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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情境——问题”教学模式在复习课中的应用
——以 《化工生产中的重要非金属元素》复习课为例

张　奕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中学，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2017 版新课标提倡教学过程中结合真实情境提出问题的模式来进行教学，要求教师主动探索“素养为本”的有效教学模式。

本文以“化工生产中的重要非金属元素”这一章的复习课为例，应用“真实情境—问题”教学模式在元素化合物章节复习课中进行实践，

分别采用了 SO2 在生活中的应用和工业制氮肥两个真实情境作为材料，探索设置合理有效的问题驱动学生学习的方法，并对元素化合物

章节复习课的教学方式进行研究，对以后同类复习课的教学方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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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本文下称新课标）

倡导以“素养为本”的化学教学。在“素养为本”的教学实践中，

要积极开展“真实情境——问题”教学。真实、具体的问题情境

是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平台。

化学与生产生活联系非常紧密，教师根据真实情境设置合理

的问题作为任务，学生基于这些任务开展阅读、分析、讨论、实

验等等活动，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就能发展他们的化学学科

核心素养。这就是“真实情境——问题”教学模式的基本框架和

意义。

以下，笔者就以新教材人教版《化学必修第二册》的第五章

“化工生产中的重要非金属元素”为例，谈谈“真实情境—问题”

教学模式在元素化合物章节单元复习课中的应用。

一、教学设计的基本思路

本节课是必修第二册第五章的复习，这一章节作为系统学习

非金属元素的典型章节，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硫和氮等非金属元素

的学习，帮助学生掌握认识非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基本思路和

方法，了解物质间的相互转化规律，促进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

本节课设计了两个教学环节：

一是以酸雨的形成和防治和 SO2 在食品中的应用为例让学生

感受真实生活中化学问题的解决思路；

二是以探究工业制氮肥为例让学生体会工业生产中化学问题

的解决思路。

这两个环节包含了生产生活中化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学生的

学习兴趣被激发出来，还能将真实情境中的问题与学生已有的知

识和经验结合起来，促使学生深入思考，激发思维的活力。

这样，既达到了复习化学知识的目的，又可以让学生感受真

实情境下遇到的问题应该怎样运用化学知识去解决，培养了学生

的宏观辨识、模型认知和社会责任等学科核心素养。

二、教学实施

（一）环节一：真实生活情境中化学问题的解决——以酸雨

的形成和防治和 SO2 在食品中的应用为例

【投影】资料 1：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是第一次工

业革命，距今已经 200 多年。

资料 2：据荷兰自然与环境基金会最近公布的调查结果，表

明了西欧国家都面临着日趋严重的酸雨污染问题。其中比利时的

情况最严重，它的环境酸化程度已经超过正常标准的 16 倍。

【教师】请大家根据以上两个资料，思考一下，西欧国家的

酸雨为何如此严重？请用化学方程式表示该地区酸雨的形成过程。

【学生】西欧国家进行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的使用，蒸

汽机需要燃烧含硫的化石燃料，会释放出大量的 SO2，溶于雨水

形成酸雨，时间长了酸雨就越来越严重了。

【学生】个别学生上台板演，其余学生在学案上书写。

S+O2 SO2SO2+H2O H2SO32H2SO3+O2
催化剂

△
2H2SO4

【教师】如果你是某国环保工作人员，你有什么办法降低水

质的酸度？请写出有关离子方程式。

【学生】造成水质变酸主要是因为水中的氢离子浓度过大，

所以降低水的酸度就是要降低水中的氢离子浓度。所以可以往里

面加入碳酸盐或者碱性氧化物等。如选用碳酸钙：CaCO3 ＋ 2H＋

Ca2 ＋＋H2O ＋ CO2 ↑

【教师】能不能选用氢氧化钠或者氢氧化钙或者碳酸钠来降

低酸度呢？

【学生】不能，因为这三者碱性太强，又都比较易溶于水，

很容易造成中和了酸以后过量的部分又造成水质变成强碱性，同

样是污染。而碳酸钙即使过多，也因为难溶于水，会沉在水底，

不会造成污染。

【教师】过渡：SO2 造成了酸雨，似乎是个坏东西，但是我

们能不能让它洗心革面做些好事呢？

【投影】资料 3：早在 15 世纪，德国普鲁士皇室便在葡萄酒

酿造中使用二氧化硫。啤酒生产过程中为了让啤酒保存更久，往

往采取在灌装前添加二氧化硫作为抗氧化剂，就会残留在食品中。

【教师】在食品中添加二氧化硫主要利用了它的什么性质？

【学生】利用了二氧化硫的还原性。

【教师】喝葡萄酒之前我们一般会摇晃一下瓶子或者酒杯，

目的是什么？

【学生】因为二氧化硫对人体健康有害，所以摇晃一下可以

加快二氧化硫从葡萄酒中挥发逸出，减少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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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如果想测出葡萄酒中 SO2 的含量，我们一般用酸性

