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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这节内容在必修二的第三章第三节，正是刚刚

进入有机化学的学习阶段，但是又并不是毫无基础，前

面已经详细学习了有关烃类化合物的各种化学性质，已

经初步建立了有机物的学习模型。以“结构决定性质，

性质决定用途”这一核心大概念为统领，结合有机物的

学科特点，从观察其物理性质入手，再引入到其结构特

点的探析中，通过验证其化学性质回推其物质结构，进

而更深曾次分析结构特征解释其物理和化学性质规律，

综合以上得出乙醇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

1.框架建立

思路建立后，那么就要建立思维框架，每一个环节

都需要一个好的问题创设情境。那么，以什么样的情境

引入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从化学小实验开始：酒精灯本

身就是在燃烧乙醇，既然酒精灯就是最贴合教学主题的

教具，那么引入时就要围绕酒精灯做文章。使用浓硫酸

和高锰酸钾固体的混合物点燃酒精灯，实验过程简单，

实验现象明显，学生的直观感受新颖，印象深刻，更重

要的是直接呈现出乙醇的物理性质，通过直接观察，再

结合一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学生很快就可以总结出乙

醇的物理性质：无色、有特殊香味的液体，密度比水小，

与水可任意比互溶，熔点和沸点都不高。这样的引入，

开门见山，直接明了，直抒胸臆，对于建模学习有机物

也是更适合学生的认知思路的。

2.结构探析

引入情境的创设完成后，衔接乙醇的结构探析就顺

理成章开展了。首先，学生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基础是乙

醇的分子式为 C2H6O，一个乙醇分子是由两个碳原子、

六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的。学生在掌握这个基本

信息之后，后面的任务就显得简单了许多。参照前一节

所学习的有关烷烃的结构特点，以乙烷的结构为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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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H6 的结构组成，那么，只要再多一个氧原子，就能很

