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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共价键的形成》的教学
———关于新课程下教学有效性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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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获得发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是指尽可能少地投入教学时间，却有比较好

的学习结果，使学生获得深刻的学习体验．要想使教学有效性达到比较高的层次，显然用传统的、单一的讲授法是无法实

现的．在新课程推进过程中，许多教师认识到了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重要性，在新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大胆

地使用这些教学方法．本文以《共价键的形成》的教学为例，浅谈如何落实有效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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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这是新课程改革以来教

育界一直在探索的问题．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

教学使学生获得发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是指尽可能

少地投入教学时间，却有比较好的学习结果，使学生获

得深刻的学习体验．要想使教学有效性达到比较高的

层次，显然用传统的、单一的讲授法是无法实现的．在

新课程推进过程中，许多教师认识到了自主学习、合作

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重要性，在新课程的教学实践中

大胆地使用这些教学方法．但是，在使用这些教学方法

时，还要注意很多问题，比如要有合作、讨论的话题；要
精选探究的内容；要注意研究使用多媒体手段的必要

性等等．简而言之，教学程序和教学方法的制定要以是

否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为原则，在整个化学教学课时不

是很宽裕的情况下，更要关注教学的有效性，才能达到

教学目标．本文以《共价键的形成》的教学为例，浅谈如

何落实有效性教学．

１　教材分析及理论依据

教材的编写思路理解如下：教材遵循由浅入深、由
简单到复杂的原则，从最简单的氢气分子的形成过程

入手，逐渐展开共价键内容丰富多样的画卷．以原子电

子云伸展方向为依托，扣牢电子云重叠方向与程度，分
析说明共价键的牢固性，突出共价键键能在本单元中

的重要地位，也是我们分析处理化学问题的重要理论

基础———灵活运用能量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顺理成

章 地 引 出 了 共 价 键 方 向 性 的 本 源———电 子 云 伸 展 方

向．由于每种原子的价电子数有限，结合泡利不相容原

理，使得共价键的饱和性成为逻辑推论［１］．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通过一定量的复习，并充分利

用“你知道吗”栏 目 中 的 问 题，引 导 学 生 回 忆 在《化 学

２》中所学的有关共价键的形成条件和用电子式表示共

价分子的形成过程等知识．主要从以下方面抓住重点

开展讨论，使学生对共价键的概念有较为具体深入的

认识．
１）共价键的成因．
２）共价键形成的表示方法．
３）对共价键形成过 程 的 教 学，由“两 个 氢 原 子 之

间一定能形成稳定的共价键吗”的问题引入．

２　学生学习情况分析

２．１　知识能力方面

１）对于电子 运 动 状 态 的 描 述，量 子 的 观 点、能 量

的观点已经为学生所认同，意识到电子的运动不是完

全无序的，而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２）对于如何描述元素的性质，学生的认识方式完

成了由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具备了一定

的理解力或者是解释力．
３）初步了解了原子的微观结构，结合有关的实验

事实和数据认识了元素周期律，原子结构与元素性质

的关系，以及化学键的涵义等关于物质结构和性质的

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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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思维发展方面

高一学生抽象逻辑思维属于理论性，他们能够用

理论作指导来分析综合各种事实材料从而不断扩大自

己的知识领域．他们基本上可以掌握辩证思维（一般到

特殊的演绎过程、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过程）．

２．３　情感发展方面

独立性自主性是学生情感发展的主要特征．学生

的意志行为越多，就更追求真理、正义、善良和美好的

东西．高层自我调控在行为控制中占主导地位，一切外

控因素只有内化为自我控制时才能发挥其作用．

３　主要教学设计

３．１　教学目标

使学生理解共价键的概念，初步掌握共价键的形

成，加深对电子配对法的理解；能较为熟练地用电子式

表示共价分子的形成过程和分子结构．

３．２　过程与方法

１）通过分析氢气分子的形成过程，使学生总结出

共价键的本质、定义．通过共价键形成过程的分析，培

养学生求实创新的精神和抽象思维能力．
２）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通过一些模型和微观动

画使抽象的微观粒子宏观化、具体化，有利于学生对共

价键的类型、共价键的方向性和饱和性的理解．培养学

生从宏观到微观，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认识事物的方

法．

３．３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１）形形色色、斑 斓 多 彩 的 物 质，都 是 原 子 之 间 通

过强烈的相互作用（化学键）结合在一起的，体现了化

学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息息相关，同时也体现了物

质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物质之间的关系．
２）了解人类对物质结构认识的思维历程、感受体

会科学家杰出思想，体验科学探究过程，培养辩证地认

识物质的科学态度及科学精神．
教学重点、难点：共价键的形成及特征；用电子式

表示共价分子的形成过程及分子结构；学生抽象思维、

概括能力的培养．

３．４　教学过程

无论是自然界存在的，还是人工合成的物质，大多

数是含有共价键的物质．共价键是一种重要的化学键．
３．４．１　知识回顾

１）共价键定义：原子间通过共用电子对所形成的

的化学键．成键微粒：原子；成键本质：共用电子对；存

在范围：非金 属 单 质（Ｈ２、Ｏ２ 等 多 原 子 分 子）；共 价 化

合物（ＮＨ３、ＣＨ４、Ｈ２Ｏ）；离 子 化 合 物（ＮａＯＨ、ＮＨ４Ｃｌ
等复杂的离子化合物）．
２）共价键的表示方法：略．
３）小结：
多媒体展示共价键与离子键的比较（表１）：

