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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串"教学设计策略与教学功能
———以“氯气”和“二氧化硫”的教学为例

张丽华

（江苏省海门中学 江苏 海门 226100 ）

摘要：结合具体教学案例，探讨元素化合物知识教学中设计优质问题串的教学策略，揭示问题串的不同教学方式及其不
同的教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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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串”是指在一定学习范围或主题内，围绕一
定教学目标， 按照一定逻辑结构精心设计的一组问
题。善教者，必善问，高效课堂的关键就在于教师如何
围绕核心知识设计出一系列“问题串”，帮助学生在知
识水平和能力提升方面越过一级级阶梯。笔者前一段
时间面向全省开设了两节元素化合物的公开观摩课，
分别是“氯气”和“二氧化硫”，其中“二氧化硫”一课已
经在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教学新时空•名师课堂”播
出，受到了听课老师和评课专家的一致好评。 反思这
两节课的教学设计，除了在元素化合物教学中，常规
的关注学生实验探究外，“问题串”的设置，成功地将
相关核心知识进行了拓展延伸， 学生在课堂 45分钟
能轻松顺利接受了看似大量而繁琐的知识，让课堂真
正做到了高效。 本文旨在结合具体教学案例，探讨元
素化合物知识教学中设计优质的问题串的教学策略，
构建元素化合物“问题串”教学模式的高效课堂。下面
就以这两课为例，谈谈笔者对“问题串”的理解与实
施。
一、设置分割式问题串，化抽象为具体
“分割式”就是针对学习中比较抽象，整体性强的

知识，如果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学生难以直接理解和
把握。 此时教师可以把这些问题分割成多个小问题，
化整为零，最终达到自然解决问题的目的。
教学片断 1：在“氯水的成分”教学时，“氯气溶解

在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个问题比较笼统，整
体性强。 在讲解之前，我预设了几个问题：
问题 1：请观察氯水的颜色，这说明了什么?
问题 2：如果氯气与水仅仅是物理溶解，溶液中应

该存在哪些微粒?
问题 3：如果它们发生了化学变化，预测溶液中可

能存在的微粒，并给出检验该微粒存在的实验方法?
问题 4：怎样解释实验中出现的异常现象?
在 4个问题中，1，2两问相对容易，学生很快能得

出氯气与水发生了物理溶解， 溶液中存在 Cl2和 H2O
分子。 但第 3问又激起了学生的求知欲，根据已有知
识， 稍加思考， 可以给出他们的猜测， 即增加 H+ 和
Cl-，学生利用 AgNO3溶液可以检出 Cl-，但在使用 pH
试纸或紫色石蕊试液对 H+ 进行检验时， 却出现了异
常（pH试纸中间变白，边缘红色；石蕊试液先变红后
褪色）。而问题 4怎样解释该异常现象，是整个问题的
难点和关键，通过交流讨论，学生容易给出的答案是
Cl2分子在起漂白作用。 教师可以顺势做演示实验：把
一张干燥的红纸伸入装满氯气的集气瓶中（红纸并没
有漂白），此时问题表面上看变得更加复杂，学生的好
奇心却再次被老师调到高点， 学生的思维也更加发
散，接下来兴奋的学生们应该想到可能是生成了新的
物质 （教师也可提示学生从氧化还原反应的角度分
析），这样 HClO这个重要的新物质自然就呈现在学生
的面前。
通过“分割式”设置这个问题，不仅顺利地解决了

“氯气溶解在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复杂的问
题，同时还把氯气的漂白原理、氧化还原原理的应用
等重要知识点糅合其中，自然贴切，润物无声。
二、设置递进式问题串，突破重难点
“递进式”就是对有一定难度和深度的问题，通过

设置由易到难，逐层递进的小问题，环环相扣，引导学
生层层剖析，最终豁然开朗。
教学片断 2：在“SO2漂白性”教学时，经常有学生

被“漂白”这种现象所迷惑，认为褪色就是“漂白”，究
其原因，还是不了解漂白的本质原理。 在教授 SO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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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漂白性时，我提出了以下递进式问题串：
问题 1：回顾氯水的漂白原理?
问题 2： 试从氧化还原角度分析 SO2与 Cl2有何

