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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基于新课程标准的

“二氧化硫的性质”教学设计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150025 王洪鑫 季春阳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版) 对非金

属及其化合物知识的内容要求是结合真实情境中

的应用实例或通过实验探究，了解非金属及其化

合物的主要性质，认识到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在生

产中的应用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基于新课程标

准的内容体系要求，下面以“二氧化硫的性质”一

课为例作初步的探讨。
一、教学与评价目标

1． 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探究二氧化硫的漂白性，由宏

观现象转变到微观结构，初步建立基于物质类别、
元素价态和原子结构预测和检验物质性质的认识

模型，使学生能够运用对比法理清易混问题，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学探究能力。
(2)通过含硫物质及相关化合物之间的转化

关系的认识过程，建立物质性质与物质用途的关

联，学生能够进一步掌握研究物质的方法—提出

问题、理论分析、实验验证、得出结论，再辩证地分

析结论的使用范围，由实验证据的推理，建立认识

化学物质的模型，培养学生证据推理和模型认知

的素养。
(3)通过设计工业制取硫酸的主要步骤、提

倡减少酸雨形成等活动，结合二氧化硫的功与过

关系的教学过程，学生能够学会辨证地分析问题，感

受化学物质的及其变化的价值，同时辩证地认识化

学物质，进一步增强合理使用化学物质的意识，培养

学生具有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
2． 评价目标

(1)通过学生课前对二氧化硫相关知识的查

阅和同伴间的相互交流讨论的信息数据分析，诊

断学生认识化学物质的系统、孤立水平和实验探

究物质性质的经验、概念原理水平。
(2)通过 对 二 氧 化 硫 的 酸 性、漂 白 性、氧 化

性、还原性实验设计方案的交流与评价，诊断并发

展学生物质性质和变化规律的实验探究水平。
(3)通过对硫及其氧化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关

系以及可以从多角度认识化学物质的交流与讨

论，诊断并发展学生对物质本质和相互关系间转

化思路的认识水平。
(4)通过对含硫物质性质及转化的视角分析

酸雨的成因，设计工业制造硫酸的方案，提倡减少

酸雨形成活动的讨论与点评，诊断并发展学生环境

资源利用能力水平及其对化学价值的认识水平。
二、教学与评价思路(见表 1)

表 1

课前

查阅资料与在线学习

课中

情境引入，设计与实施实验方案

课中

研讨、总结与提炼

课后

问题解决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了解酸雨、雾霾的成因和危

害，推测 SO2的性质

新闻报道中预测 SO2 的性质，

设计实验方案并实施

讨论、汇报对含硫物质转化关

系的梳理情况

实际问题解决方 案 设 计 与 交

流，展示方案并相互评价

诊断学生认识物质性质的水

平

诊断学生实验探究物质性质水

平

发展学生多角度分析物质及其

转化关系的 认识思路水平

发展问题解决能力和化学价值

的认识水平

三、教学流程

1． 查阅资料与在线学习

学习任务一:课前布置自主学习任务，利用网络

平台查阅关于酸雨和雾霾的成因，观看相关的短视

频，完成学习任务后可在线讨论交流、评价和总结。
评价任务一:诊断学生认识物质水平的思维

能力。
【教师活动】布置课前学习任务，查阅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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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的成因和危害。
【学生活动】在网络上观看生活中硫的使用，

