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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高三化学总复习后 ， 大量已 学知识的重现以及②号装置中的总反应为
＿＿

。

训练强度的加重 ，学生在复习过程中往往会疲惫不堪 ，③号装置中的总反应式为
＿

。

主动性变差 ，课堂效率往往会大打折扣 。 由 于高 中化学（
３

） 当整个电路通 电
一段时间后 ，在②号装置中两

知识本身
“

繁 、乱 、杂
”

，教师需要引导考生对已基本掌握极共收集到 ３ ． ３６Ｌ 气体 （标准状况下 ） 时 ，
①号装置中

的零碎的化学知识进行归类 、整理 、加工 ， 使之规律化 、
Ｐｂ 电极
＿

电子的物质的量为
＿

，
通过电量约为

系统化 。 变式思想在高三复习课 中 的应用可达到事半Ｃ 。 （ 已知 １ 个电子所带 电荷量约为 １ ． ６０ｘ ｌ （Ｔ
１ ９

Ｃ
，
；Ｖ

Ａ

功倍的效果 。按照 ６ ． ０２ｘ ｌＯ
２３

计算 ，
写出计算过程。 ）

＿

、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设计意 图 ： 常 见 的 电 化 学装 置 是 电 化 学 计 算 的 载

教育心理学家潘菽
［

１

］

认为变式就是使提供给学生体 ，对 电化学 装置 的再 次 回 顾是 有必要 的 。 现行 复 习 资

的各种直观材料和事例不断变换呈现的形式 ，
以使其中料 中 能 够反 映 电 化学装 置 的

一

些 片 段 。 利 用 图 １ 所示

的本质属性保持恒在 ，
而非本质属性则不常出现 。的 串 联 电路 ，将 原 电 池 、 电 解 池 、 电镀 池 、 电 解精 炼 池等

根据以上变式的定义 ，我们可 以认为变式教学
⑴
就高 中 阶段常 见 的 电化 学装置 整合 ， 整个知识面得 到 了 展

是在教学中 ， 教师在保持概念 、公式 、 定理 、图形等本质示
，
比起 常 规题 目 中各个知识 点 的孤 立体现 ， 其 实这就

属性不变的前提下 ，通过增加学习对象非本质属性在各是 一种
“

变 式
”

。 这样 的 变 式 ， 不仅对 学 生 更 有 吸 引 力 ，

种形式上的变化 ， 如不断变换问题 中 的条件或结论 、转也有 利 于学 生对 比分析 ，从 而对 电化 学 装 置达 到 真正意

换问题 的内容和形式 、配置实际应用的各种环境等 ，但义上 的整体认识 。 同 时 ， 教 学设 计将部分 比 较简 单 的计

应包含对象中的本质属性 ，从而使学生既能够掌握对象 算放在预 习 案 中 ， 既使 学 生 在 计 算 思 维上进行 了
“

热

的本质属性 ，又能适应各种不同问题的呈现形式 。 最近身
”

也节 约 了 课堂教 学 时 间 。

笔者依据变式思想上 了
一

节市级公开课 ，与专家和 同事１ 计ｉ方法的 变式
一

起对变式教学进行了探讨 。 以下是这节课的主要设【教学片断二 】常见计算方法的回顾和升华 。

计意
｜
和教学过程 。

［课前思考 ］根据总反应和电极反应式列 出 比例式
＝

、教学 ａｓ胃计算 ， 以及电子守恒和原子守恒在 电化学计算 中 的应

１

？ 知识呈现形式 的变式用 。 如何让学生系统地回顾常规计算方法和思维？ 如

何引导学生更深层次思考 ，得出更具騰的计算方法？

［课則思考 ］ 在电化学计算复习之則 ，学生对于常见［ 问题思考
■

１
 ］

原电池 、 电解池装置已经基本掌握到位 。 如何将高 中常（
１
） 图 １ 的装置③中反应前两极质量相等 ，则反应

见的电化学装置系统地呈现？后两极质量差为 。

［预习案 ］如图 １ 所示 （ 说明 ： 所有装置中溶液的体ｒ＾ ］
^

积都为 ２００ｍＬ
，
且忽略反应前后溶液体积的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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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在整个 电路 中 ，



