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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钠的性质与应用》教学设计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苏建立

【内容分析】

本节课选自苏教版必修 1 专题 2 第二单元，主要学习钠的性质与应用。要求学生能说出钠的主要物理

性质；认识钠的还原性，并会书写钠分别与水、氧气等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根据课程标准和教学要求，通

过专题 1人类对原子结构的认识和专题 2 第一单元基本的氧化还原反应概念及对典型的非金属元素氯的学

习认知，这部分内容不仅可以进一步强化学生对氧化还原反应理论的应用，体验“从现象到本质。从宏观

到微观”，引领学生学习镁铝等金属的认知策略，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学生学习

元素周期表的知识提供了一定的基础，通过拓展应用感受所学知识的价值。

【学情分析】

在学校层面上，省前中是一所四星级高中，学生的基础比较扎实；在心理层面上，处于高一学段的学

生对化学实验、化学现象兴趣浓厚，有较强的探索未知、崇尚真理的意识；从能力层面上，高一学生具备

了一定的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初步掌握了实验探究的基本程序，初步具备了设计实验方案的能力和一定

的动手操作能力并具有较好的思考与质疑、交流与合作的学习习惯；从知识层面上看，通过初中化学的学

习，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元素化合物知识和金属活动性顺序的一般知识。进入高一，又学习了人类对原

子结构的认识和基本的氧化还原反应概念。基于以上分析，学生具备了将钠单质的金属活泼性与其原子的

最外层电子排布结合起来的逻辑能力，从而初步形成物质的结构决定物质的性质的观点。通过联想本单元

从海水中得到的典型非金属元素氯气性质的学习，拓展到典型的金属元素钠的学习，感悟氧化还原本质，

深化整体学习法和宏观辨识和微观探析的化学学科思想。

【教学目标】

1.掌握钠的物理性质，认识钠的活泼性，学会书写钠分别与水和氧气等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2.能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分析解决问题，形成“结构决定性质”的观念。掌握学习元素化合物知识的一

般规律和方法。

3.能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能对与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4.了解科学探究过程包括提出问题和假设、设计方案、实施实验、获取证据、分析解释和建构模型、形

成结论及交流评价等核心要素。

【教学方法】

实验探究、自主互助、演绎归纳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钠的化学性质

难点：元素化合物知识学习的学科思想和方法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引入

以“曾青得铁，则化为铜”铁

与硫酸铜溶液这个学生熟悉的

反应导入，引出钠与硫酸铜溶

液反应是不是也有同样现象

呢？

比较、思考

由学生熟悉的铁，引入钠的性质

学习，利用类比模型理论，制造

学生认知冲，通过实验进行新知

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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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一：

探究钠的

性质

[实验探究一]（演示实验）

Na+CuSO4溶液？

启发学生从元素守恒、化合价

变化角度分析产物

组织讨论设计实验的方法

观察实验，描述实验现象，

猜测原因，讨论实验设计方

案

钠与硫酸铜溶液反应的实验，现

象突出，学生认知冲突强烈，学

生探究欲望更高涨。

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和分析，

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能基于证

据对物质变化提出可能的假设，

通过分析推理加以证实或证伪。

引导学生从“看、听、闻”等

角度全面观察实验现象

组织学生讨论钠的性质

[实验探究二]（学生分组实

验）Na+H2O？

观察、讨论、归纳钠从中体

现出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

质

学生在设计与展示、实验与探究

中自主构建钠的物理性质和化学

性质，培养学生探究的意识，了

解科学探究一般流程

[实验探究三]（演示实验）

气体？

设置问题引导学生讨论金属活

动性顺序表前面金属可以置换

出后面金属的适用范围

观察实验

比较钠与盐反应的两种不

同体系下反应的情况

设计用针筒实验检验氢气，方便

快捷，现象明显。

学生总结钠与水、盐的反应规律，

自主修正了先前不完善的知识体

系。

组织学生分组实验，切钠观察
[实验探究四]（学生分组实

验）Na?

纠正之前学生可能得出钠是灰色

固体的错误结论，感受钠的硬度

师生合作实验，比较钠在不同

条件下反应产物也不同

[实验探究五]（学生演示实

验）Na+O2(加热)

能认识物质是运动和变化的，知

道化学变化需要一定的条件，同

种物质不同条件下生成物可能不

同。

提问钠参与以上的反应，都属

于什么反应类型？显示出钠有

很强的什么性质？怎样解释？

联系已有知识，从理论上分

析具体原因

能从元素和原子水平认识物质的

性质和变化，形成“结构决定性

质”的观念。能从宏观和微观相

结合的视角分析与解决实际问

题。

环节二：

感悟钠的

用途

（1）思考钠的燃烧过程中

物质颜色变化，通过产生的

淡黄色物质与 H2O 反应产

生 O2，感悟钠制备供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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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探究六]（演示实验）

