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暑假，我有幸作为带队

教师参加了 2017年全国青少年
高校科学营南开大学分营甘肃营

的系列活动。7月 8日，我们一行
11人从庄浪出发，一路乘长途汽
车、转西安至天津飞机，下午六点

到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有南开

大学科学营的两位志愿者刘娟

娟、陈永凯带车接机，一路顺利，

晚上七点报到结束，入住南开大

津南校区学生一号楼。

7月的天津正值一年中温度
最高的时候，高达 42度的高温
一度让来自黄土高原上的孩子

们很不适应，动辄汗流浃背，冷

饮成了孩子们的最爱。但是，最

高等学府的仰慕和对即将与来

自全国各地的同龄人相聚的期

待使得他们很快一扫旅途的疲

惫，洗漱用餐结束后，孩子们兴

致勃勃地夜游津南新校区。

津南校区总面积达 3850
亩，内含两条小河，四个小湖泊，

学校四周被河水环绕，共六个校

门以小桥与外界相连，形成了一

个相对封闭的小区，既有高等学

府高冷的书卷气，又有与自然和

谐一体的包容大气。

第二天，孩子们和来自全国

各地共 420 名营员一起参加了
在南开大学八里台老校区举行

的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联合举

办的开营仪式和此后的一系列

活动。因为老校区学时宿舍没有

空调，营员们必须每天乘大巴车

往返两个校区之间参加活动，虽

然辛苦，但也借此开阔了眼界，

锻炼了身体，增强了毅力。

从第一天听取“飞天工程”

总指挥欧阳自远院士的报告开

始，一系列高大上的学术报告、

实践体验、破冰拓展训练和联欢

晚会，把来自全国各地的营员们

的心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带领

他们在科学知识的海洋里尽情

遨游。孩子们和欧阳自远、张晓

东、鞠美庭、严纯华、张建、麦金

麟等之前只是在电视和新闻报

道里看到的学术大家同堂交流，

聆听他们的讲座，和他们面对面

交流、对话，合影，在顶尖学术带

头教授的指导下在最先进的国

家级实验室里成功地做完一次

实验，在国家最先进的医院里学

习医学急救知识并亲自上场秀

一把，这些来自封闭大山里的孩

子从胆小懦弱到大胆参与并成

为其中的佼佼者而收到专家教

授的表扬和肯定，他们的快速适

应能力让我这个带队老师惊叹

不已。尤其是在破冰拓展和素质

拓展环节中他们体现出的踊跃

参与、团结协作、积极探索的精

神，以及在最后的联欢晚会上的

精彩表现，让我深切觉得这次科

学营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孩

子们正是因为参加了这次科学

营活动，从而坚定了他们今后人

生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理想，从这

些意义上来说，孩子们真是收获

满满。

因为日程规定以及返程路

线的原因，我们没有和其他营员

一起同时离开天津，在征得南开

大学分营主管老师、学校领导和

学生家长的同意后，我带领孩子

们去了北京，在两天内参观了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天大

学、北京理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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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定全 （转第 4版）

笫 生化教研组 文 昱摩 尔 日

一、说教材

1.本节课在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
乙酸是烃的重要衍生物之一，它

既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化学物质，又

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乙酸与无机化学

内容中的弱电解质的电离、盐类的水

解和溶液的 pH 等知识点密切相关。
所以，本节内容是本章教材的一个重

点，也是各类考试命题的一个热点，在

高考试题中的再现率为 100豫。在教材
内容中，乙酸是乙醇、乙醛、乙酸乙酯

杻之间相互衍生转化的桥梁和 带，起

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2.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淤掌握乙酸的分子

