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探索实思ｔ
－

＞Ｖ

—



（
聚焦课堂

）

变
“

单纯练习
”

为
“

答 ？ 品 ？ 讲 ？议
” ＋

—

“

高考例题
”

教学模式的优化与实施

经志俊

（
南 京市 第三 高级 中 学

，
江 苏 南 京 ２ １ ０ ００ １

）

摘要 ： 针对将高考例题进行
“

单纯练习
”

的粗放型教学现象 ， 以聚焦知识 、 明确方向 、 优化能力 、 提升素养为教学 目标 ， 创

建
“

答 ？ 品 ？ 讲 ？ 议
”

教学模式 ， 引导学生与高考例题展开深度对话 ， 充分发掘髙考例题蕴藏的教学资源与承载的教学功能 。 精

选江苏 ２０ １６ 年高考典型试题为案例 ， 诠释
“

答
？ 品 ？讲 ？ 议

”

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 ： 高考例题 ；

“

答 ？ 品 ？ 讲 ？ 议
”

；
教学模式

文章编号 ： １ ００５
－

６６２９
（
２０ １

６
） １ ２

－

００３３
－

０５中图分类号 ： Ｇ６３ ３． ８文献标识码 ：
Ｂ

１ 研究背景的恒容密闭容器中反应 ２Ｈ
２（ｇ）

＋ＣＯ
（ｇ）
— ＣＨ

３
ＯＨ

（ｇ）

高考试题从知识 、 方法 、 能力与素养等不同角达到平衡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度体现 出终端评价对高中化学教与学的要求 ， 蕴
｜

容
｜

温度 ｜

物质的起始酿
｜

物质
，

的 度

藏着丰富的信息 ， 承载着多元的功能 ， 其中 的典型； ＾
＾＿＿

案例 （ 以下简称
“

高考例题
”

） 是备考复习的宝贵 
Ｃ （Ｈ ２）ｃ （ ＣＯ ）〇 （ＣＨ

，
ＯＨ）ｃ

（Ｃ＿ ｌ

Ｉ４０００ ．２００ ． １０００ ．０８ ０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 ， 将高考例题作为
“

单纯练ｎ４０００ ．４００ ．２０〇―一

习
”

的做法屡见不鲜 ， 这种粗放的教学行为造成高卜 Ｉ
５００

 Ｉ０ Ｉ０Ｉ０ ． １０Ｉ０ ．０２５

考例题教学资源的浪费和教学功能的萎缩 。 有鉴Ａ ． 该反应的正反应放热

于此 ， 如何充分发掘高考例题蕴藏的教学资源？ 充Ｂ ． 达到平衡时 ， 容器 Ｉ中反应物转化率比容器

分发挥高考例题承载的教学功能 ？ 已然成为高三ｎ 中的大

化学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之
一

。Ｃ ． 达到平衡时， 容器 １１中 ｃ
（
Ｈ

２）
大于容器ｍ 中

２ 案例选择ｃ （
Ｈ

２ ） 的两倍

江苏高考化学卷分
“

选择题
”

和
“

非选择题
”

Ｄ． 达到平衡时 ，
容器 ＩＤ中的正反应速率比容器

两种题型。

“

选择题
”

以考查学科素养立意 ，
重点Ｉ 中的大

考查化学的基本思想 、 基本方法 、 基础知识和基［ 参考答案 ］
Ａ 、 Ｄ。

本技能 ， 隶属客观题 ， 思维内敛 ， 命题时常
“

挖坑案例 ２２０． 铁炭混合物 （铁屑和活性炭的混

埋雷
”

。

“

非选择题
”

以考查学科能力立意 ， 设置真合物 ） 、 纳米铁粉均可用于处理水中污染物 。

实情境 ，
重点考查考生的信息获取与加工 、 化学实（ １ ） 铁炭混合物在水溶液中可形成许多微电

验探究 、 从化学视角分析解决问题和化学思维等池 。 将含有 Ｃ ｒ
２
Ｃ＾ 的酸性废水通过铁炭混合物 ，

能九 隶属主观题 ， 思维发散 ， 命题时常
“

铺路搭在微电池正极上〇２
０

丨

＿

转化为 Ｃｒ

３＋

， 其电极反应

桥
”
［ １ ’

