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在线教学优秀案例

案例名称： 醇的化学性质

案例类别：教学改革

案例负责人： 胡雪梅 职称： 讲师

所 在 系： 化学化工系



（一）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有机化学 醇 授课时数 1.0

授课对象 材料化学专业大一年级 授课方式 线上教学

参考资料

参考教材

《有机化学》（第五版）

主编：汪小兰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业教学标准
2021 版材料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1 版《有机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教学内容

一、教学内容

1、醇的化学性质

（1）与活泼金属的作用；

（2）与无机酸的反应；

（3）与有机酸的反应

（3）与氢卤酸的反应

二、学习产出

能够写出醇反应的化学反应式并会灵活应用。

教学重点 醇与氢卤酸的反应的机理

教学难点 醇与氢卤酸的反应特点以及反应方程式的书写并会灵活应用。

教材分析

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

“醇、酚、醚”是汪小兰主编的《有机化学》中的内容。醇、酚、醚

都是含氧的化合物，是学习含氧有机化合物的基础。通过对本章节的学习，

使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含氧有机化合物的学习，也为后续的含氧有机化合物

的系统学习打下基础，同时为杂环化合物的学习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

通过教师和学生共同探究学习，提高他们的创新和实践能力。

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 大一年级的学生，授课时间是第一学年下学期。



知识及技

能基础

学生通脱前面烃类知识的学习为本章内容的探究学习奠

定了基础。而且材料化学专业学生的知识储备良好，有良好

的学科综合探究能力，对新知识的学习有很高的积极性。教

师通过有效地引导，学生在学习时就能够结合本专业的知识

特点，更好的掌握课本内容。

学习风格

和特点

本次教学面向的学生大部分为“00”后，他们的思想跳

跃性强，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综合素质较高、学习能力较

强，但不善于记忆枯燥的知识，在学习与应用过程中表现出

明显的“听过的会忘，看过的能记住，做过的才能学会”特

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更多地运用具有视觉冲击力的

视频、图像和表格，从“00”后大学生感兴趣的角度进项突

破，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让学生充分地参与

课堂教学中，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学习单”工具充分引导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激发学生思考，加

深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和理解。并在其中贯穿系统的学术研

究思维方法。培养学生形成严谨、科学地看待问题的习惯和

系统、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带领学生认识生活中常见的醇的化学性质，为后续学习醇的应

用及制备打下基础。

（2）掌握醇与金属的反应，与氢卤酸及无机酸反应，并通过生活中

的醇类化合物的实例分析及实际用途，激发学生学习有机化学的兴趣。

（3）记忆醇类的化学性质，理解醇类的反应原理

二、技能目标

通过本节内容的学习，提高学生自身的自学能力、综合运用能力，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思政目标

