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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原电池的电极反应
李根福

(浙江省象山第二中学，浙江宁波315700)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简称原电池)是电化学的基础知

识，是物理和化学学科的重要交叉点。高中化学教材中，原电

池的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本

质、离子反应以及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等知识，了解原电池的

重要装置，体验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探究过程，认识日常生活

中的电池，理解化学科学与社会、科技和生活的重要联系，而

且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综合能力的极好切人点。原电池的

主要原理是涉及氧化还原知识，难点方面是电极反应的书写。

下面笔者对此谈谈看法。

一、原电池的原理和构成条件

从能量的角度讲，原电池是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装置。有

电能释放，就有电流通过。而电流的形成是带电粒子的定向移

动。哪类化学反应才有可能让带电粒子发生移动呢?氧化还原

反应的本质是电子的转移。因此，原电池的反应是氧化还原反

应。7将锌直接放在稀硫酸中，会发热，为何没有电流呢?氢离子

从锌表面直接获得了电子，电子没有作定向移动，如氢离子从

另一个地方(电极)获得电子，那么电子就有移动过程了。电子

的移动只能在导体之间(陆地)，不能在溶液中(海)移动，溶液

中只有阴阳离子才能移动。因此，要形成电流，必须有电子的

移动和离子的定向移动，且两部分运动结合起来。结合实验，

这就容易理解原电池的原理和构成条件了。在原电池中，电子

不是直接交换的，氧化剂、还原剂也就可以不接触。而化学能

转变为热能，必须接触才能发生反应。

二、原电池的电极名称和离子移动方向

原电池中规定：失去电子的电极为负极，发生氧化反应；

得到电子的电极为正极，发生还原反应。电极是电子移动的始

点和终点的场所，电极本身可反应，也可不反应。物理上规定：

正极为电流流出，电流的方向为正电荷移动的方向。因此，正

极也是电子流进，即获得电子的电极。这样可由物理知识迁移

过来。电子只能在两极的导体之间(用电器)移动，由负极向正

极方向移动。阴阳离子只能在两极的而溶液中(电解质)的移

动。可用两种方法判断：一是阴离子的移动方向和电子是一致

的，注意不是方向，而是趋势一致，即阴离子在溶液中由正极

向负极的附近移动。即带负电的粒子移动：由负极一正极(陆
路)一负极(海路)。阳离子的移动方向：在溶液中由负极向正

极方向移动(海路)。另一种判断是：阳离子一般是要得电子

的，而正极上才有电子流进来。因此，阳离子在溶液中是向阳

极方向移动的，阴离子的移动方向则反之。

三、电子转移数目的计算

元素化合价变化的绝对值是指一个该原子(简单离子)的

得失电子的数目。因此，一摩尔氧化剂得到的电子的物质的量

计算是：化合价变化的绝对值乘以一摩尔氧化剂中该元素的

原子的变化的物质的量。利用还原剂进行计算也是如此。可用

两种计算结果是否相等来检验计算是否正确。

四、电极附近和电解质溶液的酸碱性变化判断

只要分析电极反应、电池反应方程式中的氢离子或氢氧

根离子的变化量是增加还是减少，水是消耗还是增加，就可确

定了。

五、电极反应的书写

原电池中电极反应的书写是个难点，但是按下面步骤就

简单了。第一步，根据题意、化合价变化等信息，确定氧化剂、

还原剂是什么物质。第二步，确定氧化剂、还原剂的产物存在

的具体形态，是离子、原子团、还是化合物?如蓄电池中，正二

价的铅只能以硫酸铅的化合物形式书写。在氧气参与的燃料

电池中，氧气的还原产物存在形态，在水溶液中，有的是氢氧

根，有的是水两种形式；非水溶液中，可以是氧离子，或其他形

式，这是难点中的难点，是关键的判断，可用多种类型的题目

加以练习来掌握。第三步，写好反应物、得失电子数目、产物，

再根据电荷守恒，补上阴离子或阳离子。如果是水溶液，根据

酸碱性来确定补氢离子或氢氧根离子；如果是非水溶液，则补

熔融盐中的阳离子或阴离子。最后，根据原子守恒完成电极反

应式。

总之，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生活经验，充分应用各种教

学方法、手段，不断研究过程与方法的最佳途径，必将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不断钻研教学中的过程和方法是教师永恒的

主题。

(上接第159页)的观念。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班级管理过程

中的心理教育工作变得十分艰巨、复杂。当前职业院校心理教

育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要加强班级管理过

程中心理教育的力度，不断完善职业院校班级管理过程中的

心理教育模式，解决职业院校学生的心理问题，提高学生心理

承受能力，进而提高班级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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