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氧化还原反应”的探究式教学设计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272100 陈广伟

本节内容取材于高中化学人教版必修一第二

章第三节。氧化还原反应是化学基础概念和基本

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贯穿于整个高中

化学知识，是化学教学中的重难点之一，也是每年高

考的必考内容。“氧化还原反应”在教材中的安排有

承前启后的作用，所谓“承前”，归纳复习了初中的有

关氧化还原的简单知识; 所谓“启后”，在即将要学习

的典型元素及其它化合物的知识中，凡涉及有元素

价态变化都是氧化还原反应，另外在选修中还有原

电池、电解池及电化学腐蚀与防护等诸多方面知识，

也是氧化还原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只有让

学生真正掌握理解氧化还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

论，才能使他们充分理解相关知识的本质与联系。
基于《考试说明》的要求: 让学生了解科学探

究基本过程，学习运用以实验和推理为基础的科

学探究方法。笔者正是采用“启发探究式”的教

学模式来展开对本节氧化还原反应的有效尝试，

即“创设情景→引领探究( 提出问题) →合作探究

( 分析问题) →练习探究( 解决问题) →知识提升

( 提高素养) ，”并由表及里，由宏观到微观，由现

象到本质的展开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

形成概念
建构认知→

提出问题
引领探究→

分析问题
层层探究→

课堂练习
强化重点→

总结评价
提升素养

实施途径
创设情景
激发兴趣→

教师设疑
学生思考→

师生互动
揭示实质→

巩固知识
加深理解→

教师点拨
知识升华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 从化合价变化的角度，认识和了解氧化还

原反应，并加深对其概念的理解。
2． 通过实例思考，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

是电子的转移( 得失或偏移)

过程与方法:

1． 通过层层探究，逐步揭示氧化还原反应的特

征与实质，培养分析、联想、类比及概括能力。
2． 通过学习过程充分体会由表及里，由浅入

深，由现象到本质的学习历程，培养正确的学习方

法与学习态度。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 通过创设情景，既激发求知欲，又增强的爱

国主义情感。
2． 通过“氧化”，“还原”的探究学习，初步形

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3． 通过对氧化还原反应概念过程演变的学

习，体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
教学重点: 用化合价升降和电子转移的观点

来理解氧化还原反应。
教学难点: 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电子

的转移。
教学过程:

环节一: 创设情景，回顾旧知———激发学生对氧

化还原反应概念的兴趣，并为其进一步探究作铺垫。
教师( 微笑) :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焰火表演吗?

( 多媒体展示) 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焰火表演

图片，并伴有生情并茂的解说词: 在震撼的声响中

我们惊喜地看到，由焰火组成的巨大脚印正沿着

北京的中轴路，穿过天安门广场，直奔国家体育场

而来。二十九个焰火脚印，象征着二十九届奥运

会的历史足迹，也意味着中国追寻奥运之梦的百

年跋涉正在一步步走近梦想成真的时刻。
学生活动: 回忆观赏，被绚丽的焰火所吸引。
教师( 设问) : 同学们认为漂亮的礼花、焰火

在空中竞相绽放时，发生了哪些化学反应?

学生回答:

生 1: 发生了燃烧反应，同时伴有焰色反应;

生 2: 发生的燃烧就是氧化还原反应。
教师( 评价) : 同学们回答的很好。
教师( 活动) : 同学们继续观看以下几幅图片:

第一幅: 桥梁上绣迹斑斑的钢铁

第二幅: 海边生绣的轮船外壳

第三幅: 一件青铜器的展品

教师( 追问) : 以上说明了金属铁、铜在空气

中被腐蚀了，特别是单质铁易被腐蚀，那么同学们

·01· 中 学 化 学 2016 年 第 2 期



想一下，它们与空气中的什么物质发生了反应?

发生的是什么反应?

学生回答: 生 1: 与 O2 发生反应;

生 2: 发生的是氧化还原反应。
教师( 继续追问) : 结合以上实例，再根据初

中学习的氧化还原反应，大家回顾一下，什么是氧

化还原反应?

