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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情境、驱动任务”的教、学、评一致性教学设计

———以“电解池的工作原理”为例

张玉娟∗, 朱 征, 许亮亮
(南京外国语学校, 江苏南京 210008)

摘要: 结合《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版)》,以苏教版选修模块《化学反应原理》中“电解池的工作原理”的教学内容

为素材,阐释了基于“创设情境、驱动任务”模式、体现教学评一致性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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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版)》 [1] (简
称《标准》,下同)指出,“真实、具体的问题情境

是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平

台,也为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提供了真实的表

现机会。 化学教学设计和实施中,重视创设基于

真实情境的问题解决任务,将核心知识和核心概

念与情境、活动和问题解决融为一体,注重学生

自主建构、实验探究和问题解决等学习活动,以
促进学生化学学习方式的转变,使学生在解决问

题的活动中可逐步发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另外,《标准》中强调“化学学业考试命题必须坚

持以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为测试宗旨,测试任务应

融入真实、有意义的测试情境;试题情境创设应

紧密联系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体现科学、技术、
社会与环境发展的成果,注重真实情境的针对

性、启发性、过程性和科学性,形成与测试任务

融为一体、具有不同陌生度、丰富而生动的测

试载体” 。
崔允漷教授建议教、学、评一致性可“依据清

晰的目标处理教材、选择方法;结合情境创设引导

主动的、反思式的知识建构;依托学习过程开展参

与式、嵌入式的即时评价,为学科核心素养的课程

目标达成指明清晰的实施路径” [2]。
本文以苏教版选修模块《化学反应原理》专

题 1 中第 2 单元“电解池的工作原理”的部分内容

为教学素材,构建了“创设情境、驱动任务”模式,
体现教、学、评一致性的教学设计。
1 教学与评价目标

1. 1 教学目标

(1) 通过设计能量转化路径和实验装置,感
受能量相互转化的实际意义及其重要作用。

(2) 通过实验探究,了解电解池的工作原理,
了解离子在电极上放电顺序的存在和影响放电顺

序的因素。 基于宏微结合和证据推理从不同视角

分析问题,推导合理结论。
(3) 通过有关电解化学史料的了解,认识电

解是一种强有力的氧化还原手段,感受电解的应

用价值,培养将化学成果应用于生产、生活的

意识。
1. 2 评价目标

(1) 通过观察学生小组设计能量转化路径和

实验装置的活动表现,诊断并发展学生实验探究

水平。
(2) 通过观察学生分组进行电解盐溶液的实

验活动表现和建构电解池思维模型的思维活动表

现,诊断并发展学生对电解原理的知识关联结构

化水平和认识思路结构化水平。
(3) 通过观察学生对化学史和对电解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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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应用价值的学习表现,诊断并发展学生

对化学价值的认识水平。
2 教学与评价路径

3 教学流程

3. 1 问题引入

情境 1 国家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各级政府

积极响应,加快了推动太阳能路灯的开发与应用。
太阳能路灯白天如何存储吸收太阳能? 晚上又如

何将其转化为电能呢?
任务 1 讨论设计光电能量转化路径和实验

装置。
[学生活动]实验设计:利用太阳能电池实

现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进行电解水。 然后,通过

电解水获取的氢气和氧气组成氢氧燃料电池,
实现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带动小风扇的转动

(如图 1) 。

图 1 能量转化装置示意图

教学意图:以真实问题情境引出实验设计任

务,引导学生充分展开讨论,根据已有知识和经验

进行实验创新设计,培养学生合理利用化学反应

中能量转化的意识。
评价依据及方式:依据《标准》中高中化学学

业质量水平 4—2(能依据化学变化中能量转化的

原理,提出利用化学变化实现能量贮存和释放的

有实用价值的建议),对学生提出的多种探究方

案进行学生自评、同伴互评,进而优化方案,主要

诊断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的水平。
评价意图:使用学生自评、同伴互评与教师点

评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利用评价的诊断、激励

以及调控功能。
3. 2 原理探知

任务 2 通过对初中电解水的实验装置构成

及实验现象的分析,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分析

电解水的原理。
[学生活动]讨论:(1)电解池的构成要素。

(2)根据生成氢气、氧气的宏观现象,进行微观实

质分析。 (3)构建电解水思维模型(如图 2)。

图 2 电解水思维模型

情境 2 电解水的成功,使人们意识到电可

以用于化学研究。 英国科学家戴维思考:电可以

分解水,那么,通电于盐溶液中,又将产生什么作

用呢?
[学生活动]实验探究:用石墨作电极,电解

CuCl2溶液。 根据实验现象,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

度加以分析。 (实验探究记录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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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探究记录

实验探究过程 用石墨作电极,电解 CuCl2溶液

猜想与假设

制定实验验证计划

进行实验 实验装置及操作步骤(略)

