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析化学教学时机的案例设计
———以“铁的重要化合物”为例

福建师范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350007 唐 静 胡志刚＊＊

福建师范大学胡志刚教授在《教育时机论》
中强调在教育教学中，要科学地创设、捕捉、利用

最佳时机，抓住学习的关键点，进行省时、高效的

学习，以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同时，提出了四个

阶段: 时 机 的 创 设———捕 捉———利 用———转 换。
本文以人教版必修 1 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课时中

“铁的重要化合物”为例，围绕胡志刚教授提出的

四步骤进行案例设计，以此解决目前教学中出现

的各种困难。
一、教学时机的创设

1．利用魔术创设最佳导课时机

【师】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魔术，请同

学们认真思考其中的奥秘所在。
【魔术 1】取 白 酒 ( KSCN 溶 液) ，加 入 黄 酒

( FeCl3溶液) ，混合后变成红酒。
【提问】白酒与黄酒混合怎么会变成红酒呢?

这里面的物质发生了什么反应? 红酒能否复原?

【魔术 2】将所得红酒分成两等份，向其中一

个酒杯中挤入新鲜的柠檬汁，振荡，观察现象。
【师】往红酒里加入柠檬汁，振荡，观察到红

色又变回到原来的黄色，这里面到底含有哪些成

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科学事实来验证其中的

奥秘。要揭秘这个真相，这节课我们一起用科学

依据来解释魔术的奥秘———铁的重要化合物。

设计意图: 通过创设新奇的魔术，瞬间引起学

生的注意，紧接着提问学生，“白酒+黄酒 =红酒”
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红酒能否复原呢? 随后，通

过第二个魔术，学生发现加入柠檬汁，红酒又变成

黄酒。这时，学生心理产生疑惑，这里面含有哪些

成分? 学生迫切希望早点找到答案，迸发动机。
这时，引出新课，将魔术与新知识联系起来。

2．利用生活经验创设最佳提问时机

【师】请同学们观察课桌上生锈的部位，联系

初中所学习过的用稀盐酸 除 铁 锈 的 例 子，猜 想

FeO、Fe2O3、Fe3O4，具有哪些化学性质? 并写出化

学方程式。
【生】书写 FeO+ 2HCl FeCl2+H2O、Fe2O3+
6HCl 2FeCl3+3H2O 的化学方程式。
【提问】它们属于哪种氧化物?

【生】它们都属于碱性氧化物，碱性氧化物是

指与酸反应生成盐与水的氧化物。
设计意图: 让学生观察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引

出铁的氧化物的学习，将生活与化学联系在一起。
同时，利用学生已有知识经验，回忆金属氧化物与

酸的反应，在学生兴趣高涨的时刻，抛出一个问

题，它们属于哪种氧化物? 学生瞬间联系前面学

习过的氧化钠与过氧化钠的知识，准确判断它们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空题、简答题、实验题、计算题等。客观题多注

重学生知识的测试，而考查学生的组织综合能力、
灵活运用化学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

力的主观题少。
因此首先必须在笔试中增大主观题的比重。

其次，开发体现创新精神的新题型，如: 跨学科知

识的题型，以及开放性和情景性试题，增强化学学

科与相关学科的联系，以及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

合。

2．档案评价

该法是新的评价方式，它是为每个学生建立

一个化学档案袋，把学生在化学探究性教学中体

现出来的教学成果如小论文、小制作、小实验，以

及很好的设计思路等都记录在内，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激发学生积极参加探究性学习。
总之，在新的形式下，教学时要努力培养学生

的探究习惯、创新意识和科学态度，才能培养出能

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 ( 收稿日期: 201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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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碱性氧化物。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回答

“是”或者“不是”，“对”或者“不对”，而是让学生

将新知识与所学的旧知识联系起来，在脑海里构

建思维体系，形成有意义学习。
3．利用认知冲突创设高潮时机

【探究活动 1】学生按照课本提供的实验方

案，分组进行氢氧化铁和氢氧化亚铁的制备探究

实验，记录实验现象及结论并完成表 1。
表 1

溶液颜色 加入 NaOH 溶液的现象 离子方程式

FeCl3

FeSO4

【师】你们所看到的实验现象分别是什么?

