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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探究、生成、应用
———“氧化还原反应”教学案例及思考

庄德刚

(望亭中学 江苏 苏州 215131）

摘要：将氧化还原反应概念教学与实验探究有机融合，可化抽象为具体，培养学生化学学科观念，让学生在了解概念来源
的基础上，自主建构知识，灵活应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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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
氧化还原反应是中学化学阶段最为重要的基本

概念之一。 一方面，它是辩证统一思想在中学化学中
的完美体现; 另一方面， 它又是高考化学的热点、重
点， 尤其是有关氧化还原反应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几
乎年年出现在江苏高考化学试题中。
苏教版把氧化还原反应内容分散安排在《化学 1》

的三个方面，分别是专题 1《化学家眼中的物质世界》
第一单元"丰富多彩的化学物质"中"物质的分类和转
化"、专题 2《从海水中获得的化学物质》第一单元"氯、
溴、碘及其化合物"及专题 4《硫、氮和可持续发展》第
二单元"生产生活中的含氮化合物"中"硝酸的性质"
"资料卡"里。 编者这样有梯度地苦心安排，出发点是
好的，目的是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但是因为教材只
是从理论上简略地分析了有关概念，没有安排相应的
实验探究，大多数老师给学生讲解时，也是从抽象的
概念分析，因此学生学起来还是觉得概念多，难度大，
枯燥乏味，效率不高。如何在有限时间内，让学生快速
掌握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 有效地分析概念间的关
系，灵活运用氧化还原反应的有关原理，是我们教师
的责任。
二、教学过程及设计目的
1. 用熟悉的实验引发探究
师: 请同学们完成锌与硫酸铜溶液的反应实验，

并记录实验现象，思考反应本质。

师:反应前后硫酸根是否发生了变化?
生:没变。
师:反应前后，锌、铜元素化合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生:Zn0 →Zn＋2 ，Cu＋2 →Cu0 。
师:那么，锌、铜元素发生化合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生:思索……
设计目的：实验能激发学生兴趣，满足学生好奇

心。 学生从熟悉的化学反应出发，通过对反应现象再
观察、再分析，更容易温故而知新。对化合价变化的把
握， 学生从以前的抽象理解转化为现在的感性认识，
理解更深刻。这样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主动探究元素
化合价变化的原因。

2. 将抽象的概念化为自然生成
师:锌、铜元素化合价发生变化的原因暂时不知

道不要紧。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更熟悉的钠与氯气的反
应。 动画演示钠与氯气反应。 分析钠与氯气反应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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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化合价的变化情况。
师:现在能说出锌、铜元素化合价发生变化原因

是什么?
生:电子转移。锌失去电子变成了锌离子，铜离子

得到了电子变成了铜。
师:我们能否把元素化合价的变化及电子转移的

情况直观地反映在方程式上呢?
板演:

在板演双线桥的过程中，向学生介绍早期化学家
把金属或非金属与氧气反应而引起化合价的升高称

作氧化反应，化合物失去氧后而引起化合价降低叫做
还原反应。 现在氧化反应、还原反应的概念已经发展
了，把所有失去电子引起元素化合价升高的反应都叫
氧化反应，把所有得到电子引起元素化合价降低的反
应都叫氧化反应。引导学生辩证统一地掌握失去电子
的物质是还原剂，还原剂具有还原性，反应中被氧化;
得到电子的物质是氧化剂，氧化剂具有氧化性，反应
中被还原。
师:请同学们用双线桥法表示下列反应中电子的

转移方向和数目，并指出氧化剂和还原剂。
(1)Cu＋Cl2=CuCl2
(2)Fe2O3 ＋3CO=2Fe ＋ 3CO2
(3)MnO2 ＋ 4HCl(浓)=MnCl2 ＋Cl2↑＋2H2O
设计目的：引出早期“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

让学生了解了这些概念的来源，使学生知其然，也知
其所以然，有利于他们掌握概念的内涵。 在板演分析
的过程中，把教材中高度浓缩的“在氧化还原反应中，
失去电子的物质是还原剂， 还原剂发生氧化反应，表
现出还原性；得到电子的物质是氧化剂，氧化剂发生
还原，表现出氧化性”，化解成概念自然生成过程，有
利于学生整体把握。 学生在概念构建的过程中，既学
会了双线桥法，又找到了氧化反应、还原反应、氧化
剂、还原剂等概念间的联系。后来又趁热打铁，通过三
个反应的分析，及时巩固应用新概念。 这样的教学过
程既有意义，又一气呵成，简约有效。

3. 把所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
师:刚才我们分析了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电子

转移，有电子转移就可能形成电流。 我们能否再次利
用锌与硫酸铜的反应，设计一个实验来证明这个推论

呢?
实验探究:(1)把碳棒插入硫酸铜溶液，观察无明

显现象;(2)将锌片和碳棒用导线连接，再一起插入硫
酸铜溶液中观察现象;(3)将电流表接入线路中，观察
指针有无偏转。
生:(做到第三个实验时，激动地喊出)电流表偏

