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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引领,任务驱动*

———“初探食品用脱氧剂”教学探索

石彦茂,章 昊

(江苏省南京市第十三中学锁金分校,210042)

摘 要:项目式学习即基于项目的学习,强调立足现实情境,明

确核心任务,整合教学内容。以“初探食品用脱氧剂”为主题进行项

目式学习,分别探究脱氧剂的成分、作用、能量变化、脱氧原理和回

收利用,帮助学生构建铁及其化合物的知识网络;并且,利用手持技

术和自制教具,引导学生从定性到定量地认识生活中常见的物质,

在科学探究中发展化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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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式学习即基于项目的学习,强调立

足现实情境,明确核心任务,整合教学内容。

教学中,可以设置独立的或关联的多个学习

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达成同化

或顺应,从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1]在项目式

学习过程中,学生逐渐掌握学习的主动权,进

而主动地探寻知识、解决问题,真正地做到学

以致用。初三复习阶段,学生已经掌握了铁

及其化合物的化学性质,且具备了基本的实

验设计和动手操作能力。但是,学生对物质

化学性质的认识很零散,没有形成结构化、网

络化的知识体系,且利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相对薄弱。因此,尝试开展基于

真实情境的项目式学习———“初探食品用脱

氧剂”,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帮助学生

构建系统的知识网络,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一、教学目标

1.通过探究食品用脱氧剂,梳理铁及其

化合物的相关性质,构建系统的知识网络图,

进而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2.利用数字化传感器和自制教具设计创

*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

“‘双减’背景下初中生作业负担监测的研究”(编号:E-b/

2021/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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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验,从定性到定量地认识生活中常见的

物质,发展定量分析观。

3.在探究食品用脱氧剂的过程中,发展

化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与实践、科学

态度与责任等化学核心素养。

二、教学思路

本节课以“初探食品用脱氧剂”为主题引

导学生开展项目式学习,通过提出“脱氧剂的

成分是什么”“脱氧剂真的能脱氧吗”“脱氧剂

脱氧时真的会放热吗”“脱氧剂的脱氧原理是

什么”等问题,引导学生归纳总结铁及其化合

物的化学性质,利用已有的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核心素养。具

体思路见图1。

三、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项目主题

师 月饼、坚果等食品包装袋中常常有一小

包食品用脱氧剂,很多同学对其非常好

奇,那么大家最想了解什么?

(学生分组讨论,汇报最想了解的问题。

教师梳理、汇总学生的问题:1.脱氧剂的

主要成分是什么? 2.脱氧剂真的能脱氧

吗? 3.脱氧剂脱氧时真的会放出热量

吗? 4.脱氧剂是如何脱氧的? 5.脱氧

剂使用后该如何处理?)

以食品用脱氧剂作为切入口,通过创设

真实的化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

学生积极思考;同时,以学生为主体,解决他

们最想了解的问题,从而确定项目的核心

任务。

(二)实验探究,解决项目任务

【任务1】探究脱氧剂的主要成分

(学生活动:撕开食品用脱氧剂的包装,

倒出少量脱氧剂于滤纸上,观察颜色和

状态。)

师 脱氧剂是什么颜色、状态?

生 灰黑色的粉末,主要成分是黑色的。

师 初中阶段常见的黑色固体有哪些?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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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单质有碳粉和铁粉等,氧化物有CuO、

Fe3O4和 MnO2等。

师 (出示食品用脱氧剂的成分说明书)由说

明书可知,脱氧剂的主要成分是铁粉。

请同学们先回忆一下铁的有关性质,然

后设计实验方案,验证脱氧剂中确实含

有铁粉。

(学生小组合作,画出Fe的转化关系图,

设计的实验方案汇总在表1中。)

表1 探究食品用脱氧剂主要成分中是否

含有铁粉的实验方案

实验方案 实验现象 实验原理

用磁铁吸引
黑色 固 体 能 被

磁铁吸引
铁具有磁性

在 氧 气 中

点燃

剧烈燃烧,火星

四射,放热
3Fe+2O2

点然


Fe3O4

滴加稀盐酸

产生气泡,溶液

由无 色 变 成 浅

绿色

Fe+2HCl
FeCl2+H2↑

浸入硫酸铜

溶液中

红色固体析出,
溶液 由 蓝 色 变

成浅绿色

Fe+CuSO4
Cu+FeSO4

  (学生用磁铁靠近脱氧剂,发现黑色固体

能被磁铁吸引,猜测:食品用脱氧剂的主

要成分是铁粉。)

师 能被磁铁吸引的黑色固体一定是铁吗?

