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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实例阐述了高三化学复习课课时作业的设‘汛在分析课程标准、教材以及学情的基础上确立课时作业目标：基

于作业目标探讨了课时作业的框架设计、作业题选择、课时作业形成等课时作业设计的思路与方法；根据作业完成情况对课时

作业设计进行了分析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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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化学复习课课时作业是指高三化学各节

复习课课后布置的作业。高三化学复习课课时作业

对学生巩固每一节课内容，完善相应的知识结构，

初步提升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有

帮助。解决好高三化学复习课课时作业问题，是提

升复习效果的重要环节。本文以高三复习课‘‘化学

思维定势是指习惯于已有的固定模式，机械

地再现或套用过去“正确思路”或“成功经验”去

解决新问题。思维定势是一种稳定的认知结构，

是创造性思维的障碍。由于缺乏思维的批判性，每

当学生遇到形似质异的新旧问题时会造成知识和

经验的负迁移，使学生步入误区。因此，作业设计

应突破常规，要求学生转换思维方式，打破思维定

势，对别人的观点或自己原有的观点进行反思、提

出疑问，并有所创新，从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例9如图2所示，把二氧化碳气体慢慢倒人

放有阶梯状的燃着蜡烛的烧杯中睁】，可以观察到

的现象是 ，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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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所示，将高低不同的燃烧着的两支蜡

烛罩上茶杯后，一会儿两支蜡烛都熄灭了。问：哪

支蜡烛先熄灭 ，其原因是 。

例9突破常规设计习题，可以引起学生的认

知冲突，制造一种思维的不协调，把学生引人到一

个多疑、好奇的境界，激发其学习兴趣，丰富其学

习体验。面对似曾相识的情境时，应该从题目本身

的问题情景出发，独立思考，注意分析相似情景之

间的异同点，培养思维的批判性和灵活性。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续，是学生学习过程中

落实基础、提升能力、培养思维品质的前沿。《义

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版)指出：“教师在

继承以往习题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应积极进行习

题教学的改革与探索。习题的选择和编制，应充分

体现习题在促进学生科学素养全面发展方面的功

能和价值。【6】’’聚焦思维考查——让作业设计“去

考试化”，是发挥作业功能，实现作业价值的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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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速率”为例，谈如何进行课时作业设计。 复习课课时作业目标：

1课时作业目标的确立 目标l：能进行比较复杂的化学反应速率计

高三化学复习课课时作业要达到什么目的?

设计多少题量?选择哪些题型?题目难度如何控

制?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作业?这些问题均与课时

作业的目标有关。课时作业的目标确立离不开课

程标准、考试手册以及教材内容，也不能忽视学生

已有的知识基础与能力水平。科学地分析课程标

准、考试手册、教材，理清其具体要求与内涵，是

制订复习课课时作业目标的前提。学生已有的知识

与能力基础是复习课有效开展的前提，只有准确

地把握学生的现有状态，复习课课时作业设计才

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上海市中学化学课程标准》和《2014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上海卷考试手册》对

这部分内容的要求是：化学反应速率(B)、影响化

学反应速率的因素(B)，即学习水平均为“理解”。

高三《化学》拓展型课程(试用本)仅用l页纸的

篇幅概述了化学反应速率概念、表示方法、意义、

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等，然后设置了一个探

究与实践栏目，要求设计实验“探究锌和硫酸反应

速率”。教材配备的课堂练习仅一道习题，要求用

化学反应速率知识解释一些化学事实或现象。从

上述文本的内容看，高三这部分内容，认知要求仍

属于理解水平，但教材体现了控制变量进行实验

设计的要求，并要求运用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

素去解释生产、生活中的有关现象。所以本节“化

学反应速率”复习课的核心知识是理解化学反应

速率以及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同时应关注

实验设讥关注知识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高三学生在基础型课程中均已学过课程标准

以及考试手册中规定的这部分内容，所以在复习本

节内容之前，笔者设计了_一份与学生已有知识水平

相当的诊断练习题，主要是检测学生对化学反应

速率以及化学平衡知识掌握的情况．为本章复习

提供基点。练习中发现学生在化学反应速率方面

主要存在的问题有：(1)比较复杂的化学反应速率

计算时常会犯错，(2)不能准确把握压强影响化

学反应速率的实质，(3)运用化学反应速率知识分

析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欠缺，(4)常把化学反

应速率与化学平衡问题混淆起来。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确定了“化学反应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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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目标2：能准确理解外界因素对化学反应速率