现象与结论

现象 阳极 阴极

电极产物 阳极 阴极

电极反应式 阳极 阴极

电极反应类型 阳极 阴极

总反应式

  教学意图:学生合作进行实验探究,细致观

察、如实记录实验现象,根据实验现象得到初步结

论。 通过宏微结合对实验进行分析,以此构建电

解池的工作原理,突出证据推理和学科观念。 通

过电极反应式和总反应式的书写,形成正确符号

表征的观念。
评价依据及方式:依据《标准》中高中化学学

业质量水平 3—3(能选择合适的实验试剂和仪器

装置,控制实验条件,安全、顺利地完成实验)和

水平 4—3(能用数据、图表、符号等描述实验证据

并据此进行分析推理形成结论),通过观察学生

自主实验、合作讨论的状态,依据学生实验探究

的记录情况以及学生对复杂的化学问题情境中

的关键要素进行分析以建构相应模型时的具体

表现,诊断学生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证据推理

与模型认知及科学探究的水平,进而发展学科核

心素养。
评价意图:通过学生在实验探究、小组讨论活

动中的具体表现,运用提问、点评等方式,对学生

学习电解原理的学习质量和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

发展水平给予准确的把握,充分发挥化学日常学

习评价的诊断与发展功能。
任务 3 比较电解水和电解氯化铜溶液实验

现象的差异,讨论影响电解产物的因素。
[学生活动]提出问题:为什么电解 CuCl2溶

液时得到的是铜和氯气,而不是氢气和氧气、氢气

和氯气或铜和氧气呢? 学生讨论并得出:用石墨

作电极,判断电解产物可以借助离子放电顺序。
阴极,阳离子的放电顺序 Cu2 + > H + ,与离子的氧

化性有关;阳极,阴离子的放电顺序 Cl - > OH - ,
与离子的还原性有关。 再次完善电解池思维模型

(如图 3)。

图 3 电解池思维模型

[演示实验] 实验用品:碳棒、锌片、饱和

ZnCl2溶液、导线、电源等。 以锌片为阳极,碳棒为

阴极,电解饱和 ZnCl2溶液(如图 4),一段时间后,
发现碳棒上出现银白色固体。 然后,调换阴阳极

(如图 5),发现刚才碳棒上出现的银白色固体消

失,另一极上出现气泡。

图 4 电解池实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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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电解池实例 2

[学生活动]通过实验,讨论电解产物可能还

受到哪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经过实验发现,除了

与离子的种类相关外,还与电极材料、溶液中的离

子浓度等因素相关。
教学意图:以精心设计的实验引导学生分析

现象背后的化学原理,将化学事实和理论模型之

间进行关联和合理匹配,构建证据和结论之间的

逻辑关系,在认知进阶过程中学会分析、归纳、建

构知识间的联系,提炼出电解原理的一般思路,并
用框图等形式对这一认识思路显性化,学生按此

认识思路进行迁移,能对大量的电解过程进行分

析判断。
评价依据及方式:依据《标准》高中化学学

业质量水平 4—3(能对实验方案、实验过程和实

验结论进行评价,提出进一步探究的设想),通

过观察学生对实验中“异常现象” 的质疑及解

释,并最终指出所建模型的局限,进而诊断与发

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中科学探究能力与科学

精神。
评价意图:从比较、抽象、归纳、演绎、归因、阐

述、推论等多个维度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多元

化的评价。 这种多元化的评价很自然地嵌入在课

堂教学中,与教学一致,与目标匹配。
3. 3 问题解决

情境 3 金属钠的最外层有 1 个电子,易失

去电子变成钠离子,如何使钠离子转化为单质

钠呢?
[学生活动]讨论并了解钠的工业制法,感

受到电解是一种强有力的氧化还原反应的

手段。
[课后活动]了解关于电解的化学史实,并且

以小论文形式展示。
教学意图:让学生体会化学、技术、社会和

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体会科技进步对社会发

展的重要贡献,赞赏化学对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大

贡献。
评价依据及方式:依据《标准》中高中化学学

业质量水平 3—4(能结合生产和生活实际问题情

境说明化学变化中能量转化等的重要应用),通

过学生的问答表现和文字表达情况,诊断与发展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中社会责任水平及将化学成果

应用于生产、生活的意识。
评价意图:研究型作业是课堂教学的支持与

拓展,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建立“素养发展为本”
的化学学习评价观,注重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

价的有机结合。
4 结语

教学设计紧紧围绕发展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

养这一主旨,注重教学目标与评价目标、学习任务

与评价任务、教学方式与评价方式的整体性、一致

性设计,“围绕目标通过评价的驱动使教学活动

不断增值” [3],力图避免化学知识的碎片化和孤

立化,试图通过知识与情境的整合和对知识的结

构化来呈现学科观念对化学知识的统摄作用,避
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学习或“学而

不思、思而不行”的被动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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