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檭檭檭檭

檭檭檭檭

殐

殐殐

殐

教学研究

“思考题”引领化学课的教学设计的

尝试和思考
——— “原电池原理和化学电源”一轮复习教学设计

浙江省余姚市第二中学 315400 周彩琴

教学设计是指在正式教学前，在一定的教育

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预先制定特定

环境中将要开展的教学活动的进程。经过多年的

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好的教学设计的制定必须从

帮助学生获得未来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等出发，

兼顾高考对学生基本技能、基本知识的要求。本

文以一道思考题引领整个教学过程开展的思路，

来设计“原电池原理和化学电源”一轮复习教学，

教学过程流畅，效果良好。
一、考点分析

“原电池原理和化学电源”是中学化学教学

的重点和难点之一。这部分内容理论性强，与实

际联系紧密，是知识与能力、科学与人文的极佳结

合点之一，既可以综合学科内知识，也可以涉及学

科间知识的运用，还可以与生产生活、新科技及新技

术等问题相联系，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知识点，是高考

的热点之一。原电池高考考查的主要内容有: 原电

池原理、形成的条件、电极名称及电极反应，以及对

一些常见化学电池的电极反应的书写，同时还涉及

到电解质溶液等知识，因此有比较宽的命题背景。
二、教学过程

【引入】下列三个反应能设计成原电池的是

反应 ，请说明原因。
①CaO + H2 O Ca( OH) 2

②Fe + 2H + H2↑ + Fe2 +

③2Ag + Cu 2 + 2Ag + + Cu
【学生】能设计成原电池的是反应②，因为原电

池设计的首要条件是自发进行的氧化还原反应，而

①是非氧化还原反应，③是非自发的氧化还原反应。
【追问】那么要实现反应③，可以设计成什么

装置呢? 反应②能这样设计吗?

【学生】可以设计成电解池，反应②也能设计

成电解池。
【教师】请尽可能多地设计装置使反应②发生。
学生在黑板上画出自己设计的装置如图1 所示。

图 1

设计思路 该思考题由易到难，层层递进，不

但复习了原电池反应的首要条件是自发进行的氧

化还原反应，同时通过这四个装置的设计( 不一

定要设计正确) 极大地锻炼了学生对知识的整合

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这样的设计符合学

生的认知规律，同时也迅速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

更为接下去教学过程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线索。
【教师】如何利用自发进行的氧化还原反应

来设计原电池? 也就是如何来判断刚才那位同学

画的装置图②的正确性?

【学生】先把氧化还原反应根据化合价变化，

分成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再根据反应式确定正

负极的电极材料和电解质溶液。
【教师】该原电池是如何实现化学能与电能

的转化的?

【学生分析】该原电池实现化学能转化为电

能这一过程，是通过负极 Fe 失去电子，逐渐溶解，

以 Fe2 + 形式进入电解质溶液，失去的电子通过外

电路流入正极，在内电路中溶液里的阳离子移向

正极，阴离子移向负极而实现的。
【思考】要构成原电池，实现化学能转化为电

能这一过程，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学生】自发进行的氧化还原反应; 活泼性不

同( 一般) 的两个电极; 电解质溶液; 闭合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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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判断】判断图 1 装置图的正确性。
【追问】可以通过哪些方法确定原电池的负

极呢?

【学生 1】较为活泼的金属电极; 电子流出电

极; 发生氧化反应。
【学生 2】电流流入的电极; 阴离子移向的电

极; 电极材料质量减小的电极。
设计思路 对于原电池的工作原理，有些学

生喜欢死记硬背地去记住知识点，而没有真正掌

握知识。本节课这样的设计能让学生更直接、形象

地掌握原电池的工作原理，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归纳

总结能力，帮助学生获得了未来发展所需的技能。
【课堂练习 1】分析下图所示的四个原电池装

置，其中结论正确的是( ) 。

A．①②中 Mg 作负极，③④中 Fe 作负极

B．②中 Mg 作正极，电极反应式为 6H2O +
6e － 6OH － + 3H2↑

C．③中 Fe 作负极，电极反应式为 Fe － － 2e


－

Fe2 +

D．④中 Cu 作正极，电极反应式为 2H + + 2e


－

H2↑
【学生活动】把这四个装置分成两组，请两位

学生根据自己的思路在黑板上分别写出一组装置

的电极反应式和电池反应方程式。
【学生 1】①负: Mg － 2e － Mg2 +

正: 2H + + 2e － H2↑
总: Mg + 2H + Mg2 + + H2↑
②总:2Al +2OH－ +2H2 O 2AlO －

2 +3H2↑
负: 2Al － 6e － + 8OH － 2AlO －

2 + 4H2O
正: 6H2O + 6e － 6OH － + 3H2↑
【学生 2】③总: Cu + 4H + + 2NO － 3 Cu2 + +

2H2O + 2NO2↑
负: Cu － 2e － Cu2 +

正: 4H + + 2NO －
3 + 2e － 2H2O + 2NO2↑

④负: Fe － 2e － Fe2 +

正: O2 + 4e
－ + 2H2 O 4OH －

总: 2Fe + O2 + 2H2 O 2Fe( OH) 2

【总结】原电池电极反应式和电池反应方程

式的书写方法:

( 1) 先判断原电池的正负极。
( 2) 对于能直接写出正负极电极反应式的原

电池，先写出正负两极的反应式，然后再相加消去

电子，即得电池反应方程式; 若正负极反应式中有

一极较难确定，而电池反应方程式又比较易写时，

①写出总方程式;②写出易写的一极的电极反应

式;③然后在电子守恒的基础上，再相减得难写的

一极的反应式。
【思考】若 把 装 置④中 的 电 解 质 溶 液 改 成

NaOH 溶液，电极反应式和实验现象有何不同?

