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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课实录

从化学视角观察生活从化学视角观察生活
——《乙烯的性质和用途》教学尝试

教学背景

《乙烯》选自苏教版化学 2 专题 3

第一单元第二部分。《课标》对乙烯的

结构特点和性质提出明确标准，强调

“结构决定性质”的物质观；同时强调

将有机化合物的学习与社会性议题

的讨论紧密结合，突出化学的社会价

值和育人功能。

授课教师从“炼化一体化企业”

引入课题，设计了三个情境（“炼化一

体化企业”——镇海炼化、垃圾分类、

科学家研究乙烯的历史）、七个环节

（访企业、聊用途、议国策、探性质、玩

结构、话规律、建模型），在完成三个

教学任务（了解乙烯的生产和应用、

探究乙烯的结构和性质、构建有机物

研究模型）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从化

学视角观察生活、生产和社会中的有

关问题，通过设计方案、合作探究、模

型构建等科学研究方法，让学生了解

物 质 、认 识 化 工 、学 会 合 作 、懂 得

担当。

教学实录

任务一：了解乙烯的生产和应用

师：宁波有一个国内规模很大的

炼化一体化企业，同学们知道是哪个

企业吗？

生：镇海炼化。

师：是的。在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镇海炼

化分公司总经理吕亮功建议，加快打

造中国石化宁波绿色石化基地。下

面，我给大家播放这个有着“打造世

界领先绿色石化基地的典型”雄心的

企业的宣传片。

师：刚刚我听到有同学小声说，

这不像是化工企业，因为看到了“石

化厂里白鹭飞，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美景，这就是现代绿色化工企业的

魅力之所在。（展示几款镇海炼化生

产的塑料制品）

师：老师手上拿的这几款产品，

就是镇海炼化生产的塑料制品。塑

料的用途很广，数据显示，目前发达

国家平均每辆轿车的塑料用量达到

300 千克，塑料件占汽车自重的比例

达到 20%左右。预计到 2020年，这一

数据将达到500千克。最简单的塑料

是聚乙烯，其原料是乙烯。请问，你

们还知道乙烯的哪些用途？

生1：乙烯可用作果实催熟剂。

生2：可以做一次性饭盒。

生3：制造胶黏剂及涂料。

师：大家说得很好。乙烯是一种

植物激素，也是石油化工基本原料之

一，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化工水

平的主要标志，可用来制备合成纤

维、合成橡胶、合成塑料等。

师：那工业上是如何制乙烯的呢？

生4：石油裂解。

师：的确如此。石油烃裂解、乙

醇催化脱水、焦炉煤气分离等都可以

作为工业上乙烯的生产方法。由于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大规模生产

乙烯成本低、质量好，因此大量乙烯

主要用石油裂解法生产。到2019年9

月10日22点58分，镇海炼化100万吨

乙烯装置乙烯产量累计1000万吨，成

功突破千万吨大关，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双丰收。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观看视频

