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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设计思路

人教版九年级《化学》上册第七单元课题 1
《燃烧与灭火》，隶属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中

“化学与社会发展”主题的“化学与能源和资源的

利用”内容 标 准。课 程 标 准 指 出 化 学 科 学 的 发

展，增进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促进了社会的进

步。但某些化学现象可能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化学与社

会发展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教学中，要

注意用大量具体的真实事件引导学生体会化学与

社会发展的关系，认识学习化学的重要性。
本节教材包含三项内容: 燃烧的条件、灭火的

原理和方法以及易燃物和易爆物的安全知识简

介。本课题共需两课时，此设计为第一课时。本

节课主要通过抛锚式教学，引导学生基于真实事

件，探究得出燃烧的条件和灭火的原理。
经过几个月化学学习，在知识上，学生已经了

解到碳、硫、磷、铁、蜡烛等在空气或氧气中能够燃

烧，但是对燃烧的实质及灭火的原理却是一知半

解。在方法上，学生已经初步了解了实验探究的

基本过程及简单的实验操作，在教师的引导下可

以自行设计实验开展探究活动。在情感上，燃烧

和灭火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事件，通过化学知识

学习深入认识它们，参与与它们相关的实际问题

的讨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能够极大地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欣赏化学的魅力。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不是学生

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而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知识

的过程。抛锚式教学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基于有感

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创设学习情境，引导

学生运用原有知识尝试理解情境中的现象或活

动，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通过合作与讨论形成概念

和理解，并体验和思考问题。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

被形象地比喻为“抛锚”，决定整个教学的内容和进

程。本节课通过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烈火毒车》，
向同学们抛出两个“锚”。新闻视频是关于高速公路

上一车黄磷自燃的火灾事故，在开场熊熊烈火中抛

出第一个“锚”———黄磷为什么会燃烧，激发学生探

究的欲望，引导学生通过互动交流、实验探究得出燃

烧的条件。继续播放视频，抛出第二个“锚”———怎

样扑灭大火，面对火灾，学生通过实验探究得出灭火

的原理。通过抛锚式教学，使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经

历探究过程，感受化学的魅力，提高科学素养。
二、教学设计方案

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认识燃烧的条件和灭火的原理。
了解燃烧与灭火的联系以及灭火方法。能运用燃烧

的知识和灭火的原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相关问题。
过程与方法: 设计实验，探究得出燃烧所需要

的条件，体验探究过程，学习探究方法。进一步提

高归纳总结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 感受化学与人类生活的密切

关系，体验探究的乐趣，培养合作与交流的意识。
2． 教学过程

教学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播放 CCTV － 10《烈火毒车》的录像片段，
引导学生观看并思考:
如果你是消防战士，你会怎么办? 引导学生
从化学的角度分析这次事故原因。

观看录像，认真思考，小组讨论得出: 要想扑
灭大火就必须首先了解大火产生的原因，并
找到大火产生的源头。

抛出本节课的第一个锚，通过真实新
闻事件，使学生置身其中，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与分析解决问题欲望。

展示存放在水中的黄磷，引导同学观察，并
给学生提供一则关于黄磷性质的资料卡
片。

学生讨论提出疑问: 什么是黄磷? 黄磷有什
么性质? 铁桶中用水密封起来的黄磷怎么
就着了呢?

学生之前并不了解黄磷，此处给学生
提供思考与探究的背景材料。同时
引起学生认知上的冲突，都知道水能
灭火，在水中存放的黄磷怎么能燃
烧?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究欲。

教师引导学生举出生活中燃烧的实例，并
根据生活中常见燃烧现象，推测燃烧发生
所需要的条件。

学生举例: 煤球燃烧，火柴燃烧等。
通过讨论推测燃烧所需要的条件: 一是可燃
物，二是需要加热。

围绕前面所抛出的“锚”，由真实生
活进入化学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化
学与生活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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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推断，结合新闻
事件设计实验，验证自己的推测。 ( 教师
在此时要给学生提供一些建议)

学生根据老师的提示可以设计如下实验: 在
100mL 烧杯中盛满水，在烧杯口放上一个宽
约 3cm 的金属片，取两块质量均为 2g 的黄
磷，一块放在金属片上，一块放进热水里，观
察实验现象并进行小组讨论，得出结论: 燃
烧需要三个条件: 可燃物，加热，与空气( 氧
气) 接触。

围绕上述“锚”，小组讨论，设计方案，
通过实验现象学生不难发现，置于金
属片上的黄磷燃烧了，而置于水里的
没燃烧，通过对比实验会发现前面推
测的燃烧的两个条件不完整，从而得
出新的结论。从实验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增进对燃烧的认识。

教师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满足上述三个条
件，可燃物就一定会燃烧吗? 不同物质燃
烧所需温度是否一样?

