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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

定的情境中，主动建构而获得的。是根据自己的

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选择、加工和处

理，从而获得意义建构的过程。“情境”、“协作”、
“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
“情境”是顺利建构的基础，“协作”与“会话”是

在一定的“情境”中展开的，“意义建构”也是在此

“情境”中完成的。良好的教学情境的创设，能有

效地引起学生有意注意、引发认知心理平衡、激发

学习动机、启迪思维、培养学习能力。
基于真实情境的教学指的是创设与学生生活

环境、知识背景相关的、有社会现实意义的真实的

情境，来呈现教学任务，让学生在观察、操作、推

理、交流、反思等活动中逐渐体会化学过程及化学

规律。下面以苏教版《化学 2》中的《乙醇》为例

就真实情境教学谈谈自己的做法和体会。
一、教学设计思想

教学设计以真实的情境为教学明线，以化学

学科知识为暗线如图 1 所示，明暗线贯穿始终，相

互交融，遵循了教材的设计意图，体现了化学与生

活的密切关系，展示了化学的学科魅力。

图 1

二、教学过程实录

环节一: 创设酒的生活情境，激发求知欲望

［情境创设］我们浙江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也

带来了酿酒业的兴旺发展，绍兴黄酒闻名全国，宁

波的阿拉老酒也是黄酒。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

在酿酒技术不断提高的同时，形成了博大精深的

酒文化。人逢知己千杯少，酒有如此奇特的魅力，

生活中的酒有哪些? 你能说出几种?

［学生］啤酒、葡萄酒、白酒、黄酒等。

［教师］酒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学生］酒精( 也有的说乙醇) 。
［教师］乙醇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
［教师］大家有没有喝过酒呀?

［学生］( 没) 喝过。
［教师］( 展示一瓶高度白酒。) 请同学们仔细

观察( 看和闻) ，归纳出乙醇的物理性质

［学生］物理性质: 乙醇是无色透明、具有特

殊气味的液体，易挥发。
［教师］根据你的生活经验，还能推出有哪些

物理性质?

［学生］能与水以任意比互溶，并能溶解多种

有机物。
［教师］我们知道，性质由它的结构决定的，

那么乙醇具有怎样的结构呢?

设计意图: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心

创设好的导入情境，有利于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入

到课内学习上，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

性，为学习新知创造一个最佳的心理和认知环境。
本环节从学生熟悉的酒出发，贴近生活实际，架起

了生活与教材之间的桥梁，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学习动机，燃起了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环节二: 创设学生活动情境，促进合作交流

［小组活动］乙醇的分子式为 C2H6O，根据碳

的四价键理论，推测乙醇可能具有的结构。并将

讨论和思考的结果用球和棍组装成球棍模型。
( 学生小组讨论，组装模型，并作课堂展示)

［教师］刚才同学们组装成了二种结构，分别

为 CH3CH2OH 和 CH3OCH3。那么乙醇真实的分

子结构是哪一种呢? 请同学们思考有什么方法可

帮助我们确定乙醇的结构。
［学生］通过实验来确定。
［教师］很好。实验方法是科学的重要手段。化

学家就是通过乙醇与钠的反应确定了乙醇的结构。
［学生实验］在试管中加入 1 mL ～ 2 mL 无水

乙醇，投入一小粒金属钠，观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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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钠 块 开 始 沉 到 试 管 底，随 着 气 泡 产

生，逐渐上浮。
［教师］生成的气体是什么?

［学生］氢气。
［教师］能否通过生成的氢气，从定量的角度

来确定乙醇的结构呢?