＼式为 ▲
。

兼顾题型分类和试题难度 ，
笔者选择 ２０ １６ 年（ ２ ） 在相同条件下， 测量总质量相 同 、铁的质

江苏高考化学卷第 １ ５ 题 （不定向选择题 ） 和第 ２０量分数不同的铁炭混合物对水中 Ｃｕ
２＋

和 Ｐｂ
２＋

的去

题 （综合探究题 ） 为研究案例 。除率 ， 结果如下图所示。

案例 １１５．
—定温度下， 在 ３ 个体积均为 １ ． ０Ｌ①铁炭混合物中铁的质量分数为 ０ 时

，
也能

＊ 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重点课题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教学评

一致性研究
”

（ 编号 ２ ０
１
５ＪＫ１ １

－

Ｚ００ ４ ）研究成果之一 ， 南京市教育科学
“

＋二五
”

规划课

题
“

用有效教学保陣规范办学的实践研究
”

（编号 Ｌｍ／２ ０ １ １／００ １
）
研究成果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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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实践 ．

．

聚焦课Ｑ

去除水中少量的 Ｃ ｕ
２ ＋

和 Ｐｂ
２＋

， 其原因是 ▲ 。


②当铁炭混合物中铁的质量分数大于５０％时 ，

＃

１〇０
＇

随着铁的质量分数的增加 ，
Ｃｕ

２＋

和 Ｐｂ
２＋

的去除率Ｊ
８０ －／

不升反降 ， 其主要原因是 ▲ 。｜６Ｑ
＿／／

＾

！

－

／—Ｗ ２〇
＿

／
， ，
—

＼
髮Ａ°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６００ ．８ ０ １ ．００

ｓ
２０

＼？铁炭混合物中铁的质量分数

Ｏ １０
．Ｗ

１１

Ｚ
 （ １ ）Ｃｒ２０＾＋６ ｅ

＂

＋ １４Ｈ
＋
＝２Ｃｒ

３＋

＋７Ｈ
２
０

；

〇
Ｌ￣ 丨̄ ■

￣
￣￣

￣ ＂

 Ｉ ．

．

Ｔ
丨（２ ） ①活性炭对 Ｃｕ

２＋

和 Ｐｂ
２＋

有吸附作用②
０５ 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 ０

反应时间 ／ｍ ｉ
ｎ铁 量 加Ｉ

， 混合救 ／中微：
＃

、

池数＠ 减

Ｉ 含 ５０
ｍ
ｇ



？

Ｌ

—

１

ＮＯ
；
的水样少

；

ＩＩ含５ ０
ｍ
ｇ

？

Ｌ

—

１

Ｎ０ ；＋５０
ｍ
ｇ

．

Ｌ

—

１

Ｃｕ
２ ＋

的水样 （ ３ ）①２卩６
２＋

＋８氏＋４０正＝２戸６＋８
（
０１１

）：
＋２１１

２个 ；

（ ３ ） 纳米铁粉可用于处理地下水中的 污染②纳米铁粉与 Ｈ
＋

反应生成 Ｈ
２ ； ③ Ｃｕ或 Ｃｕ

２＋

催

物 。化纳米铁粉去除 ＮＣ＾ 的反应 （或形成的 Ｆｅ
－

Ｃｕ 原

① 一定条件下， 向 ＦｅＳ０
４ 溶液中 滴加 碱性电池增大纳米铁粉去除 ＮＯ

； 的反应速率 ） 。

ＮａＢＨ
４ 溶液 ， 溶液中 ＢＨＩ（硼元素的化合价为 ＋３ ）３

“

答 ？ 品
？ 讲 ？议

”

教学模式的创建

与 Ｆｅ
２＋

反应生成纳米铁粉、 Ｈ ２ 和 Ｂ
（
０Ｈ

）４

＿

， 其离子以
“

聚焦学科核心素养 ， 追求教学评一致性
”

方程式为 ▲ 。为主旨 ，
设置

“

答题
”

、

“

品题
”

、

“

讲题
”

、

“

议题
”

