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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九年级化学教材上册第六单元课题 2 编
排了“二氧化碳制取的研究[1]”，其中具体内容是实验
室制取 CO2的化学反应原理、实验装置以及实验室制
取气体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笔者从实际教学中发现，
大多教师虽然能在 1课时内完成上述三部分教学内
容，但他们从不安排学生实验活动，就连演示实验也
是“来去匆匆”，课中总在不断给出相应化学知识，很
少顾及学生“学”的过程。 如此大容量的课堂，从“学”
上看，学生基本是在被动地、急切地接受着知识，吃着
不利于消化的 “夹生饭”， 鲜有的思维活动都较为简
单、浅薄，参与深度学习的人数极少，课堂缺乏生命活
力；从“教”上看，与“灌香肠”极为相似，不但没有很好
地帮助学生解决“为什么选用稀盐酸与大理石（或石
灰石）反应来制取 CO2? ”等重要问题，而且未能突出
教材所编“实验装置的探究”等重点内容，弱化了学生
对“学科观念”的建构，削减了训练学生的“科学思
维”，课堂教学思想匮乏。上述化学教学的课堂实际情
况提醒我们：教师需要精编课时教学内容总量，要在
“引导和启迪”上多多发力，才有利于激发学生积极主
动参与到学习化学的思考与实践中来，也才有利于帮
助他们实现化学观念的形成和思维品质的提升，“急
于求成”要不得。基于此，笔者将本课题的教学内容分
为 2个学时，第 1课时内完成“反应原理（包括认知生
成 CO2的化学反应和选取制取 CO2的药品）”，把学生
心灵深处的疑问加以有效解决，也为“引导学生形成
化学的基本观念、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2]”创设了充裕
的时间，这样可在第 2课时内把教材所编的重点内容
更为深入地完成。现将第 1课时的具体教学过程作如
下展示。

一、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㈠：认知生成 CO2的反应
板演 1：写出实验室制取 O2的反应原理（3个分

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问题 1： 从组成元素上看， 为什么分解 KClO3、

H2O2或 KMnO4都能生成 O2?
问题 2：若制取 CO2，反应物必须能提供哪些元素?
板演 2：CO2中 C、O可以由 2种反应物分别提供

（如，图 1），写出一些有 CO2生成的其他化学反应。

问题 3：哪些类别的物质之间进行反应，可能会生
成 CO2?
板演 2：写出可以单独提供 C、O给 CO2的一些物

质的化学式，思考其中都含有哪种原子团?
问题 4：通过哪些方法可以使上述含有 CO32-的物

质中 C、O原子重新结合成 CO2?
问题 5：在“C25H32+O2、C+O2、C+CuO、CaCO3（高温

分解）、CaCO3+HCl和 Na2CO3+HCl”6个反应中， 哪些
反应适合实验室制取 CO2呢? 请分别加以解释说明。
此教学版块着重引导学生建构元素观以及启迪

学生进行了归纳与类比思维。 第一，以学生板演的三
个制取 O2 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为学习“支架”，借问题 1
启迪他们通过归纳思维获得了“KClO3、H2O2和 KMnO4
的组成中都含有 O，所以可以用来制取 O2”，据此以问
题 2为载体启迪他们通过类比思维得出了 “制取 CO2
的反应物中必须含有 C、O”。第二，以图 1反应为例引
导学生书写并选出了 “C分别与 O2和 CuO发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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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H32（石蜡）+ O2 点燃 CO2+H2O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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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方程式”之后，以问题 3为载体启迪他们通过
归纳思维得出了 “含 C化合物+O单质、C单质+O单
质和 C单质+含 O化合物等类别的物质之间发生反
应均可能生成 CO2”以及诱导学生甲交流了“CO2中的
C、O还可以由 1种反应物单独提供”的想法，从而使
他们顺利步入了板演出化学式 （CaCO3、Na2CO3等）和
调出了 CO32-。 第三，笔者依次展示了石灰石粉末、块
状石灰石和 Na2CO3粉末样品并解析了其组成， 使学
生对样品有了简单认识，从而为后续教学活动的开展
做好了铺垫。 第四，在问题 4的引导下，学生经过回
忆、思考、交流等学习活动调出了“高温条件可使 Ca-
CO3中的 C、O原子重新结合成 CO2、盐酸也可使 Ca-
CO3或 Na2CO3中 C、O原子重新结合成 CO2”，之后笔
者对“CaCO3和 Na2CO3与盐酸的反应基本历程（教材
内容）”进行了具体解释，帮助他们认知了“碳酸盐与
盐酸的反应实质”。 最后，依托问题 5启迪学生进行
了多向思维，促成他们从反应条件、生成 CO2的纯度
等理论角度认同了“实验室选用 CaCO3或 Na2CO3与
盐酸反应制取 CO2相对较好”。 这样，课堂教学内容
就自然流畅地引渡到实践角度的 “选取制取 CO2的
药品”。
学习活动㈡：选择制取 CO2的药品
阅读资料：Na2CO3粉末、CaCO3粉末的市场参考