［交流与讨论］投影 PPT: 教师提供实验装置

( 排水法) 和相关数据，1 mol 乙醇与足量的钠反

应，生成的氢气体积在标准状况下为 11． 2 L，让学

生分析数据来判断其结构。
［教师］哪位同学能来说一说，通过以上提供

的数据可以推断乙醇的分子结构。
［学生］由于 1 mol 乙醇与足量的金属钠反应

生成 0． 5 mol 的 H2，说 明 1 mol 乙 醇 分 子 中 有

1 mol氢原子与其它氢原子的连接方式不同，由于

CH3OCH3 中的氢原子均等效，而 CH3CH2OH 中的

－ OH 中的氢原子与其它氢原子不同，所以乙醇

的结构应该是 CH3CH2OH．
［教师］分析得很好。化学家就是用这样的思路

确定了乙醇的结构为 CH3CH2OH。乙醇分子在结构

上可以看成是乙烷分子中的一个氢原子被羟基

( －OH) 取代而得到的有机物，或是水分子中的一个

氢原子被乙基( －CH2CH3 ) 取代而得到的有机物。
［教师］联系钠与水的反应，请同学们写出钠

与乙醇反应的方程式。
［学生］2CH3CH2OH +2Na→2CH3CH2ONa +H2↑
［交流与讨论］H2O 和 CH3CH2OH 的分子结

构中都含有 － OH，它们都能与钠反应，但反应剧

烈程度差别很大，说明了什么? 这个问题留给同

学们课外思考。
设计意图: 创设活动情境是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

学生，使学生在口说、手做、耳听、眼看、脑想的活

动情境中，学习知识，增长智慧，提高能力。本环

节通过交流讨论、模型组装、分组实验等活动情

境，让学生真正融入了课堂之中，充分发挥了学生

的主体作用。既有助于理解乙醇的结构，更培养

了学生的合作能力、表达能力和实验能力。
环节三: 创设醉酒生活情境，加强化学预防

［过渡］生活中有的人“千杯万盏皆不醉”，而

有的人则“沉醉不知归路，熟睡不解残酒”，为什

么人会醉酒呢?

请你阅读提供的一份报纸和相关信息进行回答。
［交流与讨论］

1． 报纸: 喝酒脸红证明酒量大吗?

编辑同志: 我不会喝酒，一小杯下肚，顿时变

成“猪肝脸”。可是同事们都说，喝酒脸红证明酒

量大，让我多喝，把酒量开发出来。请问，同事的

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读者: 冯建华

2． 乙醇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可用下列关系式表

示: CH2CH2OH →
乙醇脱氢酶

CH3CHO

→
乙醛脱氢酶

CH3 →COOH CO2 + H2O
生成的乙醛能够使得交感神经兴奋性提高，

使人出现面红耳赤、心率加快、体温升高等一系列

“喝多了”的症状……
学生讨论后师生共同归纳:

有些人一喝酒就脸红，说明体内乙醇脱氢酶

的活性很高，而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不高。还有些

人，喝酒脸白，是因为他体内这两种酶都很少，大

量饮酒会使酒精向腹腔转移，皮肤血管收缩，造成

脸色发白。这样的人饮酒易伤肝。还有些人，千

杯不倒、凤毛麟角型的“海量”。他们体内这两种

酶的活性都很高。
［教师］醉酒对人体的损害很大，所以我们不

提倡中学生饮酒。
［教师］同学们想通过实验来模拟乙醇的氧

化过程吗?

［学生］想( 大家异口同声) !

［教师］在人体中，是在乙醇脱氢酶催化下，

乙醇被氧化成为乙醛，酶是一种生物催化剂，反应

条件很温和。今天我们用一种无机催化剂替代

酶，它就是铜( 展示铜丝) 。
［学生实验］向一支试管中加入 3 mL ～ 5 mL

乙醇，取一根下端绕成螺旋状的铜丝，放在酒精灯

外焰上灼烧至红热，然后插入乙醇中，反复多次。
观察铜丝的颜色变化，并小心闻试管中液体产生的

气味( 与另一只装有乙醇的试管中的气味作比较)。
［学生］分 组 完 成 探 究 实 验 后，汇 报 实 验 现

象: 有刺激性气味的液体生成( 该气味与乙醇气

味不同) ，同时加热变黑的铜丝伸入乙醇后又变

为光亮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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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刺 激 性 气 味 的 产 物 叫 乙 醛