４

②纳米铁粉与水中 ＮＯ
ｊ
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个教学环节 ， 引导学生展开与高考例题的深度对

４Ｆｅ＋ＮＯ
；
＋ １０Ｈ

＋
＝ ４Ｆｅ

２＋

＋ＮＨ
４

＋

＋３Ｈ
２
０

， 研究发现 ， 若话 ， 创建
“

答 ？ 品 ？ 讲 ？ 议
”

教学模式。 各个对话环

ｐＨ 偏低将会导致 ＮＯ
〗
的去除率下降 ， 其原因是节依据对话 目标 ， 选择对话措施 ， 通过

“

任务驱动
”

▲〇与
“

问题引领
”

渐次提升与高考例题对话的境界 ，

③相同条件下， 纳米铁粉去除不同水样中 Ｎ０
〖逐步达成聚焦知识 、 明确方向 、 优化能力 、 提升素

的速率有较大差异 （见上图右 ）
， 产生该差异的可养的教学目标 ， 充分发挥高考试题的反馈 、 导向 、

能原因是 ▲ 。评价 、 激励的教学功能 。 具体实施流程如图 １ 所

［参考答案 ］示
［
３

］

。

对话环节 ：

｜

ＨＨＳｉＨ
Ｉ１ Ｉ Ｉ

登■油
￣

独立答题

￣

ｕ 剖析高考例题 ｕ 讲解高考例题 Ｕ
￣

质疑解惑
字王估项 ：

｜

反思错误原因 ｎ 探查测试规律 外显思维过程 ｎ 解题方法建模

新紐并
￣

了解学情

￣

￣

任务驱动

￣

￣

点评ｉａ纳

￣

￣

问题引导
教那诋项 ：

｜

采集典型错误 Ｈ 明确备考方向 ＨＩ

优化解题方法 Ｈ Ｉ

激励创新思维

图 １
“

答 ？ 品 ？讲 ？ 议
”

对话模式教学流程

４
＂

答 ？ 品 ？讲 ？议
”

教学模式的实践对话 目 标 ： 通过解答高考例题 ， 反馈知识盲
“

答 ？

品
？ 讲 ？ 议

”

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 ， 关键点 、 方法漏洞和能力缺陷 ， 聚焦发展空间 ， 发挥高

在于结合高考例题的特点 ， 科学设定各个环节的考例题的反馈功能 。

Ｘ才话 目标 ， 并结合对话目标灵活选择对话措施 。对话措施 ： 学生在限定时间内独立完成高考

４ ． １ 答题 ： 暴露 问题
， 发挥反馈功能例题的解答 ， 并对照参考答案 自主纠错 ， 反思错误

＊

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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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聚焦课堂）

形成或思维障碍的根源 。 教师明确
“

基于分析的判对话措施 ： 学生聚焦高考例题的情境 （ 问题 ）

断
”

和
“

基于证据的推理
”

的答题原则 ， 并依据学设置 ， 剖析考查了哪些知识和能力 ？ 探查选择题如

生基础和答题表现 ， 对困难生给予个别指导 ， 同时何
“

埋雷
”

？分析非选择题怎样
“

架桥
”

？ 教师从情

采集典型错误 ， 动态把握学情。境呈现 、 知识范围和能力要求 ３个维度梳理高考

４ ． ２ 品题 ： 探查规律 ， 发挥导向功能例题的测试规律 ； 指导学生查找选择题
“

雷
”

的埋

对话 目标 ： 通过剖析高考例题，
把握测试范设位置 ，

学会
“

雷
”

的排除方法
， 熟悉非选择题

“

桥
”

围 、 能力要求和命题特点 ，
明确备考方向 ，

发挥高的架设方式 ， 明确
“

桥
”

的连接目标 （见表 １ ） 。

考例题的导向功能 。

表 １ 测试规律与难点突破

案例 １案例 ２

ｗ
｜

情境＾
＂

２？如＋（： （＾）＃ （＾
３
０？％ ）及相关实验数据表 。 铁炭混合物 、 纳米铁粉处理水中污染物及相关化学图像 。

试 浓度 、 压强 、 温度对化学反应速率 、 化学平衡的
ｒＳ ｅｂ ｌ＊

—

￥
知识范围

胃 胃原电池 、化学反应速率、 氧化还原反应和兀素化合物知识 。

＿
 ｜

能力要求 表格数据分析 ，
等效平衡模型建构 。



化学图像解读 ， 基于事实的推理 ， 综合探究与创新思维 。

勘查
“

桥
”