是原 电池 ，


是电解池 。Ａｍ （
Ｃｕ ）

＝ ０ ． ２ｍｏ ｌ ｘ ６４
ｇ／ｍｏｌ

＝ １２ ． ８
ｇ

在图上标出对应的电极名称 。设计意 图 ： 通 过 两个 学 生 演版的 对 比 ， 显然 利 用 电

（
２

）①号装置中的总反应为
＿

。子 守恒建立关 系 式解题更为 简 洁方便 ， 这 实 际就 是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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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上 的一种更新 、

一 种 变 式 。设计意 图 ： 通 过 变 换题 设条 件和 环境
，

让 学 生将 最

［ 问题思考 ２
］新体会 的 电荷 守 恒方 法 以及之前 熟悉 的 常 规方 法 ， 运用

（
１

） 图 ２ 中④号装置 中反应生成
＿＿

ｍｏｌ Ａ
ｇ ， 生成到 混合物计算 中 去 ，

达 到 学 以 致 用 的 效果 。
一

堂课 的 内

＿

ｍｏｌ０
２ ，
需要加入

＿

ｍｏｌ



才能恢复成原来的容 是有 限 的 ， 变 式 不仅可 以 发 生 在课 堂 上 ， 也 可 以 发生

溶液。在课后 。 课后 在训 练 中 可 以 对 题设条件和 知 识 背 景 的

（
２

） 图 ２ 中④号装置溶液的 ｐＨ 为＿。变 式继续深 化 ，
比如说将 电 化 学 计算 方法应 用 到 燃 料 电

：

－ － － － －

势命
—－－

ｉ

］池
、 带有 盐 桥 的 原 电 池 、 带 有 膜 的 电 解 池 等 高 考 热 点

Ｐ ｂ
＿

Ｐ ｂＯ
，Ｃ

＿ ＣＣ
＿

Ｃ上去

Ｌ － ＪＬ － ＪＬ － －三 、教学反思

＿课后听课专家和教师
一

致评价该课 ： 学生注意力高

３ｍｏ ｌ ／ＬＨ ，
ＳＯ

，２
ｍｏ

ｌ ／ＬＡｇＮＯ ，２ 
ｍｏ ｌ ／ＬＮａＣ ｌ度集 中 ，学生思考 、分析 、表达和教师引导相得益彰 ，课

① ④ ⑤堂气氛活跃 ，
显得张弛有度 。 课后反馈也体现出学生掌

图 ２ 示意 图握程度好 。 笔者 回顾整个教学过程 ，对于变式思想在教

［教师引导 ］大家仔细分析反应前后溶液中离子变 学中的应用有以下几点反思 。

化 ，④号装置为 了整个溶液电荷守恒 ，相当于生成 的什１
． 变式要具有针对性

么离子替换了消耗的什么离子？变式教学相对更适合内容涉及面广 、问题呈现形式

［ 学生 ］相当于生成的 Ｈ 

＋

替换了消耗的 Ａ
ｇ

＋

。复杂多变的情况 。 电化学计算由 于包含装置的变化 、 解

［教师 ］这两种离子的物质的量关系如何？题方法的变化 ， 知识应用广泛 ， 十分适合进行变式教学 。

［学生 ］
Ｈ 

＋

和 Ａｇ

＋

都带
一

个单位正电荷 ，应该是 １ ： １了解学生课前对 已 有知识 的掌握程度是教师进行

的替换 。变式 的前提 ，教师 只有了解了学情 ，才能有针对性地设

［教师 ］两种离子与转移电子数的关系呢 ？置出适合学生的变式 。 变式不能过于简单 ，太简单对于

［学生 ］
Ａ
ｇ

＋
￣

ｌ ｅ

－

￣ Ｈ
＋

，新产生 的 Ｃ （ Ｈ
＋

）
＝ ０ ． ２学生来说就是重复机械劳动 ， 思维的质量得不到很好的

ｍｏｌ／０ ． ２Ｌ ＝ ０ ． １ｍｏｌ／Ｌ
，溶液的 ＰＨ＝１ 。提髙 ；变式太难 ，

又容易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取不到

设计意 图 ： 通过前面 的 问题 思考 １
， 学 生 对得失 电子预期的效果 。

守 恒建 立关 系 式解题 已 经 有 了 初 步 的 认 识 。 设计 问题 ２
？ 变 式要具有层次性

思考 ２ 的 目 的 首 先是 继 续强 化利 用 得 失 电 子 守 恒建 立学生认知是按照 由简单到复杂 、 由现象到本质的顺
关 系 式进行解题 ，

再 则 通 过教 师 的 积极 引 导 ，
让 学 生 体序逐渐深化的过程 ，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