快搭建出来乙醇的球棍模型。然后，我准备了三种颜色

的橡皮泥和若干牙签，让孩子们搭建乙醇的球棍模型。

要求：第一，充分展示出乙烷的球棍模型，告诉学生碳

四键的四面体构型；第二，强调氧原子两根键，氢原子

只有一根键；第三，在展示环节，让学生关注强原子所

连接的原子是谁，可以是碳，也可以是氧。在做了以上

充分的改进之后，搭建球棍模型这一环节顺利实施。

模型的建立，需要化学实验的验证。学生所能搭建

出的正确的球棍模型主要归总为以下两种：含有 O-H

键的结构、不含 O-H 键的结构。那么，问题便可以围

绕 O-H 键的化学性质展开：什么物质只含有 O-H 键？

它具有什么化学性质？学生回答水是只含有 O-H 键的

物质，使用钠与水的反应可以证实钠可以与含有 O-H

键的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氢气，但是，既然是产生氢

气，如何证明与钠反应产生的氢气是断裂 O-H 键得到

的氢原子？为什么不是通过断裂 C-H 键得到的？我在经

过参考大量的文献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还不

用做化学实验的验证方法：金属钠的保存！金属钠由于

其超强的还原性，一般都会隔离空气密封保存，最好的

方法就是“液封”。化学家们选出了煤油或石蜡油来封

存金属钠，而煤油和石蜡油的主要成分都是烷烃的混合

物，其本身分子内就含有大量的 C-H 键，单凭这一点，

就可以证明与钠反应产生氢气的不是断裂 C-H 键提供的

氢原子。

3.实验验证

通过实验验证氢气的产生必然要点燃氢气观察火焰

颜色、检验燃烧产物中只有水没有二氧化碳。但是，众

所周知，点燃氢气前，必须要验纯，如果让学生做这个

实验的话，有很大的危险性，也会出现一些不规范的操

作。如果把它变成教师演示实验的话，就会耗费大量课

堂时间，容易让学生从课堂氛围内跳脱出来。在参考大

量有关乙醇与钠反应的简易实验之后，我总结出了如下

的实验过程：准备一只注射器，向其中加入一颗新切的

米粒大小的钠块，然后推动活塞芯杆排空注射器内的空

气；将注射器口部浸入盛有无水乙醇的烧杯中，拉动活

塞芯杆吸入大概 3ml 的无水乙醇；钠与乙醇开始发生反

应不断产生氢气，注射器需要一直保持直立，确保产生

的氢气保留在注射器上部而不会接触到空气，而且注射

器内的乙醇会由于压力向下回流到烧杯中；当钠块全部

被反应掉之后，轻微推动活塞芯杆排空注射器内乙醇液

体，拿出注射器并迅速插上针头快速将针头部分朝上，

避免空气的进入；收集一整个注射器纯净的无需验纯的

氢气。整个操作一气呵成，既节省时间，又可以充分展

示实验现象。通过实验验证，乙醇分子的结构得以确定：

含有 O-H 键，进而引导学生认识官能团的概念，知道

O-H 键在有机物中是官能团，名字为羟基。辅助学生对

比钠与水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从而写出钠与乙醇反应的

化学反应方程式。乙醇的第一个化学性质：置换反应！

4.性质探究

乙醇还有什么化学性质呢？其实，酒精灯的燃烧，

这一性质昭然若揭：可燃性，可以反应氧化反应。那么，

如何承上启下，起承转合呢？再次搬出“魔棒点灯”的

实验视频吗？还是直接展示酒精灯燃烧的图片？这些都

只是在简简单单的承接上下文，并没有达到化学学科核

心素养“科学意识和社会责任”的要求。如何才能与社

会价值结合起来呢？依然是参考大量的文献，闲暇时间

观察生活中任何出现乙醇的事物，我发现：乙醇汽油是

近年来比较新颖也比较值得被关注的话题。那么，展示

乙醇汽油的图片，讲解乙醇汽油的成分，提出问题：这

体现了乙醇的什么性质？既做到了推广乙醇的社会价值，

又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将课程引入到下一个环节。乙醇

之所以可以当燃料供给汽车，那是因为乙醇是一种非常

环境友好的可燃物，具有还原性，可以被氧气氧化，产

物只有水和二氧化碳，不会污染环境。乙醇燃烧的现象

是蓝色火焰，其热值较高，凭借着其可再生、造假低廉

又环保等特点在燃料领域是不二之选。

5.社会价值

借助问题“汽车‘喝酒’是因为乙醇燃烧可以放出

大量的热，那么人喝酒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带领学生

将课程推入乙醇的又一大化学性质的探索当中：乙醇的

催化氧化。首先，展示实验，在课件中详细描述实验过

程，由于这个实验比较简单，操作单一，完全可以作为

学生活动来培养并发展学生从化学视角观察生活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过程如下：取一根下端绕成螺旋

状的铜丝，在酒精灯的外焰 a 处灼烧铜丝，向试管中加

入少量乙醇，将灼烧后的铜丝伸入乙醇中，反复几次，

观察铜丝颜色变化，小心扇闻试管中液体产生的气味。

学生在动手实验的过程中，看到铜丝由红变黑，再由黑

变红，从而得出铜丝是作为催化剂的角色出现的，继而

深化理解，明白黑色的氧化铜变回成红色的铜时，将氧

原子给了乙醇，乙醇为了承接这个氧原子，就要贡献出

两个氢原子组成水分子，那么乙醇就要变成其他产物；

通过扇闻液体的气味证实乙醇的改变；最后再经过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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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原理了解到乙醇断下去的是羟基氢和羟基所连碳原

子上的氢，总结乙醇催化氧化的规律，找到能被铜作为

催化剂被氧气氧化的醇类在结构上必须满足羟基所连碳

上含有氢原子。在实验的最后，穿插这个小实验“当把

铜丝从外焰 a 处移至内焰 b 处，可观察到什么现象？为

什么 ?”，再次培养并提升学生从化学视角观察生活和解

释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解乙醇的催化氧化反应后，回

扣这一环节的主题：人喝酒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普及知

识：乙醇（CH3CH2OH）通过血液流到肝脏后，首先被

ADH（乙醇脱氢酶）氧化为乙醛（CH3CHO），然后乙醛

被 ALDH（乙醛脱氢酶）氧化为乙酸（CH3COOH），并最

终被分解为 CO2 和 H2O。这一系列变化和乙醇的催化氧

化类似，达成点明中心贴近主题的目的。但是，在课堂

上提出“喝酒”并不符合核心价值观，为了凸显化学课

堂也可以正面积极向上，我在这后面有附加了一条视频：

酒精中毒如何自救。然后教师的话作为总结：告诉家长

尽量适量饮酒，对于未成年人，坚决不能饮酒。

那么，从“酒”的话题延续下去，提问“司机酒后

驾车是如何被检测出来的？”便顺理成章。学生们对警

察叔叔手里的酒精检测仪，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

在大大小小的新闻画面当中，都会看到警察叔叔手里拿

着它来检测来往车辆的司机是否饮酒了；陌生是因为这

个酒精检测仪的反应原理不明白。那么，我就从熟悉的

画面入手，让学生带着好奇心阅读有关酒精检测仪的原

理介绍，这也正是乙醇的又一大化学性质：可被酸性高

锰酸钾溶液或酸性重铬酸钾溶液这种强氧化剂氧化成乙

醇的性质。乙醇可使紫色的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使

橙色的酸性重铬酸钾溶液变成墨绿色。而化学反应产生

的电阻变化也会令指针移动，精确标示出呼气中的酒精

的浓度，并通过微电脑将其换算成血液酒精的浓度。这

样，学生们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境从化学的角度再重

新理解一遍，既强化了乙醇的化学性质，又增强了学生

们的社会责任观。

6.回归主题

在整节课程的最后，通过展示图片，让学生回顾这

一节课我们通过探索的有关乙醇的所有性质，总结出乙

醇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用途：乙醇是非常好的燃

料，乙醇还是畅销的饮料，乙醇在化学工业上也有着重

要的用途，乙醇在我们生活中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消毒

剂！进而提出课后作业：疫情期间，每天我们都会使用

消毒剂消毒，生活中有两种常见的消毒剂，一种可以使

用消毒车喷洒消毒，而另一种只适合使用涂抹方式消毒。

请大家查阅资料，指出这两种消毒剂的主要成分，并解

释不同使用方式的原因。这样的课后作业，不仅可以培

养学生对于化学学科的兴趣，还锻炼学生对于生活中一

些常见的现象学会运用化学思维来解释问题。最后，通

过板书形式来回顾这一堂课我们学习了乙醇的物理性质

和物质结构，通过结构推断出乙醇所应具有的性质，通

过性质的检验来返回来验证乙醇的结构特点，最后综合

以上内容，总结归纳乙醇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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