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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整体性情境的高三化学复习课的教学实践
———以微专题复习课“氢键”为例

孙睿江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科技城校 江苏苏州 215163

摘 要:当前高三化学复习课的教学现状普遍不甚理想,往往缺乏贯穿课堂内容的整体性情境。将整体性情境

创设作为高三化学复习课教学改进的切入点,对于帮助学生提升学习兴趣,建构认知模型,促进深度学习,增强解决

实际问题的迁移应用能力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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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课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旨在帮助学

生系统复习学科内容、梳理归纳知识框架、有效提升

解题能力、从容应对考试要求。基于高中化学学科

具有知识点繁多、学科难度较大、部分概念抽象等特

点,高三化学复习课的有效开展至关重要。通过查

阅文献和实践调研,发现目前很多高三化学复习课

在达成有效教学目标上还有所欠缺。在实际高三化

学复习教学中,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①复习形式

单一,课堂气氛沉闷。②重于题海战术,疏于模型建

构。③教师讲授偏多,学生自主性不足。
教学情境是指对教学行为有重要影响的各种物

质的、制 度 的、精 神 的 因 素 构 成 的 课 堂 环 境 和 氛

围。[1]在《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

修订)》(以下简称《高中新课标》)中,大部分主题增

加了“情境素材建议”内容,突出了情境创设在化学

教学中的重要作用。[2]而在实际化学教学中很多教

师仅以单一情境导入课堂,引出本节课的主题后就

不再提及,在教学中创设情境的作用较为单薄,利用

情境教学引导深度学习的作用体现不够充分。此

外,在一些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创设多个关联不紧

密、不连续的情境对应零散知识点,这容易分散学生

的学习专注力,也难以帮助学生建构知识框架和认

知模型。特别是在高三复习课中,较少有教师能够

精心创设整体性教学情境,这就难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导致当前高三化学复

习课的教学现状不甚理想。因此,在高三化学复习

课中创设贯穿课堂内容的整体性情境进行教学,对

于帮助学生提升学习兴趣,建构认知模型,促进深度

学习,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迁移应用能力等方面有

着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3]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一直致力于探索并实践基

于整体性情境的高三化学复习课的教学研究。本节

课也受到了黄丽琴等[4]“氢键的再认知”复习教学的

启发,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合、改进与创新,并通过

多次实践对教学设计进行了调整优化。

  一、教学内容分析

“氢键”属于苏教版高中化学选择性必修 2 专题 3

第四单元“分子间作用力 分子晶体”中的内容。
《高中新课标》中提出的内容要求为:知道氢键是一

种常见的分子间作用力,了解分子内氢键和分子间

氢键在自然界中的广泛存在及重要作用,学业要求

为:能说明氢键对物质熔、沸点等性质的影响,能列

举含有氢键的物质及其性质特点。[5]结合学生学情,

学生在高一上学期初步认识了氢键,在高二上学期

进一步了解氢键,但到了高三阶段,大多数学生对于

该部分内容遗忘较多,且学生认为相关的概念性知

识比较抽象,无法提起复习知识点的兴趣。因此,需
要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才能更好地引领学生实现高

效复习。

  二、教学目标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并以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制订了本节复习课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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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目标。具体内容如下。
(1)基于面膜成分、功效等真实生活情境,理解

