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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利用化学实验唤醒学生的参与意识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电池》教学设计

江苏省江安高级中学 226534 陈建峰

一、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为人教版选修 4《化学反应原理》第

四章第 1 节原电池。首先回顾必修与本章前两节

相关知识，认识哪些反应可以设计成原电池，初步

理解原电池和电解池在结构上的区别，通过分析

具体的氧化还原反应，初步了解选择简单原电池

电极材料的依据。通过实验探究，使学生认识化

学能不仅可以转化为热能，而且通过原电池装置

可以把化学能转化为电能。通过这节课，学生可

以认识铜锌原电池的工作原理，会判断正负极和

阴阳离子移动方向，会书写简单的电极反应。本

节课把“深入认识铜锌原电池的工作原理”作为

基本点贯穿始终，初步构建原电池的思维模型，理

清学生的思路，解决学生的困惑，进而使学生学会

分析和解决简单原电池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充分利用微观模型和动画

课件帮助学生理解原电池的内部电路中微粒的运

动状态和反应情况;②利用好实验，使实验成为学

生解决问题的重要工具; ③原电池的工作原理的

教学要分层次、循序渐进，即通过化学电源和金属的

腐蚀的教学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二、教学目标

1． 了解原电池的工作原理，学会根据电流的

方向判断原电池的正极和负极的方法，能够正确

书写简单电极反应和电池反应。
2． 通过实验与分析，初步掌握形成原电池的

基本条件。
3． 学习实验研究的方法，能设计并完成一些

基本的化学实验。
三、教学策略

四、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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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与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引 入: 通 过
复习提问引
入新课
2 min

多媒体课件:
［复习提问］1． 氧化还原反应的特征是什么?
2． 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什么?

( 答) 元素 化 合 价 发 生 升
降
( 答) 电子的转移

复习旧知识，引入新知识，温故而知
新。为下一步强调氧化还原与原电
池的密切联系埋下伏笔。

指出存在的
问题和困惑
点
1 min

预习反馈: 1． 大部分同学对概念把握较好，知道
概念。
2． 对概念的形象化处理较差，在与原电池装置
建立联系时遇到困难。
展示学习目标

回顾自己的学习状态、分
析错题成因
了解学习目标

让学生学会自我反思，指明困惑点
明确学习目标

设 计 原 电
池:
1． 选择合适
的化学反应
3 min

下列反应能否设计出原电池

C( s) + CO2 ( g) 
高温

2CO( g) ，ΔH ＞ 0
HCl ( aq ) + NaOH ( aq ) NaCl ( aq ) +
H2O( l) ，ΔH ＜ 0
Zn( s) + CuSO4 ( aq ) ZnSO4 ( aq) + Cu ( s) ，
ΔH ＜ 0
引导学生分析

学生根据必修知识可以排
除第二个，选择第三个。

第一个在判断可能出
现分歧。

引导学生回顾必修相关内容和 ΔH
的含义。

阅读课本深
入 体 会
4 min

1． 电子转移方式?
2． 反应中的氧化剂和还原剂?
3． 溶液中存在哪些离子? 阴阳
离子是否发生定向移动?
4． 能量转换方式?

阅读课本
锌原子将电子直接转移给
Cu2 +

思考并回答: Zn 失电子;
Zn 为 还 原 剂; Cu2 + 得 电
子; CuSO4 为氧化剂

体会置换反应中电子转移的特征———
在锌片表面直接转移给 Cu2 +。

引导学生根据氧化还原反应分
析氧化剂和还原剂，为设计原电池
的电极材料打基础。

同时，巩固学生的离子观。

设 计 原 电
池:
2． 选择合适
的装置
1 min

下列装置能否把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学生根据已有知识，选择
合适的装置。
说出选择的理由

帮助学生感性认识电解池与原电池结
构，同时体会它们的根本区别———电
解池需要外加电源。

通过把概念转化 为 直 观 的 图
形，培养学生的信息转化能力。

探究铜锌原
电池:
实验探究
5 min

温馨提示: 1． 按照课前设计的装置安装仪器，注
意铜电极接电流表的正极;
2． 观察锌片、铜片、电流表的变化，并如实记录;
3． 注意分工合作，完成后整理仪器。

巡视指导

完成实验并记录

学生通过实验获得感性认识，进一
步理解原电池的工作原理，进而对
电极材料和电极上发生反应的反应
物之间的关系形成初步认识。

小组讨论与
展示
10 min

1． 实验现象:
2． 总结原电池的构成条件。
3． 如何根据电子的得失判断正负极?
4． 写出电极反应，判断阴阳离子的移动方向。
5． 写出电池反应，判断能量变化形式。

( 需画装置图)
思考并回答: 书写电极反
应
负极: Zn － 2e － Zn2 +

正极: Cu2 + + 2e － Cu
书写电池反应
总式: Zn + CuSO 4

Cu + ZnSO4

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独立学
习能力。
初步练习书写电极反应，体会书写
方法。

