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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 《化学 2》 专题 1 “微观结构与物质多样

性”，从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入手，介绍了元素周期律，
引入到微粒间的相互作用，最终从微观结构层次上认

识物质的多样性。 “共价键” 属于微粒间的相互作用

力，了解微粒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力，可以帮助学生认

识原子是怎样构成物质，学会从化学键的角度认识化

学反应，帮助学生建立物质多样性与微观结构的关系

的基本观念。
一、 三套教材中共价键内容的编排特点

1． 鲁科版《化学 2》教材中共价键内容的编排特点

鲁科版《化学 2》第 2 章“化学键与化学反应”，其

中第 1 节“化学键与化学反应”包括两部分内容：化学

键与化学反应中的物质变化和化学键与化学反应中

的能量变化。 教学次序为： 化学键→离子键→共价

键→离子化合物与共价化合物→化学键与化学反应

中的能量变化。
化学反应伴随着物质变化与能量变化，教材通过

分析电解水的本质是旧化学键的断裂、新化学键的形

成，再分析氢气、氯气生成氯化氢，解释氢原子、氯原

子为什么能结合形成氯化氢分子，建立“共价键是原

子间通过共用电子对形成的化学键” 的基本概念，渗

透化学反应与共价键（化学键）之间的关系。
2． 人教版《化学 2》教材中共价键内容的编排特点

人教版《化学 2》第 1 章“物质结构 元素周期律”，
其中第 3 节“化学键”包括两部分内容：离子键和共价

键。 教学次序为：离子键（离子化合物）→共价键（共价

化合物）→化学键→分子间作用力和氢键（科学视野）
→化学键与化学反应中能量的变化关系（另一章节）。

元素的原子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丰富多彩的物质，
教 材 分 析 H、Cl 的 原 子 结 构， 解 释 H2、Cl2、HCl 的 形

成，建立“共价键是原子间通过共用电子对所形成的

相互作用”的基本概念，最后用化学键的观点解释化

学反应。
3． 苏教版教材中共价键内容的编排特点

苏教版《化学 2》第 1 章“微观结构与物质的多样

性”，其中第 2 单元“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包括三

部分内容：离子键、共价键和分子间作用力。 教学次序

为：化学键→离子键（离子化合物）→共价键（共价化

合物）→分子间作用力→氢键（拓展视野）→化学反应

中的热量变化（专题 2 内容）。
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有原子、分子、离子等，这些

微粒通过一定的相互作用力彼此结合。 由微粒之间的

相互作用，导入离子键、共价键、分子间作用力。 教材

以形成氯化氢为例， 两种非金属元素相互化合时，形

成共用电子对， 共用电子对会受到原子核的吸引，建

立“共价键是原子间通过共用电子对所形成的强烈的

相互作用”的基本概念，强调物质的微粒性以及微粒

之间的相互作用，淡化化学反应与化学键的关系。
二、“共价键”教学案例分析

公开发表的有关“共价键”的教学设计并不多，出

现较多的都只是教学片断。 姚淑霞老师的教学设计

《化学键概念教学的创新尝试》曾发表在《化学教学》
2009 年第 7 期，在化学键的教学中，用比较法对“共价

键”的教学做了较好的设计。 教学思路如下：
（1）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呈现各种各样物质的图

片，提出以氯元素为例，氯可以形成哪些物质？
（2）探究氯原子达到稳定结构的可能途径：电子

得失、形成共用电子对。
（3）比较法形成离子键和共价键概念。 从原子达

到稳定结构的可能途径→形成离子键的过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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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价键的过程→比较离子键和共价键的形成→深化