SO2的形成以及酸雨和雾霾的危害，SO2 的安全利

用等相关视频。
【设计意图】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学生对学习

任务的热情，通过酸雨和雾霾的话题引导学生初

步认识二氧化硫及相关硫的化合物，建立知识与

实际的关联。
【学生活动】推测 SO2 的化学性质，列举自然

界、生产生活中含硫物质，利用流程图解释说明含

硫物质之间的关系。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运用前科学概念和本

身具有的生活经验完成学习任务，初步诊断学生

认识化学物质的方法和思维水平。
【学生活动】建立学习小组交流与讨论，在线

表达对 SO2 的新认识，尽量尝试提出资源利用的

方案。
【教师活动】检查学生课前学习任务的完成

情况，整理学生收集到的学习资料，解决学生认识

二氧化硫后存在的问题。
【设计意图】鼓励学生关心并参与有关社会

性话题，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诊断学生自主学习

知识存在的误区并纠正。
2． 情境引入、设计与实施实验方案

学习任务二:观看 SO2 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的

新闻报道，获得有关 SO2的信息并预测 SO2具有的

性质，学生设计实验方案验证其性质。
评价任务二:诊断学生实验探究物质性质的

能力水平。
【学生活动】观看关于 SO2 的新闻报道“问题

银耳”的社会议题，交流与讨论，获取有关 SO2 的

信息，结合物质分类、氧化还原反应的规律推测

SO2的性质。
【教师活动】给学生提供有关二氧化硫的新

闻视频，让学生从新闻报道中捕捉有关二氧化硫

的信息，提出相应问题。
【设计意图】结合生产和生活实际问题情境，

引导学生从身边学习化学知识，易于接受内化。
引导学生从物质类别、元素化合价变化推测二氧

化硫的性质，培养学生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化思维

能力，多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

【学生活动】设计实验方案并验证 SO2的溶解

性、酸碱性、漂白性等，改进探究 SO2 的漂白作用

实质的实验方案。
【教师活动】给学生提供实验用品及仪器，让

学生选择实验用品，独立设计实验。
【设计意图】通过探究物质性质的实验，培养

学生能够运用适当的方法控制反应条件探究物质

的性质和变化规律的实验操作能力。完善对比实

验，分析二氧化硫具有漂白性的根本原因，培养学

生收集和表述实验证据的能力。
【学生活动】小组合作实施各个实验，记录实

验现象并得出结论，认真观察教师的演示实验，记

录实验现象并得出结论。
【教师活动】帮助学生改进实验，进行演示实验。
【设计意图】发展学生分析实验现象、推论二

氧化硫性质思路的能力。
3． 研讨总结与提炼

学习任务三:讨论、汇报含硫物质之间转化关

系的整理情况。
评价任务三:发展学生认识化学物质及其相

互转化的思维水平。
【学生活动】梳理实验过程和结论，总结环境

中 SO2的来源、成分以及 SO2 的性质，小组交流合

作构建本节课的知识体系框图，进行汇报。
【设计意图】发展并诊断学生多角度思考问

题的水平，从宏观现象到微观探析的转换思维能力。
【学生活动】利用构建 SO2及其相关化合物的

知识循环体系，总结自然界中的 SO2 到生活生产

中的 SO2，如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工业生产的转

化路径，讨论 SO2的环境防护以及安全使用。
【设计意图】由实验探究梳理实验证据，构建

知识思维体系，形成学习化学物质性质的认知模

型。分析二氧化硫的利弊，辩证地看待化学产品，

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能力。
【教师活动】整理学生的汇报的内容，针对典

型的问题进行讲解，再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

的个别问题，最后总结二氧化硫的物理性质、化学

性质以及用途，对整节课内容进行梳理。
4． 问题解决

学习任务四:实际问题解决方案设计与交流，

展示方案并相互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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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空间模型在中学化学核心概念学习
进阶建构中的应用研究

———以“原电池”为例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710119 严文法 宋丹丹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学习进阶已成为国内外科学教育的

热点研究领域。我国学者郭玉英认为学习进阶必

备四个基本要素:大概念或核心概念、学习进阶的

变量和层级、学生的表现以及追踪学生表现的测

量模型。心理测量学模型能够使学习进阶与评价

结合起来，既为验证学习进阶的有效性提供证据，

又能对学生做出诊断，当前应用到学习进阶中的

心理测量学模型有单维项目反应模型、多维项目

反应模型和认知诊断模型。其中，规则空间模型

(Ｒule Space Model，ＲSM)作为认知诊断模型最具代

表性的工具在学习进阶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多。

规则空间模型是美籍日本教育家 Tasuoka 提

出的一种认知诊断理论，该模型将认知心理学、项
目反应理论与多元统计结合为一体，基于统计方

法将学生对题目的作答反应划归为与认知技能相

联系的属性掌握模式。它的基本原理是将学生在

解题时要使用的知识、认知加工技能或策略定义

为属性，这些不同属性的组合产生不同的属性模

式，根据学生在测试项目的作答情况可以找到学

生的属性掌握模式，这些属性掌握模式即为学生

的知识结构，也就是学生对属性掌握的组合情况。
规则空间模型是将传统的单一分数转化为学生在

解题中所涉及的认知过程与技能的掌握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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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评价任务四:发展学生能够解决真实情境中存

在的问题的能力，诊断学生对化学价值的认识水平。
【教师活动】布置课后作业，延伸本节课的学

习内容，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
【学生活动】课后作业:1． 查阅二氧化硫的用

途，二氧化硫被作为食品添加剂已有几个世纪的

历史，二氧化硫广泛地应用于食品中的作用原理是

什么? 2． 查阅相关资料，在城市的污水中含有氯气，

如果你是该城市环境部门的化学研究员，你应该如

何处理污水? 3． 查阅资料，在工业上如何制取硫酸，

请你提出一套合理的实验设计方案。(三选一)

【学生活动】小组互相分享设计方案，合作交

流，挖掘优点弥补不足，优化本组设计方案。
【设计意图】为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

生活质量，将化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相关联，能够激

发学生调动身边能利用的资源查阅资料，认识到

物质之间转化的思路方法，培养学生灵活的思维

能力、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四、案例总结

“二氧化硫的性质”一课采用线上和线下相

结合的教学方式，通过网络查阅课前学习资料，梳

理自主学习内容线上交流，丰富了学生的学习内

容，延长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增加了更多师生和学

生间的互动空间;课中延伸的实验探究学习提高

了教学目标的达成度，也提高了学生的小组活动

效果，整体的课堂效率逐步得到提升;课后布置与

社会生活实际相关的学习任务，让学生具有利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活学活用，符合新

课程标准的教育理念。本节课基于新课程标准提

倡开展“素养为本”的教学，重点突出了较为丰富

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价值。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能够概括物质的性质，认识物质并构建其相

关化合物相互转化的认知模型，运用模型解释化

学现象，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是以发展学生的化学

学科核心素养为主旨，促进学生逐步形成化学学

科的核心观念，适应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满足社

会对现代人才培养的需求。
基金项目: 哈尔滨师范大学深化教育教学综

合改革项目，项目编号: X2015 － 2 －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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