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合化工生产 注重实验探究 提高课堂效率

———“铁、铜及其化合物的应用”的教学实践与思考

江苏省吴江中学 215200 施 强

新课程背景下，化学教学更应注重实验探究，

也更得联系实际生产生活，现以苏教版《铁、铜

及其化合物的应用》的课堂教学为例，与大家交

流。
一、教材分析与设计过程

1． 教材分析

本节教材在知识体系上打破了以往的“结构

－ 性质 － 制备 － 用途”的传统模式，而是从这些

元素及其化合物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着手，引发

学生了解化学资源的利用、保护的兴趣，培养学生

运用化学知识解释或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正确

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
通过对 Fe2 +、Fe3 + 之间的相互转化规律以及

检验的探究，不仅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 Fe2 + 和

Fe3 + 之间的转化规律、检验方法，还能帮助学生提

高提出假说、设计探究方案、获得探究结论等科学

探究能力。
2． 教学预设

新课程的实施过程要坚持以学生的发展为

本。在研读教材及课标并结合学生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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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课堂教学的质量，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

效性。
2． 微视频演示实验，突破学习重难点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学科。
教材中描述了许多的化学实验，对绝大部分的化

学实验的安排，教材编写时考虑到了操作简单、现
象明显和结论可靠的三大宗旨。但有少部分的实

验可能由于装置的复杂性、实验过程中的安全性

都存在着未知因素，因而并不都适合于在教室进

行实验演示。同样为了重、难点的突破，也会设计

一些实验进行演示，让学生能在体验和感受的过

程中突破重、难点。但这些实验同样可能因为安

全性的不确定，不宜在教学过程中演示。将这些

实验拍成微视频，让学生观看，从而突破这些重、
难点知识。比如，在学习氯气的制备时，实验室制

备氯气，同时验证氯气的性质，而氯气是有毒气

体，还需要加一个尾气吸收的装置，这样的一套实

验装置的搭建就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虽然加了

尾气吸收装置，也不可能所有气体都被吸收，在最

终拆卸装置时会有少量氯气泄漏，在相对封闭的

教室中，氯气较难排出教室，从而影响师生的健

康。将该实验在实验室中完成，拍成微视频，在教

室播放，既可以让学生观察到实验全过程，从而理

解和掌握氯气的实验室制备和氯气性质的检验，

同时又照顾到师生的健康不受影响。再如，浓硫

酸在水中稀释的过程中应当将浓硫酸加入到水

中，并不断搅拌，如果操作过程相反可能会引发实

验事故，但这些对于学生来说没有体验，不能完全

信服，在头脑中也不能形成较深的印象。笔者在

实验室采取了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将水滴入到浓

硫酸中，观察出现的现象并拍成微视频，学生观看

后对这样错误操作的后果有了感性的认识，也就

在头脑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微课起源于美国，引入到我国中小学教学也

仅两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微课现在不仅受到了教

育部的重视，同样各学校也在慢慢地重视起来。
从化学学科的角度来看，高中化学的特点是知识

点比较多，而对知识的应用要求也比较高。我们

可以通过微课来解决知识点多特别是难点多的问

题，它不仅可以有效地通过激发兴趣、提高效率、
加深记忆的方式来帮助学生提高成绩，还可以在

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思维

能力以及知识的应用能力。在教育改革步伐不断

加快的教学背景下，微课在未来的教学事业中必

定将发挥更大的价值。
( 收稿日期: 2015 － 1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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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授课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会有问题:

