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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课程教 学理念倡导 学 生主动学 习 。 学 生 的 主动学 习过程
、
生动活 泼的课堂教学过程大 多 也都是从问 题 开

始的 。 以 苏教版 《化学 ２ 》专题 ２ 第 一单元 第二课时
“

化 学反应 的 限度
”

教学 为例 ，
基 于知识体 系 的 建构 ，

巧妙设计 问题 ，

采用 问题教学法 ，
引 导 学生从定性与 定量 角度理解反应的 限度 ，

进而 达成教学 目 标 。 探索 问题设计对高 中化学理论教

学的 作用 。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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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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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波普尔说 ：

“

科学研究是从问题开始 的 。

”

问衡等概念 。

题在学生的 日 常学习 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教师设计问题二 、教学环节与 问题设计

质量的优劣影响着学生学习 的效果 ，
也是学生 自 主学习问题设计是引 发教学过程的基本保证 ，

是组织学生

顺利与否的关键所在 。

“

化学反应 的 限度
”

这一 内 容属主动学 习 的基本环节 ，
问题设计的优劣对教学的影响之

于化学反应原理范畴 ，
包含可逆反应 、化学平衡概念的重不言而喻 。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以 问题情境为起点 ，

问

建立及意义 、
化学平衡的特征等知识 ，

对于后续学 习平题探究为核心
，
问题解决为 目 标 ，

以 问题引领教学过程 ，

衡相关的知识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 因此
， 如何引让学生学会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 。

导学生理解反应限度
，
如何设置问题引导学生建构知识１ ？ 新课引入

——以 问题情境 为起点

体系 ，都显得尤为重要 。 本文尝试探索基于问题设计的 【
师 】 我们知道 ， 高炉 炼铁 的主 要反应是 Ｆｅ ２０３

＋

知识建构与理论教学的重要联系 。３ＣＯ＝
＾＝２Ｆｅ ＋ ３Ｃ０

２ ，
从炼铁 口排 出 的尾气 中含有一定

―

、教材分析与教学要求量的 ＣＯ 。 １００ 多年前 ， 人们 曾认为这是 由于 ＣＯ 与铁矿

化学反应限 度 的概念首 次在必修课程 的学 习 中 出 石接触时间不够的缘故 。 为使反应进行得完全 ，
当时 曾

现 。 化学反应限度属于化学反应原理范畴 ，
是化学学科 耗巨资改建高炉 ，

以延长 ＣＯ 与铁矿石的接触时 间 ，结果

最重要 的原理性知识之
一

。 化学反应限 度是认识化学 尾气 中 ＣＯ 的体积分数并未减少 。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

反应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 ，
又是 日 后学 习 电离平衡 、 因吗 ？

水解平衡 、溶解平衡等知识的核心 ， 并对这些知识的学【 生 】 利用 已有知识对问题展 开讨论与思考 。

习起着指导作用 。 同时它也是沟通物质结构理论与 溶【 师 】 我们将刚才讨论的问题可 以 归 为化学反应的

液反应理论 ，
沟通化学与社会 、

化学与化工生产的重要限度 问题 。 那大家 知道何为反应的 限度 ？ 接下来我们

桥梁
，
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 ，对学生后续 的学习 有着深 一同学 习 、

探讨这个问题 。

远的影响 。 高 中化学课程标准
［

１

］

对本节 内 容的要求 ：通【
投影 】 本节课要探讨的问题 ：

过实验认识化学反应有快慢之分 ，
化学反应有一定的限１ ． 什么样的反应具有反应的限度 ？

度 ， 了解控制反应条件在生产和科学研究 中 的作用 。 福２ ． 化学反应的限度是否普遍存在 ？

建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学 （必修模块 ）

［

２
］ 提 出 的要求 ： 通３ ． 化学反应达到反应限度时具有什么特征 ？

过实验认识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反应的限度 ， 了解控制评析
：

心理 学 研 究表 明
： 思 维 总 是在 一 定 的 问 题 中

反应条件在生产和科学研究 中 的作用 。 教学建议 ： 教学产 生 的 。 王祖 浩教授认为 ： 问 题 的 结 构是 指形成 问 题 的

中注意帮助学生建立化学反应速率 、可逆反应和化学平各个要 素 之 间 的 稳定 的 相 互联 系
［

３
］

。 问 题 要 素 包 含客

＊ 福建省 中小学教师发展基金课题立项
“

基于知识建构的高中化学理论教学问题设计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ＦＺＪＪ２ ０ １ ３ １００６４５ ） 阶