组成、结构特点和主要性质；于掌握酯
化反应的原理和实质，为学习酯类打

好基础；盂了解乙酸的各种用途。
（2）能力目标：通过乙酸的学习，

培养学生实验观察能力；比较思维能

力；归纳总结能力；自学推理能力。

（3）情感目标：通过有关乙酸化学
知识在日常生活、生产、医学等方面的

应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学以致用的能力。

3.教材重点和难点
重点：乙酸的化学性质。

难点：乙酸的化学性质与结构的

关系。

二、说教法

1.教学结构：创设情境、激发兴
趣、引入新课寅演示实验、启发诱导寅
推理分析、得出结论寅设置习题、巩固

知识。

2.教学方法：教师在充分把握教
材的基础上，分层次地实施精讲，力争

讲述生动形象，分析深入透彻，点拨恰

到好处。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如兴趣教学法、实验引导法、对比归纳

法、阅读自学法等。

三、说学法

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对学生来

说尤为重要。本节课通过创设情境、实

验引导、问题分析、思维启发、联想对

比、归纳总结、反馈练习等手段达到教

学目的，使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四、说程序

1.以民间传说导入新课
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

酱茶醋”。由此可见，醋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食醋作为调味品始于

何年何月，无从考证，但民间一直流传

着“杜康造酒儿造醋”的说法。通过这

一传说的讲述，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展示一瓶冰醋酸，使学生获得

感性认识

通过对冰醋酸

的观察和感知，引导

学生归纳乙酸的色、

态、味，水溶性，熔沸

点等物理性质。并与

日常生活中的食醋

相联系，对比异同。

3.讲解乙酸的分
子组成和结构特点

从乙酸的分子组成、结构特点及

官能团中电子云的偏向入手，分析乙

酸分子中的活性原子和原子团；从物

质结构出发，启发学生思维，判断可能

的断键位置，从而推测乙酸可能有的

化学性质。

4.通过实验现象的观察，分析认
识乙酸的化学性质

（1）弱酸性
通过演示乙酸与金属钠；乙酸与

碳酸氢钠；乙酸与苯酚钠的实验，引导

学生仔细观察实验现象，指导学生归

纳总结乙酸所具有的酸的通性，并通

过比较得出醋酸、碳酸、苯酚三者酸性

的相对强弱。此知识点学生比较熟悉，

故应多给学生参与的机会，以培养学

生的思维能力、实验操作能力、语言表

达能力和方程书写能力。

（2）酯化反应
这是本节课的重中之重，可由教

师演示实验，引导学生注意观察实验

过程中的现象，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实

验中应注意的问题。然后分析讲解酯

化反应的原理和实质，即“酸脱羟基醇

脱氢，某酸某酯醇更名”。强调原子示

踪法在研究化学反应历程中的重要作

用，并由方程式的书写得出酯化反应

的概念。同时让学生练习书写乙醇与

硝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以培养学生

的知识迁移能力。

5. 通过阅读了解乙酸的用途，提
高自学能力

让学生自己阅读“乙酸的用途”。

强调择其要点，形成条理，并联系日常

生活，归纳总结得出乙酸的各种用途。

最后教师补充和完善，概括出以下几

点：（1）. 作为重要的化工原料；（2）作
为日常生活中的调味品；（3）去污除圬
作用；（4）杀菌消毒作用；（5）抗腐保鲜
作用；（6）防荤止吐作用；（7）解酒防醉
作用。以供学生跟自己的总结对照比

较。通过以上醋酸在工农业生产和日

常生活中的各种用途，进行情感交融，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以致用”

和“学了会用”的能力。

6.反馈练习，巩固所学知识
让学生通过练习书写乙酸与 Zn、

NaOH、Na2CO3、CaCO3、CH3OH 等反应
的化学方程式，深刻理解和掌握乙酸

的重要化学性质，并以此作为本节课

的归纳和小结。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最

后还可以安排“轻松一分钟”，讲述“吃

醋”一词的典故，使本节课有味可回。

着力营造课堂教学的知识性、实用性

和趣味性；充分体现化学教学的社会

化、生活化和综合化。

1.地球特点
赤道略略鼓，两极稍稍扁。

自西向东转，时间始变迁。

南北为纬线，相对成等圈。

东西为经线，独成平行圈；

赤道为最长，两极化为点。

2.七大洲分界和位置
地表十分陆占三，亚欧非洋两美南淤。
亚欧两洲本一体，乌拉高加分两边于；
亚非原本相结连，苏伊运河来割断盂；
亚洲北美隔水望，白令海峡在中间；

