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思考培养习惯质疑交流提升能力
——第四单元“自然界的水”课题3“水的组成”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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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九年级化学第四单元“自然界的水”课题3 并解释。

“水的组成”第一课时的重点是通过电解水实验探究 (3)学习者通过表达和交流，检验或修正自己的

水的组成，整个内容将知识的获取、科学过程的体验 解释。如水通电分解为氢气和氧气后能否得出水由

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学习融为一体，教育内涵丰富，学 氢气和氧气组成的结论?为什么不对。学生自己提出

习情境生动，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对探究 观点并修正自己的观点。

实验的设计和组织是该节内容的重点，也是该节内 2．研读教材，理解调整的目的。我们认真研究新

容的难点。该节课的教学目标是认识水的组成。根据 老教材，对新老教材的不同进行思考，发现老教材可

历史上人类对水的组成的认识是从水的生成和水的 能更注重知识的灌输。认为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

分解两方面开始的进行教学，我们以重走科学探究 基础，可以直接给出结论，而新教材从水的生成和水

之路来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的分解两方面对水的组成进行确定，知识上面更加

一、“水的组成”教学设计初衷 严谨，而且对学生已有知识也不是照搬。而是活用，

1．关注学生，促进学生的发展。通过学生的质疑 如氧气的检验，以前教材上提到的是带火星的木条

和交流，让学生发现问题，也让学生解决问题，而不 复燃，但该节内容讲的是，利用燃着的木条也能检验

是教师包办，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科学素 氧气，因为氧气会使燃着的木条燃烧更旺，所以对学

养的培养，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 生也是一种挑战。另外，对未知的知识进行介绍后，

(1)学习者由问题或设计任务出发。如氢气燃烧 如氢气的相关性质，让学生有机会应用。实验部分更

产物的检验，说明氢气燃烧生成了什么，有什么应用， 注重探究，如电解水的实验，教材上是采用表格的形

对环境的影响怎么样?水通电后产生的气体是什么? 式，要大家完善实验现象和解释，所以就让学生有机

如何验证? 会设计方案，进行验证，通过分析和讨论，动手实验，

(2)学习者通过观察、实验探究活动、分析、讨论 得出结论，印象深刻，学以致用，容易内化为自己的

提出自己的解释。如水通电后与电源正极相连的玻 知识，同时培养了学生善于思考问题的习惯，提高了

璃管内液体变白，学生交流观察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学生的表达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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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溶解，低温干燥减少FeS04．7H20晶体失水分解。 显，实验数据获得是否准确，实验过程中安全及环保

当然，如果命题专家能在简答评价节点上让考生再少 问题是否得以妥善解决，从这些角度去分析、评价。

写一些文字，那么探究实验的评价效果会更加显现。 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探究与评价能力。实验方案设

综上所述，现行高考综合探究实验题往往是将基 计的最优化就是对实验方案的最好评价。由于实验

本的实验置于新的情境中进行设计和评价。要做好对 评价的层次性明显，探究性较强，具有一定的综合性

实验方案的设计，必须掌握实验的基本原理和技能， 和开放性，同时，探究性实验设计与评价往往重过程

弄清实验设计的一般程序，了解实验设计的内容，遵 轻结果。因此，我们在实验与复习时，应根据新课程

循实验设计的原则。做好对实验方案的评价，一方面 “强调过程，强调学生探索新知识的经历和获得新知

要牢固掌握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另一方 识的体验”的要求，围绕实验目的，鼓励学生积极动

面要熟悉实验设计原则和实验方案的评价要点，即 手参与，以问题为中心，注重实验过程，注重自主、合

实验方法和操作程序是否科学合理，实验方案是否 作、交流，发展学生探究与评价能力，真正体现新课

切实可行，实验步骤是否简单易行，实验现象是否明 程倡导的“立足过程，促进发展”的评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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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进实验。让实验为教学服务。在“水的组成”

教学中，通过观察、分析使学生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

再从实践到理论的认识过程，使学生既巩固了前面所

学的知识，又为后面所学的知识提供了丰富而具体的

素材和线索。同时还为学生理解化学是-fl以实验为

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真正含义创设了情境，使学生能够

在以后的学习中注重实验，增强通过实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使学生的科学素养得到极大的提高。所以，

