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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人教版《化学1》的“铁及其化合物”教学为例，通过自建知识框图、充实框图、完善框图的做法，在教学的主

要环节中共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在一定的思维空间里充分展现个性思维，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发散性与

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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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高中化学新课程实施中提出的培养学生科学素

养、优化学生思维品质，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已日益为教师所重视。初高中衔接中学生抽象能

力、理解能力以及发散性思维能力都欠缺，因此在新

高中化学学习过程中易形成所学化学知识零星、细

碎、难记、难以掌握之弊端，特别是在应用化学知识解

决问题时更是束手无策。我们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根

本原因是学生不能较好地辨别概念和原理，只是死记

硬背大量事实和公式，知识的存储没有形成知识网

络，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只重视模仿性做题，对概念、规

律缺乏深入理解，对化学问题的分析缺乏正确的方

法。虽然学生头脑中有一定的知识结构，但这些是学

生在无意识的状况下自发形成的，知识体系不清晰，

不稳定。所以在知识提取时表现出较大难度，甚至出

现张冠李戴的情况。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学生学习化学

的兴趣。若能让学生在高一化学学习过程中主动构建

知识框图展开预习、上课、复习等，可以逐步提升学生

的学习能力。

二、利用框图构建知识在教学中的应用

1．预习——独立思考．寻找疑点

课前预习是听课的基础，是提高听课效率的重要

环节，也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有效途径。刚刚从初

中升上的高一学生发现与初中比。高中科目和学习内

容较初中多了、难了，并且多数学生没有预习的习惯，

或者预习仅是把新课内容看一遍，很少有学生通过预

习能去找寻重难点知识。如何能让学生养成预习的习

惯并提高学生的预习效果呢?在铁的教学之前，我让

学生首先归纳到目前为止，你学了哪些与铁有关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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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反应方程式?并从化合价的角度思考，铁的三种价

态之间有何联系?

Fe幻2＼FeHHCl＼Fe+H2S04＼Fe+CuS04＼Fe+AgN03＼Fe203+

HCI＼Fe203+H2S05C0+Fe203＼CO+Fe304＼C+Fe203＼FeCl3+

NaOH

以上方程式多数同学可以不假思索的进行罗列，

但若要找寻三种价态之间的联系，有必要引人框图进

行归纳。

教师可以通过检查学生上交的预习框图中快速

找到学生预习中的问题，确定上课难点，从而让教师

上课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从上图学生归纳的图示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学生对铁有三种氧化物熟知，

由铁在纯氧中燃烧生成四氧化三铁引申出能否转化

为氧化亚铁、氧化铁。由此看出对铁锈的知识易遗

漏．对铁的化合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将是新课学

习的重点。

2．上课——启疑寻解。提高效率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教师的教学魅力可以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和听课效率，但这样的听课还是被动

的。学生带着预习图示中的疑点听课并且迫切地想去

解决一个个问题，这种主动听课的效率会更好。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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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听课效果的还有记笔记时间与教师讲课是否一

致的问题。有些学生笔记记得很好，但学习成绩总处

于中游，是否去找寻制约听课效率的原因。学生可以

将教师讲授的重点在预习所做的图示上稍加标注用

以提高记笔记速度(脑图记忆法)，可以节约大量的时

间。用以听取教师的细致分析。保持思维的一致性和

连贯性。针对预习图示我们可以设计以下问题，引发

学生深层思考，启迪学生思维：(1)铁的氧化物有三

种．铁和空气中氧气和水共同作用可以生成铁锈

(Fe：O，)，所以铁是可以转化为Fe：O，，这样图示中多了

铁与氧化铁之间的相互转化；

(2)铁锈能用盐酸、硫酸除去，氧化亚铁、四氧化

三铁这些氧化物也能与酸作用吗?

(3)铁元素的盐类有亚铁盐与铁盐，铁可以转化

为亚铁盐和铁盐，那么亚铁盐与铁盐之间能相互转化

吗?Fe(OH)2和Fe(OH)3呢?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根据教师的提示可以轻松完

成(1)。针对(2)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参照《化学

1》教材中SiO：属于酸性氧化物，简单介绍碱性氧化

物的知识，并通过练习让学生知道FeO和Fe20，属

于碱性氧化物，学生易于模仿Fe：O，与盐酸、硫酸反

应的方程式。对于Fe，O。的处理，可以借助一道中考

题的提示：磁铁矿的主要成分是Fe，O。。在Fe。0。中存

在两种不同价态的铁离子，其中1／3是Fe“，2／3是

Fe“。请写出Fe，0。与盐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同时让

学生知道Fe，O。的特殊性。此块知识的重难点在

(3)．学生已有了氧化还原反应的基础，可以引导学

生从化合价升高的角度思考亚铁盐转化为铁盐需加

氧化剂，常见的氧化剂有酸性高锰酸钾、O：、H20：等，

进而借助于实验验证学生的猜想，可以让学生试着

去书写FeCl：+H：02及HCl的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巩固

相应知识点。同样利用化合价降低的观点引导学生

去思考从铁盐转化为亚铁盐的方法，引入Fe、cu作

为反应常见的还原剂。在此期间，教师可以放慢脚

步，让学生利用已有的氧化还原反应的知识自行解

决实际问题。我们起到问题的设计者、适时的引导

者、启发者的作用，静等花开。让学生去体验解决一

个个问题时酣畅淋漓的快感。当学生将以上三个问

题解决后，他们就会将课前的图示进行修改甚至可

以重新设计以达到更清晰地归纳铁及其化合物之间

关系的目的。虽然在铁的这部分知识中我们经常会

展示铁三角的图示，但不足以包括氧化物与它们之

间的关系，有部分同学归纳出以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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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氧化剂C12、H：O／H+等