中美南北来牵线，巴拿运河又阻拦榆；
数大洋洲面积小，似断不断亚下边。

亚欧非洋东半球，南北美占西半边，

唯有南极搞独立，冰层覆盖称高原。

3.七大洲地形
（1）亚洲
亚洲地形杂，中高四周洼。

冲积平原广，山地高原大。

江河放射流，水资源可夸。

（2）欧洲
半岛缘海多，形体分节肢；

山地居南北，中部平原低；

地形平原主，海拔倒第一。

（3）北美洲
东部高原联山地，西部山地接高原。

东西相间高大陆，世称湖海在其间。

（4）南美洲
安第斯山雄踞西，东部平原高原区。

地形多为世界最，高原平原列首位。

西部山脉为最长，亚马逊河流域广。

热带雨林居世首，草原要数潘帕斯。

（5）非洲
平均海拔六百米，号称大陆高原洲，

东部高原连一体，西部沙漠平原有。

（6）大洋洲
面积小，分两区，

一大陆，二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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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一中校报，校刊现向广

大师生长期征稿。

一、校报
校报刊名为《庄浪一中校

报》，设四个版面。

一版为“校园要闻”，报道学
校最新教育教学重大活动，管理

部署及规定等，内容为文字+图
片。二三版为“师生文苑”，主要
刊登教师的文艺作品，学生的优

秀作文。四版为“教研天地”，
主要刊登全校各级各科教师撰

写的优秀教学论文、学法指导、

教学杂谈、趣味知识、轶闻趣事

等。

二、校刊
设五个栏目。

栏目一“教育动态”，主要刊
登国内外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文

章。栏目二“学校管理”，主要刊
登学校行政领导和班主任在教

育教学管理和学生德育方面的

经验、论坛、措施、方法等文章。

栏目三“教学设计”，主要刊登教
师的优秀教法、教学设计、案例

等文章。栏目四“教育研究”，主
要刊登教师在教学中的各类论

文。栏目五“师生文苑”，主要刊
登教师学生的文学作品。

三、要求
1.教师论文必须原创，结合

教学实际，有针对性，观点新颖

鲜明。文责自负。字数控制在

2000字以内。
2.师生文艺作品要凝练有内

涵。

3.学法指导、轶闻趣事要短
小有趣。

4.教师作品注明所在年级和
备课组，学生作品注明班级、姓

名和指导老师。

5. 短小精悍的稿件校报采
用，篇幅较长而质量上乘的稿件

校刊留用。

所有稿件都以电子文稿发

送，征稿长期有效。投稿邮箱：

zlwenxidong@163.com
校报校刊编委会
2017年 12月 31日

征 稿 启 事

校报
明德 启智 健体 尚美

笫 高二化学备课组 杨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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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东西高，中部是盆地。

（7）南极洲
四周环三洋，多年冰雪积；

超过二千米，海拔数第一。

4.降水形成条件
空汽饱，气温降；

凝结核，相碰撞；

体重加，雨雪降。

5.降水分布规律
赤道热，降水多：

两极寒，降水难。

回归线，分西边；

陆西岸，副高带，

信风吹，降水亏；

陆东岸，季风故，

气候温，降水富。

中纬度，居内部；

距海远，气候干。

注释：

①洋，大洋洲。两美，南美洲和

北美洲。南，南极洲。

②乌拉，乌拉尔山脉和乌拉尔

河。高加，高加索山脉。

③苏伊运河，苏伊士运河。

④巴拿运河，巴拿马运河。

摩尔日是一个流传于北美化学家当中的非正式节日，通常他们在

10月 23日的上午 6:02到下午 6:02之间庆祝它。
中文名:摩尔日
节日时间:10月 23日的上午 6:02到下午 6:02之间
节日类型:非正式节日
流行地区:北美(化学家)
在美式写法中，这两个时刻被记为 6:02 10/23，外观与阿伏加德

