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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策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教师教的

策略和学生学的策略，狭义专指教师教的策略，教学

策略属于教学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1］。狭义教学策略

即在特定教学情境中为完成教学目标和适应学生认

知需要而制定的教学程序计划和采取的教学实施措

施。教学策略规定了教学活动的总体风格和特征。

基于高中化学单元复习课是常态教学中一种比较特

殊的重要课型，以及复习课“复习”的特殊性，创新复

习教学策略，对提高化学单元复习效益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2］。在此，笔者将参加市级评优课“化学能与电

能的相互转化”单元复习课的教学设计呈现给大家，

以期与同行分享这节课教学设计的创新教学策略。

一、设计思想

注重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将书本知识与学生经

验相联系。从学生日常生活实际出发，本着让学生从

经验到体验、从情境到知识、从方法到过程、从问题到

探究、从现象到本质的思想，寓知识的复习、兴趣的激

发、思维的培养、能力的提升于体验学习之中；注重启

发性、思维性的问题设计，关注学生的思维发展。以

问题引领，本着从情境创设、实验探究、“成果”应用、

模型建构的思想，使学生在知、情、意、行的体验学习

中，发展化学核心素养。

二、教学目标

（1）了解恒温加热器的原理，了解Fe-C原电池对

铜冶炼废水中重金属离子处理过程，了解电解池的应

用。

（2）通过自主互助、实验探究、交流分享和反思提

高等活动，体验科学假设和实验探究的过程，体会科

学探究的一般过程与方法。

三、教学过程

【导入】展示图1的输液照片。

【教师】图2就是输液用的恒温加热器，它的热量

是从哪里来？

图1 输液照片 图2 恒温加热器

【学生】发生了化学反应。

【追问】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

【学生】不清楚。

【教师】今天也给每组带来了恒温加热器（图 3），

请大家将袋子撕开，观察里面的固体，并感受一下温

度。

图3 使用前、后的恒温加热器对比

【学生】学生活动。

【教师】请大家利用周转箱里的仪器（磁铁等）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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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袋里的固体是什么？

【学生】我们组用磁铁吸引固体，固体被吸引起来

了，猜测固体成分中应该有铁；另外将刚打开的恒温

加热器里的固体露置了一会，固体颜色变红，进一步

确定了固体中应该有铁，铁被氧气氧化生成了三氧化

二铁。

【教师】大家通过观察和分析，知道了恒温加热器

里的固体有铁。那么，恒温加热器的热量是从哪里来

的呢？

【学生】铁被空气氧化了，释放了热量。

【教师】请大家看一下恒温加热器的说明书，思考

“铁就能和氧气反应，为什么还要加入碳、氯化钠、水

呢？”

【学生】铁作为原电池的负极，碳作为原电池的正

极，氯化钠溶液是电解质溶液，形成了原电池，可以加

快铁被氧化的速率。

【教师】请用简单的原电池装置图表示出其原理。

【学生】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让学生亲身感受恒温加热器的温度；

拆开恒温加热器，运用自己的已有认知及分析物质的

方法，发现恒温加热器里的固体成分；最终分析出是

由于形成了铁碳原电池，加速了铁被氧气氧化的发

生，释放出了热量，从而发展了学生“证据推理”的核

心素养。

【教师】如何设计实验证明氧气的确参与反应呢？

【学生】在西林瓶中加入恒温加热器里的固体，将

塞子塞好，将带有针尖的导管伸入盛有水的烧杯中，

图4所示，观察是否有倒吸现象?
【学生】学生实验。

【教师】观察到什么现象？

【学生】导管里出现了倒吸现象。

图4 倒吸现象

【追问】说明了什么？

【学生】说明氧气被消耗了。

【学生】不能说明氧气被消耗，只能说明气体被消

耗。

【教师】很好，那如何证明呢？请大家做下面一个

实验（图 5）。（信息提示：亚铁离子遇到铁氰化钾会出

现蓝色沉淀。）

【步骤】1.在U形管中加入NaCl溶液，

2.用导线连接铁钉、碳棒插入U形管，

3.在碳棒一侧U形管中滴入酚酞2-3滴，

4.在铁钉一侧U形管中滴入铁氰化钾溶液1-2滴。

图5 铁碳原电池

图6 检验铁碳原电池反应产物

【学生】分组实验。

【教师】观察到什么现象？

【学生】碳棒一侧溶液变红，铁钉一侧有蓝色沉

淀，图6。
【追问】说明了什么？

【学生】说明在正极有OH-生成，在负极有Fe2+生

成。

【追问】通过本实验能否说明氧气参与反应了？

【学生】可以。

设计意图：通过让学生对氧气的确参与了反应进

行实验设计，实验验证，培养了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

能力。

【教师】请写出正负极电极反应式。

【学生】负极：Fe-2e-=Fe2+

正极：O2+2H2O+4e-=4OH-

【模型建构】原电池的构成条件以及分析正负极

反应（图7甲、乙、丙）。

设计意图：学生已经对铁碳原电池有所了解，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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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与书本上学过的锌铜原电池进行对照，从而让学

