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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核心观念的建构和促进学生认识发展”为设计理念，基于3种版本教材的比较与分析，结合学生的认知基础和学习需 

求，对 “化学反应进行的方向”进行了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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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思想 

以‘‘从具体的知识传授到核 观念建构，从知识解 

析为本到基于学生认识发展”为指导思想，依据《课程 

标准》中“能用焓变和熵变说明化学反应的方向”要求， 

从本节涉及的“化学反应的方向、焓变与反应方向有关 

的概念、熵变与反应方向有关的概念”等具体知识的教 

学，上升到帮助学生形成 “化学反应的方向问题；化学 

反应的方向可以用反应体系的某些物理量的变化作判 

据；和自然现象一样，化学反应一般由‘高能’趋向‘低 

能’、由‘有序’趋向‘无序’等”；从对 “焓判据”和 “熵 

判据”的知识解析，上升到通过举证的方法进行证实 

或证伪，从而促进学生认识的发展。 

2 教材分析与比较 

本课题内容属原理性知识，在现行3种版本的高 

中教材《化学反应原理(选修)》中“化学反应速率和化 

学平衡”一章中都有体现，但有关内容的编排顺序有所 

不同(见表 1)，人教版是按 “速率一化学平衡(限度) 

一方向”的顺序，意在化学反应进行的方向要用到焓变 

和熵变知识，需要对化学反应的实质有更多的领悟，所 

以把它放最后，以知识的方式呈现出来，即从内容的难 

度考虑；鲁科版是按 “方向一限度一速率”的顺序，旨 

在反映化学反应研究的一般思路，即对～个任意设计 

的化学反应，首先需要判断的是，它在指定条件下有无 

可能发生，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有可能发生；对于有可能 

发生的反应它的限度如何?最后是反应实际进行的情 

况还涉及反应的速率问题，即从化学反应的一般研究过 

程考虑。苏教版是按 “速率一方向一限度”的顺序，考 

虑在此之前学生通过在必修教材《化学 2》的学习，已 

经能定性地认识化学反应有陕有慢，知道许多化学反应 

中反应物不能完全转化为生成物等相关知识，引导学生 

回顾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新知识的学习，实现新知 

识与原有知识的融合，即从学生的学习经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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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种版本教材内容编排比较 

人教版 鲁科版 苏教版 

第二章 化学反应速 第2章 化学反应的 专题 2化学反应速率 

章节 率和化学平衡 方向限度和速率 与化学平衡 

目录 第四节 化学反应进 第1节 化学反应的 第二单元 化学反应的 

行的方向 方向 方向和限度 

首先，从学生熟悉的 首先，通过“联想·质 首先，通过“你知道吗” 
自发进行的放热反 疑”，以学生熟悉的 栏目从自然现象的方 

应和生活现象为例， 汽车尾气治理反应 向引出化学反应的方 
认识焓减和熵增有 为切人点，提出化 向性，并给出自发反应 

利于反应自发进行； 学反应的方向问题； 的定义；再通过一些自 

其次，用实例说明 其次，通过“交流·研 发进行的反应实例、 

单独运用焓判据或 讨”方式介绍焓变 实验的观察与思考和 

内容 熵判据的局限性；第 与反应方向的关系； 丰富的实物图片为载 
编排 三，简单介绍判断化 再由学生熟悉的溶 体，从焓变和熵变的角 

学反应进行方向需 解现象引入熵的概 度介绍判断化学反应 
用到焓和熵的复合 念及熵变与反应方 方向的依据；最后，通 
判据；最后，通过“科 向的关系；最后，直 过问题解决和交流讨 

学视野”栏目介绍了 接给出等温等压条 论，从知识结构的完 
自由能判据的结论 件下焓变和熵变共 整性和科学性的角度， 

性内容，供有兴趣的 同影响反应方向的 介绍焓变和熵变判断 
学生学习 定量关系式 化学反应方向的规律 

建议 
教学 1课时 3课时 2课时 

时间 

3种版本的教材，虽然在编排和呈现方式表现不同 

特点，但在内容上都紧紧围绕课程标准，在知识的深度 

上没有过高要求。从化学反应的自发性、焓变和熵变与 

化学反应方向的关系等具体内容出发，突出学生已有的 

生活经验和认知基础，以帮助学生形成基本的化学观 

念、促进学生对化学反应原理更全面的认识为根本目 

的。同时，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有余力的学生进一步 

学习留下空间，教师在教学中不必拘泥于某一版本的教 

材，可结合学生的认知基础和学习需求，选择适当的教 

学方法。 

3 教学目标 

f基础性目标 】 

(1)通过经验和直观体验，认识自然界中的自发 

过程及特征，并迁移到化学反应的自发过程，形成 “化 

学反应存在方向”的认识。 

(3)通过归纳的方法，知道△H<0有利于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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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自发进行，并通过 “证实和证伪”的方法，认识 

焓变不是判断反应自发的惟一因素。 

(3)通过简单的实验活动和体验，知道 “熵”可用 

来描述体系的混乱程度，认识△s>0有利于化学反应 

的自发进行，但不是判断反应自发的惟一因素。 

[提高性目标] 