以医用酒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为出发点，剖析人类为了战

胜病毒需要借助多种化学手段，如：环境消杀采用的乙醇是有机化合物，

在讲述其杀灭病毒的原理之后，引出乙醇的制备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热



情，提升学生学习内生动力，引导不积极的学生参加课堂讨论，提高学习

效果。培养学生热爱科学，勇于探究，热爱祖国，投身于祖国伟大事业的

建设当中。

教学思想

本课程的教学将以学生为中心，延着实例导入—发现知识—学习知识

—解决问题—提升创新能力的思路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注重对教学过程

和效果的考核，采用多元的考核方式，及时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和分

析。

教学方法

（1）采用案例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化学是一门与生活和实践联系很

紧密的自然实验学科。因此，本节课授课时采用有趣的化学现象给学生创

设情景，吸引学生注意力。发学生学习醇类有机化合物的兴趣。让学生在

探究生活和实践中中获得满足，感受成功。

（2）采用“提出问题（发现知识）-分析问题（学习知识）-解决问

题” 的教学策略进行教学。，在讲授过程中把学习的知识，巧妙地隐藏

于各种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情景之中从而把学生的注意力、发现力、思维

力、理解力、记忆力凝聚在一起，充分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学生在

探究中学习，在交流过程中引领学生来分析这些问题并让更多的学生提出

补充，最后与同学一起探究得出问题的答案。

（3）采用“比较法”进行教学。通过对不同醇类化合物的化学性质的对

比，进一步加深对醇类知识理解，掌握醇类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4）总结归纳法

醇类知识比较多，知识点记忆的比较多，因此在学习完醇的化学性质

以后让学生进行总结归纳，绘制思维导图，熟悉知识脉络，加深知识记忆

和掌握原理应用

（5）充分利用课后网络学习、交流等教学策略丰富学生的视野，扩展学

生的知识宽度，深化学生的知识深度。

教学评价
结合教学目标的层次性，对学生在知识层次、能力层次及素养层次的

学习情况进行评价。

（1）知识层次：通过课堂互动和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评价学生对知识



点的掌握情况。

（2）能力层次：通过学生的总结归纳和发现提出问题的情况，评价学生

对该类化合物化学性质的应用能力。

（3）素养层次：通过课堂个人的学习、师生的互动、总结等情况，评价

学生“独立思考、探索创新”的专业精神塑造。

预习任务

及课后作

业

（1）预习任务：预习醇的化学性质

（2）课后作业：习题 9

课程资源

在线学习平台 课件

腾讯会议

教学后记

通过本次的网络授课，发现在学习通、腾讯会议共屏状态（直播上课）

时，学生可以实时看到教师电脑屏幕，教师可以在授课 PPT 课件、电子版

教材、专业软件、网络资源间自由切换，较传统课堂更能体现出多媒体教

学的优势。同时在上课的时候采用了动画模拟，将一些比较难的机理运用

相应的软件模拟出来更加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

在教师使用这些专业软件时，学生可以实时地学习这些软件的使用方法，



一举两得。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专业能力得到了培养。较传统教学有

明显的优势，但是由于观测不到学生的反应，只能通过以下以下数据对学

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解和分析。发现学习通上传的教案、视频、课件和习

题等都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可，但是这些数据都具有片面性，不能全面的

反应问题，例如做课后习题时，学生可以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相关答案的搜

素，使得不能全面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等等。

有机化学课程学习统计数据



（二）教学过程

教 学 安 排 设计意图

【课前准备】

教师活动：复习亲核取代反应机理和上节课授课内容，预习醇的

化学性质。

学生活动：根据预习情况提出相关问题

提前了解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程度，

为正式上课做好

铺垫。

一、复习引入、新课导入：

教师活动：【引入】展示投影：防疫常识---乙醇

通过观影，引入乙醇，引导学生回忆哪些化合物属于醇，醇

有哪些分类，醇的结构及其物理性质，引出醇的化学性质有哪些

呢？进而导入新课。

学生活动：观看 ppt，了解醇合物的一些基础知识；根据老师的引

导，复习旧知识，导入新课程。

通过设问来引导

学生深入思考、激

发兴趣

二、教师活动：【探究】醇分子中的 C—O 键和 O—H 键都是极

性键，因而醇分子中有两个反应中心。 又由于受 C—O 键极性的

影响，使得α—H 具有一定的活性，所以醇的反应都发生在这三个

部位上。

学生活动：学生看书、查阅辅助资料，了解问题。回顾、归

纳，回答问题；积极思考，联系新旧知识

通过探究活动和

学生讨论，整体上

从键的断裂方式

学习醇的化学性

质

三、教师活动：【实验】取一绿豆大小的金属钠，放入盛有 1mL 通过实验及对实



无水乙醇的试管里，用大拇指堵住试管口，观察反应放出的气体

和试管的发热。随着反应的进行，试管内溶液逐渐变稠。反应结

束后，放开拇指，迅速用火柴点燃生成的气体。当钠完全溶解后，

冷却，试管内凝结成固体，加 1mL 水后用 pH 试纸测其水溶液的

酸碱性。观察实验现象，思考乙醇与金属钠反应生成了什么气体？

还有什么产物。

学生活动：思考归纳，讨论书写。

醇有弱酸性，能与活泼金属反应，并放出氢气：

验现象的解释，提

高学生用理论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四、教师活动：【设问】不同的醇，其酸性大小如何？

