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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中心课堂要义

学习中心课堂，是指以学生学习活动作为整

个课堂教学过程的中心或本体的课堂。陈佑清认

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应成为课堂的基本状态，教师

应将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教师的教

应围绕着促进学生能动学习展开，教什么和怎么

教取决于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
由此可见，学习中心课堂中，教师的作用是在

充分研究和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潜能，

促进学生乐学、会学、善学; 而学生的学习是在教

师指导下主动建构和自主发展。教导与学习之间

的功能关系是手段( 条件) 性活动与目的( 本体)

性活动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彼此不能

相互替代。
基于对学习中心课堂基本要义的理解，笔者

认为新型化学教学课堂中教师的作用不是被淡

化，而是要求教师要有更深厚的专业内涵、更敏锐

的洞察力和更积极的规划、组织、互动能力。教师

作用的表现见表 1。
表 1

作用性质
是学生学习的外因，是条件性活动，具有间接性、

适切性等特点。

作用内容

提出学习任务诱发学习，组织开展交流互动，协助

学生理解建构，创设应用情境促进学生多元能力

发展。

作用方式
学习动机激发、教学情境创设、互动交流指导、监
控评价反馈等。

二、学习中心的乙烯教学分析

要实施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依据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应当充分认识到学习者是学习的能动

的主体，教学及设计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展开，让每

一个学生带着自己的经验、困惑和思考，在教师精

心创设的学习环境中，相互交流启发，探究反思。
1．教学目标的设定

依据《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科 教 学 指 导 意 见

( 2014 版) 》和苏教版《化学 2》必修专题 3，基于

高一学生的有机学习经验、认知水平和认识发展

特点，教学目标的设定力求以任务驱动，为学生提

供问题解决脚手架，引导学生利用共价键理论创造

性搭建有机分子模型，合作探究解惑，建构学习。
通过探索搭建含两个碳原子的碳氢化合物的

可能分子结构模型，认识乙烯的分子组成、结构。
在价键理论指导下，以乙烷结构与化学性质关系

为认识起点，推理预测乙烯化学性质，并在实验探

究中论证假设，初步建立从微观结构角度认识乙

烯的化学性质。
通过对乙炔分子结构的分析，类比联想乙烯

结构与性质的关系，尝试迁移解决乙炔化学性质，

在交流分享中，反思完善自己的认识，体验成功。
培养学生“宏观辨析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与

守恒思想”、“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等化学学科

核心素养，初步形成研究有机化学问题的一般方

法和策略。
通过图片、实物、实验现象等，让学生感受有

机化学学科魅力，感知乙烯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

角色，增进学生体会化学学习价值。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内驱力，推动学生用科学的

眼光看问题，促进学生养成科学积极的生活态度。
2．教学起点的确立

通过初中《科学》的学习，学生对一些简单的

有机物，如甲烷、乙炔、糖类、蛋白质、脂肪等有了

初步的认识，而通过前一节课《甲烷》的学习，基

本了解了碳的成键方式。作为高一学生也已具备

了一定的理解、推理能力和合作探究能力。但影

响学生积极参与和有效学习的问题仍然存在。
( 1) 动力性学习困难。学生刚进入有机化学

的系统学习，陌生度较高，许多学生会产生紧张、
忧虑、畏难交织的情绪，导致学习兴趣不浓，知觉

范围变窄，缺乏学习信心，坚持力不够等情况。
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课的起

点设计，须重视调动学生学习的内驱力。营造民

主和谐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欲望，发掘学生

的内在潜能，调动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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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能力性学习困难。学生尚未掌握有机化