变式训练
5 min 巡回指导

完成课本第 P73 页
习题 1、2

巩固提高，使学生由对实验的感性
认识过渡到方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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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电池思维
模型的初步
构建
5 min

绘制铜锌原电池模型并标
出电子流向、正极、负极、
电解 质 ( CuSO4 ) 溶 液 中
阴、阳离子移动方向等。
同学间解说分析原电池的思
维模型，并相互检查评价。

能力提升，使学生初步形成分析原
电池的思维模型，并在相互检查评
价中得到被赞赏的快乐。
初步体会电极反应的特点———氧化
反应和还原反应分别在两个电极上
进行。

再次探究铜
锌 原 电 池
( 带盐桥 ) :
实验探究
5 min

1． 按照课本第 71 页图 4 － 1 的装置安装仪器，
注意铜电极接电流表的正极;
2． 观察并思考: ( 1) 在盐桥插入之前，电流表指
针是否发生偏转? 在盐桥插入之后，电流表指
针是否发生偏转? ( 2) 与第一个实验中的原电
池相比，该原电池具有什么特点? 你对原电池
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3． 注意分工合作，完成后整理仪器。
巡视指导

完成实验: 观察并记录实
验现象; 根据实验现象修
正对“原 电 池 的 构 成 条
件”这 一 问 题 的 认 识; 书
写电极反应、
负极: Zn －2e － Zn2 +

正极: Cu2 + +2e － Cu
书写电池反应
总式: Zn + CuSO 4

Cu + ZnSO4

培养学生通过实验获取 证 据 的 意
识;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阅读自学
3 min

布置阅读自学任务: 阅读课本第 72 页最后 4
段，深入体会铜锌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阅读课本第 72 页最后 4
段，对重点内容强化记忆，
加深理解，深入体会铜锌
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通过阅读自学，使学生认识双液铜
锌原电池，加深学生对原电池工作
原理、结构特征和反应特点的认识。

巩固练习
5 min

把纯净的镁条和铝片用导线连接，再分别插进
稀硫硫和稀氢氧化钠溶液中，画出装置图，并分
析两个装置能否构成原电池，若能，请标出电子
流向、正极、负极、电解质溶液中阴、阳离子移动
方向等，写出电极反应和电池反应。

画出装置图，标出电子流
向、正极、负极、电解质溶
液中阴、阳离子移动方向
等，写出电极反应和电池
反应。

如图所示，在铁圈和银圈的焊接处，用一根棉线
将其悬在盛水的烧杯中，使之平衡; 小心的向烧
杯中央滴入 CuSO4 溶液，片刻后可观察到的现
象是( ) 。

A． 铁圈和银圈左右摇摆不定
B． 保持平衡状态
C． 铁圈向下倾斜，银圈向上倾斜
D． 银圈向下倾斜，铁圈向上倾斜

结合装置图分析，尝试写
出电极反应

体会电解质溶液对电池反应和电极
反应的影响。

提升学生知识的迁移应用能力。

小结
2 min 组织学生对本节课内容小结

原电池的工作原理小结:
原电池是一种负极流出电
子，发生氧化反应，正极流
入电子，发生还原反应，从
而实现化学能转换为电能
的装置。

回馈学习目标。

课外任务
小组成员利用课余时间，设计一个简易原电池，
并制做成实用作品。回家后回收废旧电池。

搜集资料、整合信息、摸索
实验、操作、记录、思考和
讨论，最后组织成果展示、
发表演讲等提高学生的语
言组织

能力和独立学习能力。

六、教学反思

本节内容有学生熟悉的铜锌原电池，也有学

生没接触过的“盐桥”。学生在通过阅读自学、实
验探究铜锌原电池的工作原理时，摆脱原来记忆

理解概念、电极反应的方式，采用把概念形象化，

与装置图建立联系，进而形成铜锌原电池思维模

型的教学模式。学生大都能理解电极材料是如何

选择的，会判断正负极的方法，会书写简单的电极

反应。课堂反馈较好。
本节课内容较多，课堂设计以原电池的工作

原理为主线索，以学生活动来分析归纳铜锌原电

池的工作原理为引导逐步展开教学。学生完成设

计的环节用时较长，处理起来时间紧，所以学生的

课前预习非常重要，一些设计性的内容应该让学

生课前完成，上课时直接进行实验，这样才能顺利

完成教学进度。
这节课有实验，学生比较活跃，课堂气氛好，

从课上检查情况来看，学生敢于分享铜锌原电池

的思维模型，敢于自己动手书写简单的电极反应。
课后，学生还应该加大练习，进一步熟悉电极反应

的书写方法。通过课外活动的设置，可以增强学

生通过生活体验化学的乐趣，使学生在玩中学，学

中有所悟。通过了解为何回收废旧电池，小组宣

传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 收稿日期: 2016 － 02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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