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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电池的原理》的教学课例

项满玉

(温州二十二中)

创新教育

摘要：该文主要从五方面来分析《原电池的原理》的教学案例：(1)教学重点：原电池的原理及构成条件。(2)教学难点：原电池原理的理拜应

用，电极反应式的书写。(3)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学生实验与演示实验相结合。(4)教学方法：实验撂究教学法，讨论法。(5)课前准备：金属兰、电

流表，H：so。溶液，NaCI溶液、酚酞溶液．水果，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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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设计
1．1教学目标

①知识目标：掌握原电池的构成条件，

理解原电池的工作原理，能正确判断原电池

的正负极，正确书写电极反应式、电池反应式，

能根据氧化还原原理设计简单的原电池。

②能力目标：通过实验探究学习，体验

科学探究的方法，学会分析和设计典型的原

电池，提高实验设计、搜索信息、分析现象、

发现本质和总结规律的能力。

③情感目标：在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中

感受学习快乐和成功喜悦，增强学习的反思

和自我评价能力，激发科学探索兴趣，培养

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

1．2教学流程

以学生为中心，以科学探究为主线，采

用“实验探索一分析归纳一巩固练习一深入

分析一继续探索一运用巩固一小结归纳一
综合运用一总结归纳”的教学方法，注重知

识的产生和发展过成，引导学生从身边走

进化学，从化学走向生活。

2教学实录
2．1创设氛围。引入新课

引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池的应用越

来越广泛，比如在这些电子产品中都离不开电池

的身影，然而在形形色色的电池中却有着一个共

同的最原始最基础的原理：原电池原理。这节课

我们就通过探究揭开其中的奥秘。

展示各种电池及电子产品的图片。

各种图片中间展示原电池最简单的原

理图。

2．2实验探究，分析原理

(1)探究①

讲：请同学ffl币1]用手中的仪器药品完成

实验，注意观察气泡在哪里产生?

学生认真完成分组实验①②③，讨论交

流回答实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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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探究逐步解密原电池的原理，

培养学生在自主探究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2)教师演示实验④：

问：为什么不活泼的铜片会产生氢气呢?

我们通过装置④来看看究竟有何秘密?

(3)教师提问：

①铜上的氢气是怎么来的?

②H+得的电子是从@IUL来的?这里什么

物质容易失电子。

(4)师生共同完成板书一：(如图1)

追问：在外电路通过电子的流动形成了

电流，那么在电解液内部，又是靠什么微粒来

导电呢?

(5)小结：原电池：象这种能将化学能转

化为电能的装置叫做原电池。

2．3练习反馈。巩固拔高

(1)及时巩固：

【想一想】判断下列有关正极说法的正

误：

①活泼的是正极。②电子从正极流出；③电

流从正极流出；④电解液中阳离子移向正极；⑤
在正极上发生氧化反应，6．正极得电子本身

做氧化剂

(2)逐步拔高：(如图2)

3教学反思

这节课的设计经历了好几个版本，最初

的几个版本枯燥、生硬、抽象，学生被动无

趣，无法在一节课中完成教学任务。这些让

我觉得这种概念原理类课程很难把握，但

经过几次摩课改进，发现这类抽象的理论

课依然可以上的生动精彩，兴致盎然。它的

奥秘值得我们去探索发现。

3．1巧妙设置。降低难度

因为理论课很抽象，所以要合理地，有梯

度地设置教学环节，层层递进，化难为易。这

不仅表现在一节课的整体设置上，也体现在

练⋯练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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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式：)若蒋H2S04港液殴为CuS04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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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个抽象问题的解决中。比如这堂课的练

习，有及时的巩固，有逐步拔高，有深入思考，
每一环节的设置都为下一环节做好铺垫，最

终将难点攻破。又如电解液中阳离子移动方

向的推出也是借助前面的铺垫水到渠成的。

3．2完善实验，提高效率

实验是打开化学之门的钥匙，但在教学

内容繁重的短短的一节课中，实验往往也是

很耗费时间的一个环节。所以应该完善实

验，使实验的主题更精练，可去除与本节课关

系不大的部分，保留有意义、有价值的环节，

为教学任务的完成赢取时间，提高效率。比

如：本节课中的探究实验1中省略了学生倒液

体于烧杯中的步骤，探究实验2中课前已将铁
块打磨过，学生只需稍作打磨即可。

3．3适度多媒体，重视板书

多媒体对教学的辅助作用是众所周知，

但有时这种一晃而过的幻灯片根本无法取

代板书的实沉和直观。比如，在前几次的摩课

中，我将原电池的原理(正负极，电子流动方向，

离子移动方向，电极方程式等)以FLASH的

形式在幻灯片中分析，学生掌握的情况明显

差于以板书分析的效果。所以对于某些概念

原理类的分析只能适度多媒体。

3．4因势利导。自然过渡

一堂课能不能让学生感觉顺畅、合乎逻

辑，自然的过渡很重要，教师应该选好恰当的

时机，恰当的方式托出下一个主题，使学生对

新知识新概念的需求自然而然，也使新知识

新概念的落实水到渠成。如本节课在分析完

外电路的电子移动形成电流后，因势利导的向

学生提问“那么电解液中电流的形成靠什么

呢?”自然而然地引发学生的思考。

3．5语言精练。贴切生动

精练生动的语言能增进课堂的效率与美

感。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要推敲用语，特别是

关键处的表达要熟练，贴切。比如，在分析构成

原电池能加快化学反应速率时，将其比作公交

车，两个门的上下车速度大于一个

门的上下车速度。既生动又形象的

解释了问题。

3．6深入分析。抓住本质

概念原理分析不能只停留于

表面，而应深入至lJlhl题的本质i婕学

生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比如本节在讲述完原电池的原理

后，又将构成原电池前后的各种异

同做了对比，使得学生对其工作原

理的理解更上了_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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