罗常数 6.02伊10^23相似。阿伏加德罗常数定义了国际单位制基本单位
之一的摩尔：1摩尔物质中所含基本微粒的个数等于阿伏加德罗常数。

一些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学庆祝摩尔日，作为激起学生对化学兴趣

的一种方法。

（阿莫迪欧·阿伏伽德罗（Amedeo Avogadro，1776 年 8 月 9 日~
1856年 7月 9日），意大利物理学家、化学家。

阿伏伽德罗出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首府都灵，是当

地的望族，阿伏伽德罗的父亲菲立波，曾担任萨福伊王国的最高法院

法官。父亲对他有很高的期望。阿伏伽德罗勉强的读完中学，进入都灵

大学读法律系，成绩突飞猛进。1811年发表了阿伏伽德罗假说，阿伏伽
德罗定律。阿伏伽德罗 30岁时，对研究物理产生兴趣。后来他到乡下
的一所职业学校教书，1815年 1月与马西亚结婚。1832年，出版了四
大册理论物理学。为了纪念他，NA称为阿伏伽德罗常量。约为 6.02伊
10^23/摩。

1856年 7月 9日，阿伏伽德罗在都灵逝世，享年 79岁。

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即将结束，本学期我校
教科室工作在县教研室的统筹安排和学校党委的领

导、组织实施下，在全体教师的大力支持下，紧紧围绕

教育质量效益这一中心工作，狠抓课堂教学这一重点

环节，扎实开展各类教育教研工作、积极组织教师参与

各类优秀评选，努力提升全体教师的教科研水平，立足

教师成长搭建平台，促进教科研工作转型发展，积极发

挥了教科室的主导作用，经过半年的努力教科研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教学观念转变凸显，自身业务修养明显提高

审时度势，突出质量效益，转变课堂教学观念是

教研工作的第一步。因此，教科室本学期开学初要求

教师积极加强自身理论学习和提高业务素质，并将每

周星期二下午定为集体备课时段，星期三、四定为教

研学习、听课、集中评课时间。学校定期抽查考勤、

适时督评，集体备课开展有序，教研气氛较浓，效果

明显。

二、常规教研活动开展扎实，效果显著

为把学校常规教研工作落到实处，我校每周定期

组织集中教研活动、分学科、分时间、分地点举行。首先

各备课组组长能够深入角色，以身示范，充分调动了本

组教师参与教研的积极性，展示了各科教学特点，推动

了学校常规教研的进程。各科教研组长能够积极指导，

引领、推荐优秀课堂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展示。学校层面

统筹安排，开展“四课”活动，即组内交流课、教改示范

课、校内讲赛课、师徒结对课。

1.组内交流人人听
主要由各备课组按计划组织听课，每周安排至少 1

位教师讲课，全体备课组成员参与听课。由组长组织安

排，组内教师人人要讲课，人人要听课。教师利用空课

时间听课、下课时间相互交流，一事一议，一事一论，取

人之长，补已之短，集中评析探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推广教学经验。通过听课活动了解掌握本组教师教学

