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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原电池原理是高中化学教学的重要内容，

对学生理解电化学知识、培养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

义。受教学内容抽象、教学方式单一等因素影响，学

生学习原电池原理的兴趣不高，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

掌握也存在困难。分析高中化学原电池原理教学现

状，探讨情境化教学的价值，提出创设“水果电池”情

境导入新课、模拟“丹尼尔电池”情境深化理解、构建

“铜锌电池”情境拓展应用、设计“化学电源小制作”情

境培养综合应用能力等教学策略，以此优化高中化学

教学。

【关键词】原电池原理；情境化教学；教学现状；教

学策略

原电池原理作为化学电源的基础知识，是学生学

习电化学的重要内容，对培养学生运用化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新课标提出要创

设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实

践。这就要求教师要善于利用各种教学资源，精心设

计教学情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对原电

池原理的理解和应用。

一、高中化学“原电池原理”教学现状分析

（一）教学内容抽象，学生理解困难

原电池原理涉及电极电势、电极反应等诸多抽象

的化学概念，学生无法将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难

以真正理解其内涵。许多学生表示，学习原电池时感

到晦涩难懂，常常是“一知半解”“一头雾水”，学习过

程缺乏成就感。抽象的教学内容超出了学生的认知

水平，忽视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导致学生对原电

池原理的理解流于表面，无法真正掌握并灵活运用。

（二）教学方式单一，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受应试教育观念影响，部分教师在原电池原理教

学中仍沿用“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为追求教学

进度，习惯性照本宣科，罗列概念、公式，忽视了学生

的认知规律和学习需求，缺乏生动的情境创设和有效

的师生互动。部分教师重“教”轻“学”，缺乏对学生的

引导和启发，没能给学生独立思考、动手实践的机会。

由于缺乏探究体验，学生很难对枯燥抽象的化学原理

产生兴趣，学习原电池原理就成了被动完成任务的事

情，学习效果自然不理想[1]。

（三）实验操作脱离生活，学生难以感知原电池原

理的应用价值

原电池原理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与人们息息

相关。然而，目前许多学校在原电池原理教学中，实

验多局限于课本上几个经典实验，实验素材和器材也

多是实验室现有的，实验情境设计脱离学生生活实

际，学生参与实验的目的性、实效性不强。一些学生

反映，虽然学习了原电池，但不知道其在生活中有哪

些应用。生搬硬套的实验教学不仅难以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无法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意识和能力，更难以彰显化学学科的应用价值。

二、情境化教学在高中化学“原电池原理”教学中

的价值

（一）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情境化教学强调创设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与教学

内容密切相关的情境，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原

电池原理教学中，教师可利用多媒体设备、实物等手

段，创设与学生生活经验相关的情境，如家用电池、水

果电池、液体电池等，引导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探究

原电池的构成和工作原理。当学生发现身边的小小

电池蕴含着如此奥秘时，必然会对原电池产生浓厚

兴趣。

（二）模拟科学情境，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

科学家往往是在特定的科学情境中，通过观察、

假设、实验、归纳等科学思维方式发现科学理论的。

在教学中，教师通过模拟科学家探究的情境，引导学

生按照科学家的思路进行探究，能有效训练学生的科

学思维能力。学生通过阅读科学家的探究历程、亲身

模拟实验过程，能切身体会科学发现的艰辛和乐趣，

也能锻炼控制变量、逻辑推理等科学思维方法。在亲

历科学探究的过程后，学生往往会惊叹：“原来看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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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科学发现，道理却如此简单！没想到日常生活中

随处可见科学探究的影子！”在科学情境的沉浸体验

中，学生能真切感受科学的魅力，科学思维能力也循

序渐进地得到了训练和提升[2]。

（三）搭建实验情境，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操作能力

是学生必备的学科素养。由于实验器材短缺、课时紧

张等因素，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较少，实验技能有待

提高。情境化教学为学生搭建“动手做”的平台，为提

升学生实验能力提供了契机。一个个原电池小发明，

既是学生的学习成果，更是其创新能力的体现。实验

教学的情境创设，让抽象的原理在动手操作中“活”起

来，不仅帮助学生巩固了原电池知识，也提升了学生

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创新意识[3]。

（四）构建问题情境，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是学生学习的起点，也是知识应用的落脚

点。教师精心设计问题情境，让学生在探究问题、解

决问题中学习，能有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如在原电池原理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个

“电池小医生”的问题情境。学生主动回顾所学原理，

查阅资料、讨论方案，运用所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知识迁移能力得到发展。学生还可以拓展延伸，探究

如何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揣摩

电池的工作原理，学会举一反三。

三、高中化学“原电池原理”情境化教学策略

（一）创设“水果电池”情境，引入原电池原理

在导入新课时，教师可以创设“水果电池”情境，

利用常见水果引导学生探究原电池的组成和原理。

通过让学生猜测哪些水果能制作电池，激发他们的兴

趣。接着，组织学生动手实验，将铜片和锌片插入橙

子，并用导线、小灯泡连接电极，直观感受原电池的基

本结构。教师引入原电池的定义和组成，使学生认识

到水果电池其实是一个微型原电池。这一过程不仅

能让学生感受到原电池的奥秘，也为进一步学习原电

池的工作原理打下了基础。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中化学选择性必修 1第四

章“化学反应与电能”第一节“原电池”时，教师可以先

利用多媒体设备展示几张水果电池的图片，吸引学生

的注意。接着，教师拿出几个橙子、铜片和锌片，引导

学生思考：“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如何能变成一节

电池？”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实验，学生将铜片

和锌片插入橙子两端，再用导线连接，发现小灯泡竟

然亮了（如图 1 所示）。学生的探究兴趣被充分调动

起来，教师借机引入原电池的定义，指导学生分析橙

子电池的结构：橙子充当电解质溶液，铜片和锌片充

当电极，三者构成了原电池。最后，教师请学生思考：

“橙子能够发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学生围绕这一问

题展开探究，为下一步学习原电池工作原理做好铺

垫。在熟悉的情境中探究，学生不仅认识了原电池的

结构，而且对其工作原理产生了浓厚兴趣。

橙子作为电解质，铜片作为电极，形成原电池

图1 橙子电池实验装置

（二）模拟“丹尼尔电池”情境，深化对原电池原理

的理解

原电池的工作原理是学生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为了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教师可模拟“丹尼尔电池”的