首先，新课程对于化学课时的设置很紧凑，一

些实验只能通过观看录像完成，学生的实验素养、
习惯、技巧几乎是纸上谈兵，所以学生易出现理论

与实验脱节。在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在作业中能

明确分辩出某些物质的性质，而在实验室里面对

试剂时，他们的思维会出现空白。如果此时教师

仍一味追求实验数量时，希冀在课堂内让学生完

成操作、描述现象、归纳总结、书写方程式，甚至提

升到总结 Fe2 +、Fe3 + 的性质、检验及应用，这无疑

是脱离实际的美好愿望。其次，实验时，学生总会

乱哄哄地拿起试管各做各的实验，甚至将试剂瓶

上的胶头滴管张冠李戴，使药品受到污染，无法进

行后续实验。
3． 设计思路

( 1) 贯穿二条线索

明线为铁、铜的重要性质，Fe2 +、Fe3 + 的性质

及其相互转化，学会用化学方法进行鉴别。暗线

为通过 Fe2 +、Fe3 + 的相互转化规律，进一步认识

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整个课堂设计，应围绕着

这二条进行。
( 2) 结合化工生产

向学生介绍本区铜业装璜中的不锈钢铭牌、
铜牌制作工艺，让学生觉得化学就在身边，如此亲

历探究过程，自主设计实验方案，评价、实施实验

流程，他们会更有亲切感，更有成就感。
( 3) 明确上课形式

一是用学案教学法，辅以多媒体教学，进行对

比实验，更直观地分析实验结果，激发学生分析实

验现象差异的求知欲; 二是弃烦就简，选择有代表

性的试剂，摒弃繁琐的重复实验，留些问题空间在

以后解决，不在有限的时间内面面俱到。三是发

挥好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及教师的主导作用，提高

课堂效率。
二、教学实践

1． 设置化学道具，吸引注意力，激发兴趣

贴近学生生活的情景导入能提高学生兴趣，

准备好 4cm × 4cm 的不锈钢薄片，用透明胶带将

薄片包裹密封，再用电脑雕刻出不同图案( 维尼

小熊、QQ 图形等) ，撕去图案表面的胶带，放在讲

台上。待 学 生 进 入 教 室 后，选 择 其 喜 欢 的 图 形

( 不锈钢片) 放在 50mL 烧杯中，使图形向上，再倒

入 10mL 左右的 FeCl3 溶液，静置于实验桌一角，

待用。30min 后，在学习完 Fe2 +、Fe3 + 的转化后，

再将刚才的烧杯中的不锈钢薄片用镊子取出冲洗

后，学生抚摸图案表面，有凹凸手感，引导学生完

成方程式书写:

Fe + 2FeCl 3 3FeCl2
并提示学生课后将手中的小铭牌涂上自已喜

欢的颜色永久保存。
趁学生还沉浸在收获一枚纪念品的快乐时，

趁热打铁，拿出一块“文明校园”的金黄色铭牌，

提问学生此牌匾的材质，于是就势询问此铜标牌

工艺该如何处理?

涉及方程式又怎么写? 在一番讨论后，就可

得出结论:

Cu + 2FeCl 3 CuCl2 + 2FeCl2。
2． 围绕重点，层层深入展开教学

从整个科学知识体系和教学行为的视角去

看，对氧化还原反应的教学过程是有层次的。本

节教学则侧重于如何将氧化还原反应的原理得到

运用，引导学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背景下对

事物主要方面的关注。
首先，在学案中设计课前检测。
课前检测

下列物质中

①Fe;

②H2O2 ;

③H2S;

④KMnO4 ;

⑤Al;⑥FeCl3 ;

⑦Cl2 ;⑧FeCl2 ;

只能用作氧化剂的是 ; 只能用作还原

剂的是 ; 既能作氧化剂，又能作还原剂的是

。
这些选用的物质涉及到 Fe、Fe2 +、Fe3 + ，让学

生完成对氧化还原反应基本概念的巩固，也为新

课学习作好铺垫。
其次，设计铁与 Cl2、S 反应，用方程式展示产

物分别为 FeCl3、FeS，强调同一种还原剂铁与不同

氧化剂反应，说明造成产物中铁的化合价不同的

原因，从 而 得 出 Cl2 氧 化 性 比 S 强 的 结 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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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计提问 Cu 与 Cl2、S 反应产物，讨论后得到正

