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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材 内容分析概述二 、学生特征分析

本课题选 自 人教版普通高 中化学教科书选修 ３ 第授课班级为 ２０ １ ６ 届 高二 （
４

） 班和高二 （
６

） 班 。

二章第二节
“

分子 的立体构 型
——

ＶＳＥＰＲ 理论
”

，
教材学生 已学会了 电子式的书写 ，

理解化学键是静电作

分别从形形色色 的分子 、 价层 电子对互斥 理论 、杂化轨用的表征 ，对少数分子的立体结构也有感性认识 ？ 也知

道理论和配合物理论简介 四个方 面对分子的立体构型道价层及价层电子的概念 、
＾ 键特征和键长键角会决定

进行阐述 。 本节课只完成前两个知识点 的教学 ，
腳课 分子的立体

＾
构 、结构决

亨
性质和性质反映结构 的学科

时为 １ 课时 （
４ ５ｍ ｉｎ ） 。 本课时的 内容是在学生领悟原子

结构与性质 、
共价键的特征之后 ，在初步理解 了键角 、键

开

长决定分子的立体结构 ， 分子的立体结构又会直接影 ｂ
向 ＾

生
５董５

乂

的
ｉ聊 自 觉性不足

，
对知识深人探究力不够 ， 需要随教师

构判 巧 设计的教学环节层层剥离知识的疑难坚壳 ， 在充分的关
识 ，具备承則启 后 、反夏 应用 、化子建模的特点 ， 也是轨 注和指导下逐渐达到知识核心 ， 完成学习任务 。

道杂化理论 、
分子极性判定 的理论基础 。 这节知识也再三 、教学 目标与学 习水平的分析与确Ｉ定

次为学生展示了
“

静 电作用
”

在化学领域的普遍性和 重１ ． 教学 目 标与 学 习 水平 的 确 定

要性 ， 凸显 出简单合理的思想能解决深邃科学问题的方 （

１

）知识与能力 。

法论 。具体要求如表 １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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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专业技术的角 度 ，
指导他们评讲时应注意的问题 ，