的影响。

目标3：能运用控制变量法进行外界因素对化

学反应速率影响的实验设计。

目标4：能利用化学反应速率知识解释有关

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2课时作业设计

课时作业的目标尽管总体上还比较原则、笼

统，但它是课时作业设计的依据。课时作业设计

就是围绕作业目标开展具体的设计并最终形成作

业的过程。作业设计要回答如何基于目标开展设

计?课时作业题从哪里来?选择怎样的题型?设计

怎样的题量?如何控制课时作业的难度?如何判

断作业是否符合目标要求?如何将孤立的作业题

组成一份合理的课时作业等。

2．1课时作业设计框架

课时作业设计框架是基于目标开展作业设计

的第一步。课时作业框架主要包含作业目标、题型、

题量、难度等内容，也就是对应作业目标，从题型、

题量、难度等角度对作业设计做出具体的规定，为

后续作业题目的选择和分析以及作业的最终形成

奠定基础。常见题型有选择题、填空题、是非题、

简答题、问答题、材料分析题等，各种题型有各自

的考查目标、功能及局限性Ⅱl。题型选择既要反映

课时作业的功能，也要反映课时作业的目标。如对

应知识及解题技能目标的题型可以选用填空、选

择等题型；若涉及到简单实验设计或检测理解深

刻性、准确性等目标，则选用简答题或问答题等题

型比较合适。题量除考虑作业时间外，还要考虑目

标的重要性和目标所包含知识点的多少。若该目标

重要，可以适当增加题量；若一个目标包含多个具

体内容，也可以适当增加题量。课时作业的功能决

定了作业难度不宜太大，可从知识的综合程度、相

应内容的认知要求、学生现有的基础等角度合理

把握。

依据课时作业目标，确定“化学反应速率”复

习课课时作业设计框架，见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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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化学反应速率”课时作业设计框架