学生活动：自学讨论，归纳：① α-C上烃基越多，+I越强，氧原

子上电子云密度越大，对 RO—H解离越不利；

② R体积越大，越不利于 RO-的溶剂化，不利于 RO—H的

解离。

通过设问来引导

学生深入思考

五、教师活动：【讲授】

醇与常见无机酸反应：可以与硫酸、硝酸、磷酸等反应。

例如：（1）与硫酸反应

CH3CH2OH + HOSO2OH CH3CH2OSO2OH + H2O

CH3CH2OH

(CH3CH2O)2SO2 + H2O

硫酸氢乙酯

硫酸二乙酯

学生通过醇与不

同的无机酸反应

生成酯的学习，对

比式的学习更利

于学生对知识的

学习



（2）与硝酸反应

CH2OH
CHOH
CH2OH

+ 3 HNO3

CH2ONO2
CHONO2
CH2ONO2

+ H2O

三硝酸甘油酯

H2SO4

（3）与磷酸反应

学生活动：自学讨论，归纳。

六、教师活动：【探究】醇既然可以与无机酸脱水生成相应的无

机酸酯，那么醇可以与有机酸反应吗？产物是什么？大家回忆以

下高中学过的有机化学部分，举例说明。

学生活动：学生抢答，乙醇与乙酸的反应：

CH3CH2OH + CH3COOH CH3COOCH2CH3 + H2O 。

那么醇还可以与哪些有机酸反应呢？我们下节课来了解

通过学生回忆高

中学习有机化学

知识为下章节羧

酸及其衍生物的

学习做铺垫

七、教师活动：【探究】醇除了可以与无机酸、有机酸反应以外，

还可以与其他酸反应吗？（5 分钟）

（3）与氢卤酸反应（制卤代烃的重要方法）

ROH + HX RX + H2O

注：反应速度与氢卤酸的活性和醇的结构有关。

①HX 的反应活性：HI > HBr > HCl。例如：

CH3CH2CH2CH2I + H2OCH3CH2CH2CH2OH + HI

CH3CH2CH2CH2I + H2OCH3CH2CH2CH2OH + HBr

CH3CH2CH2CH2Cl + H2OCH3CH2CH2CH2OH + HCl

H2SO4

ZnCl2

②醇的活性次序：烯丙式醇 >叔醇 >仲醇>伯醇 > CH3OH

通过提问引导学

生醇还可与哪些

酸反应？其反应

仍然是脱水生成

酯吗？通过对比

法，利于学生对该

部分知识的掌握

八、教师活动：【探究】为什么醇与与氢卤酸反应生成卤代烃的

活性不同呢？与哪些因素有关？

（I）叔醇的反应历程 (酸催化的亲核取代反应 SN1)

通过反应原理的

讲解，学生可以掌

握醇与氢卤酸的



（II）某些特定结构的仲醇烷基发生重排，也称为瓦格涅尔-麦尔

外因（Wagner-Meerwein）重排：

CH3

CH3

CH3 CH CH3

OH

CH3

CH3 CH CH3

OH2

CH3

CH3 CH CH3

CH3

CH3 CH CH3
Cl

CH3

CH3 CH CH3

CH3Cl

+

C

H3C

HCl C

H3C

+
C

H3C

+
C C

二 级 C +

三 级 C +

（II）伯醇则按双分子历程(SN2)进行反应，同样经过过渡态而得最

终产物。

例如：

X CH2 OH2

R

X CH2 OH2

R

X-CH2-R OH2+
+

[ ] +

学生活动：归纳，总结。

实质，从而理解该

类反应，利于写出

相似的化学反应

方程式

九、教师活动：【提问】醇与氢卤酸有哪些用途？

学生活动：学生看书、查阅辅助资料，了解问题。回顾、归纳，

回答问题。即：

醇与卢卡斯（Lucas）试剂（浓盐酸和无水氯化锌）的反应：

3o ROH

2o ROH

1o ROH

卢卡斯试剂

1 min 出现浑浊

10 min 出现浑浊

加热出现浑浊

Lucas试剂可用于区别伯、仲、叔醇，但一般仅适用于 3—6

个碳原子的醇。

原因：1—2 个碳的产物（卤代烷）的沸点低，易挥发；大于

通过提问的方式

加深学生对该反

应的应用



6 个碳的醇（苄醇除外）不溶于卢卡斯试剂。

十、教师活动：

通过课堂互动和讨论的方式回答学习通上设置的任务点，检

验学生对本节课的掌握情况，以便课后的查缺补漏。

学生活动：学生讨论，回答问题。

在实际练习过程

中对新知识点进

行升华和提高，形

成知识系统。

十一、师生互动活动：【课堂总结】归纳总结：

1、醇的弱酸性

2、醇与无机酸的反应

3、醇与氢卤酸的

学生活动：学生回忆，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总结成规律。课

后进行思考。

教师用多媒体课

件从前往后展示

重要知识点,引导

学生回忆并回 答,

全员互动, 检验目

标的达成率,师生

彼此分享知识、交

流情感 , 达到共

识、共享、共进。

十二、教师活动：

1、布置作业：课后习题 9

2、思考生活中醇的制备方法有哪些？

3、教学反思：教学反思体现在对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反思和对

调动学生主动参与的反思。

学生通过归纳整

理知识，提高解决

问题和分析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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