【小组汇报】无论是制备氢氧化铁还是氢氧

化亚铁，能只能看到红褐色的沉淀，看不到书本上

所描述的氢氧化亚铁由“白色 → 灰绿色 → 红褐

色”的现象变化。
【师】为什么制备氢氧化亚铁看到的是红褐

色的沉淀，却看不到书本上所描述的现象? 难道

我们的课本有错?

设计意图: 通过让学生自己动手实验，总结并

分析实验现象，学生发现所得到的实验现象与课

本提供的实验现象不符合。这时学生产生困惑，

紧接着教师提出疑问，“难道我们的课本有错”?

学生的认知出现冲突，利用认知冲突创设教学时

机，进一步激发学生探究其中原理的欲望，将课堂

推向高潮。
二、教学时机的捕捉与利用

时机的捕捉与利用属于教学时机的第二、第
三阶段，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有意识的捕捉是利用

时机进行教学的关键点。然而，抓住时机并不代

表成功，只有在抓住这个时机的基础上，有针对性

的分析、利用这个时机进行教学活动才是真正的

把握时机。因此，时机的捕捉与利用是息息相关、
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

1．把握转折点解决困惑

【提问】Fe3O4中铁元素的化合价是多少?

【生 1】+2 价

【生 2】+3 价

【生 3】+2 价和+3 价

【生 4】+
8
3 价

……
【师】Fe3O4中铁元素的化合价既有+2 价又有

+3 价，Fe3O4可以写成 FeO·Fe2O3的形式，但 Fe3
O4是纯净物，不是混合物; 由于 FeO 不稳定，在空

气里受热迅速被氧化成为 Fe3O4。
【师】请同学们根据 FeO、Fe2O3与 HCl 的化学

方程式，写出 Fe3O4与 HCl 的化学方程式。
【生】Fe3O4+ 8HCl FeCl2+2FeCl3+4H2O
【师】根据初中学习氧化物的相关知识，阅读

教材第59页，完成表格中各种物质的相关内容。
设计意图: 学生分析 FeO、Fe2 O3 中铁元素的

价态，以及与 HCl 的反应，教师提出疑问 Fe3O4中

铁元素的化合价是多少? 学生感到疑惑，跟所学

的 FeO、Fe2O3都不一样，难道价态还有呈小数的?

这时，教师抓住这个转折点的时机，进行补充分析

Fe3O4的价态与性质，解决学生的困惑。同时，让

学生根据初中学习过的相关知识，在对比中将三

种物质牢记。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使脑海里的

新知识与旧知识形成体系。
2．抓住教学机智突破难点

【师】同学们制备 Fe( OH) 2时，最后得到的产

物是 Fe( OH) 3沉淀，原因是什么? 该如何配制 Fe
( OH) 2?

【生】Fe2+处于低价态，在空气中反应容易被

氧气氧化成 Fe3+，因此最后得到的是 Fe( OH) 3沉

淀。
【师】非常好! 大家已经懂得从氧化还原反

应的角度去分析，那如果需要制备 Fe ( OH) 2，该

如何控制实验条件?

【生】必须要在“无 Fe3+、无 O2”的环境下进行

实验。
【师】如何通过控制实验条件，创造“无 Fe3+、

无 O2”的环境制备比较纯净的氢氧化亚铁? 请同

学们分小组设计可能实施的实验方案。
【各小组汇报】
( 1) 在制取时 Fe( OH) 2，为了防止其被氧化，

把胶头滴管插入溶液中再滴加 NaOH 溶液;

( 2) 用煮沸的蒸馏水配制 FeSO4 溶液、NaOH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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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Fe2+必须是新制的并放入 Fe 粉以防 Fe2+

被氧化成 Fe3+ ;

( 4) 配制好的 FeSO4 溶液上面滴加少量煤油

或植物油进行液封;