生归纳梳理出原电池的一般模型，由特殊走向一般。

【过渡】铁碳形成原电池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

利，你还知道它有哪些应用呢？

【学生】暖宝宝，自热食品。

【教师】展示图片（图8）。

图8 铁碳原电池在生活中的应用

【过渡】铁碳形成原电池还在铜冶炼废水处理方

面也有重要的应用，如果请你去除铜冶炼废水中的铜

离子，你会选择哪些方法？

【学生】沉淀法，置换法。

【教师】请大家看昆明理工大学邱珉的研究成果［3］

（展示图9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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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铁碳填料处理铜冶炼废水中重金属离子的研究截图

【交流与讨论】根据甲图像，请大家思考以下问

题：

1.纯铁可以除去Cu2+、Pb2+，为什么？

2.纯碳可以除去Cu2+、Pb2+，为什么？

3.纯铁可以除去Cu2+、Pb2+，为什么还要加入碳粉？

4.当铁炭混合物中铁的质量分数大于 50%时，随

着铁的质量分数的增加，Cu2+和 Pb2+的去除率不升反

降，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学生】铁的活动性在铜和铅之前，可以与Cu2+、

Pb2+发生置换反应。

【学生】碳具有吸附性，可以去除Cu2+、Pb2+。

【学生】加入碳粉，与铁构成原电池，可以提升

Cu2+、Pb2+的去除效果。

【学生】当铁炭混合物中铁的质量分数为50%时，

此时形成铁碳原电池的数目最多，去除率最高，而当

铁炭混合物中铁的质量分数大为50%时，形成的铁碳

原电池的数目又在下降，所以Cu2+和Pb2+的去除率不

升反降。

设计意图：通过提出问题，激发了学生的原有认

知，深化了学生对铁碳原电池的认识，并且发展了学

生量变引起质变的辩证思想。

【过渡】铜离子的废水还可以通过电解法去除，而

且还起到回收铜的作用。

【演示实验】用石墨电极电解硫酸铜溶液（图 10
甲）。

甲 乙 丙

图10 电解硫酸铜溶液

【教师】观察到什么现象？

【学生】阴极有红色物质析出，阳极有气泡（图 11
乙和丙）。

【教师】阴阳极发生了怎样的反应？

【学生】阴极是铜离子得电子变成铜单质，阳极氢

氧根离子失去电子变成氧气。

【模型建构】电解池构成的一般条件，如图11甲、

乙、丙。

设计意图：让学生对电解知识再现，通过学生对

电解法处理废水原理的认识，从而让学生归纳梳理出

电解池的一般模型，由特殊走向一般。

【过渡】原电池和电解池的不同点是什么？原电

池和电解池的相同点是什么？

设计意图：电解池与原电池有共同之处是什么？

甲 乙 丙
NaCl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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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原电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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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让学生意识到不管是原电池还是电解池都是氧

