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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氧化还原反应

（2017届高三一轮复习）

（丛 高 如东县教研室）

【课程标准、教材以及学情分析】

氧化还原反应的学习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学的始终。从内容看：从九年级的氧

气的性质介绍到“氧化还原反应”这一概念开始，到化学1的“氧化还原反应”，

再到化学2的“化学能与电能”，然后是选修4的“电化学基础”，最后即选修5中

的有机“氧化还原反应”。从不同角度看：从得氧和失氧看氧化还原反应，到从

化合价升降看氧化还原反应，到从电子的得失看氧化还原反应，到从电化学（原

电池、电解池）看氧化还原反应，到从加氢和去氢看有机反应中的氧化还原反应。

螺旋上升，由表及里，揭示本质。从学生认知水平发展看：北师大王磊教授在《促

进学生认识发展的化学1模块氧化还原专题的单元整体教学研究》（《化学教育》

2010年第3期）一文中将其分为5个阶段，本节课的教学正是处于水平5：即“高

考复习，达到应用氧化还原反应解决分析综合实际问题的能力。如综合应用物质

的氧化性和还原性强弱，解决分析定量计算、物质制备、能量转化、实验设计等

综合问题，甚至还要跟其他相关的知识联系共同解决问题。”

【教学目标】

1.感受氧化还原反应理论的发展。

2.认识反应条件对氧化还原反应的影响，培养学生证据推理、实验探究等能

力。

3.理解氧化还原反应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运用。

【教学重难点】

氧化还原反应发生的条件以及影响因素。

【教学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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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1.观看视频——化学小魔术“敲铁成铜”

[师] 将已钝化处理过的铁圈下端浸入硫酸铜溶液中片刻，取出，用玻璃棒轻轻

敲打铁圈。（古代湿法炼铜的原理，铁置换了铜：Fe+Cu2+ = Fe2++Cu）。

[生] 板演：两个半反应。（Fe－2e－ = Fe2+ Cu2++2e－ = Cu）

2.观察演示实验

[生] 设计铜铁原电池，

[师] 演示铜银原电池。

[师] 当半反应都统一写成：“氧化型+ ne－ =还原型”的格式时，一个氧化还原反

应一定是两个半反应“相反相成”——即一个半反应式向右进行，另一个半反应

式则向左进行。以“氢离子得电子产生氢气的电极反应”为基准，从氧化还原的

角度来比较他们的能力。显然，自发的氧化还原反应方向是“高位的氧化型氧化

低位的还原型”，即电子传递的方向是由“低位的还原型转移给高位的氧化型”。

[师] 演示实验

[师] 引导分析：浓度的改变对物质的氧化性（或还原性）的影响，进而影响氧化还原反

应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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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10.13
实验

小组
第 组

实验

装置

实验

操作

1.将 V 形管高端碳棒与电源（9v

层叠电池）负极相连（阴极），V

形管低端碳棒与电源正极相连（阳

极），通电 2分钟。

2. 缓慢向上提拉注射器活塞（注

意不要吸进溶液），再向下推压，

反复几次。

3.取下阴极端橡皮塞，观察碳棒。

实验

现象

电极处
阴极： 现象

分析

（用化

学用语

表示）

电极处
阴极：

阳极： 阳极：

针筒内
淀粉碘化钾试纸先变成

色，然后 。
针筒内

先：

后：5Cl2+ I2+ 6H2O ＝

10Cl－+ 2IO3
－+ 12H+

实验

结论

1.电解氯化铜溶液的产物是 。

2.氧化性强弱顺序：Cl2 IO3
－ I2

问题讨论：要使 I－和 Br－的混合液中 I－被氧化而 Br－不被氧化，可选择哪些氧化剂？

拓展延伸：通过“84消毒液”的生产和使用注意事项（不能和洁厕灵混合使用），

认识酸碱性对物质氧化性（或还原性）的影响。

课堂小结：形成思维导图。

课后思考与拓展：

（1）控制温度，钠可置换出熔融氯化钾中的钾，为什么？科学合理地运用本节

课中的“序”要注意哪些问题？

（2）整理本节课中你感兴趣的某个点或未能完全弄清楚的问题，查阅资料，独

立或和同学讨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3.完成电解氯化铜溶液实验，并交流实验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