制造学生

认知冲突，通过实验

进行新知识构建，突

出对学生化学思维

方式的培养。

【问题 4】钠电池未来可能取代

锂电池，优势可能是什么？

【展示】钠的存在与制取。

猜测原因：廉价。 学习的结果不在于

知识本身，在于课内

知识与生活经验的

统一。

【课后作业】1、钠电池开发、

生产、使用时注意什么？2、查

阅资料，了解钠的用途，用相关

性质解释。

有意义的教学活动，

应该是学生能够不

断向前发展的。

7教学设计反思

（1）通过情境创设，提升问题意识

化学知识来源于生活情境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感性经验或生活中的“对应

物”情境的创设，有利于学生从生活走进化学，在真实的、生活化的情境中发现

问题，从而产生积极的学习心理、情绪情感，尽快进入学习者的角色。通过情境

的创设，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对钠的结构、性质、保存和

应用的知识构建。

（2）通过实验探究，提升思维品质



本节课实验较多，包括学生自主探究实验和教师演示实验，体现出元素化

合物知识学习特点。学生自主探究是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学生运用已学过的

知识和技能，以新知识的探索者和发现者的身份通过设计实验去发现问题，探索

问题的一种学习方法。钠与水反应，现象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钠

与硫酸铜溶液反应，会置换出铜吗？如果希望钠能置换出铜，可以采用什么方

法？这种通过学生亲历实验探究过程，提供给学生感性的认识，巧妙的对话启智，

使学生真正经历探究学习，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同时，执教时非常注重学生的

实验报告的完成，实验报告是学生对化学实验学习与操作后一个自我整理、反思、

深化的过程，以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