科学情境，引导学生在实验中掌握原理。教师可以展

示丹尼尔发明电池的图片资料，讲述他是如何通过大

量实验，发现两种不同金属在特定溶液中能够产生电

流、维持恒定电压的。

例如，在讲解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丹尼

尔最初为什么要发明电池？他是如何一步步探索出

电池的工作原理的？”学生通过阅读丹尼尔的科学传

记，了解到丹尼尔为解决当时电报传输信号衰减的问

题，开始研究化学电源。他反复试验不同的金属材

料，发现将锌片和铜片浸入各自的硫酸盐溶液中，再

用多孔隔板分隔，就能产生稳定持续的电流。接着，

教师组织学生分组开展“丹尼尔电池”实验。学生认

真分析电池结构，推测正负电极反应，并尝试不同材

料组合，测定电池电动势。在实验中，学生切身感受

到两种金属的化学性质差异是产生电流的根本原因。

通过查阅资料，学生用化学方程式准确地表示出电极

反应，并用原电池的工作原理解释产生电流的机制。

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将抽象原理与具体应用相结合，加

深了对知识的理解。科学情境的创设不仅引导学生

在还原科学探究过程中深化了对原理的认识，还激发

了他们探索科学的兴趣，促进其科学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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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设“铜锌电池”情境，拓展原电池原理应用

原电池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教师可以通过

构建“铜锌电池”的应用情境，引导学生探究家用电池

的结构和原理。通过展示废旧电池，激发学生的兴

趣，并组织他们拆解电池，观察正负电极、电解质等关

键组成部分。学生将观察到的电池结构与所学原理

联系起来，建立原电池原理与实际应用的联系。教师

进一步引导学生讨论电池防漏设计的奥妙和电解质

的化学成分作用，加深对原电池原理的理解，同时提

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讲授原电池的电化学原理在实际中的应用

时，以铜锌电池为例创设情境，教师先抛出问题：“日

常使用的 5 号电池，其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是怎样

的？”有的学生猜测电池内部可能有电解质溶液，有的

学生推测应该有两种不同金属电极。为验证猜想，教

师组织学生动手拆解废旧电池，观察其内部结构（如

图 2所示）。学生发现，电池外壳是锌金属，内芯为二

氧化锰和炭黑的混合物，它们分别充当原电池的负极

和正极，而电解液是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溶液。接

着，引导学生思考：“电池在设计上有哪些巧妙之处？

电池耗尽后应如何处理？”学生认识到电池的防漏设

计可有效延长使用寿命，而废旧电池则要进行无害化

处理，以免污染环境。在此过程中，学生学会从化学

的角度审视生活，环保意识也得到增强。最后，教师

补充介绍新型电池的研究进展，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在探究电池结构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对原电池原理的

应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对化学在生活中的价值有

了更深刻的领悟。生活情境的创设激发了学生学习

原电池的兴趣，引导学生用所学知识分析身边事物，

在学以致用中感悟知识的应用价值。

图2 5号电池内部结构示意图

（四）设计“化学电源小制作”情境，培养学生的综

合应用能力

在学习原电池原理后，教师应在教学实践中创设

“化学电源小制作”情境，让学生动手制作各类原电

池，在实践应用中强化知识理解，提升综合应用能力。

一方面，教师要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利用废旧材料

或身边物品（如硬币、易拉罐等）制作创意环保电池。

在头脑风暴中，学生激发创意火花，动手实践时将想

法付诸行动。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拓展一些应用背

景，引导学生针对特定情境和需求优化电池设计。学

生分工合作，搜集资料，优选电极材料和电解质，反复

试验，最终成功研制出满足需求的“定制”电池。

例如，在教学原电池的电化学原理时，教师可先

引导学生学习“电化学与社会发展”，并设计“我是

原电池小设计师”的创意活动。活动要求学生发挥

创意，利用各种材料制作新颖的化学电源，并为化学

电源的实际应用提供创意方案。学生纷纷开动脑

筋：有的学生利用柠檬、土豆等蔬果制作果蔬电池，

有的学生用硬币叠成电池组，还有的设计了便携的

USB 电源。在制作过程中，学生反复试验不同材料

组合，测试电池性能，不断优化设计。小组成员分工

协作，集思广益，创意方案在讨论中不断完善。同

时，教师还为活动设置了“野外求生”“太空应急”等

应用背景，让学生针对特定需求优化设计。学生查

阅资料，了解不同情境下电源的技术需求，并有针对

性地选择电极材料。有的小组成功研制出高能量密

度的锂电池，有的制作出可弯曲的柔性电池。活动

结束后，各小组围绕作品开展了精彩的汇报展示。

学生兴奋地分享制作心得，为他人的创意点赞，达成

了知识共享、能力提升的目标。

四、结语

情境化教学策略的应用有效提升了学生对原电

池原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教师通过创设贴近生活

的教学情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

科学思维和知识综合应用能力，为化学教学提供新的

方法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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