保证实验成功，现象明显，结论准确就非常有必要。但

新教材上的实验装置学校没有配备，实验室配的是老

版的霍夫曼水电解器，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

会遇到如下一些问题：电解水实验的装置几乎属于一

次性设备，电解的氧化非常严重，所需的时间非常长，

而且生成的气体体积比远大于2：1等。对结论的给出

非常不利．常常还得分析误差原因，与教材的设计背

道而驰，而且教材上没有直接给出结论，所以很多实

验现象都有待真实呈现在学生面前，因此，在准备这

节课之前，我们组的老师就一起商讨这个问题应该如

何解决，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亲自动手实验，尝试改

进装置，希望尽可能地让设备既能多次反复使用，现象

能更快更明显，既降低电极的损耗，误差又很小等等，

对此，我们做了很多次对比实验之后，确定在铁电极

上缠绕一组细铜丝，这样，现象就非常明显，反应速度

也够快，大概3—5 min即可收集20 mL左右的氢气，

氢气和氧气的体积比几乎是2：1，我们装的液体可以反

复多次使用，我们用的电极几乎没有损耗，损耗的部

分很容易补充。从实际操作来看也是比较成功的。

另外，老教材上将氢气的性质作为拓展性课题，

有氢气的燃烧及爆炸实验，也就是说这个实验可做可

不做。大部分时候教师放视频学生也有兴趣，但是我

们通过这3年的新教材教学发现，我们每年将氢气

的爆炸实验改进后效果明显，学生兴趣明显高涨，实

验也相对安全。即通过一个塑料瓶将氢气燃烧和爆

炸实验一次完成，作为趣味性实验补充进来，吸引学

生眼球。同时又为后面学习新知识进行铺垫。

4．质疑交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包含通过

实验发现的问题及对知识的思考两个方面。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尤其是学生经过讨论

和交流后能自己解决问题，这样，就能更好地培养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设置了5—8 min的质疑

与交流时间。实际上学生通过认真观察和思考确实发

现了不少问题，但大部分问题通过交流和讨论解决

了。通过这种形式的交流，极大限度地培养了学生追

求真理，认真观察，积极交流，主动探索的习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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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也再次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学生对该节课的内

容意犹未尽，思考延续到了课外。

下面是学生通过该节课的学习发现和提出的问题：

(1)为什么负极端玻璃管内的液体看上去像变白?

(2)为什么两支玻璃管内气体不一样?

(3)水由氢气和氧气组成?

(4)为什么尖嘴处可以看到的不是淡蓝色火焰

而是黄色的?

(5)水分子中氧原子的体积比H原子大，但生

成的气体体积确是氢气的大?

(6)漏斗中为什么有水溢出?

(7)为什么漏斗中溢出的水滑滑的，不像纯水?

(8)点燃氢气前不是要验纯吗?为什么玻璃管内

的氢气可以直接点燃?

(9)为什么氢气和氧气的体积比为2：17

(10)氢气燃烧放热能用在能源上面吗?

(11)在家里能不能用电池自制电解水的装置?

5．归纳提升，明确教学的核心。这是从水的生成

和水的分解两个方面来学习的。通过实验验证后，很

多学生容易误解为水的组成是氢气和氧气，在让学

生自己分析解释的同时。请他们根据水的生成和水

的分解实验现象、事实，小结和分析水的组成，以水

是不是一种元素而是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结尾，学

会从宏观角度描述水的组成，且化学反应前后元素

种类不变，由具体知识的理解上升到对学科基本问

题的理解。下节课还将接着学习从微观领域描述水

的组成及水的分解反应。

二、“水的组成”教学思路

通过“重走科学探究之路一水是一种元素吗?”
通过水的生成和水的分解实验探究水的组成的奥

秘。首尾呼应。

1．水的生成实验。通过回顾学过的生成水的反

应。过渡到生成水的另一种途径——氢气燃烧。展示

一瓶氢气，请大家描述其具有的性质：物理性质和化

学性质。物理性质可以观察后描述出来，化学性质则

通过氢气燃烧和爆炸实验来分析。通过分析实验现

象得出氢气不仅可以燃烧，产生淡蓝色火焰，同时听

到巨响，则说明氢气燃烧可能爆炸。爆炸的原因是什

么呢?通过分析得出原因是混入一定量的空气或者

氧气。所以点燃氢气前一定要验纯。如何验纯?先收

集半试管的氢气，放掉里面的水让空气进入，混合

后，提示学生此时氢气不纯，然后靠近火焰，松开拇

指，听到尖锐的爆鸣声，说明气体不纯。然后收集一

试管的纯净的氢气，听到声音很小，说明氢气比较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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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教学素材提升实验教学质量