价分别为 52元 /千克、12元 /千克；浓盐酸和稀盐酸都
是氯化氢气体的水溶液， 前者氯化氢的质量分数大，
极易从中挥发出氯化氢气体，后者氯化氢的质量分数
小，不易从中挥发出氯化氢气体。
实验活动 1：①打开稀盐酸的瓶盖，闻一闻气味。

②打开浓盐酸的瓶盖，闻一闻气味。
思考交流：①为什么打开浓盐酸的瓶盖能闻到较

强刺激性气味? ②实验室制取 CO2，应该选择哪种固
体药品与哪种液体药品进行反应呢? 为什么?
通过阅读资料和亲历实验活动 1，学生汇报了“浓

盐酸中挥发出的氯化氢气体具有刺激性气味、用 Ca-
CO3粉末的实验成本较低、用稀盐酸制得的 CO2气体
中不会混有较多 HCl”等认识。 这就表明，上述活动已
经帮助他们学会了获取信息的基本方法（阅读、实验
等），同时引导他们将所获信息运用到“解释说明、分
析判断和预测”之中。为了验证预测，笔者引导他们设
计和完成了实验活动 2。
实验活动 2：分别取 1药匙 CaCO3粉末于 2支试

管中，向其中 1支试管内倒入 2mL稀盐酸，闻一闻产
生气体的气味； 向另 1支试管内倒入 2mL浓盐酸，再

闻一闻产生气体的气味。
经过分组实验活动 2的验证，学生极为认同“实

验室不能选用浓盐酸制取 CO2， 选用稀盐酸才会获得
没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此后，为了更好地步入实验
活动 3，笔者以“大家刚才除发现了 2 支试管内产生
气体的气味不同之外，还观察到其他不同现象吗? ”
进行了提问， 使得原本刚刚安静下来的课堂又一次
“炸开”，有的说：“反应剧烈程度不同。 ”有的则说：
“产生气体的速度没有太大区别。 ”为此，笔者大声补
充道：“2支试管中产生气体的速率是很快，适中，还
是? ”学生齐声应答道：都非常快。 笔者说：“还要争
吗? ”这时学生乙大声叫道：“CaCO3粉末与稀盐酸反
应太快了，不能选择 CaCO3粉末。 ”面对这样的如期
而遇， 笔者随急作出了追问：“难道选择 Na2CO3 粉
末?”学生乙说：“应该用石灰石粉末来试试。”笔者再
次追问：“你是怎么想的? ”学生乙又说：“石灰石粉末
是混合物，它与稀盐酸的反应速率应该要慢些，另外
它应该比 Na2CO3、CaCO3粉末要便宜些! ”随后，笔者
就让学生乙走上讲台完成了实验活动 3。 （注：实验
活动 3中所用石灰石粉末是笔者课前从十几个石灰
石试剂瓶壁上刮来的， 总量较少， 未能进行分组实
验，有些遗憾! ）
实验活动 3：取 1药匙石灰石粉末于试管中，向其

中倒入 2mL稀盐酸，观察反应的剧烈程度。
虽然学生乙替代笔者演示实验时非常紧张，但是

实验非常成功（全体学生都能观察到“石灰石粉末与
稀盐酸反应速率仍然很快”）。学生处于“愤悱”状态之
后，经过仔细商讨认为：需要再用块状石灰石试一下。
这样，教学活动就顺利步入了实验活动 4。
实验活动 4： 用镊子夹取 1块石灰石放入 1支试