如她用两种不同 的划分计算方法 ，
让高二学生从不同

减少语言表达的 口头禅 、辅以适 当 的板书等 。角度理解化学式的推断与计算 。

评讲效果非常好 ！ 高二学生对兄弟班级的师兄 、师学生小梁在分析第 ３ 题有机物同分异构体的个数

姐到班级评讲题 目这一新颖的形式非常感兴趣 ， 与平时时 ，运用数学的排列组合法 ，赢得高二学生的阵 阵掌声 。

由教师评讲试题相比 ，课堂气氛更加活跃 。 他们兴致勃学生小陈通过漂亮的立体图示 ，将 白磷 、石墨 、金 刚石 、

勃地听取高三学生对知识点的讲解 ，
吸收高三学生的解二氧化硅晶体 中各种共价键的数 目 判断形象地展示出

题经验与技巧 。 选择题第 １ 题
，
答题出现异常情况 。来

，
为解答此类题 目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 学生小张用极

１ ． 下列物质中属于合成纤维 的是 （ ） 。富幽默而又容易被同学们理解 的话语 ，几乎是秒杀 了１ ６

Ａ ． 腈纶Ｂ ． 蚕丝Ｃ ． 人造丝Ｄ ． 羊毛绒题选择 Ａ 或者 Ｂ 答案 的同学 。

该题选择正确答案 Ａ 的有 ３０ 人 ，选择 Ｃ 答案有 ３４课后
，参与评讲的高三学生意犹未尽 ， 能在这样的

人 ，

ＢＤ 答案均无人选 。 学生小莫表示 ， 他 自 己也模棱两场合 以这样的方式与学弟 、学妹交流 ，他们对这部分的

可
，于是他查 阅了课本 、

网络等大量资料 ，
对该知识点有知识点 印象 已经非常深刻 了 ， 同时还增强 了 自 信心 ，

为

了深人的理解 ， 而他在评讲时 ，将 自 己收集 到 的有关知他们冲刺高考增加 了动力 。 高二学生也从不 同类型 的

识也简单介绍给了 高二的学生 ，实现了双赢 。师兄 、师姐身上 ，
学到 了有别于老师的解题思路和方法 。

学生小黄评讲的是选择题 １ ３ 题 。此举又是一次双赢的活动 ！

１ ３ ． 石 墨能 与 熔融 金 此后 ，两个班级还在高考前夕 ，举行了多次联谊活

属钾作用 ，形成石墨 间 隙 动 ， 帮助高三学生缓解复 习 的紧张情绪 ，
为高三加 油 ！

化合物 ，

Ｋ 原子填充在 石 跨年级教学是
一项很辛苦但往往又吃力不讨好的

墨各层碳原子中 。 比较常 ＾ 事情 ，教师容易 出 现疲倦心态 。 但我们如 果能克服困

见的石墨间隙化合物是青 难 ， 从不同的 角度 ， 用更新 、更符合学生心理发展 的思

铜色的 化合物 ， 其化学式想
，
去开创新的教学思路和模式 ，

然后付诸大胆的实践 ，

可写作 Ｃ
，

Ｋ
， 其平 面 图 形胃 ４不断地反思 。 相信跨年级教学也会成为一件愉悦 的事

如 图 ４ 所示
，
则 ＊ 值为 （ ） 。情 ，让学生收获学科的能力 、收获成长的喜悦 、收获青春的

Ａ ． ８Ｂ ． １ ２Ｃ ． ２４Ｄ ． ６０情谊 ，
也能让教师感受教育的生命律动 ，

收获教育的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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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知识与能力 要求
 （

２
） 过程与方法 。

￣

学 习水平通过模型制作 、
视频信息 的释疑 ， 对知识 疑难点的

 

知道 识记 理解 应用 分析综合探究交流来实现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的理解和应用 ， 能

（
１

）
形形色色的分子Ｖ通过 ＶＳＥＰＲ 模型判断分子的立体结构 。

⑵ 现代分＾结构的测定方法Ｖ（
３

）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

（ ３ ） 价 层 电子对互斥 理论发 ，通过不 同 的学 习环节来感知 多彩的微观世界 、激发

展历程Ｖ
学 习兴趣

、提升学科魅力 ，培养学生严谨 的科学态 度与

（
４ ）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要点ＶＶ空间想象力 。

（ ５ ） ２
－ ６ 对价层 电 子对 的＾Ｖ２ ． 教学 重点和难点

ＶＳＥＰＲ ＾ ａ重点 ： 理解价层 电子对互斥理论的要点 ，
用 Ｖ ＳＥＰＲ

ＶＶ模型判断分子 的立体结构的思维方法 。

（
７

） 价 ！ 电子 数 的确 定 方法ｖｖ难点 ：

ＶＳＥＰＲ 模型 的建立 、 与粒子立体结构 间 的关

之公式法系 ；
孤电子对对立体构型的影响 。

（
８

）
用 ＶＳＥＰＲ 模型判 断分子ｖＶｖ四 、教学媒体的选择与教学方法的设计

的立呼璧担教学媒体的选择与教学方法的设计如表 ２ 所示 。

表 ２ 教学媒体的选择与教学方法设计


知识 学习水平来源形式主要内 容使用时 间／ｍ ｉ
ｎ教学的作用使用方式或教学策略

￣￣

７１网络 图片介绍简单分
＂

提供直观信息
⑴自 编课件子结构模型拓展知识视野

子

（
２

）知道图片文字３提供资源浏览了解
自 编课件

（ ３ ）知道文字描述２提供资源快速阅读
材 自编课件

（
４ ）知记理解文字描述８提供资源探索式讲述式

维基百科网

知记理网络视频 自价层电子对在空提供直观模型启迪空观看思辨动手
５

解应用制气球模型间互斥 的形态间结构的想象思维制作归纳总结

（
６ ）知道应用０１

４
和 ０）

２
的电子式２提供直观信息讲述式

黑板演与

（ ７ ）

知 理
ｔＴｉｔ

Ｓ〇
２
和 Ｃ０

＾
价层 ７提供知识信息 讲述式讨论交流式

解应用黑板演写电子对的推算方法

／ Ｑ
，理解应用网络图片六种不 同分子和离子 ＶＳＥＰＲ

（
８

）

分析综合 自 编课件模型和分子立体结醒ｓ
８

五 、课堂教学环节 、教学过程的设计（板书 ）

一

、现代仪器测定方法
——红外光谱

教学环节与过程设计如附 图所示 。早些年的科学家是如何推测 出 ｃｈ
４ 为正 四面体结

＇

情 景 启 学Ｈ研模促 学Ｍ用 模达 学Ｗ小 结 固 学 课后拓 学
］

构 ，

ｃ〇
２ 为賴结构 ？ 获得了 卄 么理论呢 ？

   
１ ＾【研模促学 】 （ 讲述 ） 价层 电子对互斥 理论 ，是 ２０ 世

（注 ： 此处 “

模
，

， 指 代
“

ＶＳ ＥＰＲ模型
’ ’