( CH3CHO) ，写出反应的方程式。
［学生板书］

2CH3CH2OH + O2

Cu
→
△

2CH3CHO + 2H2O。

［教师］乙醛在适当条件下，会继续氧化生成

乙酸: 2CH3CH2OH + O2 →
催化剂

2CH3COOH。
［生活情境］喝酒后驾车对交通安全的危险

很大，现在交警部门严查酒后或醉酒驾驶。检查时

会叫驾驶员往一个仪器中吹气，若驾驶员喝过酒，仪

器会显示口气中酒精的含量，请同学们课后自主阅

读“拓展视野”栏目中的相关内容，了解其原理。
设计意图: 贴近学生学习实际和生活经验的

情境能更好激发学生持久的兴趣，让学生感到学

习即是生活，生活也是学习。本环节创设人体中

乙醇的变化、酒驾检测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情境，

通过学生自主阅读、交流讨论、实验探究的学习方

式，理解乙醇的氧化反应，帮助学生从化学视角理

解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和现象，建立认识世界的化

学视角。
环节四: 创设问题情境，引导思维探究

【问题情境 1】乙醇与钠的反应和乙醇的催化氧

化反应，与乙醇分子中哪个结构有关? ( 聚合思维)

［学生］羟基( － OH) 。
［教师］羟基( － OH) 决定了乙醇具有许多其

他有机物不具有的性质。我们将这种决定有机化

合物的化学特性的原子或原子团称之为官能团。
【问题情境 2】官能团决定化学性质，化学性

质反映官能团，根据这一思想，你能举出其它有机

物的例子吗? ( 发散性思维)

［学生］烯烃的官能团是碳碳双键，烯烃能发

生加成反应( 使溴水褪色) ，氧化反应( 使紫色的

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 。……
【问题情境 3】乙醇除了可作饮料以外，在生

活生产中还有什么用途? ( 经验性思维)

［学生］溶剂、调味品

［学生］燃料，制乙酸。
［学生］消毒剂，制作温度计。
［学生］汽车能源———乙醇汽油。……
师生共同归纳: 乙醇的用途: 乙醇有相当广泛

的用途，做燃料，制造饮料和香精，是一种重要的有

机化工原料，乙醇还是一种有机溶剂，用于溶解树

脂，制造涂料。医疗上常用 75%的酒精作消毒剂。
设计意图: 创设问题情境是教师在教材内容

和学生求知心理之间巧妙地设计问题，把学生引

入一种与所学内容密切相关的问题情境中，让学

生经历“问题 － 深思 － 探究 － 发现 － 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思维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思

维的发展是外部活动转化为内部活动的过程。教

师应尽量给学生设置具有思考价值的问题或悬

念，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可以使学生更加主动地

参与到学习中来，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本环

节问题情境的设计，促使学生进行思维的碰撞，加

深对官能团的理解和内化，构建“官能团 － 性质”
的学科思想，了解乙醇的用途，体验“化学来源于

生活，并且服务于生活”的新课程理念。
三、对课堂教学中真实情境创设的思考

1． 教学情境的创设要注重真实性

如果说教学目标是骨，教学内容是血，那么情

境就是包裹骨和血的肉，有了精心设计的情境，化

学教学才会圆润丰满。如给学生介绍大家非常熟

悉的宁波的阿拉老酒，绍兴的黄酒等。学生往往

对面临的真实情境感兴趣，进而愿意学习和探究

情境中包含的化学学习内容或者进一步学习基于

情境拓展的其他学习内容。如果我们创设的教学

情境太过脱离学生的生活经验，那么就不能引起

他们的共鸣，学起来的感觉自然也是冷冰冰的。
2． 真实情境的创设需要教师的智慧

化学教学中的真实情境可来源于学生的生活

经验、新闻报道、化学史实、科学研究成果、化学实

验事实、学生活动和基于事实的问题设计。但真

实情境并不是显而易见、唾手可得的，它往往隐藏

于生活表象、化学史实、实验事实之中，并且真实

情境与完全抽象概括出来的知识存在一定的差

距，因此需要教师运用化学的眼光和智慧去发现、
挖掘表象之中蕴含的有价值的内容，经过分析、抽
象、筛选和提取，确定合适的内容作为教学情境，

再根据所选的教学情境精心设计问题，通过“协

作”和“会话”达到知识的意义建构。
3． 真实情境创设的问题设计要切入学生“最

近发展区”
真实情境创设的问题设计要切入学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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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教学中有效提问的思考

