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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建构理论下“抛锚式”教学方法在《电解池》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黄瑶瑶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西街中学  陕西宝鸡  721400） 

 
摘要：作为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之一，抛锚式教学方法是在约翰•布朗斯福
特（John  Bransford）领导下创立的 。本文主要探讨抛锚式教学方法在
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实际应用—以人教版选修 4《电解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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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锚式教学法的关键是“锚”，通常以选择学生生活学习中
遇到的真实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包含与所学内容相关的问题，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找出问题， 终解决问题。就像船靠岸需要
用锚来固定一样，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真实情境提出的和本
节内容有关的问题，为学生的学习指出了学习方向和学习内容，
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锚”。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也叫作“基
于问题的教学”或“实例式教学”。 

抛锚式教学方法的特点是：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学生应该
是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体，只有主动学习，才能获得经验和
知识，在学习过程中，要积极的与同学互相协作，参与到获取新
知的每一个过程中去， 终能够主动进行有意义的知识建构 。 

抛锚式教学的课堂教学，教师主要需要完成的是为学生创设
情境，抛出问题；学生需要做到的是自主学习，交流合作， 终
师生都要进行效果评价。 

(一)教学设计 
结合学生学情，根据教学内容，在利用抛锚式教学方法中，

本节教学目标主要为：使学生能够自主进行学习，分析并理解电
解原理和电解池的工作原理，从而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具
体来说，教师在提供情境—即抛出“锚”之后，学生通过思考和
交流要能够提炼出本节课所要解决的问题—电解原理。 

1.进入情境 
教师活动（视频动画） 学生活动 

我们在九年级上册学习《探究
水的组成》时，接触了《电解水》
的实验。根据视频复习回顾： 

 

问题 1：电解水现象是什么？
两极产生的是什么气体？如何
确定？两种气体的体积比为多
少？ 

学生根据视频，回顾所学知
识，交流讨论。 

问题 2：如果不外加电源，会
发 生 反 应 吗 ？ 此 实 验 说 明 什
么？ 

学生：不会。外加电源使得
本来稳定存在的水发生了化
学反应。（电能转化为化学能） 

问题 3：加入稀硫酸的作用是
什么？可以加入其它电解质溶
液吗？（作为思考题，本节内容
学习完之后再做讨论） 

 

实施意图：利用已学知识，提出问题，设置情境，可以使学
生感到熟悉，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体会到知识之间的连贯
性。 

2.确定问题 
学生经过思考讨论后，教师要及时进行引导：电能也可以转

化为化学能。对比原电池的学习，你能分析出电解池的工作原理
吗？ 

3.自主学习 
学生的自主学习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和提示下进行，不能让

学生毫无头绪、毫无方向感的去进行无意义的学习。因此，在学
生自主学习前，教师一定要提供信息，抛出“锚”，为学生的学
习指出方向。 

教师活动 学 生 活
动 

1. 课堂演示课本 P79-实验 4-2，按照课本实验，
连接装置，在 U 型管中加入 

CuCl2 溶液，把湿润的淀粉—KI 试纸放在与直流

根 据 教
师 提 供 的
问 题 提 示

电源正极相连石墨旁。 
接通电源，观察现象。 

思考交流。 

2.通电前，CuCl2 溶液中存在哪些离子？ 
3.通电后，这些离子如何运动？为什么？ 
4.电路中的电子和电流流向如何？当阴阳离子

流向碳棒表面时，哪些离子发生变化？为什么是这
些离子发生变化？ 

5.你能写出两个碳棒上发生的反应吗？这两个
反应属于什么反应类型？两个碳棒作为两极如何
命名？ 

6.根据上述问题，总结出什么是电解？什么是电
解池？ 

7.整个反应过程中，能量如何转化？ 
4.协作学习 

 阳极 阴极 
 与电

源两
极 

正极 负极 

电极
反应 

2Cl-—2e-=Cl2↑ 
（氧化反应） 

Cu2++2e-=Cu 
（还原反应） 

总反
应 

 
电子
流向 流入正极 负极流出 

电流
流向 在外电路由正极流向负极 

离子
流向 阴离子流向阳极 阳离子流向阴极 

离子
放电 
顺序 
（由
难到
易） 

K+ 、Ca2+ 、Na+ 、
Mg2+、Al3+、Zn2+、Fe2+、
Sn2+、Pb2+、H+、Cu2+、
Ag+、Au+及活泼金属 

SO4
2-、OH-、Cl-、

Br-、I-、S2- 

电解 
将电流通过熔融电解质或电解质溶液，在阴极和

阳极引起 
氧化还原反应的过程。 

电解池 把电能转变为化学能的装置 
5.效果评价 
抛锚式教学的学习过程就是教师抛出问题，学生解决问题，

在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可以充分体现学生的学习效果。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学习兴趣浓烈，在拋出问题后，大家都能
积极投入思考与交流，提出疑问，并通过查阅资料、观看视频、
交流讨论 终能够解决问题。 

（二）案例分析 
本案例的设计思路为：首先，由教师抛出“锚”——学生已

有认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积极主动去思考并解决问题。从而
确定与锚有关的知识点（电解原理、电解池原理等），由实际过
渡到理论；其次，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一步步提出
疑问，并解决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适当给予指导； 后，
小组互相交流成果，总结本节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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