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科学取向教学论的概念课型教学实践
———以人教版必修 2“原电池”( 第一课时)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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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取向教学论对教学实践的重要贡献，就是

它认识了不同类型的学习与教学策略、教学评价之

间的必然联系。根据该教学论可将现有中学化学课

堂教学分为如下几类课型: 元素化合物课、概念课、
原理课、基本技能课、高级技能课、复习课等。

其中，概念课的教学具有三个显性的教学任务:

1． 知道概念是什么( 名称、定义、属性和例证

分析) ;

2． 运用概念去办事( 分类、属性的运用) ;

3． 辨明新概念与有关概念的关系，形成概念

系统。
因此，根据概念课的显性教学任务，我们在设

计教学环节时一般按照以下的顺序。
1． 获得概念: 提供尽可能充足的实验事实或

数据或经验，加以归纳、概括形成概念。或通过复

习原有概念，并分析与新概念的关系，用演绎的方

法形成概念。
2． 明确概念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初步建立概念

后，通过解释、判断正或反例、主动举例等变式训练，

理解概念的本质属性，明确其适用范围和条件等。

3． 运用概念对外办事: 通过在新的情景中运

用概念进行分类或解释、比较新旧概念、运用概念

的属性作出推论等变式训练，巩固、内化新概念，

形成概念系统。
本文是基于科学取向教学论的理论指导，对

人教版必修 2《原电池》的教材内容与学生学习能

力起点、教学目标( 终点) 等进行分析，通过创设

情境，激发学生兴趣; 提供验证实验，习得原电池

概念，理解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通过科学探究，总

结构成原电池形成的条件，力图帮助学生在学习

原电池相关知识的过程中，培养运用原电池相关

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教学背景分析

1． 教材分析

原电池原理是中学化学重要基本理论之一，

从反应物之间电子转移的角度看，原电池概念的

形成是氧化还原反应本质的拓展和应用; 从思维

角度看，“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思想，是

对火力发电的原理“化学能→热能→机械能→电

能”思维方式的反思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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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比较学习是一个思维发散的过程，比较过细

又易使学生陷入思维混乱，所以最后一定要归类总

结，归纳出各类问题的分析要点( 如弱酸与金属或碱

反应量要用弱酸溶质的物质的量计算，速率则要分

析氢离子浓度大小等) ，使之形成整体的解答策略。
四、变就题论题为全面研究

学生在解题过程中只关心答案，单纯以完成

解答任务为目的，就会养成对问题不深究、对学习

任务敷衍、不深入的习惯，当然也不能达到举一反

三的目的，失去问题解决的意义。教师教学中就

题论题，则会使教学没有深度，出现抓不住本质，

讲解不到位的情况。所以教学中要引领学生对遇

到的每一个题目进行深入研究，由小见大，形成一

类题型的解答策略。如在平衡图像教学中，改变

以往只针对单一题目讲解的方法，而是把它看成

一个典例，逐一研究它的起点、拐点、趋势、斜率

等，使学生认识到这一类图像的含义，最终让学生

全面把握平衡图像的考查类型，形成各类图像题

解答的总体策略。如对特殊图像( 等体积、绝热

条件下的变化图) 可先分析标准原型图( 等温、等
体积条件下的变化图) ，然后再找到条件改变后

与原型的区别( 温度改变) ，在标准图上增加变化

因素( 平衡建立过程中改变温度) 得到变型图。
在具体每一类型图像教学中，变正向分析为逆向

作图，让学生在画图中体会分析的要点，抓住了图

像题的本质，提高了思考深度，锻炼了能力，为学

生正向顺利解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教学过程的优化是教师不懈的追求，教学中

要勇于变革、勤于实践，才能逐步改变课堂低效或

无效的局面。 ( 收稿日期: 2017 － 01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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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分析

经过一年半化学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了金

属的活动性顺序，氧化还原反应等相关知识，学生

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同时由于原电池学生第一次接触学习，学习

上力求激发兴趣，不宜马上拓展。
二、教学目标分析

课标要求:《化学课程标准》对于原电池的要

求描述是: 举例说明化学能与电能的转化关系及

其应用。
1． 写图示———明确“教什么”( 表 1)

表 1

原电池 以铜锌原电池( 稀 H2SO4作电解液) 为例

定义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装置

工作

原理

负极: 电子流出，较活泼，( 锌片)

Zn － 2e － Zn2 + ( 氧化反应)

正极: 电子流入，较不活泼，( 铜片)

2H + + 2e － H2↑( 还原反应)

总电极反应式: Zn + 2H + Zn2 + + H2↑

形成

条件

首先，有自发的氧化还原反应。其次满足下列条件:

( 1) 有两种活动性不同的金属( 或一种是非金属导

体) 作电极; ( 2) 电极材料均插入电解质溶液中; ( 3 )