氢键的形成条件及其影响,进一步体会氢键在生产、
生活与生命活动中的广泛应用。

(2)形成“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应用”的学科

观念,能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分析与解决实

际问题,能通过分析推理等方法解释化学现象,揭示

本质规律。
(3)培养探索未知、崇尚真理的科学意识,发展

科学探究能力,增进学科价值情感。

  三、教学过程

[情境导入]以一则简短有趣的面膜广告视频进

行课堂导入,创设“面膜”的生活化教学情境。
1. 环节一 复习“氢键的形成”
[资料卡片]面膜精华液中常见的保湿剂为各类

小分子 多 元 醇 类,如 甘 油、1,3-丙 二 醇、2,3-丁 二

醇等。

[教师]请写出上述几种物质的结构简式。基于

结构,分析面膜精华液中保湿剂的保湿原理可能是

什么? 进一步分析甘油与水分子之间的氢键是如何

形成的?
[学生活动]书写几种有机物的结构简式,发现

其分子结构中均含羟基。从结构角度出发,较容易

想到羟基与水分子之间可以形成氢键,从而把水分

锁住,起到保湿的作用。
[教师]氢键属于分子间作用力,分子间作用力

包括范德华力和氢键,范德华力是普遍存在的,氢键

是一种特殊的分子间作用力,不同作用力强弱关系

为:范德华力<氢键<化学键。
[设计意图]通过“面膜”整体性情境下的“面膜

之功效”具体情境,让学生回顾氢键的形成过程。
2. 环节二 复习“氢键的影响”
[资料卡片]某品牌面膜精华液的成分比例及在

水中的溶解度(见表 1)。

表 1 面膜精华液成分比例

物质成分 甘油 黄原胶
对羟基苯

甲酸甲酯
羟乙基纤维素 精氨酸 透明质酸钠

聚二甲基硅

氧烷

溶解度
(25℃)

与水互溶

5.296×106 mg/L
易溶

微溶

2.50×103 mg/L
易溶

易溶

1.82×105 mg/L
可溶

5×103 mg/L
不溶

  [教师]在面膜精华液的主要成分中,哪些物质

在水中溶解度较大? 推测原因可能是什么?
[学生]甘油、黄原胶、羟乙基纤维素、精氨酸在

水中溶 解 度 较 大,可 能 是 因 为 这 些 物 质 中 含 有

OH 、 NH2 、 COOH 等基团,能够与水分

子之间形成氢键,所以溶解度较大。
[教师]对羟基苯甲酸甲酯中也含有 OH ,在

水中溶解度却很小,推测原因可能是什么?
[学生]对羟基苯甲酸甲酯中还存在酯基,酯基

是疏水基团,使其溶解度较小。
[教师]物质的溶解度是各种基团共同作用的结

果,能与水分子形成氢键的不一定绝对易溶于水,还
要考虑其他基团的影响。例如苯酚,虽然苯酚中的

酚羟基与水分子之间可以形成氢键,但苯环的影响

使得苯酚在水中溶解度并不大。再如,并不是所有

醇都易溶于水,对于一些高级醇,由于庞大的烃基影

响程度更大,可能导致其溶解度较小。所以氢键只

是可能影响溶解度的因素之一,不能一概而论。
[资料卡片]物质相对分子质量、结构和溶解度

(见表 2)。

表 2 物质相对分子质量、结构和溶解度

物质 甘油 1,2-丁二醇

相对分子质量 92.09 90.12

结构式
OH

HO OH
OH

OH

溶解度(25℃) 5.296×106 mg/L 1.0×106 mg/L

  [教师]甘油和 1,2-丁二醇在水中溶解度存在一

定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学生]推测可能是甘油和 1,2-丁二醇与水分子

之间形成氢键的数目不同,甘油与水分子之间形成

氢键的数目更多,所以溶解度更大。
[教师]大多数物质在固态时的密度要比液态时

大,为什么冰的密度却比水小?
[学生]在冰晶体中水分子间形成的氢键数目比

液态水中更多,使得冰的分子间距增大,由此形成一

个有很多“孔洞”的结构导致体积膨胀,密度减小。
[资料卡片]面膜的使用说明。①请勿放置于阳

光照射处及高温处(提示:某些有机成分见光受热容

易挥发或变质)。②保质期三年(提示:保质期较长,
说明其中添加某些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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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将具体情境由“面膜之成分”过渡到“面
膜之保存”,从而引出后面的复习内容。