管中，倒入 2mL稀盐酸，观察反应的剧烈程度，然后将
内壁润有澄清石灰水小烧杯罩于试管口，观察现象。
经过分组实验活动 3，学生通过观察感知了“块状

石灰石与稀盐酸的反应速率比较适中且持久”， 从而
完全认同了 “块状石灰石和稀盐酸是实验室制取 CO2
的最理想反应物”。 此后，笔者投影出“稀硫酸与稀盐
酸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CaCO3+H2SO4=CaSO4 （微
溶于水，易覆盖于固体表面）+H2O +CO2↑。”并借此引
发学生完成了实验活动 5。
实验活动 5： 用镊子夹取 1块石灰石放入一支试

管中，倒入 2mL稀硫酸，观察现象。
经过仔细观察，学生交流了“块状石灰石表面的

气泡不但小而且少”。 随后，笔者以“为什么块状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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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思维，促进自主学习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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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与稀硫酸反应所产生的气泡会如此之少而小? ”进
行了提问， 引领他们以 “可能是反应生成的微溶性
CaSO4覆盖在块状石灰石表面， 阻碍了反应的正常进
行”作出了解释（为学习铝具有抗腐蚀性的原因做好
了铺垫）。教学至此，笔者又投影了“结合[⑴碳酸钙粉
末与浓盐酸；⑵碳酸钙粉末与稀盐酸；⑶石灰石粉末
与稀盐酸；⑷块状石灰石与稀盐酸；⑸块状石灰石与
稀硫酸]5个反应，请你分析化学反应速率可能与哪些
因素有关? ”启迪学生进行动态思维并分别比较了⑴
⑵、⑵⑶、⑶⑷和⑷⑸，促成他们依次得出了化学反应
速率与液体药品的浓度、固体药品的纯度、固-液接触
面积、生成物有无阻碍作用等因素有关。最后，笔者以
“选择制取 CO2的药品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又一次进
行了提问，启迪学生进行了系统思维，梳理、板演了图
2并小结了本课。
上述教学版块着重引导学生形成了实验观和启

迪学生进行了系统思维。 第一，学生借资料提供的信
息， 从药品价格是否低廉角度筛选出固体药品中的
CaCO3粉末以及预测了稀盐酸制取的 CO2纯度高，之
后运用实验活动 1、2所获得的感性素材彻底删除了
液体药品中的浓盐酸，初步形成了“实验与思维”相互
协进的学习方式。第二，结束实验活动 2后，学生在笔
者诱导下，开始关注化学反应速率，并形成了较强的
实验意识（如，学生乙所述“应该用石灰石粉末来试
试”），从而使他们在后续实验探究活动中有了极为主
动、积极和认真仔细的表现。第三，学生通过参与实验
活动 3、4、5，感知了“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固体药品
的纯度、接触面积、产物的阻碍等）”。 最后，学生在笔
者的问题引发下， 运用系统思维整理出图 2， 实现了
“知其然及其所以然”。

二、教学反思
1.从教的角度看：本案凸显了学科观念的渗透、突

出了科学思维的训练。 具体体现为：⑴学习活动㈠引
导学生用元素的观点认识了有关物质及其变化，启迪
他们运用归纳、类比思维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求解。 ⑵
学习活动㈡引导学生通过设计和完成简单实验收集
了证据，增进了他们对实验探究的体验，启迪他们运
用系统思维对“是什么? 为什么? ”进行了深层次思考
与理解，促成他们从“混沌”走向了“清晰”、从“感性”
趋于了“理性”。 制订的上述课时教学目标，最大化利
用了核心知识（制取 CO2的反应原理），充分尊重了学
生的实际水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向性，有效防
范了目标的庞杂化和表面化。通过精减和精心组织课
时教学内容的本案， 凸显了学生化学基本观念的形
成，突出了学生科学思维的发展，注重了学生实践能
力的培养，充分体现了化学课程的特质（实验科学）、
基本理念和科学教育的本质。

2.从学的角度看：本案学生习得的陈述性知识并
不多，但程序性知识非常丰富。学生获取信息时，使用
了阅读、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加工
时使用了比较、归纳等方法，分析化学现象时使用了
变化与联系的观点。学生通过归纳、类比和系统思维，
实现了 “制取 O2或 CO2的反应物中必须含有哪些元
素、 哪些类别的物质之间发生化学反应可能会生成
CO2、 选择制取 CO2的反应物需要考虑哪些因素以及
化学反应速率与哪些因素有关”等方面的意义建构。
综上所述，初中化学教学中重视学生化学基本观

念的形成、加强学生科学思维的训练，是提高学生问
题解决能力、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的重要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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