基本情况，总结成绩，找出不足，提出改进意见，这样教

师既可以展示个人风采，也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

有价值的经验得以推广、研究，不完善的地方得以改

进。将功夫用在平时，发现问题得到及时讨论解决。同

时推选优秀课教师参加学校层面公开课。本学期开展 2
轮，累计讲课人次高达 200多节次。

2.教改示范组组讲
由各年级各教研组推荐，教科室安排组织开展校

级示范课，并要求学校领导和本学科教师听课，通过评

课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实现学校各个教研组都能上校

级示范课，达到引领提升的效果。

3.全员赛课轮轮评
根据教育局校内全员四轮赛课工作安排，由学校

教科室牵头，以备课组为单位每月进行一轮组内全员

赛课，分年级分学科给每一位参赛教师打分，评出了等

级，并择优推荐了部分优秀教师参加了市级课堂讲赛、

乃至省级的教学技能大赛，并取得了好成绩。王丰收参

加甘肃省“龙杯”第五届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学技能

大赛省级二等奖，李小鹏、张斌授予优秀辅导教师。

4.师徒结对时时学
对新分配、新调入 16名教师依靠“青蓝工程”活动

进行拜师,形成“师徒配对”，在每周无课或闲暇之余坚
持听导师课，向导师学习，形成传授、指导的帮扶模式。

通过半年的帮扶带动，徒弟们受益匪浅，短板不同程度

上得到了补充。

三、各类科研成果取得历史性突破

为调动广大教师科研积极性，学校教导处、教科室

共谋策略，修订完善《教育教学综合奖及教育教育成果

奖奖励办法》，学校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很大程度上激

发了教师爱搞、会搞科研的积极性。本学期教科室注重

宣传、积极组织学生参加上级举办的各类学科竞赛活

动，鼓励老师参加各类论文、教学案例、多媒体课件制

作大赛、优课网络晒课等评选活动，这不但让老师把握

机会锻炼自己、展示自己、体现自身的价值，而且为学

校争得了荣誉。

1.主动申报各级课题
2017年我校课题研工作成果喜人，共申报、立项、

结题各级各类课题 42项，涉及 150多人次，占学校教
职工总人数的 56%，其中省级规划课题申报 9项，立项
6项；市级规划课题申报 7项，立项 5项，市级微型课题
立项 1项，省级课题结题 4项，市级规划课题结题 6项
（2项优秀），市级微型课题结题 15项（4项优秀，6项良
好）。

2.积极指导各科竞赛
老师们在教学这块园地下不但耐心指导、勤于探

索，而且还善于总结，今年我校有 36位老师指导的 77
名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获得国家、省、市不同层次前

三等奖奖励。其中薛东仓指导的学生参加全国物理竞

赛获得 1 祎项国家级二等奖。张岁太、刘瑞龙、贾 娟指

导的 8名学生参加英语能力竞赛 5人获得国家级三等
奖、2人获得省级一等奖，1人获得省级二等奖；张亚
珍、程转霞指导的 6名学生参加全国生物联赛 2人获
得省级二等奖，4人获得省级三等奖；田自上指导的 5
名学生参加全国数学联赛 2人获得省级二等奖，3人获
得省级三等奖；柳永平、文昱、孙萍指导的 17名学生参
加全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 6人获得省级二等奖，11人
获得省级三等奖；田灵录、邵怀生指导的 21名学生参
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7人获得市级一等奖，9人获得
市级二等奖，5人获得市级三等奖，李芳芳的创新大赛
优秀辅导员方案获得市级三等奖。

3.踊跃参加各类科研成果评选
撰写的论文，经学校初评，不同级别上级教研部门

审核获奖 30篇，其中何来成等 13人获得省级一等奖，
柳国学等 15人获得省级二等奖，席颉龙等 2人获得省
级三等奖；26篇省级论文、6篇县级论文

笫 庄浪一中教科室 蒙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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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几

所高等学府和国家图书馆、国家

奥体中心、中关村、圆明园、颐和

园等几处风景名胜。孩子们在百

年高等学府的校园里流连忘返，

心中暗暗立下了人生奋斗的具体

目标。在返程的最后一天凌晨三

点，孩子们起了个大早，赶到天安

门广场参观了一次升国旗仪式。

如果说之前的的科学营活动让孩

子们来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那

么之后的北京之行则是让孩子们

真正切身感受到了这个时代发展

进步和变化的速度之快，用一个

孩子的话说，让他们“瞠目结舌”。

如果没有这次活动机会，身处大

山之中的孩子们仅仅从大众媒体

上看到的光怪陆离的镜头，是难

以感受到这个时代发展的真切脉

搏律动的。

在圆明园的废墟面前，孩子们

良久沉默不语，从他们的眼神可以

看出他们内心深深地触动；在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孩子们

在未名湖畔、博雅塔前留影，在他

们仰慕的大师塑像前默默矗立，心

中该是何等的波翻浪涌。

站在景山公园最高点的楼阁

台阶上，一个孩子俯瞰着故宫规

模宏大的古建筑群在初升的朝阳

下渐次清晰，轻轻地说：“不虚此

行！”连日的的酷热、劳累顿时一

扫而光。

（接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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