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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元素化合物一轮复习

——《氯及其重要化合物的制备》教学设计
岳湘敏

贵州省实验中学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对于高三一轮复习元素化合物部分，教师常采用的是“三段式”复习：知识点梳理重现——方法归纳整理——习题

巩固，这种常见的复习方式更加侧重于元素化合物知识本身，虽然条理清晰但是学生缺乏“温故而知新”的深层逻辑关联度

的建立，又缺乏真实的情境问题，很难提高学生的思维深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设计尝试通过一轮复习课将氯及其化

合物中的重点知识和相关化学反应原理部分进行融合，形成“微项目”进行有高阶思维的深度教学，从而实现知识教学的丰

富价值，以此培养学生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并提高化学复习课堂的实效性，探索元素部分复习教学的高效课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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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的理解为：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具有挑战

性的学习主题，开展以化学实验为主的多种探究活动，从宏

微结合、变化守恒的视角，运用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的思维

方式，解决综合复杂问题，获得结构化的化学核心知识，建

立运用化学学科思想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1］。

一、教学内容与设计思想

根据人教版化学必修一第四章 “非金属及其化合物” 第
二节“富集在海水中的元素——氯”和选修四《化学反应原

理》，第四章“电化学基础”第三节“电解池”进行整合，要

求了解常见非金属元素单质及其重要化合物的制备方法，掌

握其主要性质及其应用；了解常见非金属元素单质及其重要

化合物对环境的影响。

“氯及其化合物”知识是高中化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

复习元素化合物非金属部分的重点内容。氯是非金属元素的

典型代表，氯气的制备是复习常见气体制备方法、氧化还原

反应、电解原理的应用（氯碱工业）非常好的载体，氯的重

要化合物次氯酸钠在当前“新冠病毒”的防疫工作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该知识点贴合实际生活又具有时效性，是非常好

的体现化学学科价值的载体，又能多角度帮助学生建立物质

的“价态观”和“分类观”。但是本节内容中氯气涉及的化学

反应繁杂，知识点分散，所以在教学设计时采用课前自主复

习、课中突破难点、课后巩固练习相结合的方式，将知识梳

理放在课前，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复习、归纳总结的能力，教

师在课中着力突破重难点，利用课前和课中结合的混合学习

过程丰富了学生的学习内容，延长了学习时间，并通过课堂

的引领作用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复习的方法归纳。

二、学生现状与问题分析

1. 学生已具有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状况：

学生在一轮复习中已经完成了氧化还原反应和离子反应

的复习，对化学反应实质具备一定的理解，并且刚刚结束金

属部分的复习，对于使用“价态观”和“分类观”学习元素

化合物的方法已经有所理解。

2. 学生实际学习能力和存在的学习问题：

从学生层面，复习只有再现和巩固的功能，没有提升和

内化的作用，或者说很弱。学生只是跟着复习模块的知识点

重复的刷题，获得的是零散的知识碎片，没有形成结构化的

知识体系，所以造成思维浅表，学科能力较弱，知识储存

凌乱。

三、教学目标与评价目标

1. 教学目标

（1）通过氯气实验室制备的拓展，深化学生对“氧化还

原反应”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建立氧化还原反应的认知模

型，并通过反应实验条件控制、环境保护问题落实“科学态

度与社会责任”的核心素养。

（2）通过对氯气工业制备到漂白液制备的一系列过程的

探究，理解氯碱工业的原理并渗透电解池中“膜”的价值，

培养学生“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3）通过对典型代表物质次氯酸钠的性质归纳与实验设

计，培养学生认识物质的“价态观”和“分类观”，并通过解

决与含氯物质应用相关的实际问题，建立物质性质与物质用

途的关联，厘清认识物质及其转化关系的路径和视角，帮助

学生实现深度学习。

2. 评价目标

（1）通过对学生课前复习与交流的情况分析，诊断学生

对物质性质掌握的实际水平（基于经验水平、基于原理水平）

和认识物质的水平（孤立水平、系统水平）。

（2）通过对含氯物质转化关系的讨论和展示，诊断并发

展学生对物质及其转化思路的认识水平（孤立水平、系统水

平）［2］。

（3）通过对自制家用含氯消毒剂的讨论和点评，诊断并

发展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及其化学价值的认识水平

（学科价值视角、社会价值视角）。

四、教学过程

环节一：布置课前复习任务。在线投放视频资源，回顾

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常见含氯物质，用流程图解释某种含氯物

质的来龙去脉；选取重要代表物质（每组不能重复）利用价

类二维坐标图从元素价态和物质类别两个视角加以整理，并

概括其性质、写出相关重要化学反应方程式。

环节二：实验室制氯气方案设计与评价；回顾工业制

氯气。

环节三：实验室模拟工业制法，从分析“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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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膜”的妙用过渡到消毒剂的制备，展示“84”消毒液