段性研究成果 ；
全国 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

“

基于
‘

智慧校园
’

的学科教学策略研究
”

（ 课题批准号 ：
ＦＨ Ｂ１ ３０４４４ ） 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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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要 素和 主体 性 要 素 。 客观 性要 素 主 要包 括 问 题 的时间将会如何变化？ 我们以 Ｎ
２
０

４
＃２Ｎ０

２ 为例画出 浓

指 向 和 问 题 的 应 答域 。 指 向 从 问题 的 表述 形 式 可 以 看度
一时间图 。

出 来 ，
即

“

是什 么
” “

为 什 么
” “

怎 么 样
”

的 问 题 。 本节 课【 投影 】 观察图片 （见图 １
） ，获取信息 。

采 用
“

是什 么
”

的 问题 引 入教 学 主题 。 之后仍 以 问题 形Ｂｇｗ ，

＿＿
式抛 出 本节 课要达到 的 目 标 ， 让 学 生 明 确 本 节 课要做 什ｉ ｉ

ｉ ；

ｙ＾ｊ ＼％ｍｒｍ

么
， 从而 顺鑛 ＂

Ｂｌ＾ｗ

－

２ ？ 课程深人—以 问题探究純^

（ １ ）从定性角度认识化学反应的限度 。 ｜ ％效 ＼

ｘ＾
－

ｆｄ
＼ 卜今叫 ｒｒ＞

７７７

【 师 】 我们首先思考 ，
问题 １

：
什么是可逆反应？ 你，梦

能举出 两个可逆反应的实例吗 ？丨

仰
？

卜 Ｈ” ｌ

’

Ｋ． ， 丨

【 生 】在合作学习与 旧知 的 回顾 （ 氯气与水 的反应 ）图 １ 示意 图

中完成可逆反应的定义 。【 师生合作 】通过分析颜色 、微粒个数等 因素 ，
得到

【师 】 问题 ２
：

ＣＯ 与铁矿石反应是初中
、高 中都学习浓度一时间图 （ 见图 ２

） 。

过的反应 ， 当时并没有指 出该反应是可逆反应 ， 为什么Ｎ０
ＮＯ

２

在本节课开头的故事 中它却是可逆反应 ？ 可逆反应是ｆ


普遍存在 的吗 ？ 氧化还原反应 ２ Ｆｅ
３ ＋

＋ ２ １

—

＝ ２ Ｆｅ
２ ＋

＋ １
２１＿

可 以完全进行到底吗 ？ 如何设计实验证 明 ？ 大家可 以｜
利用老师所提出 的问题作为分析问题的思路。

、

／Ｎ
；

０
４ＮＡ

【 投影 】
１

． 如何证明
一

个反应是可逆反应 ？Ｚ ^

２ ． 只检验生成物的存在可 以吗 ？ 如何检验 ？此

３ ． 需要检验反应物的存在吗 ？ 如何检验 ？图 ２ 曲线 图

４ ． 不检验生成物可 以吗 ？ 两种生成物都要检验吗 ？【 师 】 问题 ４ 需要大家通过具体的计算认识化学反

５
． 设计该实验时 ，

是否需要考虑反应物之间的数量应的 限度 （见表 １
） 。

大小关系 ？表 １ 实验数据

【 生 】在教师 问题设置的 引导下进行实验方案的设＆Ｎ
２
０

４
起 １＾０

２ 起Ｎ
２
０

４ 最＞１ ０
２
最

计与动手实验验证 ，
解决问题 ２ 中 的疑问 。ｆ 温度／丈 始浓度始浓度终浓度 终浓度

【 师 】小结 １： 生活 中 的可逆反应是普遍存在的 ；所／ （ｍｏ
ｌ
／ Ｌ ）／ （ｍ

ｏ
ｌ／ Ｌ）／

（ｍ ｏ ｌ
／ Ｌ）／（ ｍｏｌ／Ｌ ）

谓的完全反应是相对的 ，可逆反应是绝对的
；
可逆反应

＂

１２ ５０ ０４０

的特点是反应物和生成物共存
一个体系 。

２２５〇Ｇ ｏｇ

评析 ：
王祖浩教 授 主 编 的 《 化 学 问 题设 计 与 问 题解

一

ｆ 比 丄 八 士 － 比 ＾：：口 人 作 ，

—

决 》
－ 书 对化学 问 题设 计的 原 则 进行 了 阐 述 。 设计化 学

ｎ
２
ｏ

４ ， ｎｏ２

问 题 时应 充分体现基础 性 、 科 学 性 、 活 动 性 、针 对性和开
＿

＾

＾ （ ￡ £ ２
） ’
＃＿＿＿＿胃 （＿ ３ ） °

放性 等 原 则 。 针 对 从定 性 角 度 去分 析
“

化 学反 应 的 限＿
表 ２据


度
”