(教师展示资料:黑色固体Fe3O4可以被

磁铁吸引。)

生 由于铁粉可以和稀盐酸反应产生氢气,

而Fe3O4 和稀盐酸反应无法产生氢气,

因此可以通过滴加稀盐酸的方法进行

鉴别。

(学生活动:取少量磁铁上的黑色固体于

试管中,滴加适量的稀盐酸,发现产生大

量气泡。)

师 根据实验结果,我们验证了食品用脱氧

剂的主要成分是铁粉。

以探 究 脱 氧 剂 的 主 要 成 分 为 项 目 任

务,引导学生复习金属铁的物理性质和化

学性质,利用所学知识设计合理的实验方

案,小组合作共同完成探究任务。这样的

过程,体现了利用化学知识解释和解决生

活中实际问题的要求,能够提升学生的化

学观念和科学思维。

【任务2】探究脱氧剂的作用和脱氧时的

能量变化

师 如何设计实验证明脱氧剂确实可以吸收

空气中的氧气,同时会放出热量?

生 将包裹有脱氧剂的棉花塞在试管底部,

然后将试管倒扣在盛有适量水的培养皿

中,静置一段时间,可以观察到试管中的

液面上升,说明脱氧剂可以吸收空气中

的氧气。

生 取少量脱氧剂放入医用注射器的针筒

中,然后用橡皮泥封住注射头。一段时

间后,可以发现注射器的活塞向刻度小

的方向移动,说明脱氧剂确实可以脱氧。

生 用手触摸脱氧剂的外包装,一段时间后

发现发烫,说明脱氧剂在脱氧的过程中

确实会放出热量。

师 以上实验方案都具有可行性,请思考一

下这些方案又有什么缺点?

生 耗时长、不够精准。

师 老师设计了一个创新实验,可以快速而

精准地测定装置中的氧气含量和温度变

化,(出示下页图2)这是实验装置示意

图。实验步骤如下:取适量脱氧剂于自

制的过滤袋中,将其塞进自制的玻璃仪

器中,然后分别插入氧气传感器和温度

传感器,打开计算机软件,点击“数据采

集”按钮,测量装置中的氧气含量和温度

随着时间变化的情况,300s后停止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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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实验数据。(出示数据图)这是数字

化传感器检测到的氧气含量和温度随时

间变化的曲线。

图2

生 从图中可以看出,初始时装置中的氧气

含量是16.43%,随着时间的推移,氧气

含量逐渐减少,300s时氧气含量仅为

15.60%;初 始 时 装 置 中 的 温 度 是

30.8℃,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度逐渐升

高,300s时温度达到了34.2℃。

师 脱氧剂确实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氧气,使

氧气含量减少,且在脱氧过程中会放出

热量,使温度升高。

以任务驱动的形式激发学生深度思考,

可以让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提高设计实

验、操作实验和评价实验方案的能力。基于

数字化传感器和自制教具的创新实验,操作

简单,将隐性的现象显性化,定性的实验定量

化,能够丰富学生的思维方式,有效发展其科

学思维、科学探究与实践素养。

【任务3】探究脱氧剂的脱氧原理

师 (展示资料)查阅资料可知:食品用脱氧

剂的脱氧原理和铁锈蚀的原理类似。铁

生锈的原理是什么呢?

生 铁与空气中的氧气和水蒸气同时接触反

应,生成铁锈(主要成分是Fe2O3)。

师 要想证明脱氧剂的脱氧原理和铁锈蚀

的原理类似,就要证明已使用的脱氧

剂中含 有Fe2O3。请 同 学 们 回 忆Fe2O3
的化学性质,然后设计实验方案进行

验证。

(学生小组合作,补充画出Fe2O3的转化关

系图,设计的实验方案汇总在表2中。)
表2 探究已使用的食品用脱氧剂中是否

含有氧化铁的实验方案

实验方案 实验现象 实验原理

滴加稀盐酸

或稀硫酸

红棕色固体

逐 渐 消 失,
溶液由无色

变成黄色

Fe2O3+6HCl
2FeCl3 + 3H2O 或

Fe2O3+3H2SO4
Fe2(SO4)3+3H2O

用 C、CO 或

H2还原 

红棕色的固

体逐渐变成

黑色

3C+2Fe2O3
高温
4Fe

+3CO2↑或3CO+

Fe2 O3
高温
2Fe+

3CO2或3H2+Fe2O3
高温
2Fe+3H2O

  (学生活动:取少量已使用的脱氧剂于试

管中,滴加适量的稀盐酸,发现固体逐渐

消失,溶液由无色变成略带浅绿色的黄

色,同时有少量气泡产生。)

