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化学素养的教学情境选择与应用

———以“二氧化硫”的教学为例

重庆市黔江新华中学校 409099 吴 军 黄 娟

一、教学现状与启示

以化学教科书中“二氧化硫的性质和作用”
为例: 在人教版初中化学上册教材第 31 页详细介

绍二氧化硫是空气污染物，在第 142、143 页介绍

二氧化硫是空气污染物，又在第 147、148 两页共

3 道习题说二氧化硫是空气污染物。人教版初中

化学下册教材第 63 页介绍二氧化硫形成酸雨，第

66 页的习题说二氧化硫是空气污染物。高中化

学教材开门见山地提到二氧化硫是空气污染物，

并长篇大论二氧化硫有毒、酸雨有害，详细讲解酸

雨形成过程，二氧化硫漂白的食品对肝、肾等有严

重损害，并有致癌作用。过度渲染“二氧化硫有

毒”等教学情境，使高三学生学了四年化学不能

辩证认识二氧化硫的“功”与“过”。
这启示我们: 化学教育需要培养学生具有严

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帮助学生辩证认识化学物质

的“功”与“过”。
笔者研究了众多关于“二氧化硫”教学的论

文、教学设计、案例，发现在实际教学中，多数教师

会在新授课中使用“二氧化硫是形成酸雨的罪魁

祸首”、“银耳的二氧化硫含量超标”、“二氧化硫

有毒”等教 学 情 境。童 晓 凯 和 章 信 分 析 近 年 来

“全国高中化学优质课观摩”活动中的优质课，说

明三维目标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做得不够。
钱海锋分析了全国中学化学优质课评选的情境素

材，发现其中涉及到酸雨、化学武器、爆炸、毒害等

化学事故的情境占了将近 60% 的比例，而宣传化

学推动人类进步、帮助人类解决问题的情境不到

40%。这样的教学设计，必然会给学生带来化学

是危险的、负面的印象。结果是学生“越来越害

怕化学，不敢做化学实验，甚至不学化学”，结果

是中国普及了三十年的化学教育( 九年义务教育

初三开始学化学) 公众还恨化学，以至于我们的

电视中竟然出现“我们恨化学”这样不明事理的

愚昧广告。
这启示我们: 化学教育需要引导学生树立科

学、正确的化学形象，帮助学生对社会热点问题做

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二、教学情景的对比

化学教师有责任在教学中弘扬化学学科的价

值，引导学生认识化学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培

养学生对化学学科的积极情感; 使学生切身感受

到化学是不断制造新物质、造福人类的“功臣”，

而非伤害人类、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基于以

上理念重新设计“二氧化硫的性质与应用”一课，

并进行了实际教学。
下面以“二氧化硫的性质与应用”教学中 3

个情境设计的变化，阐述教学情境的改变对学生

形成正确化学素养的影响。
1． 引入情景选择的对比

课堂引入环节是创设教学情境的主阵地，用

不同的教学情境引入，对培养学生化学素养达成

不同的效果。“二氧化硫的性质与应用”一课，实

际教学中传统的几种引入方式与新引入方式对

比，如表 1 所示。
人和动物一样，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我们

在生活过程中，对事物的利害往往会倾注更多的

关注。上表中传统引入方式，教师充分应用了这

一心理现象，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制造

轰动的效果，向学生展示被二氧化硫污染而导致

的环境破坏，由此来增加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激

发学生去主动学习。最大的失误是过分渲染弊的

情景，而忽视化学的真实之美、有用之美，给学生

第一印象为二氧化硫“有毒、有害、恐怖”，过度渲

染社会情绪，过度聚焦其繁杂的社会消极效应，让

学生产生挥之不去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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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引入方式 新引入方式

A 方式: ［投影］空气质量日报表格和变化图。
［教师提问］“空气质量播报为什么要报告二氧化

硫?”“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有什么危害?”
［学生观察并回答］二氧化硫有毒、有刺激性; 二

氧化硫是形成酸雨的主要原因。
［教师分析］酸雨的形成过程……
B 方式: 播放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学生对大

气污染的关注。进入酸雨形成原因的教学……
C 方式: 如投影“龙门石窟”“森林”遭到酸雨

破坏照片，引发学生对大气污染的关注。进入酸

雨形成原因的教学……

［阅读思考］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4 年，以

焙烧氰化法冶炼生产黄金，副产硫酸。近十年来逐渐发展成

国家重点黄金冶炼企业，目前年产黄金 20． 9 吨、白银 40 吨、
电解铜 20000 吨、硫酸 40 万吨、液体二氧化硫 15000 吨……
冶炼金属为主的工业为什么产品中会有硫酸和二氧化硫?

