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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氧化还原反应是一类在许多领域里都涉及到

的重要化学反应。在中学化学中，凡涉及元素价

态变化的反应都是氧化还原反应，生产中遇到的

钢铁腐蚀、电解和电镀;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电池、
燃烧等都与氧化还原反应有关。只有让学生掌握

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才能使他们理解上述

现象或反应的实质。因此，在整个中学化学教学

内容中，氧化还原反应占有重要地位。
教学目标是学习活动的指南和学习评价的依

据。根据高一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大纲、教材

内容，制定教学目标如下: 通过本节教学，使学生

能从化合价和电子转移的角度认识氧化还原反应

的有关概念，并能据此熟练地判断和分析氧化还

原反应。另外，氧化还原是一对典型的矛盾，它们

既是相反的，又是相互依存的，通过认真的引导就可

以使学生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在自然界中的体现。
本课的难点来自教材，这部分内容抽象，问题

复杂，内容相近，记忆量大，故确定难点为: 从化合

价变化和电子转移的角度认识氧化还原反应和相

关概念。根据高考要求( 理解氧化和还原、氧化

性和还原性、氧化剂和还原剂等概念) 把重点也

定于此，以期重点和难点同时突破。
二、教材处理

高一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均有许多

不适应高中学习之处: 抽象概括能力的缺乏，分析

推理能力的欠缺，思维逻辑性不强。鉴于此，重新

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组织和安排，设计了与新课题

有关的引导性材料，将化学方程式作为先行组织

者，它比教材更具概括性，以此作为新旧知识的认

知桥梁。同时，将有关内容整理成表格形式，有利

于分析概括新旧知识的本质联系; 有利于概括新

知识的本质属性; 也有利于学生把握相同要素，进

行知识的迁移; 更有利于比较和记忆。
三、教学方法

夸美纽斯说过“寻找并找出一种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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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漏洞，则需要学生大量地、反复地练习，形

成了教师在拼命地教，学生在玩命地学的恶性循

环，这样反而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而通过实验教

学，看似费时费力，课堂容量不大，一节课不能解

决多少问题。但事实证明，学生通过动手实验，视

觉、嗅觉、触觉等各种感官都受到了刺激，亲身体

验了知识的获取过程，把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

把接受式学习变成探究式学习，学生的积极性、主
动性得到了提高，知识的掌握更牢固和透彻。课

后不必再通过大量的重复练习才能巩固知识，从

而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同时，通过跟小组同学合作完成实验，增强了

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让他们学会了与他人协作、
相处、取长补短、相互学习; 通过展示自己的、小组

的实验成果，使学生的表达能力得到提高，强烈的

表现欲望得到了满足，实践成果得到了肯定，兴趣

也就得到了保持; 通过设计实验，学生的创新能力

得到了发挥，提高了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

去创新的能力。这才是现代社会需要培养的人

才。通过完成实验，培养了学生实事求是、严谨求

实的科学精神，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团结协作

的科学作风，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另外，在实验过程中

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可预知的状况，在分析解决这些

状况的过程中，学生不知不觉地学到了很多知识，能

力得到了提高，而知识的掌握也比较深刻，在考试中

较少出现“反复做，反复错”的现象，而且学生的动手

能力、应变能力得到了提高，学习的兴趣更浓了。
总之，在化学教学中，教师要把实验教学落到

实处，真正发挥实验的功能，把学生从繁重的习题

中解放出来，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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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却可以因此多

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

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为了实现这

个目的，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求从

自学探究的角度去安排教学内容，将知识本身的

严谨性、逻辑性同发现知识的各种可能性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使教学中包含探索的因素。笔者利

用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中的原有观念对新课题进

行分析、概括，运用相同要素，实现适应同化，使学

生学会从化合价变化角度认识氧化还原反应，同

时对不同要素在重新组织的基础上吸收，实现顺

应同化，使学生自然而然地学会从电子转移的角

度认识氧化还原反应。这种方法以尊重学生的主

体意识为前提，以培养探究性思维为目标，以基本

教材为内容，以开发学生的潜能为宗旨，精心创设

问题情景，使学生通过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学习，

这对于基础理论的学习是可行的，也是适用的。
四、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的应用是为了便于理解( 诸如化隐

为显，化微为宏，化抽象为具体) 和加深记忆( 提

供生动的教学情景，创造愉悦的学习情感等) 以

及提高教学效率等几个方面。教学手段应视教学

内容而定，如果授课内容的理论性强，缺乏适合的

实验，则可选用投影仪，用于提出问题，提供练习

的材料，把教师从一支粉笔中解放出来，用更多的

时间来辅导学生，提高教学效益。此外，为了使学

生更好地理解氧化还原反应中的电子转移。笔者

运用于电池作为教具，以深化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五、教学程序

化学教材中的每个概念、规律和理论，它们既

是人类知识的结晶，具有科学的价值，同时又无不

铭刻着人类思维发展的烙印，具有思想文化的价

值。如果我们在进行化学知识教学的同时，能把

浓缩在其中的思维历程再现，让学生沿着前人思

维活动的足迹“短暂而迅速”地走一遍，从中体验

和学习科学思维的方法，那就等于教给学生一把

打开思维宝库的金钥匙。我们知道，课堂教学中

有着三维因素( 教材、学生、教师) ，相应的有着三

种结构形态( 知识结构、认知结构，教学结构) ，每

种结构又有各自的规律 ( 知识序、思维序、教学

序) 。要在化学教学过程中有效地进行科学思维

的训练，须作到三序合一，把三种结构合为统一的

有机体( 如图 1 所示) 。

图 1

本课的知识序为: 从得失氧角度认识氧化还

原反应———从化合价变化角度认识氧化还原反

应———从电子转移的角度认识氧化还原反应。
这是一条明线，但知识所以能逐步地运动和

发展，是由于人们思维活动作用的结果。本课的

思维序是: 观察—分析比较—抽象概括—逻辑思

考—再抽象概括。
通过对大量学生熟悉的反应的剖析，得出化合

价变化和氧化还原反应的关系，再通过逻辑推理，摒

去非本质因素，把决定事物属性的因素概括出来，即

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电子的转移。教师对教学方

案的制定，实际上就是力求把上面一明一暗的序线

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设计出最优化的教学序。
本课的教学序为: 提供练习———引导分析综

合———指导比较归纳———建立概念———巩固概念。
相应的教学流程为:

①复习从得失氧角度定义的氧化还原反应的

有关概念;

②提供练习，作为新课的引导性材料;

⑨引导学生得出化合价变化与氧化还原反应

的关系，并从此角度定义有关概念;

④通过练习强化学生的认识，并引导学生归

纳四种基本反应类型和氧化还原反应的关系;

⑤提问化合价变化和电子转移的关系，把学

生的思维引向纵深，由学生自已发现电子转移和

氧化还原反应的关系，并从此角度定义有关概念，到

此为止，学生的概念体系已建立起来，水道渠成;

⑥归纳总结，深化学生对概念的认识;

⑦布置发散性的练习，巩固所学概念;

⑧布置作业。
总之，整堂课都是学生利用原有认知来发展

新的认知。 ( 收稿日期: 2014 － 12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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