作业目标 题型 题量 难度

目标l 填空、选择 2~3 中等偏上

目标2 选择、填空 3～4 中等

目标3 填空、简答 1之 中等

目标4 选择、填空、简答 20 中等偏上

目标1是能进行比较复杂的化学反应速率计

算，从计算结果正确与否就可以做出学生是否达

到目标的判断，所以可用选择题或填空题等题型；

题量选择2～3题，能让学生经历不同的问题情境；

既然是比较复杂的速率计算，难度可以比一般化

学反应速率计算要求有所提升。目标2是能准确

理解外界因素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前期诊断

中发现学生在这部分内容中有较多困惑，而且这

个目标落实对目标3和目标4的达成有促进作用，

同时这个目标包含的内容也比较多，所以题量应适

当增加。由于目标可分解成更细的具体内容。所以

难度中等即可。而目标3、4中设计部分简答题型，

主要是考虑到需要文字表述才能检测学生是否达

成目标要求。

2．2课时作业题的选择

围绕上述作业框架，就可以开展课时作业题

的选择工作。作业题可以是现成的题目、经过改编

的题目或自我创编的题目。高三复习课课时作业选

择现成的题目或稍加改编的题目可以多一些，因为

以往高考试题以及各地的模拟考试试题很多，这

些试题经历过大型考试检验，大多比较经典，完

全可以作为复习课课时练习的重要来源。

面对这样的题海，不能拿来就用，应对相关的

题目逐题进行分析。首先要分析每道题目考查的内

容是否与课时作业目标一致脚。如果题目所涉及的

内容及认知水平与课时作业目标一致，则入选预备

作业题，如果不一致就剔除。对符合目标要求的习

题，再进行难度判断。最后就是筛选题型，界定题

量，防止一种类型的题目或一个内容的题目过于集

中，偏离课时作业目标框架。

例如，本课时作业第1题直接选自2011年上

海高考化学卷第25大题，原题共4小题，第1、2、

3小题均为化学平衡问题，但第4小题却是一个

化学反应速率的计算问题。该题要求计算HF的

平均反应速率，但题目没有直接给出HF浓度变化

量，而是把HF浓度变化同体系密度变化联系起

来，问题的解决需要学生理解体系密度的增加是

由于气体质量增加，而气体质量的增加量就是反

应中消耗的SiO：质量，从而建立SiO，质量变化与

HF气体物质的量改变之问的关系。题目有一定的

复杂性和难度，但符合本课时“能进行比较复杂

的化学反应速率计算”的目标要求，所以人选。

2．3课时作业的形成

依据上述步骤与方法，课时作业题目选择就

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形成一份完整的课时作业。课

时作业的形成首先要对这些经过选择的课时作业

题目进行汇总分析，整体判断所选习题的题型、题

量、难度是否与课时作业框架规定相一致。如果一

致，则可以对试题进行合适编排，最终形成完整的

课时作业，并逐题进行难度预估以及完成课时作

业的总体时间估计。如果不一致，则进行重新分析

并适当调整，直至一致。

“化学反应速率”课时作业汇总分析见表2。

由于题量不多，且大部分是填空与选择，没有超

纲、超难的题目，所以估计学生完成作业时间在

30～40min左右。

表2 ‘‘化学反应速率”课时作业汇总分析

对应目标 估计
题号 对应目标 题型

学习水平 正确率％

l 目标1 填空 一致 70％

2 目标2 选择 一致 80％

3 目标2 选择 一致 70％

4 目标2 选择 一致 70％

5 目标2 填空 一致 ’75％

6 目标1、4 选择 一致 75％

7 目标1、4 选择 一致 60％

8 目标2 选择 一致 80％

9 目标l、3、4 填空、简答 一致 70％

为进一步检验作业的针对性，还可以在上述

汇总基础上归类并深入分析。如本次作业有5道题

(第2题、第3题、第4题、第5题、第8题)是巩

固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因素的题目，表面上看

属于一类试题。但具体分析可知，其侧重点有所不

同。第2题主要面上考查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

素，第3题则是考查温度对吸热反应与放热反应

速率的影响，第4题考察学生能否区分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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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以及化学平衡移动问题。第5题主要考查压

强对化学反应速率影响的实质以及等效操作，第8

题则主要从离子反应实质角度进行考查并拓展到

利用原电池原理加快反应速率。这样的组合能比

较全面地衡量学生对化学反应速率影响因素的理

解情况。

3课时作业的完成情况统计与分析

一次作业的设计是否成功，是否达到预定的

目的，最终是要通过学生完成作业情况加以检验。

通过学生作业完成睛况的质量分析，既可以反思作

业设计中的不足，为今后作业设计提供重要信息，

也可以找寻到复习课中存在的薄弱之处，为后续教

学补救提供依据。

学生完成“化学反应速率”课时作业后，教师

进行了批阅，并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如表3所示。

表3“化学反应速率”课时作业学生完成情况统计

对应目标 实际
题号 对应目标 题型

学习水平 正确率％

1 目标1 填空 一致 80％

2 目标2 选择 一致 80％

3 目标2 选择 一致 83％

4 目标2 选择 一致 75％

5 目标2 填空 一致 80％

6 目标l、4 选择 一致 24％

7 目标1、4 选择 一致 27％

8 目标2 选择 一致 73％

9 目标1、3、4 填空、简答 一致 79％

总体上看，大部分题目与预测基本一致，说明

本次课时作业基本达到了预先设计的目的。但第6

题、第7题正确率大大低于预期值。这两道题目的

共同点是要学生利用化学反应速率知识解释实际

问题，情景较为复杂，均涉及速率计算以及化学反

应速率影响因素问题。第6题错误主要是认为D

选项正确，原因是忽略了图中纵坐标浓度标示，直

接用(0．6—0．4)作为R的浓度变化；另外部分学生

选择了B选项，原因是认为该题未能严格控制变

量，不能得出题中所示结论。而第7题大部分学生

均选择了C选项，原因是把NaHsO，的原始浓度当

成是混合后开始反应时NaHso，的实际浓度；另外

部分学生选择了D选项，认为图中所示温度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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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也会变蓝，可以用淀粉作该实验的指示剂。