化还原反应，实现了对原电池和电解池知识的重构。

【小结】通过本节课，你学会了什么？

四、教学策略

常规单元复习课是按点→线→面→体的逻辑结

构展开的，同时再辅以知识的应用，这是常规单元复

习课的基本教学模式，这种单元复习教学模式是从知

识到知识，从教师到学生，最后还是从教师回到教师

和从学生回到学生，教师容易掌控，学生活动较少。

套路化的、模式化的单元复习教学模式，容易使学生

产生疲倦感，单元复习的高效性难以最大化。“化学能

与电能的相互转化”单元复习课在复习教学策略上有

所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情境创设策略

情境教学是课堂教学的重要形式，情境创设是课

堂教学设计的重要内容，物境和意境是课堂教学设计

的两个组成部分。单元复习教学内容将书本知识与

学生的生活经验相联系，促成学生对知识的复习产生

亲近感和兴趣感，体现了从生活走向化学、从化学走

向社会的现代课程观。与学生生活经验和经历相关

的客体物境，是创设教学情境的鲜活素材。医用输液

恒温加热器以及暖宝宝和自热食品，是学生生活中接

触到、体验到、感受到的生活情境。本单元从输液恒

温加热器复习教学情境的创设，从输液恒温加热器的

组成结构到加热体验，从输液恒温加热器的组成物质

辨识到加热原理探究，促成课堂教学情境从物境向意

境的升级，实现了课堂复习教学从情境的感知和体验

向知识的自主建构转化。

2.实验探究策略

一般而言，常态单元复习课，课堂上很少见到教

师的演示实验和学生的分组实验。实验是知识的载

体，是学生兴趣的催化剂，对学生知识的学习和复习

效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节课以与单元知识相

联系的医院输液用的恒温加热器加热原理探究为线

索，展开原电池原理的复习教学。医用恒温加热器的

引入，引发“化学能与电能的相互转化”单元复习教学

从体验恒温加热器的热到证明氧气参与反应，既有学

生的分组实验，又有教师的演示实验，既有验证性实

验又有探究性实验，使本节课单元复习的内容知识在

实验中自发地重现和建构，起到了常态复习课难以达

到的复习效果。

3.“成果”应用策略

科学研究成果既是科学知识应用的结晶，又是科

学知识的客观载体。科学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时代

性特征，其时代性能够唤醒学生感受科学知识的魅

力，感知时代科学进步的成就。昆明理工大学邱珉的

研究成果，说明了铁碳形成原电池对铜冶炼废水中重

金属离子处理方面有重要应用，该研究成果不但对铜

冶炼废水中重金属离子处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

且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将科研成果运用于课

堂教学，既复习了研究成果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又体

现了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和价值性。挖掘“铁碳比对铜

冶炼废水中重金属离子处理效果的影响”图象研究成

果本身蕴含的化学知识，同时以“问题”的形式引发学

生交流与讨论，既复习了原电池的基本原理，又提升

了学生的思维水平和品质。

4.模型建构策略

化学模型是化学知识建构的标本，从化学客体原

型到化学“知识”模型的建构，既蕴含着理想化的科学

研究方法，又蕴含着模型建构过程的科学知识、科学

思维。原电池“知识”模型和电解池“知识”模型的建

构，既体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辩证思想，又寓化学能

与电能相互转化于一体，既是单元知识由“碎片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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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工业制备氯气的电解装置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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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但表示分子结构模型时却仍采用他的观点，为什

么呢？

②不同的原子结构模型出现在不同的年代，各种

观点的诞生可能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师】观点的诞生受实验技术、科学家主观思想

等因素影响。目前，科学家还是通过“打靶”“轰击”

来改变对象状态，再分析改变后的结果，以了解原子

内部微观的结构，原理类似于卢瑟福的α粒子散射实

验［3］。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打开原子、进入内部观察，

就像用力击穿暗筒的半透明，取出里面的卷轴，再打

开卷轴，就能知道卷轴上书写的文字了。

【生】齐读暗筒中卷轴上的文字“吾爱吾师，但吾

更爱真理”。

设计意图：让学生能客观、辩证地看待原子结构

模型；了解探索原子内部结构的方法，以期课堂首尾

呼应，强化求真探索精神。

总之，科学史教学要区别于社会史，要变史实讲

述为科学探究，实施时可围绕假说、实验、观察等科学

要素，让学生体验重历科学发现过程，了解科学方法，

学会科学论证，熏陶科学精神。教学顺序既可平铺，

也可倒叙，还可从中间展开，至于采用何种方式，取决

于内容特征及学生认知。如，卢瑟福实验现象是否定

汤姆生模型的证据，也是建立新模型的基础，本教学

范例由此入手，围绕各科学要素，让学生理解实验设

计，论证汤姆生模型，建立核式结构模型，这样既抓住

教学重点、突破难点，也让学生“回到”过去，“亲历”原

子结构发现的典型过程，使教学聚焦科学本质、指向

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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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品评原子结构模型

系统化的转变，又是学生思维跃升的系统跃迁，既是

知识系统学习的过程，也是知识系统学习的方法。因

此，模型建构策略对提高单元复习教学效益具有重要

意义。

总之，从情境创设、实验探究、“成果”应用、模型

建构四个方面，创新“化学能与电能相互转化”单元复

习教学策略，在将书本知识与学生生活经验相联系的

基础上，激发学生兴趣，引发单元知识复习的展开，让

学生在情境感受、实验探究、科研成果、模型建构、问

题设计中，促进复习内容的知识建构，实现单元知识

复习的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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