⑴
。 教

会 一 种新的解题方法 ， 即利 用
＾
荷 守 恒来解 题 。 两者对师必须循序渐进地让学生将所学知识

一

口
一 口地吃下

比
， 学 生 能很 快感 受 到 电荷 守 恒解题 的 优势 。 教 学 设计 去 。 因此 ，变式的设置必须要有层次性 。 如果设置的变

注重 了 变 式 的 层 次性 ， 第
一

步最 解题形 式 上 的 变 式 ， 第 式相对于之前跨越度太大 ，学生的思维跨不过这个
“

门
二则是 解题 思 维上 的 变 式 ， 层层 变 化 ， 循序 渐进 。 之后 槛

”

，则意味着变式成为
“

伪变式
”

。 比如 ，本节课中对于
再 利 用 ⑤号装置设计 一个求算 溶液 ｐＨ 的 反馈 练 习

，使 电荷守恒解题方法 ，如果在学生对常规的
一些方法还没

学 生 能 够熟练地掌握新方法 。

有熟练的情况下 ， 就急于变化 ，慌忙抛 出 ，难度拔高太

多 ，学生藤碰 ，教雜果恐怕 只能叫作雜功半 。

【教子片断二 】计算方法的综合应用 。３ ． 变式要具有 多 样性
－

部小说＾节多变起伏 ， 才会令人＿无穷 。 同

ｆｆ ｆ样 ，册变式也应该有多样性 ，＿丰富 ， 给学生留下充
算

ｓ
足＿维空 间 ，

让学生細酸充实 。 本节课 中的变式

已经有嫌呈娜式触式 有计算方細变式 、有题

设条件和环境的变式等 ，实际教学中变式教学的形式和

手段还可以再丰富 。 比如今后还可以进行变式 ，将电化

９学计算与其他高考内容融合 ，将电化学计算应用于工业

子 ｔ 回
生产 ，将电化学计算与其他学科实现交叉渗透 。

８ ． １ ． １
） ， ｔ〇 （

ｚ？）
－

＿

总之
，
在高三阶段贿变式教学 ， 有利 于提高课堂

——

，
Ｃ ＾——

°

Ｃ ｕ教学效率 。 学生在各种变式教学的熏陶下最终会发现

嘞册份玢
；ｎ高考真题其实就是平时训练题的某种变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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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环 宇 ， 中 学舒 禹 ， 中 学 化ｊ
－ 级教师 ，

教育硕靈 学
一级教师

，

２００４

士
， 毕业于 陕西师年毕业 于华 中 师 范

范大学
，
现就职 于大学化学教 育专 业 ，

陕 西 师 范 大？▲ 现任教于 武汉市 吴

属 中 学 。 从教 以 来 ， ＪｔＬ家 山 中 学 。 在 多 年

努 力 营 造 轻 松活的教 育教 学活动 中 ，

跃的课堂 氛目 ，
坚■

摘学补反思。

持每天课后 写教学反思 ，
注 重调动 学 生的 学 习化学教学 中 ，

重视将化 学知识 与 实际 生产 生活

积极性 。 在教学 当 中 ， 特别 注 重与 学 生的互动 ，联系 ， 在激发学生 学 习 兴趣 的 同 时 ， 使学 生初

善于从学 生的 问 题 中发掘教学 资源 。 近年来 ，步具备相应 的化学 学科素养 。 班级管 理 中 ，
平

」 多 次参与 学业水平考试命题 、 高 考评分标准制等对待学 生
，
注重 与 学 生的 沟 通

，

力 求成 为 一

定及阅 卷工作 ， 对于化 学教育评价颇有心得 。１＾１名 学生心 目 中 的
“

朋友型
”