从答题情况分析，这两道题均需要进行深入

讲解，解决学生存在的问题。但回顾之前的设计工

作，教师在选题以及预估难度时，可能忽略了问题

背景的复杂性对题目难度的影响，尤其是第7题，

这个题目考查的知识内容与水平落在目标内，但题

目文字过长，图背后的反应原理比较复杂，影响了

学生的判断。课时作业设计与选题时要注意尽量

避免这类问题。

4课时作业设计的反思

本次课时作业设计紧扣课程标准、考试手册

以及教材的要求，以学生已有经验和知识为基础，

聚焦学生学习的薄弱之处。确立作业目标并以此为

依据，通过设计课时作业框架、选择课时作业题

目、汇总分析逐步形成课时作业，使课时作业设计

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突破了先前仅凭经验粗略选

题形成作业的套路，较好地提升了课时作业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一份课时作业的质量如何，科学设

计仍是预设性的，质量的提升最终还是需要通过

学生完成作业情况进行检验、反思总结而逐步完

善。

实践中，也感觉到课时作业设计中难度估计、

完成作业时间估计等基本是同于经验，还缺少相

应的手段和方法，期待后续研究能有新的进展。

附录：化学反应速率课时作业

1．(2011年上海卷，节选)在地壳内sio，和HF

存在以下平衡：

Sio：(S)+4HF(曲；；=SiF4(曲+2H20(曲。若反应

的容器容积为2。0L，反应时间8．0min，容器内气体

的密度增大了o．12 g／L，在这段时间内HF的平均

反应速率为 。

2．下列措施中肯定能使某化学反应速率加快的

是( )。

A．增加反应物的量 B．增大压强

c．升高温度 D．使用催化剂

3．设c+Co，一2co，正反应吸热，反应速
度为v1；N2+3H2≠2NH3，正反应放热，反应速
度为v：，对于上述两个反应，当温度升高时，v，和

v，的变化情况为( )。

A．同时增大 B．同时减小

c．增大，减小 D．减小，增大

4．已知可逆反应A(西+B(s)；一2c(曲，正反应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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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热。进行到c时刻，发现c的百分含量仍然在增

大。此时要增大正反应速率，可采取的措施是( )。

A．增大B的物质的量 B．升温

C．减压 D．降温

5．在可变容积的密闭容器中进行反应：c(S)+

H20(曲=一co(蓟+H2(g)，改变下列条件，对该化学

反应速率的影响如何?