的架设方式 ：

梅在 ：

”

的仿晋 株挪 Ｒｒ文字信息一一丨 １）酸性废水 ， 转化为 Ｃ，
；

Ｓ
°

化学图像一一⑵③相同条件下， 纳米铁粉去除不同水样中

难点突破 ＾法＾２￡析推理 ，麵 Ｂ 、 Ｃ错误 ；

有

Ｈ
异 。

绕行法—一确认 Ａ ＇Ｄ 正确 ’
Ｂ 、 Ｃ 自然淘汰 。

（

１
）参与电极反应的＾粒与主要产物 ；

⑵③ Ｃｕ
２ ＋

对去除 ＮＯ ；



｜

速率的影响 。



４ ．３ 讲题 ： 外显思维 ， 发挥评价功能对话措施 ： 学生讲解审题方法和解题思路，

对话 目标 ： 通过讲解高考例题 ， 外显思维过 选择题逐一分析判断的方法和依据 ， 侧重说明如

程 、 解题路径和表达方式 ， 优化解题方法 ， 发挥高何
“

排雷
”

。 非选择题详细讲解关键信息的提取加

考例题的评价功能 。工
， 侧重说明如何

“

过桥
”

。 教师在学生讲解的过




表 ２ 解题策略与案例分析


解题策略
｜案例分析

［
案例 １

］

Ａ． 由若容器 Ｉ 的数据算出 ４００Ｋ 时 ， ｉＣ＝２ ．５ｘ１ ０

３

， 由容器 ＩＤ的数据算出 ５００Ｋ 时
，
ｉＣ＝１ ４． ８ ， 升高温度平衡常数降低 。 判

断 Ａ 选项正确 。

Ｂ ． 容＃ 台 虽是 Ｍ２倍 ， 虽平衡正向＃动 ， Ｓ ／Ｓ物转 大 。 判断 Ｂ 页错

ｃ ． 若某容器 ｎ 的容积为 ２ ．〇ｌ
、
温度为 ５ 〇ｏｋ

，
则与容器ｍ建成等效平衡 ，

两容器中 ｃ （ｈ ２）
相等 ，

再将容器 ｎ容积压缩为

１ ．０Ｌ ， 并升温至 ５ ００Ｋ ， 因增大压强与升高温度均导致平衡正向移动 ，
导致容器 １１中 Ｃ（ Ｈ

２
）小于容器诅中 Ｃ （Ｈ

２
）的两倍。

判断 Ｃ 选项错误。

Ｄ ． 若容器 ＩＥ温度为 ４００Ｋ ， 则与容器 Ｉ建成平衡等效 ，
两者正反应速率相等 。 将容器 ＨＩ温度升高 ５００Ｋ

， 平衡时的正

反应速率加快。 判断 Ｄ 选项正确 。

［ 案例 ２
］

⑴依据
“

酸性废水通过铁炭混合物 ， 在微电池正极上 〇
２
０卜 转化为 Ｃｒ

３＋ ”

推理出 ： Ｃｒ
２０＾＋ １

４Ｈ
＋

＋６ｅ
＿

＝２Ｃｒ

５＋

＋７Ｈ
２
０。

⑵①依据
“

铁炭混合物（铁屑和活性炭的混合物冲铁的质量分数为 ０ 时 ，
也能去除水中少量的 Ｃｕ

２ ＋

和 Ｐｂ
２ ＋ ”

推理出 ：

活性炭对 Ｃｕ
２＋

和 Ｐｂ
２＋

有吸附作用 。

②依据
“

铁炭混合物在水溶液中可形成许多微电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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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Ｃｕ

２＋

和 Ｐｂ
２ ＋

的去除率不升反降
”