）纪 中叶 由美国 四位科学家发现的 ， 它是
一种简单而应用

广泛的理论 ， 能较准确推定单 中心多元粒子 （
ＡＢ

？
型 ） 的

【 情景启学 】 （展示 ） 用 ＰＰＴ 展示足球烯等
“

ｃ
？
螺旋立体结构 。

（展示 ） 用 ＰＰＴ 展示理论的发展历程 。

讲述 Ｃｊ子结构发现的科学小故事 。

（ 板书 ）
二

、价层电子对互斥 理论 （ Ｖ ＳＥＰＲ 模型 ）

（板书 ）分子性质—分子结构—现代仪器１  ． 发展历程 ？

（ 略 ） 。

第二章第二￥ 分子的立体构Ｓ２ ． 核心思想 ： 分子 （ 或离子 ） 的立体结构是 中心原子

（ 展示 ） 现代仪翻定分子立体结＿文字简介 ｆｎ雕 的
“

价层电子对
”

互斥达繼小的结果 。

红外光谱信息插图与使用过程 。

你能以 ｃｏ
２ 和 ｃｈ

４ 为例谈谈你对
“

价层 电子对互斥

ＫＨＳＭａａＭｉ Ｔｅａ ｃｈ ｉｎ ｇ
Ｒｅ 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ｆ

Ｍ ｉｄ ｄ ｌｅＳ ｃｈ ｏｏｌＣｈ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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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小
”

的理解吗 ？子中 的 键角 却 分别 为 １ ０９
。
２８

＇

、 １０７
。

１ ８

＇

、
１ ０４

。

３ ０
＇

。 为

（学生 回答 ） 略 。什么 ？

（展示 ）
用气球模型展示

“

价层 电子对互斥达到最（学生 回答 ）略 。

小
”

的含义和空间分布形态 。（板书 ）
６ ． 不同价电子对之间排斥力大小关系 ：

价层电子对为 ２
、
３

、
４ 的 ＶＳＥＰＲ 模型分别是直线形 、孤电子对一孤电子对＞孤电子对一成键电子对 ＞

平面三角形 、
正 四面体 ， 那么价层电子对为 ５ 或 ６ 呢 ？成键电子对一成键电子对

（学生 回答 ） 略 。（ 过渡 ）世界 中的分子丰富多彩 ，分子结构也是不尽

播放英文版
“

ＶＳＥＰＲ 模型
”

视频 。 并请学生翻译和相 同 。 下面让我们看看它们吧 ！

解释所视听到的信息 。（展示 ）在 ＰＰＴ 上展示形形色色 的分子结构模型 。

（学生 回答 ）略 。并简单介绍
“

碳纳米管的发现与用途
”

。

（板书 ） ３ ？ 理论要点 ： 分子 （或离子 ）
的价层电子对【小结固学 】 （谈

一

谈 ）请学生谈谈今天学习 的收获

在 中心原子核周 围彼此距离最远时 ，排斥 力最小 ， 体系与疑问 。

能量最低 ， 分子结构最稳定 。（ 小结 ） 按板书的流程 ，依次总结本节课学习的 内容

（展示 ）用 ＰＰＴ 展示不 同价层电子对的
“

ＶＳＥＰＲ 模要点 ， 强调知识运用时注意的事项 。

型
”

。 【课 后拓 学 】
１ ？ 利用 气球等 生活 器材 制 作 不 同

（ 过渡 ） 不 同数 目 的价层电 子对有不同 的
“

ＶＳＥＰＲ
“

ＶＳＥＰＲ 模型
”

。

模型
”

，什么是价层 电子对 ？ 那么如何确定 中心原子的２ ． 完成
“

导学案
”