区别?
问题 3： 请通过实验现象及阅读教材归纳 SO2漂

白原理?
问题 4：SO2能使品红、酸性 KMnO4溶液、含酚酞

的氢氧化钠溶液褪色，都是漂白吗? 怎样设计实验证
明?
本环节中问题 1的设置旨在引导学生回顾旧知，

为对比理解 SO2的漂白性做好铺垫；问题 2意在通过
S和 Cl元素化合价的差异，分析两者在氧化性还原性
方面的差别； 通过问题 1、2的分析及实验现象（SO2
能使品红褪色，但加热条件下又可以复原），自然解
决了问题 3，即 SO2与有机色素化合生成不稳定的无
色物而起漂白作用。问题 4是本环节的升华，知识的
综合性强，是高考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学生最易混淆
的点。但学生在前面原理分析清楚的情况下，通过设
计以下对比实验能很清晰的分析出三者的褪色原

理。
操作 1 现象 操作 2 现象 结论

试管 1：通 SO2的品红溶液

加热

红色复原 化合反应

试管 2：通 SO2的酸性 KMnO4溶液
继续滴加酸性 KMnO4
的溶液

红色逐渐加深 氧化还原反应

试管 3：通 SO2的酚酞 NaOH溶液 继续滴加 NaOH溶液 红色出现 中和反应

递进式问题串的设置，教师将学生已有的知识点
为启发点，启发学生联想知识，以旧带新，由浅入深，
学生会感到整个学习过程自己像个演员一样逐渐入

戏，兴致盎然，最终达到顺利攻克疑难的目的。
三、设置矛盾式问题串，深化知识点
“矛盾式”就是通过创设矛盾式问题情境，引发学

生现有认知结构和原有认知结构之间的冲突， 促使学
生积极思考和探索，培养学生思维的严谨性和批判性。
教学片断 3：平时的作业和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

无法理解和区分 SO2与 Ba （OH）2溶液、BaCl2溶液反
应的情况，对此，我设置了如下问题串：
问题 1：CO2气体通入足量的澄清石灰水中发生

了怎样的反应? 现象如何?
问题 2：请预测 SO2气体分别通入 Ba（OH）2溶液

和 BaCl2溶液现象并通过实验验证?
问题 3：怎样解释实验中出现的异常现象?
问题 1为学生熟悉的初中化学内容，以此为来创

设问题情境，有利于增强学生自信，激发他们参与的
热情；但问题 2的预测中，就有很多同学想当然的认
为两者都有沉淀，但实验验证时出现了矛盾，BaCl2溶
液未见明显的白色沉淀。 此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书
写预测的化学方程式：SO2+H2O+BaCl2=BaSO3+
2HCl，对此方程式的不合理性学生容易看出。 就在学
生认为该问题已经解决时，教师指导学生再次观察试
管，却发现试管中并非澄清透明，还是有少量浑浊产
生， 新的矛盾现象再次扣动学生心弦， 同时也为 SO2
与 O2的反应做好了铺垫。

矛盾式问题串设置， 教师先创设矛盾式问题情
景，并通过实验现象逐步展现矛盾冲突，环环相扣，可
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强大

动力，对相关的化学原理也会理解得更加透彻。
四、设置综合式问题串，构建知识网络
“综合式”就是对情境复杂、知识点繁琐易混淆的

情况下，教师对此进行整合分类，以问题串的形式提
出，从而避免教学形式的单一、枯燥。
教学片断 4：在“SO2”一课的课堂总结时，由于

SO2的性质较多，如果使用简单罗列的传统归纳方法，
难免会有单调的感觉。因此，我设置了以下一套装置，
将 SO2的性质内化于其中，并提出以下问题：
问题 1：请依据所示装置，从物质分类的角度归纳

出 SO2的主要化学性质?
问题 2：该装置中有何不妥之处?你还可以作怎样

的改进?
问题 3： 该装置中哪些部分可以鉴别 SO2和 CO2

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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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2 的设置，一方面把归纳总结的主动权交
给了学生， 让他们对 SO2的性质有了全面的把握，又
能启发学生不断提出问题。 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从
物质分类角度解读化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化学思辨能
力。问题 3旨在通过对比 SO2和 CO2，让学生从本质上
真正掌握 SO2的性质，健全了知识网络。
综合式问题串的设置具有省时高效的特点， 它不