推理出 ： 铁炭混合物中微电池数目减少。

的
（３ ）①依据

“

碱性 ＮａＢＨ ４ 溶液 ， 溶液中 ＢＨ：
（Ｂ 元素的化合价为 ＋３ １ 与 Ｆｅ

２＋

反应生成纳米铁粉 、 Ｈ２ 和 Ｂ（０Ｈ ） ：

”

推理出 ：

２Ｆｅ
２ ｔ

＋ＢＨ
４
＋４０Ｈ

＿

＝２Ｆｅ＋Ｂ （

０Ｈ
） ４

＇

＋２Ｈ ２Ｔ ？

②依据 ｉＦｅ＋ＮＯｊ
＋

ｌ Ｏ ｆＴｃ ＡＦｅ＾＋Ｎ ＨＷ＾Ｏ
，ｐＨ偏低将会导致 ＮＯ

；
的去除率下降

”

推理出 ： 纳米铁粉与 Ｈ
＋

反应生

成 Ｈ
２
。

｜

③依据
“

图像显示含 Ｃ ｕ
２ ＋

的水样纳米铁粉除 ＮＯ； 的速率更快
”

推理出 ： Ｃｕ
２ ＋

催化纳米铁粉去除 ＮＯ ； 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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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探索实践 ．

（聚焦课堂）
—

程中结合其在知识储备 、 思维方式 、 表达能力等方碍 、

“

品题
”

中发现的规律 、

“

讲题
”

中学到的方法 ，

面的表现嵌入过程评价 ， 及时消除知识肓点 ， 扫清分享选择题的
“

抢分
”

机智 （避难就易 、 驾轻就熟 、

思维障碍 ， 强化表达规范 ，
并在学生讨论交流的基择一而终 ） 、 非选择题的

“

失分
”

隐患 （答非所问 ，

础上展示清晰的解题思路 ， 引导学生充分体验
“

基词不达意 ， 方程式不配平 ， 迷思概念干扰 ） 。 教师

于分析的判断
”

和
“

基于证据的推理
”

（ 见表 ２ ） 的通过
“
一题多解

”

和
“
一题多变

”

（ 见表 ３ ） 引发头

意义与价值。脑风暴 ， 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 通过
“

方法建模
”

优

４ ．４ 议题 ： 引领创新 ， 发挥激励功能化解题策略 ，
基于

“

化学事实
”

修正迷思概念 （ 见

对话 目标 ： 利用
“

任务驱动
”

和
“

问题引导
”

，表 ４ ） 。 引导学生在提 出问题 、 分析问题 、 解决问

引发头脑风暴 ， 激发创新思维 ， 提升学科素养 ， 发 题的过程中更新知识 、 优化方法 、 激活思维 ， 提升

挥高考例题的激励功能 。素养 。

对话措施 ： 引导学生交流
“

答题
”

中碰到的障



表 ３
＂
—

题多解
“

与
”
一

题多变
’’



