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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驱动”教学法的提出背景

1． 建构主义理论支撑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

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他人

帮助，利用必要学习资料，通过主动建构意义的方

式得到的。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

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把学生的学习与

任务相结合，以解决任务的方式来实现教学目标，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完成任务为手段，引导

学生学会发现、分析问题。
2． 高考改革的现实背景

2014 年 9 月 19 日出台的浙江省高考改革方

案，无疑对传统的化学学科教学带来一定的冲击，

在不分文理的前提下，如何能够吸引学生眼球，让

学生能够从情感上接纳这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

然科学呢?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学方法及

学生学习方式的多元化亟需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

落实。而课程标准提到:“尊重和促进学生的个

性发展;帮助学生获得未来发展所必须的化学知

识、技能和方法，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基于此，为实现学生能力的最大化、最优化，

笔者决定采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方式来设计一

节在学生参加选考、学考前的复习课———高中化

学定量实验分析方法总结及探究。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具体实施

任务 1:根据资料卡 1 中有关信息，与小组成

员合作讨论，归纳出高中阶段化学实验定量分析

的方法，并把讨论结果写在任务卡 1 中。
资料卡 1

1． 为测定某盐酸溶液的准确浓度( 范围在 0． 05 mol /L
－ 0． 2 mol /L)，阿翔同学在实验室找来 0． 1 mol /L 的氢氧化

钠溶液、25． 00 mL 的滴定管、甲基橙溶液、锥形瓶等药品和

仪器来完成实验。
2． 实验室里小莉同学为了完成氯化钠样品溶液的物质

的量浓度测定，她决定采用硝酸银溶液做沉淀剂，同时配合

使用了漏斗、烧杯、玻璃棒、干燥器、天平等仪器。
3． 某固体纯碱样品中可能含有碳酸氢钠，为测定纯度，

冰冰同学打算用酒精灯、大试管、装有碱石灰干燥管、天平

来完成实验。
4． 某石膏样品，为测定结晶水含量，大卫同学决定加热

已称量的样品从而除去结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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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利用率高、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胶体防灭火技术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种良好

的新型防灭火技术。它是利用胶体制成防灭火材料，

它具有性能优良、灭火速度快、安全可靠、材料来源

广泛、灭火后不易复燃和灭火工艺方便快捷等优点。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思想，教学中，应引导

学生用“化学的眼睛”观察生活的世界，带着生活

的体验走进化学的世界，再用化学知识知道生产

生活实际，从而发挥学科功能，体验学科价值。
校本课程的建构更加符合育人目标的课程体

系，各校对课程内容进行重组和优化，构建了富有

本校特点的课程结构体系，开展课程整合研究，课

程实施更有效率。校本课程有利于学生实现专业

发展，是对课堂教学的提升、重组，“课程整合、自
主排课”项目，突破“怎么教”这个空间，进入“教

什么”的空间，教师更多地要研究“选材”，研究什

么是学生最需要的，研究什么东西最有价值、最有

意义。利用好校本时间，探索具有内在相关性的

课程资源整合、课程内容整合、课程实施方式整合

和信息技术与专题教育互为载体整合等方式。教

师以极高的热情自发地整合课程内容，开展跨学

科研究，主动建构课程，教师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得

到了极大的发挥。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究，勤于

思考，乐于表达，学习负担减轻了，学习效果增强

了。 (收稿日期:2016 － 10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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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卡 1

1． 阿翔同学采用了何种定量实验分析方法 。
2． 小莉同学采用了何种定量实验分析方法 。
3． 冰冰同学采用了何种定量实验分析方法 。
4． 大卫同学采用了何种定量实验分析方法 。

通过任务 1，学生可以讨论并巩固在高中阶

段常见的化学定量实验的分析方法，并得出滴定

法、沉淀法、测气体质量法、热重法等结果，有效巩

固已有知识和日后灵活应用，利于核心素养的发

展。
任务 2:在资料卡(2)中展示一种未曾学习过

的化合物———硫酸钠·过氧化氢·氯化钠加合物

(4Na2 SO4·2H2 O2·NaCl) 的样品，为确定其纯

度，通过讨论，确定实验方法。
资料卡 2

中性高档洗涤剂、高档烫发剂、医用消毒剂等是硫酸钠

·过氧化氢·氯化钠加合物 (4Na2 SO4·2H2O2·NaCl) 在

生活中的应用。它可以看做是三部分的综合，其性质也由

各部分来体现。

任务卡 2

为确定某 4Na2 SO4·2H2O2·NaCl 样品( 其中含有硝

酸盐杂质)中该加合物的纯度，每小组至少讨论出一种实

验方案，并将本小组的结果写在下框中:

在这个环节中，学生得出以下几种方案:

1． 沉淀法测定 Na2SO4

准确称取样品，配制成溶液，准确量取溶液，

加入盐酸酸化的 BaCl2 溶液至沉淀完全，过滤、洗
涤、干燥至恒重，得到白色固体 ，称量;

2． 氧化还原滴定法测定 H2O2

准确量取 V1 mL 待测溶液于锥形瓶中，加酸

酸化后，用 KMnO4 标准溶液滴定，至终点时消耗

高锰酸钾 V2mL，重复三次实验，取平均值;