离子键和共价键的概念。
（4）提出化学键概念。
其中，对共价键概念的形成教学细节如下：
［提出问题］ 氢原子和氯原子结合形成氯化氢的

微观过程是怎样的？ 怎样用电子式表示氯化氢分子？
怎样用电子式表示氢原子和氯原子结合形成氯化氢

分子的微观过程？
［引导学生概括］ 在氢原子和氯原子之间不能发

生电子得失。 从微观角度看，氢原子和氯原子化合时，
它们各拿出一个最外层电子共用，形成一对共用电子

对，从而结合在一起。 这种相互作用属于共价键。
［师生小结］

本案例中选择学生熟悉的氯为例，把离子键的形

成和共价键的形成整合成一节课。 在一般的教学中，
第一课时学习离子键，第二课时再学习共价键。 而通

过这样整合的教学，能够把离子键的学习成果及时地

迁移到共价键的学习中去，易于比较离子键和共价键

的异同点，当堂为学生提供主动学习的机会，使教学

逻辑更加鲜明，也使教学时间更加节约。
三、“共价键”教学论问题分析

1． 两种认知观点

一是认为物质是微粒构成的，微粒之间存在相互

作用力。 虽然学生在初中的自然科学中对物质的构成

微粒有一定的认知基础，但对微粒间的相互作用缺少

深层次的理解。 苏教版《化学 2》举例 2 个氯原子为什

么能结合成 1 个氯分子，1 个氯原子和 1 个氢原子为

什么能结合成 1 个氯化氢分子，然后将共价键的概念

固着在原子核和共用电子对上， 当原子形成共价键

时，是原子最外层电子发生了重排，建构“共价键是原

子间通过共用电子对所形成的强烈的相互作用”的基

本观念。
二是认为化学反应是微粒的重组及微粒间相互

作用力的变化。 鲁科版《化学 2》认为化学反应是旧化

学键的断裂与新化学键的形成的过程， 以电解水为

例，电解时基本微粒发生变化，同时化学键也发生变

化，构建化学键与化学反应的基本观念。
2． 学生认识发展障碍点分析

（1）如何让学生建立“构成物质的微粒及微粒间

的相互作用”这一认识

高一学生已经了解了物质是由分子、原子、离子

构成的，知道化学反应的本质是分子再分、原子重新

组合，但并不清楚分子再分、原子重新组合的原因，并

不清楚这些微粒之间是通过怎样的相互作用构成物

质的。 换言之，学生从宏观组成上已经认识了一些无

机物，但从微观角度还不清楚这些物质中存在的微粒

形式和相互作用。 ［4］

对于氯化氢是由什么微粒构成，多数认为氢离子

和氯离子（根据氢氯的化合价或从氯化氢在水中能电

离出氢离子和氯离子判断）、氢原子和氯原子，不知道

它是由氯化氢分子构成。 如果对氯化氢的微粒构成不

清楚，学生就无法准确理解共价键的作用方式以及共

价化合物的形成过程。
（2）如何让学生理解原子对共用电子对的作用

氯化钠晶体中，钠离子与氯离子为什么能牢牢地

结合在一起？ 学生容易从离子键的定义中得出结论：
阴阳离子间的静电作用？ （容易错误地理解为静电吸

引）。 但在氯化氢分子中氢原子和氯原子为什么能牢

牢地结合在一起？ 学生从共价键文字表述中很难理解

“原子对共用电子对的作用”。 是因为没有从微粒的电

性思考问题：共用电子对带负电荷、原子核带正电荷，
从而有静电作用，产生键能和键长（原子核间的距离）。

学生在学习共价键时，还可能会对共用电子对的

理解出现困难，氢和钠都在 IA 族，最外层都只有一个

电子，为什么氢原子不容易失去电子，而是以共用电

子对的方式结合形成化合物呢？ 需要帮助学生解决共

价键的形成条件。
四、基于观念建构的教学设计

1． 以观念建构为本的教学内容分析

“微粒观”是本节内容的核心观念，物质是微粒构成

的，微粒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化学反应是微粒的重组

及微粒间相互作用力的变化。 知识间的层级关系如下：
2． 以观念建构为本的教学设计

以苏教版《化学 2》专题 1 第二单元“共价键”为例

（片段）。
［问题引入］（1）写出 H、Na、Cl 三种元素在元素周

期表的位置及原子结构示意图。
（2） 写出由这 3 种元素组成的物质及其构成微

粒。

共价键的形成

形成条件
通常是非金属元素的原子与非金属元素的原

子相遇时

过程特点 形成共用电子对

成键粒子 原子

相互作用本质 由共用电子对产生的静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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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重点考查构成物质的微粒。 因为物质

的微粒构成是学习化学键的基础，也是能否学好共价

键的关键因素。
［讨论 1］钠原子与氯原子如何形成氯化钠？ 钠离

子与氯离子为什么能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回忆：当钠原子与氯原子相遇时，钠原子容易失