＾

案例分析

—－题多解 ： ［
案例 １

］

从不 同 的视角 Ａ选项＆法二 ：

对备选答 案 进 若容器 ＩＩ Ｉ温度为 ４００Ｋ ， 则与容器 Ｉ建立的平衡等效 ， 平衡时 ｃ （ ＣＨ
３
ＯＨ

）为 ０ ．０ ８０ ｍｏｌ

‘

Ｌ＇ 现容器 ＨＩ温度升至

行分析判断 ， 提 ５００Ｋ ，ｄ ＣＨ
３
ＯＨ Ｉ为 ０ ．０２ ５ｍｄ

．

Ｌ＇ 升高温度平衡逆向移动。 判断 Ａ 选项正确 。

升学生分析解 Ｃ选项解法二 ：

决问题的能力 ，
由容器 Ｉ 中数据算 出 ４００ Ｋ 时 Ｋ＝２ ．５ ｘ１

０
３

， 设容器 ＩＩ 某状态时 ｃ
（

Ｈ
２

） 

＝０．０８ｍｄ
？

Ｌ
＿

ｌ

， 则 （？？
＝０ ． １６／ （ ０ ．０８２ ｘ ０ ．０４ ）

＝

训练学生 思维 ６２５＜Ｋ ， 该状态下反应正向进行 ，
达平衡时 ｒ （Ｈ２ ｌ ＜ ０．０８ｍｏｌ

？

Ｌ
—

１

。 判断 Ｃ 选项错误 。

的灵活性 。Ｃ选项解法三 ：

由容器 Ｉ 中数据算 出４００Ｋ 时
Ｋ＝２ ．５ｘ ｌ０

３

， 设容器 ＩＩ 中平衡时 ｄ Ｈ２ ｌ

＝ｘ ， 则ＨＣＯ）
＝

（
０ ．２

－

；ｒｉ／２
，ｄＣＨ

３
ＯＨ ）

＝
（０ ．４－；ｃ）／２

，



［ （
０ ．４Ｊ／２

］４〇． ２－Ｖ２
） 
ｘ４ ＝２ ．５ｘ 丨 ０

３

（涉及一元三次方程求解 ， 学生无法求解 ， 但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值得肯定） 。

一题多变 ：［ 案例 １
］

变化题干的情 Ａ 选项变为 ：

境或选项内容 ， ①该反应的逆反应 吸热 ； ②升高温度反应物的转化率增大 。

从命题 的 高 度 Ｂ选项变为 ：

感受高 考例题①达到平衡时 ， 容器 Ｉ 中 ＣＨ
３
ＯＨ％ 比容器 Ｄ 中 的大 ； ②达到平衡时 ， 容器 Ｉ Ｉ中 ｃ （ＣＨ

３
ＯＨ １为 ０ ． １ ６０ｍ （Ｊ

＿

Ｌ＇

对知 识与 能 力 Ｃ 选项变为 ：

的考查
，
培育学 ①达到平衡时 ， 容器ｎ 中压强大于容器 ｍ中的两倍 ； ②达到平衡时 ，

ａ （ ＣＯ
， 容器 ｎ ｉ ＋ ａ （ＣＨ

３
ＯＨ

， 容器ｆｆｌ ｌ

ｃ １ 。

生解决 问 题的 Ｄ 选项变为 ：
１

信心。①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 ， 容器 ｍ 比容器 丨 中的长 ； ②达到平衡时， 容器ｎ 中的逆反应速率比容器 Ｉ 中的大 。



表 ４ 方法建模与迷思概念


｜ ｜

①依据曲线圈数据表 ）

， 筛选数据计算 ｋ 或 ａ 。

②依据曲线图 （数据表 ）
， 分析温度变化时的平衡移动方向 ， 判断反应的热效应 ； 分析压强变化时的平衡移

动方向 ， 判断气态物质的化学计量数关系 。



平衡 ①只变化 １ 个外界条件 ： 依据勒夏特列原理判断 。

移动 ②多种物质浓度发生变化 ： 依据 ｋ与 ａ 的比较判断。

方向 ③多种条件发生变化 ．

？ 虚拟与
“

比较对象
”

等效平衡的状态 ， 在此基础上改变条件 ， 将虚拟状态转換为
“

真
Ｉ
茱Ｗ ｌ

ｊ判断 实状态
”

， 状态转换过程中平衡移动依据勒夏特列原理判断 。



① 〇 的比较依据 ： 结合 ｋ 进行计算 ， 或依据 ａ 与 ｋ 的比较 ， 或分析等效平衡的建立与移＆
物理量 ② ａ 的比较依据 ： 分析等效平衡的建立与移动 ［分别从正 、 逆反应开始建立的等效平衡 ，

ａ （正 ｉ ＋ａ （逆 ）

比较 ＝
ｉ
］
。



③ ｖ 的比较依据 ： 不同体系间比较依据 Ｔ 或 Ｐ
，
同一体系中 ｖ

（正 ）与 ｖ （逆 ） 比较依据反应进行的方向 。

迷思 ①阳离子才能在原电池的正极得到电子被还原 。

Ｍ 入 此概念 ②金属与硝酸反应不会产生氢气 。

概念修正：



［ 案例 ２
］

＾ ①在微电池正极上 〇冰
＿

转化为

②纳米铁粉与水中 ＮＯ ； 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４Ｆｅ＋ＮＯ ；＋１ ０Ｈ
＋

