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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使用教材：人教社2007年2月第

3版)

学生在必修《化学2》(人教社2007年3月第3

版)中学习了由锌片、铜片和稀硫酸溶液组成的简单

原电池，初步了解了原电池原理。本节内容以必修《化

学2》第二章第二节“化学能与电能”为基础，通过学习

带有盐桥的比较复杂的原电池，进一步介绍原电池的

组成和工作原理，通过对原电池中闭合电路形成过程

的分析，引出半电池、盐桥、内电路、外电路等概念，要

求学生能够写出相关的电极反应式和电池反应式。同

时，课本还设计了有趣的实验探究和科学探究活动，

这有利于学生增强探索化学反应原理的兴趣，树立学

习和研究化学的志向。

鉴于课程标准要求，在教学中只需要借助氧化还

原反应理论和金属活动性顺序规律，让学生掌握原电

池中正、负电极的判断。了解设计原电池时选用正、负

电极材料和电解质溶液的原则，以及对电极反应产物

的判断等。

二、教学过程

1．学生汇报．走进新课

课前安排研究性学习。使学生通过复习原电池的

知识．并自己设计和组装一个原电池的方式理解原电

池的工作原理，并且通过小组汇报、相互交流、共同学

习。请各组派代表将小组最优作品进行全班展示，看

是否设计成功，电流是否强劲，评出“最牛”电池。这一

环节的主题是——自创电池大PK。这样既可以教会

学生新的学习方法。也把化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相联

系．使学生带着浓厚的学习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望走

进新课。

2．质疑交流．学习新课

“怎样才能产生持续、稳定的电流?盐桥原电池的

工作原理怎样的?”是本节课的主题。在实施这一教学

过程中应体现出教学方式的转变，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充分体现新课程“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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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应该设计探究性实验，让学生自己动手、亲

身体验，在课堂中实验、探究、讨论、生成。

(1)关于锌铜原电池的实验探究

设计课堂小问题，让学生根据已有知识判断，将

锌片和铜片通过导线相连，同时放入CuSO。溶液的烧

杯中的装置是否构成原电池。再设计实验，验证结论。

实验探究：将锌片和铜片分别通过导线与电流表

相连，并使锌片和铜片不直接接触，再同时放入盛有

Cus0。溶液的烧杯中，观察现象。

现象1：铜片表面明显有铜析出，电流表指针发生

偏转，表示有电流通过。

现象2：随着上述实验时间的延续，电流表指针偏

转的角度逐渐减小．同时锌片表面有铜析出。

提出质疑：为什么电流表指针偏转的角度会逐渐

减小?为什么锌片表面也有铜析出?

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实验。对原电池有了感性认

识。又在实验中发现了新的问题，产生认知冲突、提出

质疑。这样的实验设计使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原电

池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同时又产生新的火花，把问题

向纵深引入。

(2)关于锌铜原电池电流变小的实验探究

由于锌片与CuS04溶液直接接触，在反应一段时

间后，难免溶液中有cu2+在锌片表面被直接还原，一

旦有少量铜在锌片表面析出，即在负极(锌)表面也构

成了原电池。进一步加速铜在负极表面析出，致使向

外输出的电流减弱。当锌片表面完全被铜覆盖后，反

应终止了，也就再无电流产生。据此，设计实验探究电

流变小的可能原因。

实验探究：将锌片和铜片分别通过导线与电流表

相连，并使锌片和铜片直接接触，然后浸入盛有CuSO。

溶液的烧杯中，观察现象。

现象：铜片表面明显有铜析出，但是电流表指针

不偏移。即无电流通过。

提出质疑：实验装置符合原电池形成条件，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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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却没有电流通过电流表?