学生回答: 一种物质得到氧的反应叫氧化反

应，例如铁、铜的生锈; 一种物质失去氧的反应叫

还原反应，例如高炉炼铁中 Fe2O3 失去氧被还原

得到铁单质，并且氧化反应与还原反应两者同时

发生，没有先后之分。
教师( 评价) : 同学们回答非常准确。
教师板书: 氧化还原反应

一、初始概念: 氧化反应———得氧 还原反

应———失氧

环节二 : 合作交流，层层探究———由表及里，

由宏观到微观，透过现象看本质，逐步揭示氧化还

原反应特征与实质。
教师( 设疑) : 同学们知道下面这个化学方程

式: CuO + H 2 Cu + H2O
大家除了从得氧，失氧的角度认识了氧化还原

反应，是否还有其它角度来理想氧化还原反应?

提示: 同学们可以先标出该化学方程式中反

应前后变价元素的化合价。然后用双线桥法表示

出化合价变化与氧化还原反应之间的关系。
学生活动: 积极分组讨论，思考交流，动手标

注双线桥。
教师: 巡视、指导

学生代表: CuO 中的铜元素由 + 2 价降低到

单质铜的零价，H2 中的氢元素由零价升高到 H2O
中的 + 1 价，结合得氧失氧的角度分析，CuO 失去

氧生成 Cu，被还原，H2 得到氧生成 H2O，被氧化，

由此链接到化合价的变化，即 CuO 中的铜元素由

+ 2 价降低到单质铜的零价，被还原，H2 中的氢

元素由零价升高到 H2O 中的 + 1 价，被氧化。
教师( 追问) : 由以上分析，同学们能从化合

价升降的角度给氧化还原反应下一个定义吗?

学生( 回答) : 物质中所含元素化合价升高的反

应是氧化反应，例如 H2→H2O; 物质中所含元素的化

合价降低的反应是还原反应，例如 CuO→Cu。有元

素化合价升降的反应我们称为氧化还原反应。
教师( 评价) : 回答非常准确，这样对于没有

氧元素参加的氧化还原反应，我们同样也可以从

化合价变化的角度分析其特征，拓展与延伸了初

中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
教师( 板书) : 二、特征: 反应前后化合价发生

变化( 升降)

教师( 提问) : 同学们知道元素化合价发生变

化的原因? 请以钠在氯气中燃烧，氢气在氯气中

燃料分别为例分析。
学生活动: 思考交流、小组讨论

学生代表 1: 我先分析钠与氯气的反应。从

原子结构示意图上看，钠作为活泼金属元素，核外

有三个电子层，最外层有 1 个电子，要达到 8 电子

稳定结构，就容易失去这 1 个电子; 而氯，是活泼

非金属元素，最外层 7 个电子，要达到稳定结构，

容易得 1 个电子。这样，Na 原子失去 1 个电子变成

阳离子 Na + ，钠元素化合价从 0 价变成 +1 价; 而 Cl
原子得到这个电子变成阴离子 Cl － ; 氯元素化合价从

0 价变成 －1 价。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元素化

合价变化原因之一是由于电子得失产生的。
学生代表 2: 再分析氢气与氯气的反应。H

与 Cl 作为两种非金属元素，由于都难失去电子，

所以两者相遇时，原子为达到稳定结构，最外层电

子只有发生了偏移( 偏向或偏离) ，对于氢元素来

说，电子偏离了它，所以其化合价由 0 价变化到

+ 1 价; 而电子偏向氯元素，所以其化合价由 0 价

变化到 － 1 价。从以上来看，元素化合价变化之

一也是由于电子发生偏移的结果。
教师( 播放) : Flash 动画演示微观物质的反

应，展示:①钠原子与氯原子之间的电子得失; ②
氢原子与氯原子之间的电子偏移。

教师( 总结) : 同学们分析的非常好，可见氧化还

原反应的本质就是电子的转移( 得失或偏移)。
教师( 板书) : 三、实质: 电子的转移

环节三: 归纳概括，交流提升———系统地建构的

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拓展了知识的外延与内涵。
教师( 讲述) : 以上我们分别从得氧失氧的角

度，化合价升降的角度来理解了氧化还原反应的概

念，又探究了氧化还原反应的实质即是电子转移。
教师( 继续提问) : 同学们能根据以上三个角度

·11·中 学 化 学 2016 年 第 2 期



能深入系统地描述一下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吗?

