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聚焦

“化学式与化合价"教学设计理念

初中化学教材中，“化学式与

化合价”课题包括化学式、化合价

和有关相对分子质量的计算，它们

是学习化学的重要工具。纵观整个

初中化学教材，这部分内容既是重

点也是难点，是整个初中化学学习

上的“分水岭”，学生在学习上开

始出现分化。因此对本课题建立恰

当的教学设计理念将对教学起到良

好的指导作用。

一、突破教材框框优化教学程

序

合理的教学程序设计体现在教

学内容的安排与学生认测颐序的科
学统一上。合理的认测噘序应该是
从整体上要把握住教材体系、编者

意图，抓住知识间的联系与衔接，

了解学生的学习难处，调整教学程

序，为突出重点、分散难点作好准

备。本课题教材的安排是先介绍化

学式的书写及化合物化学式的读

法，再学习化合价。单质的化学式

书写比较简单，较有规律，因此可

根据教材顺序进行教学。而化合物

化学式的教学难度较大，特别是化

合物读法中要不要读出原子个数

(例如MgCl：，C02读法)，在认识

化合价之前很难讲清楚。因此教学

顺序的安排上要做相应调整，把化

合物化学式书写及读法的教学安排

于学习化合价知识之后。这样学生

有了化合价知识。可用化合价的原

则对化学式的书写作检查，用化合

价的知识对化学式的读法作指导，

学习起来就不太费劲。

二、源于教材优于教材

教材是课程资源的一部分，也

是学生学习的素材，对教学起主导作

用。但教材在某些知识层面上无法满

足实际教学的需要，需要教师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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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精心设计，不断完善教学体系。

本课题教材以P20，为例介绍

化合物化学式的书写，过程较复

杂，况且学生学习之后在实际运用

中不能快速地书写物质的化学式，

教材中“计算化合价绝对值的最小

公倍数与原子数再写出物质的化学

式”不实用。把学习过程设计成以

下几步：写元素符号一标化合价一

交叉写原子数—约简一检验。例如

写二氧化硫的化学式：SO—SO—

s20广喝0厂，检验，过程简单明了，

消除教材的繁、杂。学生能快速、

正确地书写化合物的化学式。不同

类型的化合物化学式的书写稍有差

别，介绍书写化合物化学式方法

后，把化合物分为五类：①氧化物；

②金属和非金属元素组成的化合

物；③含有原子团的化合物；④含可

变化合价元素的化合物；(蚕)_一些特

殊物质如H20：、Fe30。。这样加以分

类、细化，学生对书写化学式心中有

数，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付方法。

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统

本课题理论性强、较抽象、知识

量大。这些知识在学生的认识图式

中没有适当的生长点，难以被学生

同化。为使学生顺应新的认识情境，

教师要有新的教学理念和适当的教

学手段。前四单元学习中，一些常见

物质的化学式课本已出现，让学生

逐渐熟悉，自然记住，这样可减轻学

生记忆枯燥乏味的化学用语的负

担，分散本课题的难点，学生不会感

到那么多的化学式蜂涌而来。

在教学中如利用多媒体动画课

件，放映金属钠与氯气如何形成

NaCI的过程，学生充分认识到元

素化合价与其原子核外最外层电子

数有密切关系，离子所带的电荷数

与元素所呈现的化合价是一致的。

化学实验使学生学习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本课题可设计一些实验，

使一些抽象知识化解于感性直观教

学中。如氯化亚铁、氯化铁是经常

混淆的两种物质，可出示浅绿色的

FeCI：溶液和黄色的FeCl，溶液，学

生理解到两种物质本质上的差别。

如将两瓶无色气体SO：和H2S口对

口对接后抽去玻璃片后，可观察到

有淡黄色物质生成(无中生有)，

学生感到新奇，其反应原理如下：

二氧化硫(SO：)+硫化氢(H2S)

一硫(S)+水(H20)，生成淡黄色的

物质是硫。这样学生直观认识到某

些元素在不同的化合物中可呈不同

的化合价。

四、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并重

本课题知识远离学生的生活经

验，若一开始就采用探究学习有一

定困难，因此可先设计“有意义接

受式”教学方式，针对学生的特

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元素常

见化合价学习中，教师可运用卡

片，强化记忆，可编写韵语，唤起

学生学习热情。有关相对分子质量

的计算，可按教材的安排，传授根

据化学式计算的三种类型。在接受

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探究

一些以前末出现过的物质化学式的

书写，如溴化钠、氧化铝、二氧化

氮、硫酸锌等。在实际生活中了解

一些药品、食品的成分，各种成分

所占的质量分数。引导学生探究生

活中如何补钙、食盐如何加碘等，

使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

拉近距离，又加强了对学生的思维

训练和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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