(1)增加碳的量。

(2)容器的体积缩小一半。

(3)保持体积不变，充入N：，使体系的压强增

大．一倍。

(4)保持压强不变充入N：。

6．(2012年福建卷)一定条件下，溶液的酸碱性

对Tio：光催化染料R降解反应的影响如图所示。

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一2．O

o

甘薯 1．6

o

∑1．2
Z
口

0．8

0．4

0．0

一j一三一j一．L一土一j—j一土一土一
I

一{一．}一．}一十一十一_}一．}一{一{一
一’L一．L一．L一上一上一上一上一．L一1一
＼l l I I l I

N—pH=7÷一．}一．}一{一{一十一

蒋萁#
pH=2—1一f'i．1—f．．．．JL．．．．．JL．．．．．J．．．．．．-．．．．．．L．．．．．JL．．．．L

0 10 20 30

t／min

A．在o～50min之问，pH=2和pH=7时R的

降解百分率相等

B．溶液酸}生越强，R的降解速率越小

c．R的起始浓度越小，降解速率越大

D．在20～25min之间，pH=10时R的平均降

解速率为o．04 m01．L～·min．1

7．(2013年福建卷)NaHso，溶液在不同温

度下均可被过量KIo，氧化，当NaHs03完全消

耗即有I，析出，依据I，析出所需时间可以求得

NaHso、的反应速率。将浓度均为o．020 mol·L1

的NaHSo、溶液(含少量淀粉)10．0mL、KIo，(过

量)酸}生溶液40．0mL混合，记录10～55℃间溶液变

蓝时间。55℃时未观察到溶液变蓝，实验结果如图。

据图分析，下列判断不正确的是( )。

≮

厘
。盆

A．40℃之前与40℃之后溶液变蓝的时间随温

度的变化趋势相反

B．图中b、c两点对应的NaHso，反应速率相

等

c．图中a点对应的NaHso、反应速率为5．o×

10一m01．L一·s一1

D．温度高于40℃时，淀粉不宜用作该实验的指

示剂

8．(2012年上海卷)为探究锌与稀硫酸的反应

速率【以1，(H：)表示】向反应混合液中加入某些物质，
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加入NH4HSo。固体，v(H2)不变

B．加入少量水，v(H。)减小

C．加入cH3CooNa固体，v(H2)减小

D．滴加少量CuSo。溶液，1，(H：)减小

9．(2009年安徽卷)Fenton法常用于处理合难

降解有机物的工业废水，通常是在调节好pH和浓

度的废水中加入H：o：，所产生的羟基自由基能氧化

降解污染物。现运用该方法降解有机污染物p—cP，

探究有关因素对该降解反应速率的影响。

1．6

1．2

0．8

O．4

＼ ③

|
＼

|

|
l ①

② ＼ 、．
＼ 。＼

--一

O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t／s

[实验设计】控制p—cP的初始浓度相同，恒

定实验温度在298K或313K(其余实验条件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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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推理能力的构成及其考查研究木

任唯。刘东方
(沈阳师范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摘要：从理论上界定科学推理、科学推理能力的内涵，并梳理出科学推理的基本构成类型，概括各推理类型的核心思维

过程，为科学推理能力的培养提供理论依据与切入点。从2009也013年全国高考试卷中选取试题，分析其如何对科学推理能

力进行考查，为进一步开发和完善科学推理能力测试工具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科学推理；能力构成；试题分析；能力考查

文章编号：1005—6629(2015)3—0063一04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B

随着青少年的年龄增长，思维发展随之发

生变化，逐渐能够通过判断和推理来认识科学原

理，进而掌握科学规律。科学推理能力是一种高级

思维，对青少年科学思维能力乃至科学素养的形

成起到关键作用。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科学

推理已成为国外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1科学推理能力的界定

在逻辑学中，推理是指根据一个或一些命题

得出另一个新判断的思维形式。每一项推理都是

由前提和结论两部分组成。已知的判断，是推理

的前提；得出的新判断，是推理的结论。正确的

前提可以得到正确的结论，反之亦然。科学推理

(scienti6c reasoning)是在推理的基础上得以发展

的，最早由皮亚杰在其认知发展理论中提出。

皮亚杰将人类从出生至成人思维质的变化

划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O之岁)、前运

算阶段(2彳岁)、具体运算阶段(7～12岁)和形式

运算阶段(12～15岁以后)，并认为儿童只有进入

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进入到科学思维的阶段。随着

研究的逐步深入，诸多学者对科学推理的概念提

+2013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金“辽宁省中学生探究能力发展研究(W2013135)”成果；沈阳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我国中学生化学探究能力构成

爰其发展研究“成果。

表)，设计如下对比试验。

(1)请完成以下实验设计表(表中不要留空

格)。

c／10-3mol·L一1实验
实验目的 T／K pH编号

H202 Fe2+

① 为以下实验作参考 298 3 6．0 0．30

探究温度对降解反应速
②

率的影响

③ 298 10 6．0 0_30

【数据处理】实验测得p—cP的浓度随时间变
化的关系如上图。

(2)请根据上图实验①曲线，计算降解反应在

50～150s内的反应速率：

v(p—CP)= mol·L～·s1

f解释与结论】

(3)实验①、②表明温度升高，降解反应速

化学教学 2015年第3期

率增大。但温度过高时反而导致降解反应速率减

小，请从Fenton法所用试剂H：o：的角度分析原

因： 。

(4)实验③得出的结论是：pH等于10时，一

【思考与交流]

(5)实验时需在不同时间从反应器中取样，并

使所取样品中的反应立即停止下来。根据上图中的

信息，给出一种迅速停止反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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