3． 热重法测定 H2O2

准确称量 m1 g 样品，热解，冷却后称量残留固

体的质量至恒重，根据实 验 前 后 质 量 差 来 测 定

H2O2含量。
任务 2 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目的是为了

引出作为本节课的教学和实践重难点的任务 3，

即学生通过自主探究，来完成平时很少甚至从未

接触过的测量气体体积的方法来确定该新物质的

纯度。
任务 3:资料卡 3 中提供气体体积测量方法

的实验原理和装置图，让学生根据已有经验搭建

好装 置 进 行 实 验，并 完 成 任 务 卡 3 中 的 相 关

讨论。
资料卡 3

1． 上图装置主要用于测量气体体积，从左至右以此为

Y 型管，滴定管，干燥管。
2． 这套装置在实验前需要进行气密性检查:搭好装置

后，向水准管内加水，一段时间后，量气管和水准管内形成

液面差，则说明气密性良好。
3． 中间量气管部分读数时需注意:

(1)“冷”:整个装置冷却至室温;

(2)“平”:反应前、后调整水准管和量气管高度，确保

左右两边液面在同一水平;读数时，视线与液面最凹处相

切。

任务卡 3

根据资料卡中的信息，采用测量气体体积的方法来确

定一份含有杂质的 4Na2 SO4·2H2O2·NaCl 样品的纯度，

写出实验方案，完成装置搭建同时进行实验操作。

实验方案: 。

本节课的高潮部分就是任务 3 的实施和完

成，学生通过合作学习，交流讨论得出以下方案:

称取样品 m1 g，配成溶液 V mL，量取 V /10 体积于

Y 型管中，加入适量 MnO2，用量气管读取产生的

O2体积 V1mL，计算出氧气的质量从而算出 H2 O2

的含 量，根 据 过 氧 化 氢 的 物 质 的 量 计 算 出

4Na2SO4·2H2O2·NaCl的总物质的量。
三、教学反思

1． 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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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化学微实验提升学生的问题意识
*

河南省襄城县斌英初级中学 461700 王素芳

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少学生“问题意识缺乏

症”明显，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积极性更是越来越

低，而探究性学习提倡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创造能力。那么，如何充分利用化学学科实验的

特有功能，在实验探究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

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是摆在广大初中化学教师面

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留白式”微实验，提升学生问题意识

演示实验在教学中往往成为验证教师讲述内

容正确与否的一个“旁证”。有不少教师为达到

更好的教学效果，利用微实验对实验内容进行改

进。如果在实验改进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主动参

与，为学生“留白”，这样能开拓学生的思维，提升

学生的问题意识。例如在微实验“对蜡烛及其燃

烧的探究”的开发中，教材实验将干燥的烧杯罩

在火焰上方，由于火焰上方温度较高，玻璃壁很

薄，导热性好，所以形成的水雾立即又蒸发了，根

本看不到现象，而且烧杯罩在火焰上方后会很烫，

容易烫伤手。用一个沾有澄清石灰水的烧杯罩在

火焰上方，由于烧杯需要倒过来，所以烧杯内壁只

有极薄一层石灰水，且分布不均，浑浊现象不明

显。笔者在教学中，将烧杯换成长颈漏斗，长颈漏

斗上端开口，空气流动比较快，蜡烛燃烧充分，且

漏斗比较长，蜡烛燃烧后生成的水蒸气经过冷凝，

很容易看到水生成，生成水的现象比较明显，而且

有助于启发学生去寻找其它代替品。而将蜡烛放

在燃烧匙中(便于拿出)，点燃，放入集气瓶中，上

面盖上玻璃片。蜡烛熄灭后，迅速将燃烧匙拿出，

倒入澄清石灰水，石灰水变浑浊，验证有二氧化碳

生成，现象比较明显，但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在实

验中还产生较多黑烟。通过学生的多次尝试，最

终采取用小 U 形管代替长颈漏斗及集气瓶，实验

现象更为明显;实验操作更为简便;而且在实验中

产生的黑烟很少，减少污染物的产生。留白式微

实验既能让学生认识到化学实验的微型化、绿色

化、实验药品节约化以及实验步骤简单化，又给学

生留下思考的余地，容易使其发现问题，进而动脑

筋去解决问题。
二、“阶梯式”微实验，提升学生问题意识

教育家程鸿勋说，“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有

序的，我们的青少年的进步、成长、超越、创新、发
展也应该是有序的，应该是阶梯式的，也就是应该

既有渐进又有飞跃的阶梯式的”。在初中化学实

验教学中，也应该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通过“阶

梯式”微实验，交给学生攀登的阶梯，在攀登的过

程中不断发现并解决问题，提升问题意识。
在学习“燃烧的条件”实验时，由于演示实验

的实验条件要求高，学生理解有困难，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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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设计三个任务，通过完成任务的方式，来驱动

课堂教学;设计的重点则是任务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个任务是环环相扣的，第一个任务是为了让学

生建立定量实验的分析方法的总体框架;随后任

务 2 抛出了一种学生闻所未闻的陌生物质硫酸

钠·过氧化氢·氯化钠加合物，并试图对含有该

物质的样品进行纯度分析，让学生依据任务一中

总结的实验方法来设定实验方案;最后，引出本节

课的重难点———气体体积法，让学生切身感受化

学实验的魅力，对一些在中学阶段甚少经历抑或

是从未动手操作过的实验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感

受。
2． 存在不足

本节课重在引导学生通过任务“驱动”课堂

教学，但在实践过程中，学生的实验能力、分析能

力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当然这也需要教师群体

能有更高的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从而确保每一

节化学教学课能充实而有意义。
(收稿日期:2016 － 1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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