沉淀颜色变化

图3

3．习题——查漏补缺．提升能力

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学了知识还将落实到解题

上。解题是一个很重要且必不可少的过程。学生通过

习题可以巩固所学的知识。又能加深对解题过程中涉

及到的概念、原理、方程式、规律等有更深的理解。特

别是在涉及元素化合物的工业流程图的难度比较大

的综合性习题中．借助知识框图有利于学生理清解

题思路，、而且对于学生在解题过程中出现的疑惑在

哪儿、到什么程度等一目了然。所以我们提倡学生建

构开放式的框图．在相应的重点知识处预留空白或

将相应重点知识利用习题进行重组，让学生将课后

复习、习题中遇到的重难点知识、有疑惑的问题在相

应点上进行补充。并适当地在图中插入一些事例或

错题，以帮助自己错题再练，加强记忆，加深对知识

的理解．通过习题归纳相应知识点，通过对知识的熟

练掌握以便更好地发散知识，利用对框图的整理从

而形成个人的复习资料。在学生对框图做跟踪性完

善的过程中，落实新课标中对学生自主学习、课后自

学能力的跟踪和监测。

学生有必要将复杂的、错误的习题重新订正时写

出完整的解题过程。如图4这仅仅是个示范，铁中的

重点知识及容易做错的题目不仅这些，这就需要学生

按照自己在做题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进行框图的再设

计或重点题、错题的再整理过程。

三、框图构建应用于教学的优势

1．记笔记时在预习框图的基础上只需记录课堂

中相关关键词，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学生课堂注意力，

从而提高听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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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在不断完善框图的制作过程中会有新的

发现，提高学生的探究和归纳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1)要除去FeCl：溶液中的少量FeCl，， (1)将铜屑加入Fe“溶液中：2Fe“+Cu——2Fe2++Cu“

可行的是(加入铁粉)2Fe3++Fe—— (2)某合金(仅含铜、铁)中铜和铁的物质的量之和为ymol，其中

螋 cu的物质的量分数为n，将其全部投入50mLbmol·L-1的硝酸溶

要除去FeCI，溶液中的少量FeCl：，可 —“I=二=爿Fe“ 液中，加热使其充分反应(假设NO是唯一的还原产物)。下列说

行的是(通入Cl：)
法不正确的是 ()

A．若金属有剩余，在溶液中再滴入硫酸后，金属又开始溶解
2Fe2++C12=2Fe“+2C1一 Fe“、Fe“检验方法 B．若金属全部溶解．则溶液中不一定含有Fe“

(2)证明某溶液只含有Fez+而不含有 (1)看颜色 c．若金属全部溶解．且产生336mL气体(标准状况)．则b=0．3

Fe“的实验方法是：先滴加KSCN溶 (2)加碱 D．当溶液中金属离子只有Fe“、cuz+时．则n与b的关系为：b≥

液．不显红色．再滴加氯水后显红色 (3)加KSCN溶液 80y(1一∥3)

3．学生可以利用框图启发思维．提升联想力与创

造力，主动构建知识体系，并利用重点知识及错题的

整理进行自我诊断、自我修正，自我调整，不断完善知

识网络结构。在利用框图复习的过程中，通过小组成

员间交流、讨论、综合完善知识间的延伸、扩展，促进

学生对构建的知识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交流过程中

拓展思维。同时教师可以给学生创设宽松、民主的学

习环境为学习者自主学习提供条件，促进学生间合作

学习。

4．教师利用框图可以设计本章节的“全景图”。帮
·——_卜-—+--+-+-—+．-+-+-+一+ —·卜-—·卜一—卜-—+--+一+-—·卜

(上接第76页)

们的含量；②学会了一种测混合气体中某种气体成分

的方法；③了解了科学知识的获得需要付出艰辛的努

力；④被科学家的精神感动，增强了学习的信心。

[课堂练习]1．下列事实说明空气中含有l勇6种成分?

(1)木炭在空气中燃烧。

(2)敞口久置的石灰水在空气中变浑浊。

(3)酥脆的饼干在空气中逐渐变软。

2．图4中装置能否利用来测出空气中氧气的含

量?不能的说明理由或进行改进。

蹄水确
铜粉眨衄3{≤习q瑚

图4实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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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助教师从整体把握教学内容。准确把握教学重点和难

点，实施高效教学。并可以将教师的教研活动落到实

处。在每周的教研活动中，我们会将个人备课和集体

备课相结合，大家坐在一起集思广益，讨论后得出最

佳方案。利用框图共同选择、分析教学内容．全面把握

知识模块的重点和难点，并将突出教学重点、突破难

点的方法予以标注。在利用框图讨论的过程中，不仅

有利于教师间的共同协作且能让教师获得个性化的

教学效果，依据学生需求创设教学情境，帮助教师全

面系统整合知识。
-+-+一·+一-—-P--’一-+一+一+

[课后作业]请同学们对实验装置进行改进或另

设计。关于空气成分，你还想了解哪些内容，查阅资

料，下节课我们进行交流。

三、课后教学反思

课堂，是学生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学生受教育的

方面是多维的。从现代教育的目标来看。课堂教学不

仅要注重学生的知识发展，还要更加注重学生的能力

发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不仅要注重学生的

当前发展，更要注重学生的长远发展。因而，一个小小

的课堂，承载了教育者多方面的愿望．要想尽量发挥

一堂课最大的价值，那么我们需要在把握好主要教学

内容的基础上，设立多维度的教学13标。并精心地将

它们粘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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