[教师]在一定条件下,分子间作用力越弱,蒸汽

压越高,挥发性越强。对羟基苯乙酮与邻羟基苯乙

酮都具有良好的防腐效果,对比两者的结构,推测哪

一个更适合用作面膜防腐剂? 为什么?
[学生]邻羟基苯乙酮中羟基和酮羰基处于邻

位,分子内部形成氢键;而对羟基苯乙酮中羟基和酮

羰基处于对位,分子之间形成氢键,增强了分子间作

用力,蒸汽压较低,挥发性较弱,更适合作面膜防腐剂。
[教师]邻羟基苯乙酮的熔、沸点比对羟基苯乙

酮的低,原因是什么?
[学生]氢键分为分子内氢键和分子间氢键,对

物质熔、沸点等性质的影响情况不同。邻羟基苯乙

酮主要形成分子内氢键,削弱了分子间作用力,熔点

较低。
[教师]事实上邻羟基苯乙酮也能形成分子间氢

键,但因为羟基和酮羰基距离很近,所以优先形成更

多分子内氢键,那么形成分子间氢键就相对较少;而
对羟基苯乙酮的羟基和酮羰基距离较远,无法形成

分子内氢键,只能形成分子间氢键,增强了分子间作

用力,熔点较高。
[资料卡片]对于一些难溶物可利用助溶剂提高

其溶解度。面膜精华液中微溶的对羟基苯甲酸甲酯

在室温下不同溶剂中的溶解度如下:甲醇,59 g;乙
醇,52 g;丙二醇,22 g;丙酮,64 g。

[教师]从效果及安全角度,分析上述哪些物质

可作为对羟基苯甲酸甲酯的助溶剂? 助溶剂如何具

体发挥作用?
[学生活动]思考并回答。
[资料卡片]面膜的精华液中含有增稠剂,可提

高面膜的黏稠度,赋予面膜黏润的触感。常用的增

稠剂有羟乙基纤维素、卡波姆等。在卡波姆溶液中

加入甘油,可以使卡波姆溶液在辐照灭菌过程中结

构不被破坏,进而很好地发挥增稠功效。
[教师]请结合卡波姆的结构,思考甘油的作用

原理。
[学生活动]思考并回答。
3. 环节三 氢键之高考链接

[教师活动]面膜精华液中含有一些氨基酸,比
如精氨酸,可以起到美白的效果。让学生画出精氨

酸分子与水分子之间可能形成的氢键。列出近几年

各地高考试卷中与“氢键”相关的试题,让学生作答,
检测复习效果、强化答题能力并规范语言表述。

  四、结语

以上述教学实例为范式,笔者设计并完成了多

例高三复习课教学实践,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

高三化学复习课中创设整体性情境,可以极大地提

高学生参与课堂、主动学习的兴趣,有助于解决传统

复习课的一些弊端,能够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提升

复习效率。在以后的教学中,教师若能将更多实验

素材、生活素材融入教学情境,对于学生学习能力与

学科素养的进一步提升则会更显优势、更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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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相关知识,有利于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主题式的教学模式打破了原有的知识结构,有利于

学生将零散的知识融为一体。

3. 将手持技术与传统实验相结合

传统的实验在检验+3 价铁离子时,以溶液颜色是

否变红色为依据,而本课例的实验中,枸杞的提取液在

滴加了硫氰化钾溶液后,并没有变红,引发了学生的认

知冲突。此时,教师向学生介绍手持技术中的色度计,

采用新的方法验证+3 价铁离子的存在,将手持技术与

传统实验相结合,有利于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掌握。

4. 实验更贴近学生实际生活

本课例以“枸杞中铁元素的检验”为主题,有效

地将地方资源与教学相结合。对于宁夏地区的学生

来说,枸杞作为宁夏“五宝”之首,提起枸杞,学生都

非常熟悉,这促使学生更乐意学习与之相关的化学

知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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