的使用说明书，从元素价态和物质类别两个视角对次氯酸钠

加以梳理，并概括其性质。

五、教学反思

在高三阶段的复习中，总是很困惑。一节有效的复习课

到底应该怎么上？希望帮助学生纵向联系，横向扩展，但是

收效甚微，课堂没有激情，缺乏教学的深度。反思现有课堂，

复习都是比较浅表的，不能提取各知识点的逻辑线索，不能

构建对某个模块的整体认识，教学过程中零敲碎打，学生获

得的是零散的知识碎片，所以，在复习高三元素化合物部分，

我尝试性的开展了深度学习模式下的“微项目”元素化合物

一轮复习策略研究。

（一）教学的成功处

1. 复习体现了综合性、整合性、应用性。将氯气的性质

与电解原理联系，将漂白液制备与实际生活联系，用氧化还

原反应的本质贯穿始终，突破元素性质单纯回顾知识的界限，

将前后相关知识进行了融合并有效的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体

现了化学来源于生活、回归于生活的学科价值。

2. 结合抗疫现状，在学科价值引领下，依据常见消毒液

“84”消毒液的制备，结合次氯酸钠的性质开展多维度的元素

性质复习，并延伸到科学使用消毒剂，促进“证据推理与模

型认知”“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等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3. 将电解原理中离子交换膜这个难点镶嵌到元素化合物

的复习中是一个创新点，知识线是氯气的实验室制备、工业

制备和其应用制备，情境线是氯气的工业制法和海水淡化，

活动线是自制家用含氯消毒剂及验证次氯酸钠化学性质的多

面性，能力线是提升学生对氧化还原反应实质的深层次理解

和认识物质的方法。整个突破难点的过程是通过装置图的改

良来实现的，先让学生画出简易粗糙的电解饱和食盐水的装

置图，然后教师展示鲁科版教材中电解装置，突出了尾气的

处理，渗透了环保意识；再通过分析两个极棒上气体产生的

量不同循序渐进地引出阳离子交换膜，然后展示氯碱工业电

解原理的装置图，深入浅出地又过渡到海水淡化的装置图，

最后以竖式电解装置图制取漂白液结束，引领学生的学习向

纵深发展，提升了学生的能力。

4. 有效利用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复习模式。课前学生

活动的综合性和开放性虽然较强，但是在学生能力范围内，

充分调动了学生自主建构知识体系的积极性。把性质和方程

式让学生自己梳理并展示，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并在同伴

互助下完成了查缺补漏，延长了复习的时间和空间。

（二）教学中的不足

1. 设计氯气实验室制法中四个装置图的原本意图是想复

习“固固加热制气”“固液加热制气”“固液不加热制气”“液

液加热制气”等不同类型，但是授课过程中没有做好引导，

造成部分学生对装置的选择比较困惑。

2. 在氯气实验室制法复习过程中，要注意分层教学和重

点知识点的落实。对于普通班的学生，还是应该将整套装置

进行合理的呈现，对除杂、收集和尾气处理等环节作出必要

的解释，或者通过课前复习完善该部分知识。

3. 对于上台来展示的学生，应该更多的关注临界学生，

虽然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参与度较高，仍然要尽可能的关注

到所有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

（三）教学中的启发

通过这次课前复习“含氯物质来龙去脉”的流程设计发

现，学生的思维潜力是可以开发的，而且收获了不少令人惊

艳的学生作品。如果在平时的教学中都有意识的贯穿将重要

物质之间的转化让学生自己设计成流程图，不仅能将学生的

知识网络化，还能很好的突破化工流程题中物质转化的难点，

而且能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学科价值。相较于枯燥的知识点

复习，这样的复习任务学生更为喜欢，并且开放度大，能将

许多思维问题外显化，也能让学生在复习任务中找到更多的

学习成就感，所以在后面的元素化合物复习中，我会强化这

方面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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