教师向学生介绍红磷知识，并建议学生根据
上述实验再做一组对比实验。继续实验探
究: 在 100mL 烧杯中盛满热水，在烧杯口放
上一个金属片，在金属片上左边放 2g 红磷，
右边放 2g 黄磷，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并进
行小组讨论。通过这次对比实验，学生会发现，
红磷燃烧所需温度和黄磷燃烧所需温度不一
样，在老师指导下理解着火点这个概念。

在此时，学生会发现相同条件下，
黄磷燃烧，红磷却不燃烧。通过对
比红磷黄磷的性质，把燃烧条件中
“加热”这一操作上升为更为精确
的“着火点”这一概念，使学生建立
起严谨的科学态度，提高学生的科
学素养。

教师引导学生根据这两个对比实验总结得
出燃烧的条件。
引导学生举出生活中燃烧的例子，加深对
燃烧的理解，并能给燃烧下一个科学的定
义。

小组讨论总结燃烧的定义及燃烧条件:
1． 可燃物
2． 与空气( 氧气) 接触
3． 温度达到着火点

从最初对燃烧条件认识的不完善，
到此处的相对完善，通过动态的探
究过程，促进学生自主建构知识。

引导学生回到开头的那起事故中，根据所
探究得到的知识分析事故原因。
教师最后评价并总结: 装载黄磷的铁桶由
于腐蚀使水泄露，随水流出的黄磷便暴露
在空气中，由于室外温度较高，达到了黄磷
的着火点，满足了黄磷燃烧的三个条件，从
而发生自燃。

小组进行讨论，学生代表发言，其他同学补
充，同学之间互相评价。

面对真实的情境，用所探究到的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学生理解能
力，推理能力。决策能力。

继续播放新闻并介绍情况: 大火仍在继续，一
分钟不被扑灭，就会有更多的黄磷与空气接
触，引发更大的火情，更大的灾难。那么，该
怎么灭火呢?
以熄灭蜡烛为例，让学生自己探究得出灭火的
方法，引导学生归纳出灭火的原理。

小组实验: 探究熄灭蜡烛火焰的方法。
思考讨论: 为什么该方法有效?
根据教师提示，结合燃烧的条件总结灭火的原
理:
燃烧的条件 灭火的原理 可燃物
撤走可燃物 与空气接触 隔绝空气
达到着火点 降低温度

此处学生会沉浸在新闻中为火灾
着急，教师抛出本节课的第二 个
“锚”，引导学生对本节课的第二个
知识点进行探究。有了前面知识
的铺垫，学生很容易探究出灭火的原
理，并进一步提高归纳总结的能力。

引导学生举出生活中灭火的实例，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讨论总结，并向同学们汇报。

讨论得出常用灭火方法，如: 搬走可燃物，用
水浇，用灭火器，用沙或者湿的被子盖上着
火部分等

为了解决“锚”中所提出的问题，先
从生活中常用的方法入手，逐步找
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继续播放录像，引导学生注意观察 ( 熊熊
大火，情况危急) 。
引导学生思考，在这场火灾中用什么灭火
方法能解决问题。

学生提出:
方法一: 用水灭火。
方法二: 灭火器。
方法三: 搬走黄磷。
方法四: 用沙土掩埋。
……

将生活中常用方法用以解决此处
的灾难，引发思考灭火的原理。老
师设疑: 黄磷一般就保存在水中，
水既可以降低可燃物的温度，大量
的水还可以使黄磷与空气隔绝，这
次事故可不可以用水火灾呢?

引导学生根据事故现场情景，改进第一个
探究实验，将存有黄磷的热水倒掉一部分，
引导学生观察与分析。在实验探究与讨论
后继续播放视频引导学生思考此次事故中
能否用水灭火。

学生实验后发现: 当倒掉部分热水，黄磷暴
露在空气中的部分，接触空气后依然会燃
烧，从而得出在这次事故中不能用水灭火。
结合现场情况，学生分析得出: 现场正是这样，
盛夏室外温度高达40℃，一旦水流走或被蒸发
不能浸没黄磷，黄磷磷就会重新暴露在空气中，
满足了燃烧的条件，成为新的火源。

真实的问题情境使学生不能简单
套用概念原理，需要综合情境 要
素，灵活运用燃烧的有关知识。从
而培养学生分析能力，促进对知识
的深入理解与灵活运用，同时体验
应用知识的快乐。

引导学生讨论方法二是否具有可行性，并
对讨论结果进行评价。

学生根据前面的探究讨论后得出结论: 灭火器
和水一样，只要一停，黄磷就会暴露在空气中，
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教师追问: 灾难不饶人，到底什么才是最好
的办法? 说说你的理由。

学生讨论提出: 搬走黄磷很困难，黄磷量太
大了，如果黄磷泄露会产生更大的灾情。可
以用周边的泥土掩盖。理由: 土壤可以使黄
磷隔绝空气。

此处学生面对这一真实的问题，已
经能选择合理的方法，本节课所学
习的知识也得到合理的应用。

教师对学生进行肯定和表扬。引导学生思考
在这次事故中大火扑灭后还应该做些什么?