转啦!
师:电流表为什么会偏转? 电流表指针的转向说

明了什么问题?
生:(脱口而出)因为有电流产生，证明了氧化还

原反应中有电子转移，且是从还原剂转移给氧化剂。
师: 氧化还原反应是自然界中的一个普遍反应。

请同学们观察 PPT。

说说上述反应的氧化剂、还原剂分别是什么?
生:答略。
师:请同学们讨论一下:假定在测酒驾前，被测人

员拼命漱口，打喷嚏，请问这会影响测试的结果吗?
生:不会。 因为上述举动不影响在血液中的还原

剂酒精与外部氧化剂的反应。
设计目的: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在一定的背景

下获得的。 学生发现电流表指针偏转，亲历这样的探
究体验，能更深刻的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 几张
PPT图片把抽象的氧化还原反应与社会、生产和生活
的实际紧密联系，让学生"从经验中学"，"做中学"，为
学生提供了有意义的学习背景，凸显了"从生活走向
化学，从化学走向社会"的新课程理念，体现了教学内
容的基础性和时代性。同时，还向学生传达了"违法酒
驾勿侥幸"的价值观。

4. 让知识规律在问题解决中获得
师: 说说①2KBr＋Cl2=2KCl＋Br2; ②Br2 ＋ 2KI

=I2＋2KBr两个反应中的氧化剂分别是什么?
生:①中是 Cl2;②中是 Br2。
师: 能联系两个方程式得出 Cl2、Br2、I2氧化性强

弱顺序? Cl-、Br-、I-还原性强弱顺序?
生:答略。

Zn ＋ CuSO4=ZnSO4 ＋ Cu
化合价升高，失去 2e-，被氧化

化合价降低，得到 2e-，被还原

钢铁生锈 火箭发射 酒驾检测

食物变质 燃气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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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运用类比思维一方面要借助教材中的

类比素材，事半功倍地开展教学，另一方面也应开拓
思维，积极主动地运用类比思维，同时鼓励、培养学生
运用类比思维解决问题。 如，笔者在讲述不同聚集状
态物质的微观结构与性质时，用学生上课类比固态时
微粒的情况: 学生只能在座位上做小幅度的活动;而
液态时类比为下课， 学生可在一定范围自由活动，彼
此间距离增大;当讲到气态时，学生脱口而出———那

应该是放学了! 我们可以在教学中注意积累，在实践
中不断改进，运用好类比方法，使我们的课堂灵动起
来。

3. 注意类比思维的或然性
应该指出的是类比的结论有其或然性，在类比时

要防止类比的负迁移。在抓住事物共性的同时也要注
意差异性一面， 进行类比法教学时力求做到科学准
确，避免得出错误结论。 例如，有老师提出用"地球自
转"类比"电子自旋"就不恰当，电子自旋作为一个极

其抽象的概念，这种运动并不是表示电子能够围绕本
身轴线转动，而是指电子处于一种称作"自旋"的特殊
状态。因此电子自旋与地球自转在本质上存在着明显
差异，不能作任何类比。
在以人为本观念越来越深入教育教学过程的今

天，我们一再强调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让学生
掌握学习的方法，学会用获得的知识去解决问题。 而
类比就是反映知识间联系的一种思维模式，能起到启
发思想、触类旁通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引导学生学习
和运用这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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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的: 让学生通过比较总结出强制弱规律，
即同一反应中，氧化剂的氧化性强于氧化产物;还原
剂的还原性强于还原产物。 当然，氧化还原反应中还
有很多规律，如得失电子守恒规律、化合价规律等都
可以通过教师提供素材，学生通过探究比较的方法获
得，并自主应用。
三、教学反思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 为学生提供分析问题的机

会，强化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让全体学生能够积
极地参与课堂上来，愉快自主地学习，实现教是为了
不教，是时下老师的当务之急。

1. 关注体验，探究释疑
如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探究的能力，是教学设计

的重点之一。本堂课从学生熟悉的锌置换硫酸铜的反
应入手，引导学生对实验现象的再观察、再分析，从化
学变化的外表探究元素化合价改变的本质原因。当学
生从理论上明白电子转移是氧化还原的本质后，又再
次利用锌置换硫酸铜的反应，让学生设计实验，亲自
体验电子转移(有电流产生)是氧化还原的本质。激发
了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知识的兴趣，

2. 关注过程，动态生成

教学中，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 我们不应该仅仅
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 更要关注学生的思维过程，让
学生多表现，展示他们的思维过程。 本堂课不是把教
材上高度浓缩的概念灌输给学生，而是通过板演双线
桥，让学生展示思维的过程，使他们动态生成概念。同
时又通过氧化剂、还原剂的判断和强弱比较，深化利
用概念。 引导让学生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合作学习，
自主构建知识体系，逐渐深化迁移，及时归纳总结，提
升学生学习能力。

3. 关注实际，学以致用
实施化学教育的新理念是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

生产、生活环境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本堂课展示了
食物变质、燃气燃烧、钢铁生锈、火箭发射、酒驾检测等
PPT图片，结合实际让学生认识到氧化还原反应的普遍
性和重要性，努力体现"从生活中来，到社会中去"的新
课程理念，引导学生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 [美]菲利普，等. 王祖浩，译.化学概念及应用[M].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8
[2] 王祖浩.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 1[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课堂教学研究·

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