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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BE_E6_8C_87_E5_c38_452342.htm 一、教材分析 1.本节

内容在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金属的化学性质是新课标教材（

人教版）第八章第二节内容。在本课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

非金属元素氧、碳及其化合物的知识。学习了本章内容之后

，元素化合物的知识将较为完整，使同学们不仅对前面的非

金属的性质有所了解也对金属的性质有所了解，同时本节内

容的学习也为酸、碱、盐的知识奠定基础，而且本节内容贴

近生活实际，可丰富学生的知识，开拓视野。 2.教学目标 （1

） 知识和技能目标 A. 通过实验探究金属与氧气，金属与稀盐

酸、稀硫酸以及与盐溶液的置换反应。 B. 认识金属的化学性

质和金属的活动性顺序，并且能用金属活动顺序解释一些与

日常生活有关的化学问题。 C. 能用金属活动性顺序对有关的

置换反应进行简单的判断，并能利用金属活动性顺序解释些

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化学问题。 （2） 过程和方法目标A. 通过

小组合作进行研究性学习，使学生能主动与他人进行交流和

讨论，初步学会运用对比、归纳、概括等方法对获取的信息

进行加工，并用化学语言进行表述，初步认识科学探究的意

义和基本过程。 B. 通过符合认识规律的教学过程，对学生进

行科学方法的教育，帮助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 

（3）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以及勤于

思考、严谨求实、勇于创新和实践的科学精神，培养学生辩

证唯物主义观点，保持和增强对化学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发展学习化学的兴趣。 3.教学重点和难点通过实验探究认



识金属活动性顺序是本课题的重点。 运用金属活动性顺序对

置换反应作出判断是本节课的难点。 二、学情分析 1.学生在

前一阶段的学习中已经做过镁条、铝箔、铁丝等在氧气中反

应的实验，基于学生的已有的基础知识，采用实验事实→归

纳的方法，归纳出大多数金属都能与氧气反应，但反应的难

易和剧烈程度不同。 2.由生活常识创设情境，激起学生强烈

的好奇心，比平淡的言语过渡更具“挑逗性”，学生也觉得

“学习化学真有用”。 3.在第五单元学习质量守恒定律学习

过铁可以与硫酸铜反应，可引导学生推测金属能与金属化合

物溶液反应 ，然后设计实验验证。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 1.教

学方法“自主学习、引导─实验探究”教学模式。 旧的、传

统的学习观认为，学习发生与否取决于教师的教授，学习的

过程就是教师呈现、组织和传递知识的过程，学生的任务就

是像“海绵”一样地尽可能多地吸收教师传授的知识。当前

的教育理念，则倾向于将学习看成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学习

是一个主动的、有目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断转

化和修正教师所提供的信息，然后以一种具有个人特点的，

有意义的方式来建构新知识，由于学生担负这一责任的意愿

和能力会有所不同，需要教师给予一定的帮助。 根据这一教

育理念，结合教材内容特点及学生认知情况，本节课采用自

主学习，引导─实验探究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A.金属与氧气

反应采用回顾自主学习教学方法。 B.金属与稀盐酸、稀硫酸

的反应；金属与金属化合物溶液的反应采用实验探究的教学

方法。具体教学流程如下： 2.学法指导实验探究法：本课题

是比较系统地认识一类物质及其变化规律的开始，形成一个

良好的思维习惯是本节课学法指导的关键，对金属的化学性



质，引导学生进行有目的的思维，观察实验现象，学会如何

对比观察、描述实验现象，并对实验现象进行分析，得出实

验结论。通过探究实验，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

力。 归纳总结法：通过对金属与金属化合物溶液的反应及与

酸的反应事实，归纳得出置换反应使学生的理性思维再一次

得到升华。 总之本节课的学法形成，对以后学习酸、碱、盐

等物质的性质与用途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因此在学法上重在

指导学生形成一种良好的正确的思维习惯。 3.评价方式：侧

重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参与意识，合作精神，思路的综合评价

。 4.教学手段： 实物呈现，实验探究，多媒体辅助教学。 四

、教学过程 以生活中的事例“黄铜（铜锌合金），与黄金的

外观很相似，常被不法商贩用来冒充黄金牟取暴利，我们可

用什么办法来鉴别它们呢？ ”引入，同学们能够想到的多数

是利用其物理性质，告诉同学们除物理性质以外还可以利用

它们的化学性质，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 1.在学习

金属跟氧气的反应时，采取“回顾引导自学讨论得出结论”

