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2、掌握原子半径和元素主要化合价的周期性变化； 

3.掌握金属、非金属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及其性质

的递变规律；认识元素性质的周期性变化是元素

原子的核外电子周期性排布的结果，从而理解元

素周期律的实质。 

1、掌握原子核外电子排布的初步知识，

能画出1～18号元素的原子结构示意

图。 



   教学重点： 

   认识元素性质的周期性变化是元素原子的

核外电子周期性排布的结果，从而理解元

素周期律的实质。 

   教学难点： 

   元素性质的周期性变化是元素原子的核外

电子周期性排布的结果。 



一、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 

1、原子结构   

  

  
 
 



质子——每个质子带1 个单位正电荷
原子核

原子 中子——不显电性

核外电子——每个电子带个单位负电荷



在原子里有如下数量关系： 

原子序数 = 核电荷数 = 质子数 = 核外电子数 

质量数（A）= 质子数（Z）= 中子数（N） 

 



2、电子层与离核远近及能量高低关系： 

层序数 1 2 3 4 5 6 7 

电子层符号 K L M N O P Q 

离核远近           近→远 

能量           低→高 



 3、核外电子排布规律 

（1）能量最低原则：核外电子总是先排能

量低的电子层，然后由里到外，依次排在能

量高的电子层； 

（2）每个电子层最多排2n2 个电子； 

（3）最外层≤8个电子（当K层为最外层时不能超过2），

次外层≤18个电子，倒第三层≤32。 



4．元素性质原子核外电子排布的关系 

(1)稀有气体元素的原子最外层有8个电子（He为2）处

于稳定结构，化学性质稳定，一般不跟其它物质发生

化学反应。 

 



(2)非金属性与金属性（一般规律）： 

最外层电子数 得失电子趋势 元素性质 

金属元素 <4 失电子能力逐
渐减弱 

金属性逐渐
减弱 

非金属元素 >4 得电子能力逐
渐增强 

非金属性逐
渐增强 



二、元素周期律 

      元素周期律：元素的性质随着元素的原子序数

（即原子核外电子数或核电荷数）的增加呈周期

性变化的规律。周期律的发现是化学系统化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原子半径和元素化合价的变化 

（1）同一周期元素，电子层数相等，从左到右，最

外层电子数逐渐增多，原子半径逐渐减小，最高

正价逐渐升高，最低负价从IV A族开始，从－4变

到－1. 



1、层数相同，核大半径小。即电子层数相同

时，结构相似的微粒中核电荷数大的微粒

半径小。 

   例如：r(Na)>r(Mg) >r(Al)。 

2、层异，层大半径大。即当微粒的电子层数不同时，

结构相似的微粒中，电子层数大的微粒半径大。 

   如：r(Cl)>r(F) ， r( S2－ )>r(O2－) 。 

微粒半径大小的比较规律 



 

3、核同，价高半径小。即对同一种元素形

成的不同的简单微粒中，化合价高的微

粒的半径小。 

   如： 

 

2 3( ) ( ) ( ),r Fe r Fe r Fe  

-( ) ( ) ( )r H r H r H   。



 

 

 

4、电子层结构相同，核电荷数大，则半径小。 

   如： 

2( ) ( ) ( )r S r Cl r K    。



（3）元素最高正化合价=元素原子最外层电子

数，这里要注意的是氧跟氟不显正价的 

（4）元素最高正化合价+|元素最低负化合价|=8。 

（2）同一周期元素，电子层数相等，从左到

右，最外层电子数逐渐增多，原子半径逐

渐减小，最高正价逐渐升高，最低负价从

IV A族开始，从－4变到－1. 



同周期中：从左到右,金属性逐渐减弱,非金属性逐渐增强 

三.金属性非金属性强弱的判断 

1、元素的金属性和非金属性与元素在周期

表中的递变关系 

 （1）同周期元素 

      同周期，电子层数相同，质子数越多 

（即原子序数越大）原子半径越小 核

对电子的引力越 强 原子失电子能力

越  弱 得电子能力越 强 金属性越弱 、

非金属性越强 。 

 



 (2)同主族元素 

  同主族，电子层数越多原子半径越

大核对电子引力越弱原子失电子能

力越强得电子能力越弱金属性越强 、

非金属性越弱。 

 同主族：从上到下,金属性逐渐增强,

非金属性逐渐减弱元素。 



2、判断金属性强弱的标准 

 ①单质与水或酸反应置换出氢气的

难易 

 ②元素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氧

化物间接或直接与水反应生成的化

合物）——氢氧化物的碱性强弱 

 ③置换反应 



三、元素周期表和元素周期律的应用 

1、元素的金属性和非金属性与元素在周期

表中的递变关系 

（1）同周期元素：从左到右,金属性逐渐

减弱,非金属性逐渐增强 

（2）同主族：从上到下,金属性逐渐增强,

非金属性逐渐减弱 



2、元素的性质与元素在周期表中位置的关系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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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练习： 

1、下列粒子半径最小的是(     )。 

   A．Na＋   B．Na     C．Cl           D．Cl－ 



2、下列递变规律不正确的是(     )。 

  A．Na、Mg、Al还原性依次减弱       

  B．I2、Br2、Cl2氧化性依次增强 

  C．C、N、O原子半径依次增大     

  D．P、S、Cl最高正价依次升高 



3、下列各组化合物的性质比较， 

      不正确的是(     )。 

    A．酸性：HClO4＞HBrO4＞HIO4  

 B．碱性：NaOH＞Mg(OH)2＞Al(OH)3 

    C．稳定性：PH3＞H2S＞HCl   

 D．非金属性：F＞O＞S 



4、aX
n－和bYm+为两主族元素的离子， 

     它们的电子层结构相同， 

     下列判断错误的是（   ） 

   A．原子半径：X＜Y             

   B．a＋n＝b－m 

   C．Y最高价氧化物的化学式为YOm           

   D．X的氢化物的化学式为HnX   

 



（1）X、M的元素名称：X________、M________． 

（2）Y位于元素周期表中                             

（3）Z原子的原子结构示意图_____________。 

（4）X、Y、Z的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之间两两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分别为（不讲顺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5、有X、Y、Z三种元素，它们的原子序数依次增大，

且位于同一周期，价电子数之和为10．它们的最

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之间任意两种都能反应生成

盐和水．M元素位于上述 三种元素相邻的周期，

而M元素原子的L电子层上有4个电子．试写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