学生活动: 讨论交流; 教师巡视指导。
学生( 代表发言) : 生 1: 氧化剂的化合价降低，

得到电子，被还原，发生还原反应，得到还原产物。
生 2: 还原剂的化合价升高，失去电子，被氧

化，发生氧化反应，得到氧化产物。
教师( 投影) : 氧化剂———化合价降低( 表观

特征) ———得( 或偏向) ———被还原———发生还原

反应———得到还原产物

还原剂—化合价升高—失( 或偏离) 电子—被

氧化—发生氧化反应—得到氧化产物。
环节四: 变式练习，巩固成果———强化概念，

学以致用，让学生加深对氧化还原概念的理解。
教师: 多媒体分别展示变式练习的题目。
变式练习 1: 由以下化学方程式，指出属于氧

化还原反应的是( 填序号) ; 不属于氧化原

反应的是 。
①Fe + CuSO 4 FeSO4 + Cu
② HCl + NaOH NaCl + H2O
③SO2 +H2 O H2SO3 ④2NO +O 2 2NO2

学生: 积极思考，竞相发言

教师: 激励表扬。
讲述: 氧化还原反应的特征就是元素化合价

发生变化。所以只要找出每个方程式中存在变价

元素即可。①式中变价元素为 Fe、Cu ，④式中变

价元素为 N、O ，②式、③式中无变价元素。
变式练习 2: 归纳氧化还原反应与四种基本

反应类型的关系

师生: 学生思考交流，教师指导，评价激励。
讲述: 总结出氧化还原反应与四种基本反应

类型的关系，置换反应一定是氧化还原反应; 复分

解反应一定不是氧化还原反应，化合反应和分解

反应不一定都是氧化还原反应，要根据反应前后

元素化合价是否有升降作具体分析。
环节五: 理论联系实际，自主应用概念———关

注与化学有关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

的有关问题，全面提高学生的化学科学素养。
教师: 同学们联系实际会发现，我们人类在工

农业生产，科技、环保等诸多方面有许多氧化还原

反应的事例。大家可以举出其它的例子吗? 可以

小组内讨论。

学生: 积极思考，相互讨论，举手发言。
学生 1: 我们通常用的干电池、蓄电池以及在

空间技术上应用的高能电池都发生着氧化还原反

应，否则就不可能把化学能转变成电能，或把电能

转变成化学能。
学生 2: 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是复杂的

氧化还原反应。
学生 3: 我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金属，都是

通过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得到的。例如，电解熔融

的氯化钠制取单质钠; 高炉炼铁等。
教师: 同学们讨论的非常好，回答的很精彩。
课下同学们可以通过查阅资料，网上搜索，尽

可能地收集资料，进一步认识氧化还原反应，并就

如何利用氧化还原反应为人类服务提供科学的指

导，建议同学们抽时间用 500 字左右的小论文阐

述自己的观点。
教学反思: 1． 探究式教学在概念教学中的有

效应用。对于学习者来说，氧化还原反应概念的

理解较抽象，其综合应用又有难度，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对本节的讲授方式大多是主动的讲，学生

被动地听。一节课下来，教师往往累得疲惫不堪，

而学生对其理解仍然是一知半解，模棱两可，更不

用提应用了。但笔者在本节知识的讲授过程中，

采用启发探究式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效尝试，在探

究过程中渗透了创设情景，激发兴趣引导，自主思

考，分组讨论，合作交流等有效教学方式。
2． 教学过程中，注重了对学生学习品质的培

养与唯物辩证法观点的教育。以提高学生科学素

养为目标，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注重了学习品质培

养，不仅教给学生学什么，还要教给学生“怎样

学”，也就是说不仅让学生掌握其基本概念与基

本理论，还要让他们学会正确、科学习习方法，并

体验知识获取的过程。
3． 教学过程中以得氧失氧，化合价升降，电子

转移的先后逻辑性为主线，使学生经历了由表及

里，由宏观到微观地揭示氧化还原本质的过程，让

学生感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辩证关系，明确了氧

化与还原这一矛盾。让学生从化学角度认清了事

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过程中“对立统一”的唯物

辩证观点，从而全面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辩证能力

和科学素养。 ( 收稿日期: 2015 － 12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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