师 为什么会有气泡产生? FeCl3溶液应该

呈现黄色,为什么会有一点浅绿色?

生 已使用的脱氧剂中有部分铁粉未被氧

化,铁粉和稀盐酸接触反应生成FeCl2和
氢气,FeCl2 溶液呈浅绿色,因此会有气

泡产生,且溶液会略带浅绿色。

师 (展示资料:铁可以和氯化铁溶液发生反

应:Fe+2FeCl33FeCl2,铁粉逐渐消

失,溶液由黄色变成浅绿色)由资料卡片

可知,黄色溶液中略带浅绿色还可能是

未被氧化的铁粉和FeCl3 溶液反应而形

成的。因 此,通 过 溶 液 颜 色 变 化 证 明

Fe3+的存在进而验证已使用的脱氧剂中

含有Fe2O3的方法不可取。那么,如何准

确地检验Fe3+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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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展示资料:滴加 KSCN溶液,如果

溶液变成血红色,则原溶液中含有Fe3+。

学生活动:向试管中的溶液中滴加2滴

KSCN溶液,发现溶液立即变成血红色,

说明原溶液中存在Fe3+,进而证明已使

用的脱氧剂中确实含有Fe2O3。)

生 脱氧剂的脱氧原理和铁锈蚀的原理类

似,即铁与氧气、水蒸气同时接触反应,

产物的主要成分为Fe2O3。

学生已经具备了Fe2O3化学性质的基础

知识,通过探究脱氧剂脱氧原理的任务,加深

和拓展相关知识,在质疑中思考,在实验中求

证,在问题驱动中建立科学探究的认知模型,

感受探究的乐趣,发展化学观念、科学探究与

实践等核心素养。

【任务4】探究脱氧剂使用后的处理

师 南京市已推广落实垃圾分类政策,根据

垃圾分类的要求,已使用的脱氧剂属于

什么类型的垃圾?

生 可回收垃圾。

师 如何回收利用已使用的脱氧剂?

生 由Fe2O3的化学性质可知,可以使用C、

CO、H2还原已使用的脱氧剂,生成金属

铁,从而变废为宝,回收、重复利用金属

资源。

引导学生从化学视角分析如何变废为宝,

回收、重复利用金属资源,要求学生应用化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巩固和构建知识体系的

同时,发展科学态度与责任等核心素养。

四、教学反思

本节复习课以“初探食品用脱氧剂”为项

目主题,以四个任务为驱动,每个任务中又包

含不同的核心问题,从而引领学生在层层递

进的问题中将零散的知识进行整合和迁移,

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形成结构化思维,

提高复习效率。同时,项目任务与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

进学生沟通交流能力的提升。完成任务的过

程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

“探究食品用脱氧剂的主要成分”任务,

引导学生复习金属铁的性质并设计实验方

案,解释和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探究脱

氧剂的作用和脱氧时的能量变化”任务,包括

基于手持技术和自制教具的创新实验探究,

能够促进学生掌握实验创新的“三化”:(1)生

活化。食品用脱氧剂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

质,利用身边的物质进行探究,可以发展用化

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的能力。(2)数字化。

运用手持技术可以丰富认知方式,提升数形

结合和数据分析的能力。(3)绿色化。探究

过程中没有污染物产生,且可以回收利用金

属资源。“探究脱氧剂的脱氧原理”任务,带

领学生经历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提出问

题—作出猜想—设计实验—开展实验—分析

论证—得出结论—交流讨论),建立科学探究

的认知模型,发展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与实践

等核心素养。“探究脱氧剂使用后的处理”任

务,让学生从化学视角分析资源回收利用和

环境保护,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进科学

态度与责任素养的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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