［交流讨论］因为很多金属矿物中含硫及硫的化合物，因此燃

烧或冶炼时，往往会生成二氧化硫，二氧化硫进一步转化为硫

酸。
［教师］二氧化硫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化工原料，但如果二氧化

硫进入大气就成了污染物。我国重点城市近年来已发布的
“空气质量日报”中，二氧化硫被列入首要污染物之一。进入

酸雨防治的教学……

新引入方式介绍冶炼金属为主的工业，为人

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不得不排放二氧化

硫。由此来引发学生思考: 冶炼金属时怎样才能

做到不让二氧化硫污染环境? 通过真实的化学情

境和社会背景来引入二氧化硫的学习，让学生明

白在实际生产中会遇到很多复杂的问题，要辩证

地看待人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努力通过化学

知识和技术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赞赏化学对生

产和生活的重大贡献，体会实际工业生产的复杂

性和艰巨性，积极参加有关化学问题的社会决策，

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
同样是课堂引入，不同的教学情景产生不一

样的教学效果。为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精神与社

会责任，建议教师对教学情景进行科学甄别之后

再应用。
2． 酸雨情景的应用对比

同样用“酸雨”相关的情境对二氧化硫的性

质进行教学，不同的教学使用方式得到不一样的

教学效果。实际教学中的传统设计与新设计对

比，如表 2 所示。

表 2

传统教学方式 新教学方式

［教师分析］酸雨的主要成因是二氧化硫上升到
空中，与水汽结合生成亚硫酸 SO2 + H2 O H2

SO3，随着雨水降落到地面。
［问题讨论］某校化学兴趣小组的同学采集酸雨
样品，每隔一定时间测定其 pH，得到下列数据: 采
集到的酸雨放置一段时间后，pH 发生变化的主要
原因是什么?
［学生思考并回答］亚硫酸，被空气中的氧气氧
化，生成硫酸。
［师生总结］亚硫酸是较弱的酸，不完全电离，而
硫酸是强酸，完全电离，亚硫酸被氧化成硫酸后，
溶液酸性增强，pH 变小，当亚硫酸完全转化为硫
酸之后，pH 保持恒定。
［师生归纳］二氧化硫是形成酸雨的主要成因; 二
氧化硫与水结合生成亚硫酸: SO2 + H2 O H2

SO3 亚 硫 酸 易 被 空 气 中 的 氧 气 氧 化 生 成 硫 酸:

2SO2 + 2H2O + O 2 2H2 SO4

［问题解决］如何避免二氧化硫进入空气中污染环境?
［学生］可以开发清洁能源，避免产生二氧化硫。
［学生］可以用氢氧化钠吸收二氧化硫。
［教师］同学们提出了很好的思路，总结如下:

( 1) 利用清洁能源。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如太
阳能、风能、地热、氢能等。

( 2) 煤炭燃烧前脱硫。我国目前仍然是以煤为主要能源
的国家，并且大概 70% ～80%的煤直接燃烧，将煤气化、液化
后再使用，可有效避免生成二氧化硫。

( 3) 煤炭燃烧过程中“锁住”二氧化硫，不让其直接排放
到空气中。煤炭燃烧中“锁住”二氧化硫，工业中叫做钙基固
硫。其基本原理是将生石灰和含硫的煤混合后燃烧，氧化钙
吸收二氧化硫并被氧气氧化为硫酸钙 2CaO + 2SO2 + O 2

2CaSO4其脱硫率高达 87%。
［问题解决］如何治理已经进入尾气中的二氧化硫?
［教师］大家知道二氧化硫是酸性氧化物，首先考虑用碱液吸
收。大家想下，我们可用哪些碱?
［学生］NaOH、Ca( OH) 2、NH·H2O 等。

［学生］( 书写相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SO2 + 2NaOH Na2 SO3 + H2O

