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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搞好化学教学 
江苏省宿豫中学 223800 r敬锋 

在使用新教材的过程中，笔者体会到，新教材 

在调整的基础上具有如下的特点：注重素质教育， 

关注社会、科技的发展 ，关注学生的经验 、兴趣 与 

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注重能力培养，扩大知识 

面，删除繁琐、陈旧、超越学生认知能力的内容，突 

出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如何依据新特点 ，搞好 

化学教学呢? 

1．引导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 

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点。为 

此 ，要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技能。传统 

教学中，教师常常是先讲定义、定律 、定理，然后依 

照定义、定律、定理举例说明，这种演绎式的教学 

方式 ，有益于求同思维和聚合思维的培养，但对发 

展求异思维、发散思维和创新思维则不利。“归纳 

式”教学方式刚好相反 ，为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能力，教师可采取以“归纳式”为主，“演绎式”为 

辅的教学方式。例如，课本上对“氧化还原反应”、 

“气体摩尔体积”等概念的给出，都是先列举一些 

事例，然后 ，归纳总结得出概念。同时，还要培养 

学生的创新技能，主要包括信息加工技能、创新实 

践技能，以及训练学生掌握和运用创新技法的能 

力、创新成果的表达能力等。开展多种实践活动， 

拓宽学生的创新空间，使学生不仅会动脑，而且会 

动手，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技能。例如，在教 

学中将部分演示实验改成边讲边做实验，增加学 

生动手、动脑机会，加深 了对知识的理解 ，培养了 

能力，同时鼓励学生改进实验、重新设计实验。 

2．立足本学科，注重学科间渗透 

①注重化学学科“双基”的夯实。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是逻辑思维 的基础 ，是判断、推理的材 

料。首先 ，要立足课本 ，把握好要求掌握的知识点 

的内涵和外延。其次，切实转变观念，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尊重 

学生的主体地位，教会学生学会学习。采用学案， 

课前预习 ，课堂讨论 ，课后练习巩固，教师发挥点 

拨 、疏导作用等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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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注重化学学科与相关学科的结合与渗透． 

在构成人才素质的问题上，中学各学科是一个整 

体 各学科知识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因此，在教学 

中应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并做到“在知识上互 

相迁移，在方法上互相借鉴”，有意识地引导学生 

跨学科思考问题，这样，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发散 

思维，提高创新意识，发展创新能力。 

③注重化学学科与社会的联 系。“化学与社 

会”是当前化学教学的热点。因为科学的整体化 

和综合化已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当 

代人不但是科学技术的共享者 ，更应该是科技的 

创造者和科技道德规范的捍卫者，这就要求化学 

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并应求得共识 ：即学习化 

学是为了用化学 ，学好化学大有用武之地。 

3．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吸取丰富的知识营养 

自学能力和创造能力强的学生往往都是阅读 

书报多的学生。教育专家指出：“做作业不等于会 

学习，不会阅读几乎等于不会学习。”因此，新教材 

增添了不少“阅读”内容，教师要利用好这部分教 

材，指导学生学会阅读，同时创造条件，争取让学 

生广泛阅读课外书报，从中吸取丰富的知识营养， 

为学好化学打下扎实的基础。在课外阅读中，应 

注意三点 ： 

①会质疑。就是在学习中对重点 、难点 、疑点 

提出问题 ，通过思考、分析达到释疑的目的。 

②善梳理。梳理，就是将所学的知识按照一 

定的规律、特点和方式等进行加工整理。 

③勤积累。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积累 

的过程。人们常说的厚积薄发，实质上就是说平 

时积累的重要性。 

4．造就良好心态，注重非智力因素教育 

学生不仅要有牢固的“双基”，较强的能力，而 

且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教学中，要重视非 

智力因素的教育。要培养学生具备严谨的作风、 

良好的习惯、顽强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心等科学品 

质。例如，要求学生解题时格式规范，书写清晰， 

表达准确，思路严谨，单位和有效数据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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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薄膜与化学 
tf‘肃省兰州市第六中学 730060 张永峰 

日常生活中，人们几乎天天接触塑料制品一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塑料薄膜。它们有的有毒，有 