讨论得出结论: 应该联系当地的环保部门，安全
转移并处理那些被污染的泥土，事情才算结束。 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呈现有关燃烧的图片，引导学生讨论燃烧对
人类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
认识到如果控制不当，燃烧会给人类造成什
么危害，面对危害，又该怎么选择合理的方法
迅速处理问题。布置课后作业: 如果你遇
到火情，该如何处理? 请结合本节课所学
并查阅相关资料写一篇小论文。

学生结合本节课所学习的知识，相互交流，
体会生活中的化学，总结面对问题，解决问
题的方法。

培养学生辩证地看待事物的能力。
增强学生资料收集与分析及运用
知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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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对高中化学 STSE 教育的作用
江苏省如皋市薛窑中学 226541 李志霞

要更好地实现高中化学三维教学目标，实验

教学显得尤为重要。而目前所倡导的科学 ( Sci-
ence) 、技术( Technology) 与社会( Society) 教育，即

“STS 教育”是当代科学教育实践的重要理念，环

境( Environment) 教育则是公民科学素养教育的

一个重要组成方面。由科学、技术、社会、环境所

构成的 STSE 教育强调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的

相互关系，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环境和

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是指导和实施学科素养教育

的新理念。
实验教学可以促进 STSE 教育在高中化学教

学中的渗透，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很多化学教师把主要精力

都放在抓学生考试分数上了，而忽视了实验教学

的重要性，认为实验教学是浪费时间，做实验不如

将时间用来做几道题目。很显然，这种做法是不

可取的，原因在于这种做法对于学生的成绩提高

不利，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更不利。
笔者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体会到，能做的

实验一定要做，不能做的实验创造条件也要去尝

试做，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教学效率，也能较

好的渗透 STSE 教育，这样的化学课堂才有可能

成为高效的课堂，学生在这样的课堂里才有可能

得到全面的发展。
一、实验教学为高中化学教学实施素质教育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化学的教学内容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的

关系。它不仅教给学生化学基础知识，开阔学生

的视野，改变学生学化学只是为了解题的片面观

点，而且还使学生懂得了这些知识在科学、技术、
社会生产和环境保护中得应用; 学会用已有的知

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学生理解社会、关
心社会、服务社会的自觉性，从而全面提高学生各

方面的素质。所有这些，与实验教学密不可分，在

实验过程中，学生的想象力、动手操作能力得以锻

炼，团队协作、交流意识也有所增强，为实施素质

教育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在以往的实验教学

过程中，教师往往对学生的动手能力过于低估，在

实验前过分讲解实验的具体过程以及操作细节，

然后才让学生动手去做，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学

生基本没有经过思维的过程，只是按照老师的意

图去操作，这样的探究实验完全把学生框死，对于

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没有一点促进。笔者在教

学实践中感觉到: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不妨就放手让学生动手去试一

 附: 情境素 材: CCTV － 10《走 近 科 学》栏 目

2007 年 1 月 29 日 20: 30 播出的《烈火毒车》
2006 年 8 月 29 日，17 点 57 分，湖南省常德

市武陵区消防中队的警报突然响了起来，在 207
国道的一辆货车上发生了火灾。18 时零 4 分，20
多名特勤消防官兵赶往了事发现场，当消防车行

驶到距离着火地点还有几百米的地方时，战士们

就已经能看到远处车上冒出的滚滚浓烟，经过了

解知道，在发生事故的车上装载着整整 123 桶平

均每桶 250kg 的黄磷。此时正值盛夏，室外温度

高达 40℃，情况非常紧急!

消防官兵首先分析事故原因，黄磷在 30 度以

上就会发生自燃。找出火灾源头后，消防队员决

定用水灭火，但是很快消防队员就发现当水覆盖

在黄磷上时，火灾可以被短暂控制，然而水一旦蒸

发，黄磷又与空气接触，便又燃烧起来。火灾现场

位于郊区，那里没有可以用于救火的水源。火灾

刻不容缓，经过多次讨论研究，最后，消防官兵找

到泄漏的黄磷桶，并把它们转移下来，把泄漏的黄

磷桶放在盆中用潮湿泥土严密地封闭起来，并采

取一种整体保护措施，就地取材，用大量的泥土填

充黄磷桶之间的空隙。这样，不仅压灭了流火，还

阻断了黄磷桶之间的接触。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奋

战，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黄磷是有毒物品，会

对泥土和当地的水源产生污染，事故后环保部门

安全转移被污染的泥土。 ( 收稿日期: 2013 － 11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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