学生通过实验。验证了前面质疑所给出的理论解

释，也为接下来盐桥原电池的学习作了必要的铺垫，

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激情和求知欲望。

(3)关于锌铜原电池改进的实验探究

关于“盐桥原电池”教学环节的设计。通过前面的

探究实验，得出结论：要提供持续稳定的电流，必须阻

止Cu“在锌片表面被直接还原，迫使电子沿着导线由

负极流向正极。教师可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参与教

学过程。问题1：如何不让Cu“在锌片表面被直接还

原?学生能够找到答案：不让锌片与CuSO。溶液直接

接触，从而讨论得出结论：将它们分别置于两个烧杯

里。问题2：如何将置有锌片的znSO。溶液与置有铜片

的CuSO。溶液连接起来?结合电解质的导电原理，设

计盐桥进行实验探究。

实验探究：将锌片置于znSO。溶液、铜片置于

CuSO。溶液，然后将锌片和铜片用导线连接，并在中间

串联一个电流表，按照课本P7。实验4一l，用一个充满

电解质溶液的盐桥，将置有锌片的ZnSO。溶液和置有

铜片的CuSO。溶液连接起来，观察有什么现象。取出

盐桥，又有什么现象。

现象l：有盐桥存在时，电流表指针发生偏转，即

有电流通过电路。

现象2：取出盐桥时，电流表指针即回到零点，说

明没有电流通过。

提出质疑：为什么氧化剂和还原剂不直接接触也

能发生反应?

引导学生观看视频：盐桥的作用．结合教科书文

本阅读，知道盐桥的主要作用。了解盐桥原电池工作

原理。理解氧化剂和还原剂不直接接触也能发生反

应，感悟化学的魅力。

(4)关于锌铜原电池改进应用的实验探究

学生经过课堂学习与生成，通过思考与交流，可

以得出结论：相对简单原电池而言。盐桥原电池可以

提供持续稳定的电流，提高了能量的转换率，且电流

可以控制，是可以投入实际应用的。

实验探究：按照课本P7。实验4—1，将铜片改成碳

棒，观察有什么现象。再将cuSO。溶液换成NH4cl溶

液，又有什么现象。

现象1：电流表指针发生偏转，即有电流通过电

路。

现象2：电流表指针发生偏转，即有电流通过电

路。

化学教与学2013年第7期

这样的教学设计将化学与生活相联系起来。学生

通过实验，为后面“化学电源”的学习打下基础。这样

在师生共同探究的过程中．不但落实了知识与技能目

标，也把课堂真正还给了学生。让学生感受到知识的

生成过程，使学生在动脑、动口、动手的过程中完成了

过程与方法目标：同时也让学生体验到发现的乐趣和

成就感，达成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实现了教学

方式的转变，体现了新课程理念，贯彻了新的教育思

想。

(5)趣味实验的设计

在课程设计过程中安排趣味实验。让学生用铁

片、铜片、碳棒、滤纸、食盐水、导线和灵敏电流表等设

计、制作原电池并进行实验。这样的教学设计将化学

与生活相联系起来。为后面“金属的电化学腐蚀与防

护”做铺垫，也使得本节课更加生动、鲜活。

3．感悟创新．构建体系

回顾原电池的设计与制作。总结盐桥原电池的工

作原理，最后创设问题情境：“生活中怎样自我发电?”

学生自然会梳理知识，得出结论：“两极一液成回路，

氧化还原是中心”——设计原电池的理论依据。从而

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三、教学反思

波利亚说：“在课堂教学中教学生求知是一种意

志的教育，如果学生在学校里没有机会尝尽为成功而

奋斗的喜怒哀乐，那么，他的教育就在最重要的地方

失败了。”教育以人为本，在课堂教学中恰到好处地设

计实验，有利于发展的学生求知欲望、交流合作意识

和自主建构的积极性。

此课时的教学设计，不是简单地告诉学生。什么

是原电池，什么又是盐桥原电池。而是从生活的经验

出发来感受原电池，然后不断地设置启发，引导学生

用实验来探究、还原生活过程。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

分析，并指导现实生活。在整个教学中，既注重概念的

自主生成过程，又注重对概念的理解讨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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