＝ ４Ｆｅ
２＋

＋ＮＨ４

＋

＋３Ｈ ２Ｏ。 研究发现 ， 若 ｐＨ 偏低



｜ ｜

将会导致 ＮＯ ；
的去除率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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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研变 ．＞Ｖ

—

（聚焦课堂）

浅析微课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以

“

电解饱和食盐水
”

微课教学为例

孟 静
，
洪燕芬

（
上海华 东师 范大 学第二附属 中 学 ，

上海 ２０ １２ ０３
）

摘要 ： 将微课技术应用于
“

电解饱和食盐水
”

教学 ， 能够有效地解决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 、 实验现象不

易观察等问题 ， 使学生对化学的学习更加准确 、 深人。 实践证明部分化学实验制作成微课 ，
有利于学生 的个性化自主学习 ， 提

高学生化学学习效果 。

关键词
： 微课 ；

电解饱和食盐水 ； 化学教学

文章编号 ： １ ００５
－

６６２９
（
２０ １６

）
１ ２

－

００３７
－

０４中 图分类号 ： Ｇ６３３ ．８文献标识码 ： Ｂ

微课是以阐述某
一知识点为 目标 ， 以短小精中 ， 教师在第

一

课时讲解粗盐的提纯 、 电解饱和食

焊的视频为表现形式 ，
以学习或教学应用为目 的的盐水产物并制取盐酸和氢氧化钠等知识点 ，

这种

在线教学视频
［

１
１

。 它具有
“

时间短 、 容量小 、 内容授课方式以知识灌输为主 ， 受到教学时间的限制
，

精
”

、

“

可反复观看学习
”

、

“

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往往缺少对电解饱和食盐水实验及原理的透彻分

学习内容
”

等特点。 上科版高一化学第二章第一节 析 。 有些学生跟不上课堂进度 ， 得不到及时的 、 有
“

以食盐为原料的化工产品
”

中 电解饱和食盐水针对性的指导 ； 而有些学习能力很强的学生
， 希望

实验是
一

个重要的教学内容 ，
如何充分发挥该实更深入地学习该实验的原理和拓展知识 ， 却苦于

验的作用 ，
提高学生学习的有效性 ？ 笔者通过 自制无处寻求帮助。

“

电解饱和食盐水
”

微课并应用到课堂教学 ， 教另外 ， 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 ， 我们还经常遇到

学效果显著。借此 ， 与大家交流分享微课辅助化学这样的情况 ： 课堂上一般用 Ｕ 型管装置进行电解

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感悟。饱和食盐水实验 ， 在作业中却会出现不同的电解

１ 传统化学课堂教学的局限之处装置
，
这时学生就常常无法辨识和正确解答。 其

电解饱和食盐水的相关知识是在学习粗盐提实 ， 许多化学实验原理相同 ， 却可以设计出不同的

纯后 、 学习氯碱工Ｊｋ时的重要 内容。 在以往的教学装置 。课堂上由于时间 、 空间所限 ， 无法对实验装

教学实践证明 ， 借助
“

答 ？ 品 ？

讲
？ 议

”

教学模参考文献 ：

式引导学生与高考例题展开深度对话 ， 全力聚焦［

１
】

江 苏省教育考试院 ． ２〇 １ ６ 年江苏省普通高 中 学业 水

“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

、

“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

、

平 测试 （选修课 目
）
说明

［
Ｍ

】
． 南京 ： 江 苏凤凰教育 出版社

，

“

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
”

、

“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
２Ｍ５

：２９ ＿

知
”

等学科核心素养
ｗ

， 充分利用高考例题蕴藏的

知识 、 方法 、 能力与素养等方画教学麵 ， 全面
ｍ

发挥高考例题承载的反馈 、 导向 、 评价与激励等维
想 学教学 ，

腿
，
⑴ ：
純

麵教学功能 ， 是
“

追求教学评价的一致性
”

的有 ［

４
］
普通 高 中各 学科核心素养－览表 ． 搜狐教育 ，

２０ １６
－

０４
－

２ ２ ．ｈｔ ｔ
ｐ

：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 ．ｓｏｈｕ． ｃｏｍ ／２ ０ １６０ ４２２ ／ｎ４４５ ６３２４０９ ．ｓｈ ｔｎｉ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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