两极相连形成闭合回路。

2． 定内容，析途径———确定教学方法和学习

途径

根据图式，本节课主要学习原电池定义( 命

题学习) 、原电池原理( 宏观 － 微观 － 符号三重表

征学习) 、原电池形成条件( 实验归纳途径学习) 。
3． 清序列———确定教学顺序

( 1) 写出主要结论和建立的逻辑过程( 见表 2)

表 2

1． 以“火力发电的弊端”初步习得化学能直接转变成电能

的装置: 原电池定义。
2． 提供“铜锌为电极，稀硫酸为电解质溶液”原电池实验，

理解原电池本质。

3． 实验探究，总结原电池形成的条件。

4． 运用原电池原理解决问题。

( 2) 获得结论的途径

学生学习经历遵循实验归纳途径: 提出问题、
假设猜测、规划研究方案、设计实验、执行实验、处
理数据、获得结论等环节。

4． 教学目标的设置

科学取向教学论强调目标的导学、导教和指

导测量和评价的作用。为此，教学目标设置要简

明、精要，可以观察和测量。教学目标应陈述预期

学生学习的结果，用学生 通 过 学 习 后 会 做 什 么

( 技能) 和会说什么( 知识) 来陈述目标。本节课

的教学目标设置如下:

( 1) 了解原电池的定义: 知道火力发电的原

理是将化石燃料燃烧放出的能量( 即化学能) 先

转变为机械能再转变为电能，知道原电池是化学

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 2) 理解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能以铜锌原电

池( 稀 H2 SO4 作 电 解 液) 为 例，从 宏 观 ( 实 验 现

象) ———微观( 线路中电子、溶液中离子流动的方

向分析) ———符号( 电极反应式) 三重表征，判断

正负极，正确规范书写电极反应方程式。
( 3) 通过探究实验，能说出原电池形成的条

件，会判断原电池装置图，了解对比实验在科学探

究中的运用，学会控制实验条件的研究方法。
5． 知识类型分析( 见表 3)

表 3

教学目标
加涅学习

结果的分类

布鲁姆

目标分类

( 1) 言语信息 事实性知识

( 2) 智慧技能 程序性知识

( 3)
言语信息

认知策略、态度

事实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

综上，本节课属于概念课的范畴。以下是教

学实践过程。
三、教学设计过程

1． 设计思路

情境引导: "西红柿"电

池，结合图 2 － 8 燃煤发

电过程中能量是如何转

化的? 讨论能量转化过

程中的弊端。

→

问题思考: 引出化学

能直接转化成电能的

要求: 氧化还原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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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实验: 实验 2 － 4 观察分析

现象回答问题，归纳形成" 原

电池"的概念和原理。
→

科学探究: 根据实

验 2 － 4 已有知识

自行设计实验并尝

试，记录实验现象。

→

根据科学探究总

结出原电池形成

的条件。
→

具体应用: 判断原电池装置图，

解决“格林太太的牙齿”的问

题; 解释“西红柿”电池; 相关

课后练习。

2． 教学流程

环节一: 获得概念

通过火力发电初步习得化学能可以转化为电

能。
【引入】展示“西红柿”电池( 激发兴趣和探究

欲望) ，没有电，为何灯泡会亮呢?

【讨论】物质中的化学能有无可能转化为电

能呢? 又是如何转化的?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原电

池。首先我们看课本第40页，通过图 2 －7，我们可以

了解到我国目前发电总量构成中，火电仍居榜首。
结合图 2 －8 燃煤发电过程中能量是如何转化的?

【学 生 回 答】化 学 能 →
燃烧

热 能 →
蒸气

机 械 能

→
发电机

电能

【提问】上述能量转化过程有何弊端?

【小结】环境污染，转化步骤多、损失大，有无

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师生小结】原电池的定义: 我们把化学能转

化为电能的装置叫做原电池

设计意图: 以一个水果电池进行课堂引入，马

上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的兴趣，唤起其

好奇心。后续提供了火力发电的弊端，引导学生

选择一种能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化学反

应，然后提出原电池概念，水到渠成。
环节二: 明确概念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提供实验事实，理解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宏

观 － 微观 － 符号三重表征学习)

【提问】要将化学能直接转化成电能，必须要选

择合适类型的化学反应。电流是电子的定向移动引

起的，在前面学过的哪种反应类型有电子的转移?

【学生回答】氧化还原反应。
【过渡】要想使氧化还原反应释放的能量不

通过热能直接转变为电能，就要设计一种装置，使

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区域进行，

并使其间的电子转移，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电流。
宏观:

【演示实验】实验 2 － 4: 将锌片和铜片用导线

连接( 导线中间接入一个电流表) ，平行插入盛有

稀硫酸的烧杯中，观察现象并准确记录。

现象

铜片

锌片

电流表

微观:

【提问】第41页《学与问》: 根据你所了解的电

学知识，你知道电子是怎样流动的吗? 你如何判

断装置的正、负极?