和交流讨论，了解了有机物的相关基

础知识，对家乡现代化工企业的魅力

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学习兴趣悄然

形成）

任务二：探究乙烯的结构和性质

师：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下这几

款从镇海炼化带回来的塑料制品的

性质。

（教师投影展示并口述强调实验

操作：将塑料剪成小块，放入 3 支试

管；在3支试管中分别加入蒸馏水、浓

HNO3、浓 NaOH；观察实验现象，看

一看溶液颜色有何变化，闻一闻实验

中有什么气味产生，摸一摸试管外壁

是否发热。学生按要求分组实验、记

录实验现象并交流讨论，教师巡视

指导）

生1：我们组的塑料不溶于水、浓

硝酸、浓氢氧化钠，没观察到明显

现象。

生2：我们组的塑料不溶于水，也

不溶于浓氢氧化钠，但溶于浓硝酸。

师：很好。大家的实验现象都是

对的，塑料的化学性质稳定，不同塑

料的化学性质不尽相同，但大部分塑

料的抗腐蚀能力强，不与酸、碱反应。

生3：我刚刚把一小块塑料放在

试管里加热，发现它有所软化，闻到

了很难闻的气味。

师：这位同学冒险精神很强，老

师为你点赞！不过老师也要提醒你，

科学实践的同时不要忘了保护好自

己，在研究未知领域时一定要有安全

意识。但老师也要谢谢你，因为你用

事实告诉我们塑料可以燃烧，也为我

们带来了一个新的话题。（投影塑料

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图片）

师：这些由塑料制品引起的“白

色污染”问题如何解决，怎样保护生

态环境？

生 4：少用塑料制品，从源头上

控制。

生5：进行垃圾分类处理。

师：目前，垃圾数量迅速增加，传

统填埋方式处理空间不足，而采取清

洁的焚烧方式受到“邻避”干扰，重要

原因是没有普遍建立垃圾分类制度，

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因此，加快建

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

类处理系统迫在眉睫，形成以法治为

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

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势在必

行，扩大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刻不

容缓。

师：老师这里还有从镇海炼化带

回的产品乙烯，请同学们将乙烯融入

分别盛有 Br2的 CCl4溶液、酸性 KM-

nO4溶液中；把导气管尖嘴用布拭干，

验纯后点燃。

生6：乙烯能使 Br2 的 CCl4 溶液、

酸性 KMnO4 溶液褪色，点燃后可以

燃烧。

师：其他组有没有补充，有没有

更为准确的描述？

生7：我们组看到红棕色的 Br2的

CCl4溶液颜色逐渐变浅直至无色；紫

红色的高锰酸钾溶液颜色也可以褪

为无色。乙烯燃烧火焰明亮，还伴有

黑烟。

师：回答得十分准确。乙烯是一

种无色气体、稍有气味、不溶于水、易

溶于有机溶剂，密度与空气接近。它

能与 Br2的 CCl4溶液、酸性 KMnO4溶

液发生反应。乙烯可燃，但与甲烷燃

烧相比，火焰更为明亮，伴有黑烟。

任务三：构建有机物研究模型

师：人类利用乙烯由来已久，中

国古代就发现将果实放在燃烧香烛

的房子里可以促进采摘果实的成

熟，19 世纪德国人发现在泄露的煤

气管道旁的树叶容易脱落。第一个

发现植物材料能产生一种气体，并

对邻近植物产生影响的是卡曾斯，

他发现橘子产生的气体能催熟与其

混装在一起的香蕉，但直到 1934 年

甘恩才首先证明植物组织确实能产

生乙烯。随着气相色谱技术的应

用，使乙烯的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研

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并证明在

高等植物的各个部位都能产生乙

烯，1966 年乙烯被正式确定为植物

激素。但 2017 年 10 月 27 日，世界卫

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

癌物清单初步整理，乙烯在 3 类致癌

物清单中。

师：今天，我们也来学学科学家，

“玩一玩”乙烯的结构，借以了解乙烯

使溴 Br2 的 CCl4、KMnO4 溶液褪色的

原理是否一样。

师：老师给同学们准备了一些圆

球和木棍，请大家根据乙烷、乙烯的

分子式，尝试组装一下乙烷、乙烯的

球棍模型。

（学生拼接、讨论、分析、比较乙

烷、乙烯的结构，教师巡视指导）

师：同学们组装得都很好，我们

来看一下乙烯的球棍模型和比例模

型。（教师展示模型，板书乙烯的分子

式、结构简式、结构式）

师：物质的结构决定性质，乙烯

的化学性质实际上就是碳碳双键的

性质。碳碳双键能够与溴发生加成

反应，能够被强氧化剂氧化。（板书乙

烯的化学性质及相应的反应方程式，

强调加成反应是有机物分子里不饱

和的碳原子与其他原子或原子团直

接结合生成新物质的反应）

师：丙烯和乙烯一样，也有碳碳

双键，它会有哪些化学性质？请用化

学反应方程式表示。

（学生书写反应方程式，教师巡

视指导）

师：同学们，化工产品给人类生

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化工企业可以像

镇海炼化这样魅力四射，化学不仅可

以成为人类更好生活的武器，也可以

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帮手。

（设计意图：学生深入了解乙烯的

结构性质，学会证据推理、构建模型认

知，并通过了解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

发展动态树立主动作为的责任担当）

教学反思

这是一节有机化学的新授课。

在教学设计上，三个任务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度，

提高了教学的有效性。

教学过程紧紧围绕教学目标、课

程标准展开，突出有机物的学习方

法。课堂上，教师善于引导学生通过

实验获取知识，指导学生发现问题、

总结规律，促进学生知识的生长和建