这 －概念 的 目 标
，
问题 的 设计 首先 满足 了 基础 性 原实

ｎ
２
０

４
？ｎｏ

２？ｎ
２
ｏ

４＊ｎｏ２＊

则 和科 学 性原 则 ，将 问题置 于真 实 的 情境 中 ，
让 学 生 在验

温度Ａ 鎌度 娜度 雜度 雜度

一 种现 实 需 要 中 解 决这 一 问 题 ， 符合情境 性 原 则 ； 实验
／ （
ｍｏ

ｌ／Ｌ
）／

（
ｍｏ

ｌ／Ｌ ）／ （
ｍｏｌ／Ｌ ）／ （

ｍｏｌ／Ｌ ）

方 案 的 设计 与 动 手 实验体现 化 学 问题 解决过 程 中 的 实 １２５００４°００３４° ＇ ０ １２

践性和 探究 性 。
一 组有 层次 、 有梯度 的 问 题投 影

，
能 够２２５００ ． ０ ８０ ． ０３４０ ． ０ １ ２

引 导 学 生把握 实验探 究 的方 向
，
从而 提 高 问题 的整体有 【 师 】从定量角度 ， 我们可 以得到小结 ２

： 可逆反应

效性
，
便于 学 生知识体 系 的建构 。存在限度

；
在可逆反应 中

，
随着时间 的推移 ，

反应物浓度

（ ２ ）从定量角度认识化学反应的限度 。减小
，
生成物浓度增大

，

一

段时 间后 ，反应物浓度和生成

【 师 】 通过刚才的实验 ，大家都认识了 可逆反应 ， 懂物浓度不随时间变化 ，保持不变 。

得了化学反应 的限度描述的对象 。 大家不妨再思考问仍然以 刚才的例子 ，我们如果再换个角 度思 考 ： 可

题 ３
：
可逆反应在反应过程 中 ， 反应物和生成物的浓度随逆反应在反应过程 中 ， 正反应方向速率和逆反应方向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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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如何变化？绝对的
，
不可逆是相对的 。 （

３
）达到反应限度 的可逆反

００ ８

｜

！

￣￣￣￣

０ ０８

［

￣￣￣

；

＾

｜应称为化学平衡状态 ；
化学平衡状态是指在

一

定条件下

疒
０ ． Ｄ ６


１



ｒＯ Ｏ＾ ｌ


１



的可逆反应中 ，
正反应方向 速 率和逆反应方向 速率相

＝ ＾广 ＝ 。 ． 。４ ＼——＾广 等 ，反应物和生雌賺賴持不变 。 雛学平衡状态

￡
￣
￣

｜

＇̄

｜Ｖ
＾

￣

ｊ

￣

是有条件的 、暂时的 ， 条件改变 ，
化学平衡就将被破坏 。

＾° － °２

—
＂ｏ － °

ｙ评析 ： 有效教 学 离 不 开 问 题
，
但设 计 的 问题 却 又 不

° － 〇〇
—^

！〇

￣

ｆ〇
￣

ｉｔ

￣

〇〇＾￣
， 〇

￣￣

ｒ〇
￣

ｉ
１̄能仅仅服务于课 程 的 展开 。 对本 节 课进 行 回 顾 与 总 结

＇

＼

ｓ １

２时
， 将 我们 最初 的 问 题再 次抛 出

， 不但 使得 整堂 课前 后

图 ３浓度一 时 间 图人

【 师生合作 】触合作绘制浓度
－

时晒、速率
－肖

胃胃 ＇ 的 理解 由

ｒｇ
ｊ
ａ （ Ｅ ｇｌ

４
）表及 里 ， 从模 糊到 深刻 。 因 此 ， 进行课 程总 结 时 ， 利 用 精

ｎ
—－－

°

，


ｒ
－

，



１心设 计 的 问 题 能够提升 课堂教 学 的质 量 与 内 涵 。

ｙ ｜三 ＇教学小结

＾＾本节课教学中 ，
教师 围绕

“

化学反应的限度
”