【学生回答】电子从负极流向正极，电流表指

针偏向的是正极。
【教师设疑】1． 铜不与稀硫酸反应，铜片上的

气体是哪里来的?

2． 氢离子转变为氢气所需的电子从何而来?

讨论结果预设: 锌失去的电子通过导线转移

到铜片上 ，氢离子在铜片上得电子转变为氢气;

电流计指针偏转说明导线中有电子流过，证

明氢离子得到的电子确实是锌片失去，通过导线

传递到铜片上的。
符号:

【小结】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负极: 电子流出，较活泼，( 锌片) :

Zn － 2e － Zn2 + ( 氧化反应)

正极: 电子流入，较不活泼，( 铜片)

2H + + 2e － H2↑( 还原反应)

总电极反应式: Zn + 2H + Zn2 + + H2↑
( 简要提电极反应式和电池总反应的写法，

下节课再作详细介绍。)
设计意图: 我们发现电流表的指针发生偏转，

说明产生了电流，通过实验，引导学生从三重表征

学习原电池的工作原理，过程中从实验现象中设

计疑问，让学生更深刻理解原电池工作原理。
环节三: 明确概念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通过实验探究，总结原电池形成的条件( 实

验归纳途径学习)

提出问题:

【过渡】原电池的发明实现了化学能和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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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转化，怎么判断一个类似的装置能否组成

原电池? ( 能否有电流产生)

猜想、设计方案并实验:

【学生活动】第41页“科学探究”，学生自行从

给定的实验用品中选择组成原电池，画出电池装

置示意图。根据小组画出的示意图进行实验，讨

论哪些装置可以形成原电池。( 使学生学会控制

实验条件的方法，探究原电池的组成条件)

实验用品: 锌片、铜片、铁片、石墨电极各两

套，导线、金属夹、灵敏电流表、稀硫酸、酒精溶液、
烧杯。
【讲解】根据学生可能的实验结果 Cu － Zn、

Cu － Fe、Cu － C、Cu － Cu、Zn － Fe、Zn － C、Zn － Zn、
Fe － C、Fe － Fe、C － C 等可能组合进行分析，得出

可形成原电池的装置。
思考讨论与处理数据:

【思考与交流】通过以上实验，原电池应由哪

几部分构成，各起什么作用? 构成一个原电池需

要哪些条件? ( 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提出的实际

情况进行更深的探讨，在探究中点燃学生思维的

火花。)
得出结论: 【小结】组成原电池的条件: 应由

有两种活动性不同的金属 ( 或一种是非金属导

体) 作电极; 电解质溶液提供离子移动; 导线，使两极

相连形成闭合电路。相对活泼的金属做负极。
【教师强调】构成原电池的条件: 两极一液成

回路。
设计意图: 这是课本的科学探究，按照实验归

纳学习的途径，通过让学生自主设计原电池装置，

分析归纳总结出原电池形成的条件，培养学生思

考和探究的思维能力。此环节可以按照学生的水

平层次，教师可进行改进。
环节四: 运用概念对外办事

运用原电池原理解决问题

1． 下列各装置中能组成原电池的是( )

2．“西红柿”电池中灯泡为何亮了?

3． 故事: 在伦敦的上流社会，有一位贵族夫人

格林太太，她有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但其中镶

有两颗假牙: 一颗是黄金的 － 这是格林太太富有

的象征; 另一颗是不锈钢的( 这是一次车祸留下

的痕迹) 。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 打从车祸以后，格林太太

经常头疼，夜间失眠，心情烦躁……尽管一些国际

上知名的专家教授绞尽脑汁但格林太太的病症未

能有丝毫的减轻，而且日趋严重……她的病真的

就没治了吗?

后来是一位化学家解除了她的痛苦。通过这

节课的学习，你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设计意图: 通过对原电池的学习，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学以致用，培养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体现化学学科的价值，生活处处是化

学。
【课堂小结】
四、教学实践反思

本教学实践研究，在科学取向教学论的指导

下，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以“原电池”的教学实

践为例，总结出中学化学概念课型的一般教学规

范。同时，课堂教学有差异性，科学取向教学论是

个“理念”，它必将要求教师在根据实际的学情和

教学内容上进行调整，吃透教材和课标，确定好教

学目标，进行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教学设计，实施

有效教学。
笔者向部分学生了解了上课后的感受与收

获，大部分学生都提到一点，就是这些原来感觉复

杂的概念，现在变得简单且易懂。科学取向教学

论指导下的概念课课型通过获得概念、明确概念

和运用概念这三步，帮助学生更好地去掌握概念。
在教学设计中，既要能够有效解决问题，也要能够

让学生容易掌握，关键在于如何去设计解决问题

的操作步骤。
( 收稿日期: 2017 － 01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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