SO2 + Ca( OH) 2 CaSO3 + H2O
SO2 + 2NH3·H2 O ( NH4 ) 2 SO3 +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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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酸雨这一教学情景，传统教学中侧重

于酸雨形成的教学，学生感受到二氧化硫有毒、有
污染，加深学生对二氧化硫的恐惧。新教学方式

把防治酸雨作为教学的重点来处理，教学时引导

学生从技术应用的视角理解化学知识，使学生认

识到环境污染可以用化学技术解决。
强调了化学是环境保护的功臣，逐步树立珍

惜资源、爱护环境、合理使用化学物质的可持续发

展观念; 让学生感受并赞赏化学对改善人类生活

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使学生今后能对与

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从而做

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提升了“科学精神与社会责

任”这一核心素养。
有时候“负面素材”我们又不得不用，不用则

丧失了“辩证看待”的契机，用之不当则为“消极

情绪”推波助澜。为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

度，帮助学生辩证认识化学物质的“功”与“过”，

建议教师对教学情景从机理解读、理性反思、科学

与人文融合等角度进行整合设计，合理加工之后

再应用。
3． 二氧化硫的漂白性情景选择的对比

进行二氧化硫有漂白性的教学，选择不同的

教学情景得到不一样的教学效果。传统教学设计

与新教学设计对比，如表 3 所示。
表 3

传统教学方式 新教学方式

［投影视频］用硫磺“薰蒸”银耳。其中一份样品，是记

者从某购物广场购买的，二氧化硫含量严重超标。节目

播出后，记者再次来到了这家超市，调查毒银耳、漂白馒

头、漂白粉条粉丝是否还在出售。

［投影资料］工业上常用二氧化硫来漂白纸浆、毛、丝、草帽等。二氧

化硫的漂白作用是由于它能跟某些有色物质生成不稳定的无色物

质。这种无色物质容易分解而使有色物质恢复原来的颜色，因此又

变成黄色。

传统的教学追求感官刺激，激起学生注意，把

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课堂教学之中。“二氧化硫

漂白性”教学中未能聚焦在“合理利用”; “毒银

耳、毒粉丝”等未能聚焦在“如何甄别、检验”等。
由于对情境不恰当的应用，导致学生在情感体验

上感到化学可怕，化学教师成为“负面化学”的宣

传者，值得化学教育工作者反思。新教学方式通过

真实的化学情境和社会背景来学习二氧化硫的漂白

性，教学内容不具有感观上的轰动效应，但同样可以

提供较为完备而严谨的知识，满足学生在知识数量

上的增加，体验到化学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
笔者认为那些不正当的行为必将在一种健全

的社会制度下逐渐消失退，没有必要强化在学生

心目中的印象，更不需要学生去效仿。教学中讨

论当下社会关注、学生知晓的事件，社会生活则打

开一扇学生走进学科知识的大门; 此时，学科知识

也提供给学生看世界的一种眼光，肯定不需要学

生用悲观的眼光看世界。教学中面对这些“负面

素材和情境”时，建议教师不要只追求知识数量

上的简单增加而制造轰动效应，更应该让学生在

学习经历中建立正确的学科观念和思维方法。
三、总结与思考

不合理的教学情境会不断强化化学的负面效

应，造成学生对化学的误解、冷淡与隔膜却越来越

重，甚至将化学与“污染”“有害”“危险”联系在

一起。元素化合物往往和有毒、有污染联系在一

起，不管化学物质有多危险，都应从积极的方面加

以引导; 化学教育的作用不是强化负面影响，目的

是让化学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在教学实践中，立足培育化学素养，对教学情

境进行有效组织和有目的地筛选，精心设计和优

化每一节课的情境素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挥

教学情境在化学教学中的价值，更好地揭示化学

学科思想，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避免“热热

闹闹”的课堂仅有知识数量的简单增加。
化学教师教书的职责之一是要让学生理解化

学的本真，有义务、有责任将辩证看待化学物质和

化学事件的正确观点潜移默化地传输给学生，帮

助学生理解化学是一门真实、有用的科学，是人类

进步的关键。而要做好这些，则需要化学教师从

课堂上的点滴做起，合理地选用教学情境就是一

种重要的教学策略。

重庆市教育评估研究会 2015 年度教育评估

研究立项课题( PJY2015 － 25) 的研究成果之一。
( 收稿日期: 2018 － 02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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