【学生】负极的电极反应式改成 Fe － － 2e － +
2OH － Fe( OH) 2

现象: 电解质是 NaCl 时: 在正负两极间产生

白色沉淀

电解质是 NaOH 时: 在负极附近产生白色沉淀

【思考】从本题的分析中，你还可以得出哪些

特殊的知识?

【学生】①活泼金属不一定做负极，负极不但

跟电极材料有关，还跟电解质溶液有关;

②若负极产生的阳离子与电解质溶液中的阴

离子不共存，则阴离子应写入负极的反应式中。
设计意图 通过课堂练习 1 的设计，一方面

可以使学生真正掌握电极反应式和电池反应的书

写方法，同时也能让学生体验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这一过程，从而可以提高学习的主

动性和学习能力。
【思考】分析黑板上画的装置图③，该装置最

明显的特征是什么? 它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

【学生】最明显的特征是盐桥，盐桥是饱和氯

化钾溶液、硝酸钾溶液等的琼脂。
【追问】盐桥的作用是什么?

【学生】盐桥的作用是形成闭合回路和平衡

电荷，其中的阳离子移向正极所在的电解质溶液，

阴离子移向负极所在的电解质溶液。
【介绍】装置②中铁在酸溶液中直接接触 H+ ，

会有一部分 Fe 与 H+ 直接反应，该装置中既有化学

能和电能的转化，又有一部分化学能转化成了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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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桥原电池装置③中可以设计 Fe 与酸不直接接触，

那就不存在 Fe 与 H+ 直接反应的过程，所以仅是化

学能转化成了电能，电流稳定，且持续时间长。
【思考】那么要使装置③产生持续稳定的电

流，该如何进行修改?

【学生】与铁接触的电解质溶液改成亚铁盐

溶液。
设计意图 学生会做盐桥原电池的题目，但

不明白为什么要设计成盐桥原电池，通过这两种

原电池的比较，学生更能从本质上理解盐桥原电

池的优势，使知识不再停留在记忆层面上，更提高

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思考】请分析黑板上画的装置图④，它是什

么装置，与原电池有什么区别?

【学生】④是电解池装置，它与原电池的区别

在于电解池必须要有电源。
【追问】常见的化学电源有哪些种类，电极反

应式又如何书写呢?

【教师和学 生 一 边 总 结，一 边 板 书】一 次 电

池、二次电池、燃料电池。
( 1) 燃料电池的电极反应式的书写( CH4 碱

性燃料电池为例)

①先写总电池方程式:

CH4 + 2O2 + 2OH － CO2 －
3 + 3H2O

②再写正极反应式:

酸性条件下: O2 + 4H
+ － 4e － 2H2O

碱性/中性条件下:O2 +2H2O +4e － 4OH－

固体电解质: O2 + 4e
－ = 2O2 －

熔融碳酸盐: O2 + 2CO2 + 4e 
－ 2CO2 －

3

③相减得负极反应式:

CH4 + 10OH
－ － 8e － CO2 －

3 + 7H2O
【思考】燃 料 电 池 的 电 极 材 料 有 什 么 特 点?

为什么?

【学生】燃料电池的两个电极材料可以相同，

因为电极材料本身不参与反应。
【课堂练习 2】铁镍蓄电池又称爱迪生电池，

放 电 时 的 总 反 应 为 Fe + Ni2O3 + 3H2 O
Fe( OH) 2 + 2Ni( OH) 2

下列有关该电池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 电池的电解液为碱性溶液，正极为 Ni2O3、

负极为 Fe

B． 电池放电时，负极反应为

Fe + 2OH － － 2e － Fe( OH) 2

C． 电池充电过程中，阴极附近溶液的 pH 降低

D． 电池充电时，阳极反应为

2Ni( OH) 2 + 2OH
－ － 2e － Ni2O3 + 3H2O

设计意图 由对装置图④的分析，引出化学

电源，衔接紧密，过渡自然; 通过燃料电池电极反

应式书写的方法总结，能让学生掌握书写的方法，

同时也为熟练后直接写出负极电极反应式做准

备; 课堂练习的思考分析，能帮助理解可充电池充

电和放电的联系与区别，同时也巩固了对原电池

工作原理的认识，更让学生体会到了生活中处处

都有化学，学习化学知识的重要性。
三、课后思考

1． 本节课从思考题入手，在分析中发现问题，

归纳出方法，最后解决问题。因此该思考题在设

计上有着提纲挈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如何

来设计该思考题呢? 首先要对现有的习题进行整

合，使问题设置要有广度，能全面反映基本概念。
其次是问题的设置要有梯度，层层递进。最后是

问题设置要有深度，问题的深度设置是教学中经

常谈论的问题，也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变量，如

果教学中能恰当地把握问题的深度，既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思维能力，又不会脱离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
根据这样的要求，整合后的习题呈现形式先是简单

的判断题，使学生在答题中能对概念进行回顾，然后

再进行综合性问题的解答。本节课思考题的设计，

无论从设置的广度，梯度还是深度上都符合学生的

认知规律，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新课程特点。
2． 在对知识进行整合的前提下，课堂过程能

始终让“学生的活动”有充分的保证，有充分交流

和表达的机会，重视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学

习方法的指导。
3． 困难和不足: 由于一些动态、不确定的因素的

存在，教学设计与课堂实施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

距。比如许多学生能根据自发进行的氧化还原反应

设计出原电池，但未必能设计全所有可能的装置; 在

设计原电池装置的同时，也有可能出现选错电极材

料或电解质溶液等无法预设的现象。这些问题的解

决就需要教师智慧、正确地去引导，这也是接下去要

努力的地方。 ( 收稿日期: 2015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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