表１　共价键与离子键的比较

项目
类型

共价键 离子键

成键元素
两 种 相 同 或 不 同

的非金属化合

活 泼 金 属 与 活 泼

非金属化合

成键粒子 原子 阴、阳离子

成键本质 形成共用电子对 静电作用

化合物电子式

学生活动：写出其对应分子的电子式和结构式：

表２　不同分子的电子式和结构式

分子式 电子式 结构式

Ｃｌ２
Ｎ２
ＮａＯＨ
ＮＨ３
ＣａＦ２
ＣＯ２

思考：以上物质中哪些是离子化合物？哪些是共

价化合物？

①共价化合物中只含有共价键；②离子化合物中

一定含有离子键，也可能含有共价键．
新课过渡：通过以上的复习，完成课本４３页问题：

“你知道吗［２］？”

①通常哪些元素的原子之间能形成共价键？②如

何用电子式表示共价分子的形成过程？③含有共价键

的物质是否一定是共价分子？④两个氢原子如何形成

氢分子？由这些问题的讨论引出新课教学．
３．４．２　新课教学

１）多媒体展示：氢气分子形成过程的能量变化．
相距很远的两个核外电子自旋方向相反的氢原子

相互逐渐接近，在此过程中体系能量将先变小后变大．
２）共价键的形成

（ｉ）共价键的形成条件：

①两原子电负 性 相 同 或 相 近 ；②一 般 成 键 原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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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未成对 电子；③成键原子的原子轨道在空间重叠．
（ｉｉ）共价键的形成本质

成键原子相互接近时，原子轨道发生重叠，自旋方

向相反的未成对电子形成共用电子对，两原子核间的

电子密度增加，体系的能量降低 ．
通过教科书４４页 的“交 流 与 讨 论”过 渡 到“共 价

键的特征”知识点的教学．
（ｉｉｉ）共价键的特征

①具有饱和性

在成键过程中，每种元素的原子有几个未成对电

子通常就只能形成几个共价键，所以在共价分子中每

个原子形成共价键数目是一定的．
形成的共价键数 未成对电子数

②具有方向性

在形成共价键时，两个参与成键的原子轨道总是

尽可能沿着电子出现机会最大的方向重叠成键，而且

原子轨道重叠越多，电子在两核间出现的机会越多，体
系的能量下 降 也 就 越 多，形 成 的 共 价 键 就 越 牢 固．因

此，一个原子与周围的原子形成的共价键就表现出方

向性（ｓ轨道与ｓ轨道重叠形成的共价键无方向性，例

外）［２］．
３）小结：（ｉ）共 价 键 的 形 成 条 件；（ｉｉ）共 价 键 的 本

质；（ｉｉｉ）共价键的特征．
４）随堂练习：用多媒体展示练习题．
５）布置作业．

３．５　教学效果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首先通过多媒体展示进行复

习，并充分利用“你知道吗”栏目中的问题，引导学生回

忆在《化学２》中所学的有关共价键的形成条件和用电

子式表示共价分子的形成过程等知识．同时从以下方

面抓住重点展开讨论，使学生对共价键的概念有较为

具体深入地认识，进一步达到教学目的．
１）共价键的 成 因：通 过 提 问 讨 论，启 发 学 生 对 比

氢原子、氦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分析氢分子是双原子分

子，而氦原子是单原子分子的结构原因．从原子的最外

层电子排布是否达到稳定状态，分析得出形成共价键

的条件，并用电子式表示氢气和氯气分子的形成过程．
进一步与离子键进行对比，使学生明确共价键成键的

微粒是原子，而离子键成键的微粒是离子．
２）共价键形 成 的 表 示 方 法：电 子 式 能 较 具 体、形

象地表明原子、离子中电子的排布及原子间电子配对

成键的情况，要求学生掌握电子配对成键的方法．复习

时，采用对比的方法，比较用电子式表示离子键和共价

键形成过程有何异同点．共价键表示方法除了电子式

《化学２》还介绍 了 结 构 式，所 以 在 复 习 时 也 要 注 意 比

较电子式和结构式表示分子结构的不同．
３）对共价键形成过 程 的 教 学，由“两 个 氢 原 子 之

间一定能形成稳定的共价键吗”的问题引入，让学生较

为形象直观地形成“两个自旋方向相反的未成对电子

才能形成稳定的共价键”的概念，同时采用多媒体动画

来演示两个核外电子自旋方向相同和两个自旋方向相

反的氢原子相互接近的情况，并采用原子结构的轨道

表示式说明问题．在此基础上，再组织学生进行了教材

设计的相关“交流与讨论”的活动．让学生进一步巩固

对共价键形成本质的认识，通过讨论使学生认识到共

价键和离子键在饱和性与方向性等方面的不同．
４）通过阅读课本中的拓展视野部分，了解人类对

物质结构认识的思维历程、感受体会科学家的杰出思

想，体验科学探究过程，培养辩证地认识物质的科学态

度及科学精神．

４　教学反思

根据本节课的内容特点，本节教学的关键是设法

以尽可能形象化的手段解决相对抽象的问题．本节课

的重点是共价键的形成本质，也是本节课乃至本章的

难点，而此处知识点非常抽象，需要充分利用多媒体动

画，创设相应情景，使抽象的知识直观化，然后通过“你
知道吗”“交流与讨论”等栏目，把知识点分解成简单的

问题组探究，让学生充分利用前面所学的知识，轻松地

突破难点，了解了共价键的饱和性和方向性，对共价键

有一个较为具体深入地了解，通过练习及时加以巩固，
承上启下引出σ、π键的有关知识，对后面学习键的极

性以及键能等知识也就会变得自然简单得多，这样，把
抽象的知识直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充分调动了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课堂效果不错，当然，难点处，对学

生还总有一点不放心，所以，在以后的教学中还要在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上再下一番功夫．在教学细节

上多听听意见，扬长避短，不断的完善自己，使自己的

教学水平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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