的教学模式。在学生了解铁丝在纯氧中能够燃烧但在空气中

不能燃烧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回忆在空气中点燃镁条的实验

，探究铁镁两种金属跟氧气反应时的条件的差别，得出镁比

铁活泼的结论，然后带着“铁和铝的活泼性怎样？为什么铝

具有优良的抗腐蚀性能？分析”真金不怕火炼“蕴含的科学

原理。”的问题阅读，讨论得出几种金属的活泼顺序为

：Mg>Al>Fe>Au 2.学习金属与酸反应时，从生活中的普通现

象导入，生活小知识绿豆在铁锅中煮熟后为何会变黑？在生

活中有这样一个现象：绿豆在铁锅中煮了以后会变黑；苹果

、梨子用铁刀切了以后，表面也会变黑。请同学们想一想这



是为什么呢？教师讲解：这是因为绿豆、苹果、梨子与多种

水果的细胞里，都含有鞣酸，鞣酸是一种酸、能和铁反应，

生成黑色的鞣酸铁。绿豆在铁锅里煮，会生成一些黑色的鞣

酸铁，所以会变黑。问题： 从刚才的生活小常识中你有什么

启示？学生猜想：金属与酸可能会发生反应。学生亲自动手

做 镁、锌、铁、铜与酸混合的实验，探究镁、锌、铁、铜的

活泼性差异。由学生代表汇报探究结果，如上的教材处理目

的在于使学生通过观察现象──比较分析──归纳结论──

总结规律的过程，通过此过程，帮助学生提高与他人交流、

讨论和语言表达能力，获得主动发现的快感，增强了学习兴

趣。 3.在学习金属与金属化合物溶液反应时，通过铁可以与

硫酸铜反应，学生可推测金属可能能与金属化合物溶液反应 

，然后设计实验验证验证猜想，在这几个实验中铝丝浸入硫

酸铜溶液中，做出的铜树有黑色的物质，光亮的红色不明显

，不及书上的图漂亮，为了做出与书上一样漂亮的铜树，可

将硫酸铜溶液改为氯化铜溶液（以饱和氯化铜溶液与水按1

：1稀释为宜）通过上述实验，得出铝、铜、银的金属活动性

顺序Al>Cu>Ag经过实验探究，不仅掌握了金属的化学性质，

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科学的实验方法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以

及让学生感受化学的物质美、现象美、直观美，[培养学生的

审美能力，为以后更好地利用实验探究自然科学知识打下基

础。 4.教师讲述：经过了许多类似上述实验的探究过程，人

们进行了认真的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出

了常见的金属的活动性顺序，以及根据这些活动性，可以作

为金属能否在溶液中发生置换反应的一种判断依据。 5.归纳

小结，知识的升华为了更好地系统地学习一类知识，我们常



用比较归纳的方法。对化学反应我们常根据不同化学反应的

共同特征，归纳为多种反应类型。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今天

学习的几个化学反应，看它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引导学生从

反应物和生成物的物质类别如单质、化合物的角度分析金属

与稀盐酸、稀硫酸的反应，金属与化合物溶液的反应，这些

反应有什么特点？ 总结置换反应的特征，并回顾对比化合反

应，分解反应。 6.提问：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能利用它们

的化学性质来鉴别这枚金戒指的真假吗？积极将所学的化学

知识应用于生活实践，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体会到学习化

学的乐趣。 达标练习 练习1是对基本概念的考察，练习2、3

都是利用本课的基础知识，结合我们生活实际，对知识进行

活用的例子 1.判断下列反应分别属于哪种反应类型？ （1）

Fe CuSO4=Cu FeSO4 （2） 2Mg O22MgO （3） CH4 2O2CO2

2H2O （4） H2O2H2O O2↑ 2.国际互联网上报道：目前世界

上约有近50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缺铁性贫血。其中儿童和青

少年由于营养不均衡，患缺铁性贫血，其主要表现为：偏食

、智力降低，对周围事物反应差，易怒不安等。同时往往记

忆力差，听课精力不集中，智商偏低。 联合国卫生组织经过

严密的科学分析认为：我国的铁锅是最理想的炊具，可有效

减少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如果在炒菜时经常加入适量的食醋

（食醋中含有醋酸成分），效果会更好。 思考：为什么我国

的铁锅是最理想的炊具，其依据的化学原理是什么？ 3.我国

西部某省有一个苦泉村，村子里的泉水蒸发时产生蓝色的胆

矾。当地居民用铁锅煮一煮泉水就不苦了，久而久之，铁锅

变成了“铜锅”。你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吗？（胆矾的主

要成分是CuSO4.5H2O，其溶于水形成CuSO4溶液）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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