( 5) 用光亮的铁丝扎一小块金属钠，迅速插

入盛有硫酸亚铁溶液试管中下部。
设计意图: 学生通过自己制备 Fe( OH) 2的实

验，发现所得到的实验现象与书本不符合，学生的

认知出现矛盾。这时，教师抓住这个教育机智，将

错就错，索性让学生自己分析出错的原因。学生

从氧化还原反应的角度出发，得出 Fe2+ 容易被氧

化成 Fe3+，想要制备 Fe( OH) 2必须要在“无 Fe3+无

O2”的环境下进行实验。最后，让学生分小组设计

实验方案，既肯定了学生肯动脑筋、主动学习的精

神，继而存疑不答，激发了学生继续学习的兴趣。
三、教学时机的转换

教育时机的转换是知识升华的过程，是对上

一个循环的结束和新循环的开始，是教学时机捕

捉的量变到质变的积累和升华阶段，是巩固和应

用所学知识的关键期，是进入新知识学习的过渡

期。此时，教师要站在新的起点，去寻找下一个转

机目标。
1．凭借分类观归纳重点

【师】通过以上的学习，我们知道铁的化合物

种类繁多，请同学们写出你所知道的含铁的化合

物。并将它们分类，建立二维分类图。
【生】小组合作建立如图 1 所示二维分类图。

图 1

设计意图: 在学习了 Fe 的氧化物时，学生了

解到 Fe 元素具有不同的价态，化合物繁多，对于

初学者而言，仅凭记忆学习有很大的困难。这时，

教师指导学生从已知出发，建立铁元素的二维分

类图，将散乱的新知识与旧知识构建、形成一个体

系。同时，为接下来学习 Fe( OH) 2、Fe( OH) 3的制

备以及 Fe2+ 和 Fe3+ 相互转化的学习提供转换目

标。
2．首尾呼应激起共鸣

【师】请同学们从氧化还原反应的角度分析，

如何实现 Fe3+和 Fe2+的相互转化?

【生】( 1 ) 常 见 的 氧 化 剂 ( 新 制 氯 水、酸 性

KMnO4溶液、H2O2溶液) 可以把 FeCl2溶液氧化成

FeCl3溶液;

( 2) 常 见 的 还 原 剂 ( 铁 粉、铜 粉 等) 可 以 把

FeCl3溶液还原成 FeCl2溶液。
【探究活动 2】设计实验，实现 Fe2+ 和 Fe3+ 相

互转化，并验证假设。
( 1) FeCl2溶液、FeCl3溶液、KSCN 溶液

( 2) 新制氯水、酸性 KMnO4溶液、H2O2溶液

( 3) 铁粉、铜粉。
【师】请同 学 们 回 忆 上 课 前，老 师 的 魔 术 表

演，回答“白酒+黄酒 =红酒”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加入柠檬汁以后，红酒为什么又能变回黄酒?

【生】( 1) 白酒是 KSCN 溶液，黄酒是 FeCl3溶

液，利用 Fe3+的特性，遇 KSCN 溶液变红色。
( 2) 滴入的柠檬汁富含维生素 C，是一种还原

剂，可以把 Fe3+还原为 Fe2 +，因此溶液红色褪去。
【提问】为什么医生强调在服用“富马酸亚

铁”补血剂溶液的时候，要同时服用维生素 C?

设计意图: 让学生从氧化还原反应的角度出

发，分析实现 Fe3+和 Fe2+的相互转化的途径，并自

己设计实验进行验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学

生通过回忆老师表演的魔术，用所学知识解答其

中的奥秘，起到首尾呼应的效果。最后，回归到生

活中的例子，让学生体会到化学源于生活的思想，为

接下来学习知识的迁移与运用寻找转机目标。
抓住教学时机，事半功倍; 失去教学时机，事

倍功半。总之，将教学时机合理的运用到化学教

学上，善于创设、捕捉、利用及转换时机，为化学课

堂教学提供捷径。不仅可以解决教学中存在的引

起学生困惑的问题，还能在短时间内提高课堂教

学的效益。
* 教学最佳时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教育部

人 文 和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项 目 编 号:

09YJA880021) 的研究成果。
( 收稿日期: 201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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