确 结 论，也 可 升 华 到 氧 化 性 还 原 性 强 弱 的 比

较。
第三，通过学习 Fe2 +、Fe3 + 的相互转化，利用

KSCN 检验 Fe2 +、Fe3 + 混合溶液中的目标离子，更

是将教学重点提高到运用层次。
通过一系列有序并有层次的学习过程，让学

生深刻体会到学习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字符号所表

达逻辑关系的认识，而是体现着人类对自然世界

的认知和创造。
3． 辅以多媒体手段，构建课堂“意外”，激发

学生求知欲

叶澜教授曾说: “课堂就是向未知方向挺进

的旅程，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意外的通道和美丽的

风景，而不是一切都必须遵循固定路线而没有激

情的行程。”教师要做到既备教材，又备学生，为

学生在认知新知识的道路上设置一点点的“意

外”，发挥教学机智，化“意外”为精彩。
例如: Fe2 + 的鉴别，其中方法之一是用 NaOH

溶液检验，由于该实验涉及信息量大，既要阐明

NaOH 对 Fe2 +、Fe3 + 二种离子检验现象区别，又要

突出 Fe( OH) 2 是白色沉淀，还要反映出该沉淀由

白色→灰绿色→红褐色的转变过程，可先播放该

实验的完整录像，接着由学生自已做实验，让学生

感到惊讶的是并没有看到预想中的白色沉淀，于

是就激发学生探寻“意外”的原因。
在学生经过充分讨论后，教师可不失时机地

引导学生从实验操作、试剂配制、药品保存等方面

分析，得出结论。
4． 以化工生产为载体，学以致用，引导学生认

识科学原理

学以致用，是教育工作者的最高梦想。如何

在化学课堂上构建桥梁，开拓学生视野，让化工生

产走进课堂，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生产原理、
推绎生产流程。注重学生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

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让学生在实践中去发现与

探究问题。
本课最后，可采用本区某厂提供的磁性胶贴，

并投影该胶贴的相关资料:

材料探究

现提供某企业材料，请学生确定方案以探究

该材料中铁可能存在的化合价形式。
材料名称: 胶贴

主要成份: 氯化聚乙烯、铁氧体

产品备注:

本品不可以灼烧，耐碱，其中铁氧体能与酸反

应:

FeO + 2H + Fe2 + + H2O
Fe2O3 + 6H + 2Fe3 + + 3H2O
Fe3O4 + 8H + Fe2 + + 2Fe3 + + 4H2O
提供 试 剂: 2mol /L H2SO4、KSCN 溶 液、酸 性

KMnO4 溶液

经过热烈讨论后，由学生口述，教师补充，确

定了实验方案:

第一步: 剪取少量磁性材料于小烧杯中，加入

稀硫酸，充分搅拌。
第二步: 取 少 量 上 层 清 液 于 试 管 中，滴 入

KSCN 溶液( 验证是否有 Fe3 + )

第三步: 另取少量上层清液于试管中，滴入酸

性 KMnO4 溶液……( 验证是否有 Fe2 + )

对于最后一步 Fe2 + 的检验，学生认识过程有

一定偏差，往往在考虑问题时忽略了已经确定存

在的 Fe3 + 对 Fe2 + 的干扰，许多学生认为应该直接

加入氯水后再加入 KSCN 溶液，经过提示后学生

立刻释然了，思维的碰撞发出了火花，激发了学生

的求知欲。
三、教学后记

以学定教的学生自主学习的实验探究模式

中，教师要协调好自已的角色。目前学生在课堂

上学习的化学知识与实际面临的问题关系不大，

甚至严重脱离。例如本节教材中说“在制作印刷

电路板 的 过 程 中 常 利 用 铜 与 氯 化 铁 溶 液 的 反

应”，但实际上此工艺已滞后，事实上这个反应速

度非常慢，工业上产业化非常困难，即使提高氯化

铁溶液浓度，想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生产也不理

想( 假如仍用氯化铁溶液，也须在其中大大提高

HCl 浓度，并适当添加 HF 酸) 。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我区大多企业已改进

工艺，采用硝酸浸润，后来因环保，政府引导采用

电解法。
( 收稿日期: 2015 － 11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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