Na2O2+H2O？

介绍过氧化钠的性质，氢气燃

烧火焰颜色等感悟钠的用途

Na2O2的重要用途；分析 Na

及氧化物反应时的黄色火

焰及针筒尖处氢气燃烧火

焰颜色也带黄色的原因，感

悟高压钠灯营造了美丽的

常州夜景。

课后查阅文献天然金刚石

有可能来源于地球上 CO2,

感悟化学创造美。通过其中

产生的少量黑色物质感悟

钠与 CO2 制取碳的反应条

件。

（2）通过钠与氧气的反应

感悟钠与硫反应形成最具

潜力电池

使学生确实理解“性质决定用

途”，拓宽学生视野，赞赏化学

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化学可

以让世界更美丽。

环节三：

理解钠的

保存

介绍实验室和工厂钠的保存，

新闻链接：2015 年 8 月天津爆

炸引发的思考，以及钠着火后

如何灭火。

讨论：根据钠的性质，思考

钠在自然界的存在形式，工

业上怎么制取钠？

能对与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

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通过演绎思维自己得到钠的存

在、制法。

反思与评

价

梳理钠的性质和用途，引导学

生掌握学习元素化合物知识的

一般规律

介绍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

总结、归纳并提出问题

能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分析解决

问题，形成“结构决定性质”的

观念。了解科学探究过程包括的

核心要素

【板书设计】

-e-

1.状态

2.颜色

3.熔点

4.密度

5.硬度

…

1.水
2.盐
3.氧气

…

结构

性质

用途 保存存在

化学物理

决定

决定

决定决定

体现
体现 体现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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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文以载道，是中学化学应有的内在功能。本课以科学探究为核心，以“科学精神、责任自觉”的价

值追求为情感主线，根据情景的发展设置问题，问题紧紧相扣，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和赞赏化学对社会发

展的重大贡献。以学生的认知需求为逻辑主线：发现问题--实验探究--解决问题--再次发现新问题--演示实验

--解决问题。通过主线的融合、培养学生通过观察、分析、推理、归纳、对比、纠错、拓展等获取新知识的

学科核心素养。

1.教学过程中的收获：

（1）给学生以沃土，提升知识的“生长”性

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这就要求我们老师提升文化自觉，培育“生长”的活土。学生在学习中遇到

的困难之一就是知识变成了不可移动的重物。本课以“曾青得铁，则化为铜”铁与硫酸铜溶液这个学生熟

悉的反应导入，引出钠与硫酸铜溶液反应的认知冲突，将学生认知规律与学习过程的逻辑线索贯穿起来，

形成知识的内在结构，建立知识的广泛联系，让金属活动顺序知识在多样化的运用中活起来，使知识进阶

走向知识的生长。

（2）给学生以思想，从外在走向内在。

思想方法是一个学科的精髓，把学科思想作为教学的主线 ，是探究学习的核心方法。实验引领是探

究学习的核心。用实验引领课堂教学，一方面，知识建构起点比较低，便于理解和记忆，因为知识的产生

是源于实验现象的观察；例如钠的保存、钠的物理性质等都是学生能感受到的。另一方面，知识建构的逻

辑性很强，因为知识的形成是由现象到结论，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严密的推理过程的。如： 钠在不同条

件下与氧气的反应、钠与水反应等。通过理清知识的来龙去脉，展示完整的风景给学生，既有助于理解、

应用和学会方法，又可防止学生死记硬背或跟着感觉走（如钠在空气中变暗的问题），真正让学生从外在走

向内在。

（3）给学生以力量，尊重肤浅中的深刻

元素化合物知识零碎，如何让零碎的知识系统化，如何让学生学会知识的同时又学会方法，丰富学生

的原有认知结构，让学生从肤浅走向深刻，从知识传递走向主动发现。教师必须思考的是通过科学哲学教

育宏观上引领他们的本真追求，从想学走向会学、坚持学；微观上通过培养学科思维引领他们领悟解决化

学问题的路径方法。我们的目标是引领学生不仅要思考，更要给他们力量，有思考的才能，提高以“发现”

为导向的问题素养，培育“发现”智慧，让学生有机融入思考、发现、生长、迁移和递升等多种元素。本

节课通过三个环节探究钠的性质、感悟钠的用途、理解钠的保存，透彻演绎了结构、性质、用途、制法、

保存等之间的关系，将价值教育与知识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2. 教学教程中的遗憾

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本节课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1)实验的风险与学生的安全意识不足。

学生在做钠与水反应观察现象眼睛离烧杯太近，尽管实验前告知了友情提醒，但学生仍没有足够重视。

若能将大块钠遇水爆炸和钠与硫的研磨爆炸作为对比视频实验，就既让学生感受实验过程及其危险性，认

识到规范实验操作的重要性，又让学生感受到实验条件控制的重要性。真正促进和转变学生的科学风险认

知。

(2)学生创新实验环节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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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一定要和学生一起去做实验、论实验，这样学生的动手能力、思维能力、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有可能得以提高。本节课中的针筒实验设计简单方便，既很好地引导了学生如何去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又给学生在实验创新上做了很好的示范。可这是我的设计，学生的创新设计有些缺失，

如果在课前或课后引领学生自主设计如何收集并检验钠与水反应产生的氢气（体现简单、具体、创意）的

实验方案，可更好地深化科学预防，规避风险的学科素养。

3.今后努力方向

加强学情分析与学法指导，加强实验教学、重视学生的实验素养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