教师 。 近年来 ，
已

多年来 ，

一直参与 中 学化 学竞赛培训工作 ，
关有数篇 文章发表在 《 中 学化学教学参考＞ｘ〈 中 学

注特长学 生的 成长 ，
指导的 多名 学生获得省 级 、

『
ｒ
｜

？

化学 》 等期刊 上 。 ２０１ ２ 年参与 武汉市课题
“

高

国 家级奖项 ， 数次获得中 国化学会及陕西省 中中 综合 实践探索 和理论研究
ａ

并顺 利 结题 。

学化学竞赛委 员 会表彰 。 工作至今 已在 《 中 学２０ １ ２ 年获武汉市化学优质课二等奖 ，
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 ４

化学教学参考》 等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 教学 感年 两 次被评 为 武汉市 东 西 湖 区 高 效课 堂先进

悟 ：

“

只 要你能 时 时从学 生的 角度考虑 问题
，
那个人 ，

２０１ ３ 年被评为 武汉市 东 西 湖 区优秀青年

你 就能成 为 一名好老师 ！

”

教师 。

刘 秀群 ，
汉唐芳艳 ， 中学

中 市 第 八 中 学化高级教师 ， 毕业于

ｆ 教 师 ，
出 生 于— Ｍ 师 范 大 学 化

１ ９６８ 年
，
中 学 高学教育专 业 ，

现任

级教 师 ， 砸議 鲁 木 齐 外

Ｊ 科 学 历 ， 任学校為
、

｜邏 国语学校第 十 二

罐研组 纟錄 。 成Ｊ了■ 中 学 ， 被新疆师 范
■■

课 堂教学 方法 灵
严

＊ ■ｍｆ■
大 学 化 工 学 院 聘

活 、 声情并茂 ， 善于调动学生 参与知识建构过为
“

高 中化学班授课专 家
”

。 多 次应邀上
“

手持

程 ，
注 重教法 、 学 法 、 情感 三者的协 同 效应 ，技术在化学教学 中 的应 用

”

类市 级公开课 ，
并

所教班级 中考化学成绩一直遥遥领先 ， 受到 学在新疆维吾 尔 自 治 区
“

名 校长工作室
”

举办的

生 的 爱戴和社会的 赞扬 。 充分发挥名师 的 带 动 、


“

同 课异构
”

活动 中被评为优质课 。 参与 编 写

辐射作 用 ，
为 学校培养 了 四名省 市级教学能 手 。 乌鲁 木 齐市教育研 究 中 心 《化学 学 习 检 测 与评

积极开展化学教育科研 ， 多 次主持省 市级课ｓ价 》 《化学单元 目 标检测 》 和 《

“

天原 杯
”

全 国

研 究
，

如 ２〇 ｉ ３ 年主持完成 了省 级课题
“

在化 学 中学 生化 学竞赛辅导》 等 书 籍 。 参与 了 国 家课

实验 中培养初 巾钱射 素 养研ｄ糾丨

ｉ
｜｜ｐｙ程賴魏所基錄 育课程賴研 究基金资

《 氢气爆鸣性演 示 实验的 改进》 等 多 篇 论文发助项 目
，
承担 了 国 家级课题

“

化学 义务教育教

表在省 级刊物上并获得 了 省 级
一

、
二等奖 。 先学 中

（

活动 与探 究
’

学 习 方式的研究
”

的子课

后荣 获
“

汉 中 市名 师
” “

汉 中 市学科带 头人
”

称题
“

乌 鲁木齐市空 气污 染调 查研究
”

等 。 曾荣

号 ，
被评为

“

陕西省 （首届 ） 中 小学幼 儿 园教获乌鲁木齐 市
“

沙依 巴克 区化学 学科带 头人
”

师 培训 专家库成 员
” “

陕 西省 （ 第 二批 ） 中 小学等称号 。

幼 儿 园教师 学科带头人培养对 象
” “

汉中 市 第

一批优 秀人才
”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编辑部
２ ０ １ ６年 ３月 ３ ０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