的无毒 ，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塑料薄膜从化学成分上讲主要有两种。日常 

生活中，最常见的如 ：塑料拎袋 、雨衣、桌布等 ，大 

都是聚氯乙烯塑料制品。聚氯乙烯树脂 ，本：是白 

色沙子般的坚硬固体，只要加入一些增塑剂，就会 

变得十分柔软；再加点稳定剂，使它经久耐用；加 

入颜料后，就更为鲜艳美观了。但是，这种塑料有 
一 定的毒性 ，因为拌和在聚氯乙烯塑料中的：噌塑 

剂(苯二甲酸二丁酯)、稳定剂(铅的化合物)，以及 
一 些颜料 ，均有毒性 不过，这种塑料袋引起 人们 

中毒的可能性较小，因为苯二甲酸二丁酯、铅的化 

合物 、颜料 ，都混在塑料薄膜 内部 ，很少挥发：到空 

气中来，又都不易溶解于水，所以，一般情况下，不 

会达到使人中毒的程度。但是，油腻的食品f=如： 

油条、包子、肉类等)，就应该避免与这些塑料：嶷相 

接触，因苯二甲酸二丁酯易溶于油脂，会造成食物 

中毒。又如，用聚氯乙烯制成的桌布，本身无害， 

但所含有的游离单体氯乙烯、游离酚、游离醛：啕有 

毒 ，长时间直接接触食品、餐具，便会引起人们 中 

毒。20世纪70年代中期，聚氯乙烯制品的生产 

因其单体具有致癌作用曾一度被停止。随着科技 

的发展，到了80年代，无毒或毒性很小的聚氯乙 

烯塑料薄膜制品又随之出现，这些薄膜采用的是 

柠檬酸酯等无毒增塑剂来制造的，通常不会对人 

体健康产生影响。 

另一种常见的塑料薄膜的成分是聚乙烯，由 

这种薄膜制成的塑料制品多数是无毒的。例如， 

常见的乳白色的口杯 、奶瓶 、水壶、矿泉水瓶等都 

是无毒塑料。另外，像超市里所提供的塑料袋或 

保鲜膜以及牛奶袋、酱油袋等成分也都是聚乙烯， 

可以盛放或包装食品，它相对于聚氯乙烯要安全 

得多。但聚乙烯薄膜制成的塑料袋最好也不要长 

时问盛放油脂类物质，否则也会引起中毒，可出现 

皮肤瘙痒 、肠胃慢性中毒 、呕吐、腹泻等症状。 

人们在使用塑料制品(特别是塑料袋)时，应 

注意身体保健。下面介绍几种简单的鉴别塑料薄 

膜的方法： 

1．外观鉴别法。透 明度较好 、表面有光泽、 

光滑、手感柔软、抖动声音沉闷的为聚氯乙烯薄膜 

(蔬菜市场绝大部分都是这种塑料袋)；在使用时 

不要盛装油性或直接食用的食品。半透明、抖动 

时声音很脆，触摸有蜡滑感 ，揉搓 、拉伸时，变成白 

色或乳白色的为聚乙烯薄膜。这种塑料袋可以盛 

放食品。2．物理性能鉴别 ：①收缩性实验，薄膜 

遇热收缩性大的是聚氯乙烯。②密度法 ：将小块 

塑料薄膜投入水中，能够浮起的是聚乙烯 ，而聚氯 

乙烯 的密度大于水，则会沉入水底。3．化学方 

法。①燃烧法：聚乙烯易燃烧，火焰颜色为上端黄 

色，下端淡蓝色；燃烧时熔融滴落，有蜡烛燃烧的 

气味。聚氯乙烯较难燃烧 ，火焰颜色为黄色 ，并有 

白烟产生 ，伴随有刺激性气味 ，离火 自熄。②显色 

反应法：在一试管中，加入无水醋酸，分别取小块 

薄膜放入加热，冷却后，取其中溶液2～3滴于表 

面皿中，再滴加 l滴浓硫酸。无颜色变化的是聚 

乙烯 ；颜色由淡蓝色变为灰绿色是聚氯乙烯。 

塑料制品的回收与降解仍然是现代科技的一 

大难题。因此，人们在使用塑料薄膜制品时，除了 

考虑到自身健康外，还应该具有良好的环保意识， 

从 自身做起，共同为抵制白色污染而努力。 

(收稿 日期：2003—11—17) 

S 曼． ! -▲． 娆  ! 蔓． ! 

规；测试要施考正规；讲评时，要全面剖析学生 

心理因素、不良习惯所造成的失分；组题时，设计 
一 些有曲折、干扰因素大的题目，给学生提供接受 

挫折的机会，锻炼他们坚韧不拔的信心 这样，可 

以使学生终生受益。 

教材改革给化学学科带来新的机遇，同时，又 

面l临严峻的挑战。化学教师更需端正教育思想， 

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并加强对学生要求，更好地实 

施素质教育，培养出更多的、新型的符合时代需求 

的人才， (收稿日期：2003—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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