构，注重学生的生成性问题，并及时

解决。

本节课的亮点在于教学情境的选

择有利于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

“社会参与”。教学情境设置巧妙，各

个教学环节都是在实际生活、生产背

景下展开的，教师语言精练，善于结合

学生已有的认识，激发学生的探究欲

望、拓展学生的学习时空，让学生感受

到化学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由于时间有限，部分实验做得较

为仓促，未能充分挖掘化学实验的内

涵和深度。比如塑料的性质实验，出

于环保考虑，设计得不够深入。同时

学生在做实验前，教师对一些基本操

作强调得不够详细，课堂上学生的实

验表现参差不齐，这在以后的教学中

还要强化。

教师在尊重教材、完成基本教学

任务的基础上，采用基于情境、问题

导向和学科思维的互动式、启发式、

探究式、体验式等课堂教学设计和实

践，诠释了如何实现从“以知识为中

心”的学科教学到“以核心素养为核

心”的学科育人的转变。

（作者单位系宁波诺丁汉大学附

属中学）

本报讯（通讯员 吴格明） 日前，“逻辑

思维与语文教学”金堂论坛在四川成都举

行。在本次论坛上，以成都金堂外国语实验

学校校长唐中福为代表的中小学校长发布

了《金堂共识》，并向全国中小学校长发出

“培养逻辑思维，优化语文教学”的倡议。

《金堂共识》指出，语文活动也是思维活

动。听和读是通过语言理解别人的思想，说

和写是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2017版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语文核心素养的四

个方面：语言建构与应用、思维发展与提升、

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其中，

思维渗透贯穿了语言、审美、文化的各个方

面。语言与思维互为表里，离开了思维，语

言就是一堆孤立的字词，无法形成有灵性的

篇章；思维又制约着审美的境界，离开了思

维，审美只能停留在感性形象的层面，缺乏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

《金堂共识》还指出，重视思维，其实质

是重视人类理性。语文课程改革之初，走过

淡化理性的弯路。语文教学的一大误区在

于重视文采远胜于理据，当下的课堂激情有

余而理性不足，而理性与诗意是语文教学的

双翼，语文课程改革的正确方向应是丰富感

性、深刻理性。

《金堂共识》强调，逻辑是人类长期思维

实践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是人类

理性的深刻体现。逻辑思维是思维的基本

方式，只有自觉遵守和运用逻辑的法则，才

能摆脱朴素的肤浅而变得深刻，并产生伟大

的艺术力量。逻辑是科学与民主的共同基

石，培养逻辑思维是教育深刻的内涵。

语文课程对于培养逻辑思维具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课文的情境为思维活动创造

了具体而生动的思维空间，学生在语文学

习的过程中可以形成有张力的思维。逻辑

思维又是语文素养的深刻内涵，离开了逻

辑思维的深刻内涵，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必

定是肤浅的、零散的。培养逻辑思维，并非

语文教学的额外负担，而是语文教学优化

的自身需要。

2017版《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要发展

学生实证、推理、批判与发现的能力，增强

思维的逻辑性和深刻性，提高思辨性阅读

与表达的水平。”这是《语文课程标准》第一

次十分明确地倡导思维的逻辑性以及学习

“推理”。

《金堂共识》提出，学习推理是培养逻辑

思维、优化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方法。教育

需要感悟，智商高的人可以悟到结论。但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需意会，不需言

传”不是教育。教育就是要用可操作的方

法，让更多的学生解决问题，获得能力。

《金堂共识》倡导，语用推理对于语文课

程特别是文学作品的阅读具有重要意义。

学习语用推理是语文教学行之有效的方法，

阅读教学不应当由教师将结论告诉学生，而

应当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获得结论。倡导课

堂讨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培养逻辑思

维、优化语文教学的好方法，也是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方式的应有之义。

本次论坛上，来自江苏、天津、河北的教

师执教了高中语文观摩研讨课。

“生成性学习”
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金锐）近日，“李仁甫名师工作室”

教学研讨活动在南京师范大学盐城实验学校举行。

特级教师李仁甫、盐城市教研员王玉等30多名教师参

加了此次活动，活动依托语文课堂教学观摩，主要围

绕“生成性学习范式的课程性探索”进行研讨。

南京师范大学盐城实验学校教师谢超执教的公

开课《神的一滴》，在教学中突破常规授课模式，通过

学习活动的设计、学习情境及任务的设置，引导学生

聚焦核心问题展开研习，呈现了生本、师生、生生的

深度对话。

在随后的评课研讨中，专家对谢超新颖的课堂

教学设计、高效的学习方式给予高度评价，并由这节

课出发，讨论形成了“生成性学习范式”的基本思路：

一是预学和前测，二是批注和交流，三是聚焦和研

习，四是拓展和延伸，五是评价和后测。

据悉，“李仁甫名师工作室”成立于 2016年 9月，

其研究成果“中学语文‘生成课堂’教学范式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获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基础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南京师范大学盐城实