学学习的认识角度和一般方法。缺乏将新旧知识

进行联系对比、归纳概括、迁移应用的能力。不善

于将有机物的宏观物质性质与其微观结构之间建

立联系，从微观结构角度理解、掌握和解决宏观性

质问题，即宏观辨析与微观探析能力较弱。
为此，要帮助学生解决能力性学习困难，将微

观有机分子模型化、可视化，显得尤为重要。建立

互助合作学习小组，有利于学生间的交流探讨，建

构发展，互助提高。
三、学习为中心的乙烯教学案例

1．学习任务引导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促进学生以

合作探究的形式互助学习建构，笔者围绕教学目

标，基于学生的认知基础，设计了表 2 所示的学习

活动。
表 2 学习活动设计及意图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情景导入】

以图片资料形式展示以乙烯为原料的化工产品在

生活、工农业生产、航空航天等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引

入课题: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有机化学，今天让我们一起

进一步探秘神奇的有机世界。

观看联想，感受有机化学学科

魅力。
激发学习兴趣。

【活动 1】
1． 请各学习小组用不同颜色的小球代表碳、氢原

子，用塑料棒代表原子间形成的共价键，尝试组合成尽

可能多的含两个碳的碳氢化合物。
2． 归纳点评。

1．小组合作，利用模型零件进

行创造性组合。
2．汇报组合成果。
3． 小组间评判交流。

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能力。引导

学生从化学键的角度认识有机

分子结构，为新知识的学习做

好铺垫。

【活动 2】
1． 展示学生搭建的乙烷球棍模型，请学生分析判

断该物质的名称，书写它的分子式、结构式、结构简式，

从结构分析它可能的化学性质。
2． 练习乙烷一氯取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3．纠错、归纳、点评。

判断物质名称，填写学案中乙

烷的分子式、结构式、结构简式

和化学性质; 分析认识乙烷分

子化学性质与结构的关系。

书写乙烷一氯取代反应的

化学方程式。

唤醒和回顾已学知识，为新知

识学习做好迁移铺垫。

【活动 3】
1． 展示乙烯球棍模型，与乙烷球棍模型进行比

较，介绍该物质的名称，请学生结合模型，书写乙烯的

分子式、结构式、结构简式。
2． 展示碳碳单键和碳碳双键相关资料，请学生小

组讨论，猜测乙烯可能的化学性质，并书写相应的化学

方程式。

1．观察结构，书写化学式，形成

对乙烯结构的初步认识。
2． 小组讨论，推论预测乙烯可

能的化学性质。尝试书写可能

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让学生尝试分析结构，类比迁

移。培养学生推论预测能力。

初步建立有机认识模型。

【活动 4】

实验论证: 探究乙烯与酸性高锰酸钾溶液、溴水反

应本质。

1．学生实验、观察、分析现象。

小组汇报交流。
2． 理解加成反应的特点。

培养学生实验简单设计能力、

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

力。感悟有机化学学习的一般

认识路经。

【迁移拓展活动】
1． 乙炔可能的化学性质?

2． 分析乙烷、乙烯、乙炔燃烧产生不同现象的原

因。

1．结 合 乙 炔 分 子 模 型 分 析 推

测;

2．观察现象，尝试从微观分子

组成和结构特点 角 度 探 究 推

理，交流观点。

在应用中加深对结构与性质关

系的认识。培养学生“宏观辨

析与微观探析”、“证据推理与

模型认识”等化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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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过程的展开

【情景再现】在活动 1 中，学生利用球棍模

型，展开丰富的想象，结合碳原子成键特点，通过

小组合作，组合出乙烷、乙烯、乙炔等分子。
在交流分享环节，学生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

非常自然地评判、吸纳别人的观点，反思自己的不

足，深化了对有机物成键本质的认识。
点评: 结构模型使微观分子可视化、直观化，

利用球棍模型零件创造性搭建分子，让学生似乎

找到了童年小伙伴们一起搭积木的感觉，在愉悦

美好的气氛中，兴趣盎然，创造力爆发。学习的兴

趣和积极性也被自然的调动起来。
【学习 推 进 1】教 师 把 握 契 机，展 示 学 生 作

品———乙烷球棍模型，请同学们思考:①判断该物

质的名称，完成该物质的分子式、电子式、结构式、
结构简式的书写，判断该物质可能的化学性质。
②利用该物质的球棍模型和氯气的球棍模型，分

析两者一对一反应时的断键位置，搭建产物的球

棍模型，并写出对应的化学方程式。
点评: 教师创设的问题梯度不大，又有小组协

作，消除了学生对有机学习的畏惧心理，有利于不

同层次学生的整体跟进。学生饶有兴趣地进入了

该学习环节，尝试类比分析，利用模型辅助学习。
为乙烯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认知基础。
【学习推进 2】①教师展示学生作品———乙烯