去最外层的 1 个电子，成为带正电的钠离子，而氯原

子容易得到 1 个电子，成为带负电的氯离子，这两个

阴、阳离子通过静电作用，形成了氯化钠晶体。 图示的

作用力 F1 就是离子键。
设计意图：以氯化钠为例，理解离子键是阴阳离

子的静电作用，离子键是一种用力。 并将离子键的学

习成果及时地迁移到共价键的学习中去，为学习共价

键做好方法铺垫。
［讨论 2］（1）氢原子与氢原子如何形成氢分子？氢

分子中两个氢原子为什么能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2）氢原子核带什么电荷，共用电子对带什么电

荷？ 共价键的本质是什么？

（3） 氢原子和氯原子为什么可以形成氯化氢分

子？
（4）哪些元素可以形成共价键？ 成键微粒是什么？

它们是如何成键的？
设计意图：以 H2 为例，深刻理解共价键是带正电

的原子核与带负电的共用电子对之间的静电作用，包

括原子核与原子核之间的相互作用、电子与电子之间

的相互作用，还有原子核与共用电子对之间的相互作

用，共价键也是一种作用力。 并以 H2 为例，推广到其

它非金属原子形成共价键的过程，从而归纳共价键的

本质、成键元素、成键微粒。
［归纳］共价键的形成

五、讨论及建议

苏教版《化学 2》专题 1 中“共价键”的内容主要包

括共价键的概念，共价分子的类型与表示方法，淡化

了从微观角度即从化学键角度认识化学反应。 教材中

以氯化氢分子为例形成共价键概念，在氯化氢的形成

过程中，氢原子从哪里来？氯原子从哪里来？化学反应

的本质又是什么？ 未做进一步的阐述，若在教学中立

足在生成氯化氢本质的层面略加扩展，就能够帮助学

生更好更完整地从微粒观角度理解化学反应。
教材对共价键表示方法的学习，主要是停留在能

够用电子式表示共价分子的结构的层面上。 虽然通过

介绍典型分子（如 HCl、Cl2、H2O、NH3、CH4）的电子式、
结构式、球棍模型和比例模型，让学生们能够体会到

原子为了形成稳定结构，原子间通过共用电子对而形

成静电作用的形式。 对于自然界中丰富多彩的物质结

构形式，这样的认识依旧是具体而零散的，缺乏对原

子形成物质的过程中的基本结构形式的整体认识。 在

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将“共价键”教学的立足点在原有

的 基 础 上 再 向 原 子 组 合 形 成 宏 观 物

共价键：原子对共
用电子对的作用

微粒观

新键的形成（最外
层电子发生变化）

微粒的排列方
式、空 间 构 型

微粒间的作用力 旧键断裂（微粒的重组） 电子式、结构式、球
棍模型、比例模型

物质的构成
微粒（H Cl）

氯气与氢气反
应生成氯化氢 共价分子的表示

物质的分类 物质的化学式 物质的构成微粒

单质

化合物

Na

Cl

F1

H

H

H2

F2
e－

e－

金属原子
（失电子）

非金属原子
（得电子）

非金属原子
（得电子）

结构趋向

稳定

结构趋向

稳定

静电

作用

与两核间

作用
共用电子对
（带负电）

阴阳离子 离子键

共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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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学评结合”。 在整个过程中，体现出教师这一“平

等中的首席”角色，教师通过诊断暴露、知识织网、交

流展示、回流提升等环节实现了从“讲练结合”向“学

评结合”的行为转变。
通过“学 评 结 合”，在 课 堂 上 充 分 体 现 了“以‘错

误’为资源，以标准为导向，以评价来驱动”的思想，学

生的学习真正实现了由“他控”变为“自我监控”。 从而

真正实现教育家杜威曾说过的：“教学绝对不仅仅是

简单地告诉，教学应该是一种过程的经历，一种体验，
一种感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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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行为层面略加扩展，即从典型分子（如 HCl、Cl2、
H2O、NH3、CH4） 的结构解释中抽取出常见原子（C、N、
O、H 和卤素原子） 在形成共价键时的基本成键方式、
基本几何构型，更能让学生从微粒观的角度感受到这

种结合方式是物质世界中最基本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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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上教版中学化学教材在实验的设置、 内容、
数量以及形式等方面较以往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化学

实验教学也应随着新课程的实施进行相应的改革和

创新。 目前教材上很多演示实验都变为学生实验。 对

于学生分组实验，一般要求原料易得、操作简便、安全

性高，对于质量守恒定律实验的研究也是本着这一原

则进行的，一线的化学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发

挥聪明才智，对实验进行改进，使得实验更适合学生

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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