验学校高中部校长沈斌表示，学校与“李仁甫名师工

作室”的联合教学研讨活动，对促进青年教师的成长

和学校教科研工作再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模仿是儿童的天性，也是儿童

学习语言的基本途径之一。虽然仿

写已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实践经验

告诉我们，仿写能减缓学生写作的

难度，使他们由读到写，由不会写到

会写，把自己身边美好的生活画面

转化成个性鲜明的语言文字，帮助

他们在阅读与写作之间架起一座桥

梁。因此，仿写仍是提高学生写作

水平的一个有效方法。通过这段时

间的研究，我们课题组从以下几个

方面指导学生仿写，提高作文质量。

第一，片段仿写。优美的片

段、有特色的片段都是学生模仿的

对象。学习《桂林山水》这篇文章，

里面描写漓江静、清、绿的句子非

常优美，在带领大家有感情地朗读

后，我问学生：“你能模仿范例写一

段 话 吗 ？”学 生 们 露 出 为 难 的 神

情。“老师已经写了一段话，大家来

听一下！”听我这样一说，学生们来

了精神，都伸长了脖子。我说：“春

天来了，百花盛开，我走进公园，被

眼前的景色陶醉了。公园里的花

真多啊！一眼望去，满园姹紫嫣

红，犹如花的海洋；公园里的花真

美啊！红的像霞，白的似雪，黄的

如金；公园里的花真香啊！引来了

成群的蜜蜂和蝴蝶，它们在花丛间

翩翩起舞，不忍离去。”看到一些学

生听得非常认真，我接着说：“模仿

也是一种写作方法，你们也可以模

仿我的样子写写。”学生们跃跃欲

试。有的学生从色香味三个方面

写了妈妈做的菜真不错，还有学生

从路边的小树光秃秃的树枝在寒

风中颤抖、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

连人们呼出的气都成了白色的三

个方面写出了天气的寒冷。

第二，结构仿写。小学生初学

写作往往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苦思

冥想却难以下笔，原因是他们不知

道该怎样构思文章，包括怎样开头

和结尾，而范文就是帮助学生学写

作文的拐杖。比如《白鹅》这篇课

文，是按照“总分”顺序写的，条理很

清晰，是学生仿写的典范。学完课

文后，我马上引导学生仿照课文的

结构续写，描写自己熟悉喜欢的动

物。了解了总分这种写作方法之

后，继续扩展练写人、写景、写状物

的文章，学生有法可依，写起来就容

易多了。

第三，语言仿写。教学中我发

现，不少学生的作文语言缺乏文采，

是语文学习不能学以致用的原因。

小学生学习语言的方法有许多，如

组词、造句、读书、背诵，仿写也不失

为一种好办法。人教版小学语文四

年级上册中有一组描写动物的课

文：老舍先生的《猫》和《母鸡》，其语

言亲切自然，朴实无华；丰子恺先生

的《白鹅》以拟人化的手法描写的白

鹅，俨然是一位架子气十足的大将

军；俄国的《白公鹅》，那幽默、调侃

的语言令人久久难忘。四篇文章各

具特色，是学生积累语言的典范之

作。为此，学完课文之后，我不失时

机地指导学生习作《我喜欢的小动

物》《我熟悉的人》，学生成功仿写了

《我》《小狗》等文章。

第四，从仿写到创作。作文是

生活的艺术再现，只不过是把口头

语言转化为书面语言，最终目的还

是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笔书写自己

的生活，因为生活才是创作的源

泉。每个学生都有丰富多彩的生活

内容，却在写作时往往大脑一片空

白，无从说起，可见是在选材方面遇

到了难题。此时，教师的指导作用

非常重要，以范文为例子，在读懂文

章的基础上，将学生的目光从书本

引向生活寻找自己的影子，既能帮

助学生认识生活、认识自己、学会选

材，还能有效完成创造性的作文。

总之，仿写是学生写作的起始，

是写作兴趣培养的基石。只要由易

及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久而久

之学生的阅读水平和写作能力就会

得到提高。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市北

海学校）

从仿写到
创造性写作
□ 王海燕 王璐璐

课堂策

□ 林思俭

资讯

“逻辑思维与语文教学”论坛
发布《金堂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