球棍模型，请学生将其与乙烷球棍模型进行结构

上的比较后，介绍该物质的名称。请学生结合乙

烯球棍模型，书写乙烯的分子式、电子式、结构式、
结构简式。

②教师展示碳碳单键和碳碳双键相关资料，请

学生结合模型和提供的资料展开小组讨论，猜测乙

烯可能有的化学性质，并书写相应的化学方程式。
③ 实验探究: 乙烯与酸性高锰酸钾溶液、溴

水反应的本质。
点评: 程序化的教学节奏和结合学生作品的

展示，使学生感觉轻松亲切，感受到有机化学学习

有规律可循，更敢于发挥想象力，大胆尝试。在实

验探究环节，当假设得以证实时，学生的学习热情

进一步高涨，迅速地将所学知识内化，初步形成有

机化学学习的方法和视角。此刻，将乙炔作为新

知识的应用巩固学习资源呈现，水到渠成。

3．生成性资源的处理

化学键的视角入手，依托分子模型演推认知，

将微观问题可视化、直观化，巧妙化解了乙烯结构

与性质学习这一难点，有效激发了学生学习热情

和潜能，有利于培养学生模型认知能力、三维空间

想象能力、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创造性解

决问题能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可贵的

生成性资源，使课堂教学变得更鲜活，具体见表 3。
表 3 生成性资源及处理

生成性资源 教学处理

学生在 搭 建 乙 烷 分 子 模 型

时，搭建出了丁烷等烷烃模

型。

教师在课堂展示，赢得善意

的笑 声。追 问 结 构 是 否 合

理? 属于哪一类物质? 可能

具有什么样的化学性质?

学生在借助乙烯分子模型探

究其化学性质时写出了:

CH2 =CH2+Cl 2 CH2

=CHCl+HCl

肯定学生善于类比联想，鼓

励学生大胆猜测，建议学生

课后查找资料，分析判断后

分享。

学生在借助乙烯分子模型探

究其化学性质时猜想乙烯分

子断开双键后，是否可以自

己“手拉手”构成新分子?

赞赏肯定学生，借机介绍乙

烯的加聚反应，以及聚乙烯、

聚氯乙 烯 塑 料 的 鉴 别 和 应

用。链接生活，拓展学生的

学习视野。

学生看 到 乙 炔 分 子 结 构 模

型，立刻猜测它的化学性质

应和乙烯相近。

赞赏肯定学生，将乙炔作为

新知识的应用巩固学习资源

呈现。

四、教学反思

分子结构模型是帮助学生理解物质结构和性

质关系的脚手架。在“乙烯”新授课中，借助分子

结构模型，宏微结合，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自

主合作探究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潜能，

促进了学生主动建构学习，使以“以学为本、以学

定教、少教多学”为特征的“学习中心课堂”真正

成为现实。
1．利用有机分子模型的自主搭建任务，为学

生创建了一个和谐的、宽松的、富有趣味的学习环

境，激发了学生学习化学的内驱力，使学生全身心

地投入课堂学习活动中，有利于促进学生对新知

识的意义建构和内化，提高学习效率，更好地实现

知识、情感、态度、价值观相融合的教学目标。
2．采用“类比→推测→探究→论证→应用”展

开教学，为学生搭建了一个自主探究学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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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放手” 探索发现在课堂
———“铁盐与亚铁盐”教学反思

湖南省常德市第二中学 415000 黄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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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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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