山东烟台莱州市第一中学 261400 刘 娜 徐丽华

化学课堂教学离不开课堂提问，课堂提问是

化学教学常用的一种教学形式。怎样的提问才是

真正有效的? 笔者认为，有效的课堂提问应该成

为师生交流、对话，共同发现、理解知识的重要途

径和必备手段。
好奇心是学生的天性，在教学中要善于设疑

来巧妙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古希腊的学者普

罗塔戈( Plutarch) 早在 3000 年以前就指出:“头脑

不是一个需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要被点

燃的火把。”教师的责任就是要用自己的星星之

火，去点燃学生的火把，而有效的课堂提问正是这

种星星之火。
一、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有效提问主要存在

两个问题

1． 提问层次不高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提问不能枯燥无味，而

应使所提出的问题具有层次性。有的教师误认为

多提问就是新课标的理念，为了达到此目的，每节

课提问不断，很多是“是不是”、“对不对”等很简

单的问题，从表面看有问有答，课堂气氛非常活

跃，上课效果很好，而实际上，这不是提问，大部分

学生回答时并没有好好考虑，只是机械地回答，随

声附和，根本无法激发学生积极思维。而有些提

问从形式来说，大都是教师问学生答，是换汤不换

药的“满堂问”。表面上教师通过问题串把课堂

组织起来，实际上学生的思维被教师死死地拽着，

按教师设计的问题一步一步地往下走，学生没有

真正独立思考的空间、自主学习的时间。
2． 涉及面不广

为了能顺利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不影响

教学进度，有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提问的学生只

是那些成绩较好、语言组织能力强的学生，课堂成

了部分学生的表演场所，而那些成绩较差、表达能

力较弱的学生，教师关注的较少，甚至有意识不让

后进生发言，怕影响上课的进度、效果，这样的提

问有局限性，不能面向全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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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不到应有的教

近发展区”，创设问题的深度应稍高于学习者

原有的知识经验水平，具有一定的思维容量和思

维强度，使学生需要经过努力思考，“同化”和“顺

应”才能解决问题。太难或太易都不好，也就是

常说的摘果子时，需“跳一跳，够得着”。在本节

课的第四个环节中，教师较好地设计了 3 个符合

学生最近发展区的问题情境，不仅提升了学生的

思维能力，也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4． 真实情境创设必须始终围绕教学目标

情境创设是新课程课堂教学的一种手段，其

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对化学的学习。不论创设什

么样的学习情境都要紧紧围绕教学目标，为完成

教学目标服务。情境创设是教师将教学目标转化

为学生容易接受的情境的 过 程，不 能 为 了 追 求

“热闹”的场面，赶时髦，让创设的情境要么喧宾

夺主，成为分散学生思维的干扰因素，要么偏离了

教学目标，导致教学情境的价值流失。因此对情

境素材的选择可以定位于两个角度: 第一角度是

化学角度，情境要与化学教学紧密结合，情境素材

要有助于达成教学目标; 第二个角度是学生角度，

情境对学生的学习要有驱动性，即情境素材要有

一定的复杂性和迷惑性，对学生而言最好是既熟

悉又陌生，便于驱动学生的深入思考和学习。
情境是放飞思想的舞台，问题是打开思维的

钥匙。基于真实情境的教学，激发了学生强烈的

学习欲望，精心设计的情境问题，把孩子领进精彩

的问题空间，让学生的思维剧烈碰撞，产生火花，

在情境中尽情飞翔、尽情想象，让课堂教学盛开出

鲜艳的花朵! 情境创设的工作是无止境的，我们

将继续挖掘情境创设的资源和途径，创设出更多

更好的情境，以满足当前新课程教学的需要。
( 收稿日期: 2014 － 12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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