仅能优化课堂结构，节约课堂时间，还能推动或加速学
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在高考复习中也是个好方法。
教学反思：
这样的课堂是充满活力的课堂，学生不再呆板被

动，他们总是带着问题思考，带着问题探究，使学生真
正拥有了学习的主动权。当然，这样的课堂，对教师提
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备课充分，还能结合教

学目标、学生现状及生活实际，设计出有价值的“问题
串”；同时给出的问题一定要有明显的坡度，既能保证
基础，又能升华提高。 总之“问题串”就是这样把高中
化学核心的问题进行细化和深化，通过一问一答的引
导和深入，让学生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是一线教
师在长期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而形成的高效课

堂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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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构型。
在“甲烷”这节课中，由于演示实验甲烷和氯气的

取代反应耗时很长，我制作了微视频在课前放给同学
们看。 在课堂上甲烷空间结构的探究活动中，我准备
了两套教学用具。 第一套是橡皮泥和火柴，在知道甲
烷的分子式是 CH4以后， 我们用橡皮泥代表碳原子，
火柴棒代表 C-H共价键，火柴头代表氢原子。 请同学
们充分发挥想象来搭建甲烷的空间构型。同学们搭出
的结构主要有 3种：正方形、四面体、还有类似于板凳
的四棱锥。 由于橡皮泥上面没有现成的孔，不会限制
键角，也就不会禁锢学生的思维。第二套是球棍模型。
在引导学生推出甲烷是正四面体结构的基础上，再搭
建甲烷的球棍模型。 初学有机化学，学生对于有机分
子的空间构型是很陌生的，学生通过自己拼插球棍模
型，把球棍模型拿在手中就能真切体会到甲烷分子中
4个共价键键长键角完全等同， 这就为后面甲烷性质
的学习做好了铺垫。模具的选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为他们的探究提供了物质保障，这比让他
们凭空想象要简单的多。
四、预设学生问题
翻转课堂的重心在于解决学生在自学过程中产

生的疑问。 对于课本上陈述性的知识学生能看懂，在
课堂上就不必再重复。 我们在上课之前，根据以往的
教学经验，可以敏感地预设出多数学生的困惑，在课
前形成解决方案并设计引导思路。 在课堂上，学生往
往会提出各种问题或假设，有些问题或假设我们可能
从来没遇到过，这对教师是极大的考验。因此，我们在

备课前必须要做充分的准备，广泛查阅资料，才能以
扎实的本学科知识、广博的跨学科知识储备来迎接学
生的提问。当然有时我们也会遇到学生提不出有价值
问题地情况，当学生问题没问到点子上时也需要老师
能恰当的引导重难点问题的提出。
在《甲烷》这节课中，我预设了以下问题：
⑴甲烷的空间构型为什么不是正方形?
⑵甲烷燃烧视频中，火焰呈黄色，为何家里燃气

灶的火焰是蓝色?
⑶有机反应方程式为何写“→”?
⑷在确定有机物分子式时，如何确定是否含氧?
在上课时， 同学们果然提出了以上这些问题，我

顺水推舟地带领他们通过小组讨论完成了上述问题。
在学习过程中， 也有学生提出了我没想到的问题：甲
烷的燃烧是取代反应吗? 理由? 我们一直把甲烷的燃
烧归于氧化反应，从没想过是否为取代反应。 学生紧
扣取代反应的概念， 觉得该反应完全符合取代反应。
我和学生们一起思考讨论，终于得出了反应前后共价
键的类型不能改变的结论。课堂上意外问题的生成往
往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概念，这番争论使得学生们
对取代反应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 王长江，李卫东.“颠倒的教室”：美国教育新景象[J].上海

教育科研， 2012，（8）
[2] 王凤兰. 运用导学案进行语文教学[J]. 语文教学与研究：

综合天地， 2010，（11）

•课堂教学研究•

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