课时训练 。

价层 电子对数呢 ？六 、课堂教学反思

（ 板书 ） ４ ． 价层电子对 。经过实际的教学验证 ，
课前设计的教学环节能基本

（ １
） 含义 ： 在 么８

？
型粒子 中 ， 价层电子对是指 中心原完成 ； 以讲述法为主 ，兼用演示和启迪 的教学方法使用

子 （ Ａ ） 周围 的 （７ 键电子对和孤电子对 ＾ 即价电子对数的 比重 比较合适
；
引 导 的学用结合 、讨论交流穿插式的

＝
＜７ 键电子对数 ＋孤电子对数 。学习方法完全能帮助学生领悟

“

ＶＳＥＰＲ 理论
”

的核心思

（
２

） 确定方法 。想 ， 也极大地启 迪了学生的思维 ，培养 了学生的动手应

①写电子式法 。用能力 ； 教学重难点 确定 的 比较准确 并获得 了教学突
Ｃ０

２ 、
Ｈ

２
０ 与 ３０

２ 都是三原子分子 ，
它们的价层电子破

，
教学任务可 以在

一

节课内 完成 ，教学 目 标基本达到

对数相 同吗 ？要求 。

（ 学生 回答 ） 略 。这节课值得借鉴之处如下 ：①
“

情景启学
”

环节所选

②公式推算法 。择应用 的材料 内容新颖 ，
贴近学科前沿 ，

扣题性强
， 具有

在 ＡＢ
？
Ｓ分子 中 ，

ａ 键 电子对数与 《 相等吗 ？Ａ 的激发学生兴趣的作用 。 ②
“

研模促学
”

环节所采用 的气

价层上的孤电子对是如何产生的 ？ 如何推算呢 ？球模型制作和视屏材料观看相结合的方式 ，它能把抽象

（展示 ） 在 ＰＰＴ上展示 ＣＨ
４ 、
Ｃ０

２ 和 １１
２
０ 价电子对数的理论直观化 ，提升学生对 ＶＳＥＰＲ 模型 的认识程度 。

推算过程并总结公式 。此处最好的设计在于请学生对英文版的视频信息进行

练 习 ． 请利用计算推导的方法确定下列微粒的 中 心翻译解释
，
这能加强学生对价层 电子对互斥 理论 的认

原子 （ 带 的价层电子对数 。识 ，也能为学生提供更加丰 富 、更加贴近理论原著的知

ｓ ｏ
２ｂｆ

３ｎｈ
３ｓｏ

＾

－

ｎｈ；识信息 ，学生较准确 的翻译就是该节课的知识要点 ， 对

在 ＰＰＴ 上展示答案 ，并让学生讨论修正 自 己练 习 的教学重难点 的突破起到 了
“

破关
”

作用 。 ③重难点突破

胃＃ 。时采用
“

化整 为零 ， 各个击破
”

的办法 ，这样的教学很好

【 用模达学 】 （ 讲述 ）
ＣＨ

４ 、
Ｃ０

２
和 Ｈ

２
０ 的 ＶＳＥＰＲ 模地利用 了学生知识的

“

最近发展区
”

。

型分别为正 四面体 、
直线形和 四面体形 ，

它们的分子立这节课也暴露出 了很多 问题 ，
需要在今后的教学 中

体结构却分别是正 四面体形 、直线形和 Ｖ 形 。 怎样才能进行改进 。 ①课堂教学节奏前松后 紧 ，
教学环节间的衔

将
“

ＶＳＥＰＲ模型
”

转换成分子 的立体结构呢 ？接转换松散且古板 。 ②问题设置的指 向性不够 、层次性

（板 书 ） ５
．ＶＳＥＰＲ 模型与分子立体结构不强 。 ③语言表达不够严谨 ， 专业名词 的描述不够科

（ 填表 ）按要求填表 （ 略 ） 〇学 。 如
“

ＡＢ
？
型分子

”

是指单中心多原子分子 ， 而我在课

（ 板书 ） 确定价层电子对—确定
“

ＶＳＥＰＲ 模型
”

―确堂 中没有 给学生交 代清楚 。 ④教学模具 没有用 活 。

定分子立体构ＳＬ⑤对学生的学习激励性评价少 。 ⑥启 用
“

合作探究
”

教

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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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Ｈ

２
０ 的 ＶＳＥＰＲ 模型均 为正 四面体 ，

但分学方法的 比重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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