这一主
务

＾
＾
／ ｜题

，
遵循问题设计的原 则巧妙设计问题 ， 进行知识的建

／ ｜！｜构 ， 从学生认知规律 出 发 ， 引 领学生从定性与定量的角

＾±：

 １

度深人理解
“

化学反应的限度
”

。 实验探究与操作 、数据
时 间时 间

分析与数形结合等活动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体现
？ ４学生的主体地位 。 教师在问题设计的过程 中 ， 多角度地

【 师 】 小结 ３
： 可逆反应达到 反应限度时 ， 具备下列 挖掘教材 ，

学 习相关问题设计理论 ， 自 身能力 也得 以 提

特征 ， 即反应物浓度 和生成物浓度保持不变 ， 正反应速 升
，
从而实现师生 的双贏 ， 将新课程理念落 到实处 。 基

率和逆反应速率相等 。 可逆反应达到反应限度时的状于问题设计 ，
回归理论教学 ，

有以下几点收获 ：

态称为化学平衡状态 ，
简称化学平衡 。 １ ． 注重理论教学问题设计 的关联性 。 教材是最好

评析 ：
问题 的 设计 要遵循循 序 渐进 的 原 则 ， 要具 有的工具

，

一切 问题的设置 与设计都应源于教材 、服务于
一定 的延伸性和拓展性 。 因 此 ， 在 原 理教 学 的 问 题设 置教材 ， 与教材前后 内容相关联 ，做到承前启后 。

中 ，
应 注重 上级 问 题统领 、包含 下级 问 题 ， 下 级 问 题 由 上２ ． 注重理论教学问题设计 的层次性 。 学生对事物

级 问 题 引 发 并 为 上级 问 题服务
，
体 现科 学 思 维 的 理 性 。 的认识是层层深人的 ，也就要求教师在问题设计时 ，必

教 材仅仅从定 性 角 度认 识化 学 反应 的 限度 ， 在
“

交 流 与须经过深思熟虑 、精心挑选 ，做到层次分明 、层层递进 。

讨论
”

栏 目 中 虽有 要 求分析合成 氨反 应 中 速率 与 浓度 的３
． 注重理论教学问题设计的探究性 。 化学是一门以实

变化情况 ， 但却没 有 具体 数据 。 此处 问 题 的设 计从具体验为基础的 自然科学 ，在理论教学中应设置可操作性问题 ，

量的 角度 对教材 内 容进行延伸 和拓展 ，
而 又紧 紧 围 绕着并设置相应问题予 以引 导 。 我们不得不承认 ：

教师单纯的

教材 的 内 容
，
层 层递进

，
问 题 的设 置 与 教 师 的合 理 引 导讲授与学生亲手实验解决问题的效果相去甚远。

以及数 形结合 的 思 想 能 够促 进 学 生 更 深层 次认识 和理总之 ， 教师都知道 问题设计的重要性 ，
尤其是在理

解
“

化 学 反应 的 限度
”

。
？

胃ｃｍ有
＂

Ｍ Ｗ

３ ． 课堂小 结
一以 问题解决 为 目 标问题

，
引 导学生参与课堂 ，

提升理论教学的有效性
，
将是

【 师 】讲到这里 ，
我们不妨一 同 回顾这堂课开始时的 我们长期努力的方

■

向 。

几个问题 ， 用开始的几个问题对我们今天 的课程做
一个

回顾与 总结［
１ ］

【
投影 】

１ ？ 什么样的反应具有反应的限度 ？

［
２

］描建 ；ｆｅ普通高 中新课程 实验工作领 导小 组 办公室 ． 桷建
２

？ 化学反应的限度是否普？存在？省普通 高 中 新课程教 学要求 ？ 化 学 ［
Ｍ ］

． 福 州
：
福 建教

３ ． 化学反应达到反应限度时具有什么特征 ？

【生 】 交流与合作 ，
回 顾总结本堂课要点 ： （ １ ） 绝大［

３
］ 王祖浩 ． 化 学 问题设计与 问题解决 ［

Ｍ
］

． 北京 ： 高 等教育

多数化学反应是可逆 的且可逆反应是有限度的 。 （ ２ ）化出 版社
，

２００３ ．

学反应限度是化学反应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形式
，
可逆是 （ 本文编辑 ： 青 风

）

２９
Ｔｅａ ｃｈ ｉ ｎｇＲ ｅ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 ｔ

Ｍ
ｉ ｄｄ ｌｅ Ｓｃｈ ｏｏ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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