的碘液（含有碘单质的标准溶液）与其反应来测定，请写出相关

化学方程式。

【学生】书写方程式：SO2 ＋ I2 ＋ 2H2O H2SO4 ＋ 2HI

【设计意图】酸雨是一种环境灾难，但是我们不能只给学生

灌输化学造成的危害，更应该让学生感受到化学对人类社会发展

的贡献，所以还加入了 SO2 在酒类中的应用资料，培养了学生的

科学态度。通过探究酸雨和葡萄酒中 SO2 的应用原理，落实氧化

还原反应、离子反应等核心化学知识，在思考降低酸雨危害的思

路过程中，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和宏观辨识的核心素养。

（二）环节二：真实生产情境中化学问题的解决——探究工

业制氮肥

【教师】过渡：化学除了在生活中有重要的应用，更重要的

当然是在工业上应用。

【投影】资料 4：工业制氨绝大部分是在高压、高温和催化

剂存在下由氮气和氢气合成制得。氮气主要来源于空气；氢气主

要来源于焦炭和水蒸气高温条件下的反应。由氮气和氢气组成的

混合气即为合成氨原料气。工业上可以利用氨气制备出化肥硝酸

铵，如下图：

【教师】工业上得到氢气的反应同时还会得到一种可燃性气

体。写出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学生】书写化学方程式：C ＋ H2O（g） 高温 H2 ＋ CO

【教师】初中学习的实验室制氢气为什么选用活泼金属和稀

硫酸，而一般不选用稀硝酸呢？

【学生】稀硝酸跟稀硫酸对比不同的地方是稀硝酸有强氧化

性，跟金属反应主要生成氮氧化物，无法得到氢气。

【教师】吸收塔中空气的作用是什么？请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出来。据此请分析NO和空气的混合体积比为多少比较合适？（空

气中氧气所占体积约 1/5）

【学生】空气的作用是充分氧化 NO 再与水反应生成硝酸。

化学方程式为：

4NO ＋ 3O2 ＋ 2H2O 4HNO3。按照化学方程式中的化学

计量数关系，NO 和 O2 的比例为 4：3，而空气中 O2 占 1/5，所以

NO 和空气的比例应该为 4：15 比较合适。

【教师】氨气与硝酸反应后得到的硝酸铵溶液直接蒸发无法

得到硝酸铵晶体，为什么？那可以怎样操作来得到硝酸铵晶体呢？

【学生】铵盐的性质是受热容易分解，所以温度过高，硝酸

铵会分解，但是蒸发又需要把溶液加热，所以根据物质沸点随压

强减小而降低的原理用降压蒸发的方法来得到硝酸铵晶体。

【教师】小结：通过今天的学习过程，我们知道了在实际的

生产生活中，各种化学物质都有不同的用途，还会涉及各种不同

的实验操作，但是只要是涉及化学物质的性质的问题，我们就都

可以通过以下模式来思考：

（1）先审题确定要运用的物质。

（2）再确定该物质的类别，运用通性解决问题。

（3）分析物质中元素的化合价，运用氧化还原知识解决问题。

（4）最后考虑物质本身的特性。

【设计意图】工业与氮元素关系最大的就是合成氨和制造铵

态化肥。因此这里用工业合成氮肥来让学生感受化工生产的真实

情境。工业制氮肥过程中合成氨的原料来源、吸收塔中的反应、

硝酸铵的析出方法，都体现了化学知识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化

学方程式的书写则考查了学生对物质变化进行符号表征的能力。

最后的小结帮助学生构建在真实情境中如何运用化学知识解决问

题的思维模型，培养学生的模型认知素养。

三、教学反思

本节课是新课标实行以来高中学生使用的第一版教材必修第

二册第五章的复习课，从本节课的课堂效果来看，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反思：

1. 复习课不能简单的罗列，这样就走回原来的老路，应该关

注学生能力的提高，在复习过程中引导学生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去

探究和应用规律，让学生知道实际化学问题的解决必须依据物质

的性质。在引导学生应用物质的性质去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时，

要让学生学会思考问题是利用了物质的物理性质还是化学性质，

如果是化学性质是利用了物质的类别通性还是利用了元素化合价

变化的氧化还原反应，这样形成思维模型，对解决同类问题就能

举一反三。

2. 新教材的教学过程中比较注重任务驱动，那么就必须给学

生提供一个真实情境作为背景，而这个真实背景首先就必须是真

实的，不能随便臆造。因此在本节课中笔者通过查找百度百科、

化学工业著作，选用了与硫有关的酸雨、葡萄酒中的 SO2 两个真

实的生活应用的情境，与氮有关的氮肥的工业制作流程这个真实

的工业应用的情境，而相关资料还包含了含硫、氮的化合物的很

多典型的性质，如物质转化、离子反应、氧化还原反应等化学学

科的主干知识，确保了学习主题涉及的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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