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胆“放手” 探索发现在课堂
———“铁盐与亚铁盐”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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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思想

铁盐和亚铁盐是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化学物

质，也是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学习的重要学科知识，

因此具有重要的学习价值。一方面，由于这部分

内容与生产和生活极为相关，有利于在教学中渗

透 STS 教育。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学生可以

认识其身边与铁盐、亚铁盐相关的物质，如酸辣汤

中的铁盐、医用补铁药物等，并解释相关的化学现

象、解决相关的化学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部分

内容涉及离子检验方法以及离子反应和氧化还原

反应理论，学生在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中可以认

识和学习化学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和化学思想。
通过实验探究铁及其化合物的重要性质和用

途，是课程标准对该内容的教学要求。本堂课从

“生活中的铁元素”引入，以一电影图片为切入

点，调动情绪，引入新课; 以四个真相揭秘为载体，

凸显化学源于生活，学以致用，分解知识点; 以学

生探究实验为主线，小组探究合作，提升探究能

力、突破重、难点。希望通过本堂课，让学生能够:

( 1) 了 解 铁 盐、亚 铁 盐 的 性 质; 知 道 Fe3+ 和

Fe2+的常用检验方法; 掌握 Fe3+和 Fe2+相互转化条

件; 熟练书写 Fe3+ 与 Fe、Fe2+ 与 Cl2 等反应的离子

方程式。
( 2) 在探究实验中提升科学分析能力; 在交

流探讨中强化合作意识。
( 3) 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增强“化学源

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的使命感; 能辩证看待与

分析事物间的转化与内在联系。
整个课堂教学以学生实验为主，教师演示实

验为辅，有改进的实验，也有新增的实验，让学生

充分体会到化学实验在化学学习中的作用，通过

实验学化学，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二、精彩课堂片段实录

片段一:

有关切开苹果放置一段时间后会发黄的原因

探讨，学生交流讨论后，能说出是被空气中的氧气

氧化了。这对于学生而言能用这么专业的化学用

语解释生活中的现象是很值得褒奖的，因此，立刻

表杨了学生:“大家的回答很好，很专业!”。在评

课专家看来，这么一句简单的语言透露出教师眼

中有学生，并且评价学生有具体的指向，而不是简

单的“很棒! 很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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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符合高一学生的认知水平，有利于培养学生

“宏观辨析与微观探析”、“证据推理与模型认识”
等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有助于学生体验科学探究

的过程，在活动中学习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加深

对有机化学学科本质的认识，增强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该教学法不失为是一种建构学习中心课

堂的有效方法。
3．借助学习任务开展的合作学习，能照顾到

不同能力层次学生的学习需要; 能为不同个性特

质的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 能让学生在互助

协作、和谐交互活动中融入集体，学会交流，学会

接纳，培养学生的社会性和团队合作精神; 能让学

生切身体会到合作学习的乐趣和与他人交流的重

要意义。
4．转变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通过分子模型

研究有机物结构与性质的关系，将更多的学习时

空留给学生，有利于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实现意义

建构和多元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认识的发展，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和创造性。学生在自主

建构、推测探究论证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生成性

问题，教师若能积极敏锐捕捉，可以使课堂教学更

加生动鲜活，贴近学生。
( 收稿日期: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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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二:

在 Fe2+转化为 Fe3+ 的学生探究实验中，和学

生一起找出实验药品组合，并没有限定实验步骤

及药品滴加顺序，留下发挥空间，捕捉学生的思维

方向。结果正如教学设计的，会有两种不同的滴

加顺序，带来不同的实验现象与实验结果。绝大

多数学生的实验步骤及现象如图 1 所示。

浅绿色

FeSO4 溶液
→

氯水 黄色

溶液

KSCN
→

溶液 红色

溶液

图 1

有一个小组的实验步骤与之相反如图 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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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绝大多数学生说出第一种实验方法时，并

没有立刻给出评价，而是接着问还有没有其他的

实验方法。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让学生敢于说出自

己的不同意见，倘若有了第一种答案的评价，学生

就不敢说出自己的方法了。如何点评学生的实验

方法? 应遵循鼓励与指导相结合的原则，肯定第

一种方法是常规的实验方法，能达到让 Fe2+ 转化

成 Fe3+的实验目的; 也肯定学生的第二种方法，这

是更优异的实验方法，引导学生分析第二种实验

方法还具有什么作用? 通过此环节的教学，深深

认识到教学中要给学生一片天空，让其尽情发挥

他们的才智，而不是束缚他们的思维，禁锢他们的

思想。
片段三:

当不同实验小组说出本组的不同实验现象

时，很多小组提出他们并没有得到理想的实验现

象。面对学生的困惑，组织学生一起讨论分析。
得出可能的原因: 氯水的量加得不够多、振荡不够

充分、试剂不够纯、反应时间不够等等。这些都属

于课堂上的生成性资源，是宝贵的教学素材，如何

挖掘与利用课堂中的生成性资源是教师的必修

课。
三、整体感知课堂教学

本节课采用“问题－实验探究”法进行教学，

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

主动参与发现问题、实验方案设计、实验探究、观
察实验现象、交流讨论、总结归纳等学习活动，在

活动中培养学生通过实验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本节课教学取得了如下效果:

1．学生兴趣浓厚。
以实验探究为主线的教学，学生亲身经历探

究 Fe2+与 Fe3+的相互转化过程，学生既掌握了相

关的化学知识，又能享受探究成功的喜悦，整节课

上学生一直精神饱满、热情高涨、兴趣浓厚。
2．知识掌握牢固。
在本节课堂教学中，学生通过观察实验现象、

听同学和教师交流讨论、动手做实验等“视、听、
动、想”融合的方法接受信息，通过对比、归纳、概
括、综合等思维方法形成科学结论，对 Fe、Fe2+ 转

化成 Fe3+的相互转化关系掌握比较扎实，能将所

学相关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3．学生对“化学来源于生活”的理念铭记于

心。
本课所选取的教学素材: 道具血的制作; 补铁

药; 茶水变黑又恢复原色的魔术; 切开的苹果泛

黄。这些素材来源于生活，又跟铁盐与亚铁盐的

知识有关。通过这堂课，很多学生都表示化学很

有趣，生活中处处是化学，如果化学课都能有实验

探究活动就更好。通过这堂课能让学生养成用化

学的眼光去认识生活的习惯。
总体说来，这堂课的设计具备了科学的理论

指导思想，遵循了化学实验教学的原则，教学环节

紧凑，活动设置合理，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教学效

果。但是也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比如教学语言

还不够精辟，对学生探究实验活动的进度掌控的

不够好，以至于没有把握好教学时间，导致学生自

我小结环节没有展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课后

让学生在作业本上写出《铁盐与亚铁盐》一课的

收获与疑惑，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反思。学生能够

很清晰地归纳自己在这堂课上的收获: 学到了如

何检验铁离子和亚铁离子; 学会了用实验的方法

来探究物质的性质; 体验到了化学实验的乐趣与

奇妙; 感受到了化学课的趣味。存在的疑惑: 苹果

发黄还会不会有其他原因? 生活中为了防止切好

的苹果发黄，有什么办法? ……
( 收稿日期: 201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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