林增辉 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中学(528429)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验教学的质

量直接影响化学的教学质量。但事实上，很多教师重

理论轻实验，学生的实验知识不是从实验中获取，而

是背来的。很明显，这对学生的操作能力、观察能力、

分析能力的提高是很不利的。笔者认为，对学生能力

的培养，不是靠一节精彩的课，也不是靠一次成功的

实验，而是要在日常教学中，深入挖掘教学素材的教

学功能，抓住各种教学的契机，并让这种教学模式常

态化，这样，就能不断提高学生的能力。笔者认为，对

于高中化学．课本是根本，应在充分利用好教材的基

础上，结合实际，有条件地选择课外素材。笔者以《人

教版选修4·化学反应原理》(以下简称《选修4》)若

干片段为例。讨论怎样深入挖掘教学素材，提升实验

教学质量，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立足教材。灵活改进

《选修4》第二章第二节“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

素”，探究温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教材内容如

下所述：

取两支试管各加入5 mL 0．1 mol／L Na§203溶

液；另取两支试管各加入5 mL 0．1 mol／L H2S0。溶液，

将4支试管分成两组(各有一支盛有Na2S-zO，溶液和

邸O。溶液的试管)，一组放入冷水中，另一组放入热
水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分别混合并搅拌。记录出现

浑浊的时间。

实验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Na2S：03+H2S04=

Na2s04+H20+S02 T+s J。

在实验中比较反应速率的依据是溶液变浑浊的

快慢。但问题是，硫为淡黄色物质，浑浊程度的变化

很不好把握。缺乏参照物。因此，笔者略作改动，在每

个烧杯的底部(烧杯外)贴上画有黑色“十”字(或其

他标记)的白色卡纸，通过浑浊物遮盖标记物的瞬间

来判断，发现实验的可控程度大大提高。另外，为了

加大时间上的差别。适当地提高反应体系的温差，这

样就使实验快慢的差异性明显增大。

二、鼓励猜想。大胆质疑

在讲解《选修4》第二章第三节“化学平衡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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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然后点燃纯净的氢气，纯净的氢气在空气中安静

地燃烧，发出淡蓝色火焰，火焰上方的干冷烧杯内壁

出现水雾，说明氢气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生成了水。

请大家写出文字表达式。

2．水的分解实验。通过氢气燃烧生成水已经可

以说明水由氢氧元素组成，但为了进一步确定水的

组成，科学家研究了水的分解实验，从通常情况下将

水加热蒸发过渡。教师提问：蒸发时候水分解了吗?

学生回答：没有。这只是分子间间隔改变，所以要研

究水的分解，我们要改变条件如通电。用到水电解器，

先介绍装置，我们往装置中加满水，但我们知道纯水

几乎不导电，所以往水中加入了氢氧化钠以增强导电

性。关闭止水夹后接通电源。请大家注意观察两个电

极附近的现象，即两支玻璃管内的现象，比较两支玻

璃管内的现象差异。注意玻璃管内气体的量上的关

系。到一支玻璃管内气体接近10 mL时关闭电源。同

时请大家把实验现象填在表格中。记录好数据。学生

描述现象。看到两电极上有气泡产生，两支玻璃管内

有气体生成，且气体体积比约为1：2(负极玻璃管内

液面下降快．正极玻璃管内液面下降慢等)。两支玻

璃管内的气体分别是什么呢?大胆猜想，怎样设计实

验验证呢?猜想可能是氢气、氧气，用带火星的木条

还是燃着的木条，大家分析之后，演示操作，提示一

手捏住软胶管，一手打开止水夹，然后用燃着的木条

慢慢靠近尖嘴处，火焰一头朝下，放开软胶管，观察

现象。说明水通电生成了氢气和氧气。这是一个分解

反应。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水的组成呢?

3．结论。学生回答水分解生成氢气和氧气，氢气

由氢元素组成，氧气由氧元素组成，氢元素和氧元素

只能来源于水，所以水由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与上

课时提到的“水是一种元素吗”相呼应，让学生通过

水的生成和水的分解实验事实、现象，明白水是由氢

元素和氧元素组成的。这就是从宏观角度来描述水

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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