(4)学会从现象分析到理论探究的科学方法，形成 
“

一 定条件下化学反应自发进行的趋势，并不意味该条 

件下反应能实际发生”的观念。 

(5)通过分析和概括焓变与熵变对反应方向的共 

同影响，初步认识这两个因素不是孤立而不相互关联 

的，形成对事物发展或变化整体认识的观念和全面分 

析的方法。 

(6)通过基于“熵增原理”上的类比体验，强化环 

境保护与低碳生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4 教学重、难点 

焓变、熵变对化学反应自发过程的影响 

5 教学方法 

结合自然现象和橡皮筋的拉伸等体验活动让学生 

认识 “自发过程”的特点，并通过学生已有的知识迁移 

形成 “化学反应的方向”观念；在自然现象自发过程的 

基础上，借助部分化学反应实例归纳出“化学反应有向 

能量降低的方向自发进行的倾向”，同时通过讨论和举 

证得出“焓变不是判断反应自发的惟一因素”；通过实 

例和体验活动感知熵的含义，形成 “化学反应有向熵增 

方向自发进行的倾向”的认识，并通过简单应用强化形 

成的观念和认识，巩固归纳、举证的方法，感受化学反 

应原理对环境和人类生活的意义。 

6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能源的环境问题正 思考、交流、讨论 通过情境创设让学生 
日益受人们的关注，如果 感知：一定条件下，化 
有人声称，“研制出一种新 学反应的进行是有方 
的催化剂在通常状况下使 向的；巩固已有对化 
水分解产生氢气，得到廉 学反应速率的认识： 
价的氢能源”。对这样一 初步了解对研究化学 

条信息，你将如何看待? 反应方向的意义 

【讲解】显然水在通常条件 体验活动：拉伸橡皮 在学生活动的基础上， 
下是不可能自动发生分解， 筋，感受拉伸过程的 帮助学生自主建构 

也就是说该反应不是一个 非自发和收缩过程的 “自发过程”的概念， 

自发过程。正如盐酸与氢 自发性 并迁移到化学反应的 
氧化钠在通常条件下可以 自发性 

生成氯化钠和水，但不可 归纳自发过程及自发 对少数基础较弱的学 
能把食盐加入水中就可以 反应 生，在 “自发过程”的 

得到盐酸和氢氧化钠 理解上有障碍，活动 
有助于帮助他们的理 

解 

【板书】一、化学反应的方 交流，发表意见 进一步巩固“自发反 

向 应”概念。教师从学 

举例说明自然界中的自发 生的举例中，选择部 

过程和化学反应中的自发 分为 “焓变对化学反 
过程 应方向的影响”教学 

进行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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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为什么有的反应能 围绕前面的事例进行 通过问题过渡到 “判 

自发进行，有的不能? 思考、交流、归纳(自 断化学反应方向的依 
板书】二、判断化学反应 发反应的共同点) 据”教学，再从自然 

方向的依据 界中自发过程由“高 

能”趋向于“低能”(初 

步假设)，再迁移到化 
学反应自发过程中的 

放热，引导学生归纳 

“焓减小有利于化学 
反应的自发进行” 

提问】是否所有自发过程 体验活动：橡皮筋拉 通过证伪的方法，认 

都是放热的? 伸与收缩过程中的能 识焓变不是判断反应 

量变化。 自发的惟一因素，发 
【视频实验l氢氧化钡晶体 联想：能自发进行的 展自我的质疑精神和 
与氯化铵的反应 吸热反应。 科学精神 
。

板书]1．焓判据 总结焓变对化学反应 形成焓变对化学反应 

[举例】水总是从高处往低 自发性影响较全面的 方向影响的整体认识 

处流、热水自动变凉⋯⋯ 认识 

[总结]△H<0有利于化 

学反应的自发进行 

引导1橡皮筋的收缩这一 观看、听讲、思考 帮助学生感知 “熵” 

过程为什么能自发进行? 总 结 1△H<0有 的存在，初步形成“熵 

投影1橡皮筋拉伸和收缩 利于反应自发进行， 增有利于自发过程” 
j寸的结构变化示意图 咀自发反应不一定要 的假设 

讲解1举例说明：同一物 △H<O(焓变不是影 

贡不同状态时的熵不同： 】f句化学反应自发性的 
气>液>固 睢一因素) 

引导1举例说明自然界中 交流，发表意见 从自然界中自发过程 
的自发过程和化学反应中 由“有序”趋向于“无 

的自发过程。 序”，迁移到化学反 

举例1墨水扩散、橡皮筋 应自发过程中的熵增， 
收缩、火柴棒散落⋯⋯ 引导学生归纳 “熵增 
总结 1 AS>0有利于化 加有利于化学反应的 

学反应的自发进行 自发进行” 

提问】是否所有自发过程 阅读教材，发表意见 进一步运用证伪的 
部是熵增的7 方法，形成熵变对化 

．

板书]2．熵判据 学反应方向影响的整 

体认识 

【举例 】一1O℃的液态水自 练习 通过练习巩固上述学 
动结成冰 生刚刚建构的观念 

NH3(g)+HCI(g)=NH Cl(s) 

△S< 0⋯ ⋯ 

[总结 ]／kS>0有利于化 

学反应的自发进行，但反 

应自发不一定△S>0 

【问题解决】汽车尾气中 阅读科学视野，解决 进一步突出化学反应 
CO和NO转化为无污染的 具体的化学问题 方向的判断应综合考 

N 和 CO ，在理论上的可 师生小结 1对一个任 虑焓变和熵变；对程 

能性和研究方向? 意设计的化学反应， 度较好的学生可以引 
信息： 首先，需要判断的是 导运用科学视野栏且 

298 K、100 kPa下，该反应 它在指定条件下有无 内容解决具体问题； 
的 AH=-746．8 kJ·mol～； 可能发生，以及在什 形成 “一定条件下化 
A S=-197．5 J·tool～·K～； 么条件下有可能发生 学反应自发进行的趋 
K约为 1059tool·L 其次，对于有可能发 势，并不意味该条件 

生的反应它的限度如 下反应能实际发生” 

阿；最后，是反应实 的观念，感受理论研 
际进行的情况还涉及 究的意义 
反应的速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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