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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氧化还原反应产物的因素

（苏教版化学 1必修）
曹黎 苏州市第三中学

一、课程标准、教材分析及学生分析

【课程标准】

1．根据实验事实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和本质，会判断氧化剂、还原剂、氧化产物、还

原产物，会表示电子转移的方向和数目，会配平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

2．了解生产、生活中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会将氧化还原原理应用于生产生活。

3．氧化还原反应与元素化合物知识、物质结构与性质、化学反应原理模块之间的相互渗透。

【教材分析】

1．氧化还原反应是《必修 1》专题 2第一单元《氯、溴、碘及其化合物》中第二节的内容。

将氧化还原反应和氯、溴、碘性质穿插编排，主要是以元素化合物知识为载体，在学习

化学物质性质的过程中，形成氧化还原反应相关概念。

2．氧化还原反应贯穿了整个高中教材《必修 1》、《必修 2》、《物质结构与性质》、《化

学反应原理》所涉及的内容。其中《必修 1》以元素化合物知识为载体学习氧化还原反

应相关概念，《必修 2》和《物质结构与性质》从原子结构和元素电负性角度分析金属

性与非金属性之间的关系，《化学反应原理》从能量转化的角度、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

反应限度的角度对氧化还原反应进行深入探讨。

【学生分析】

高三学生已经具备的氧化还原反应知识：氧化还原反应核心知识点，五对对立统一的

概念，氧化还原反应的特征、本质，氧化还原反应的价态规律、守恒规律。但学生对氧化还

原反应知识和其他各模块的的融汇整合能力是不足的，运用氧化还原的观点去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是需要加强的。

二、教学目标

1．以最贴近生活的净水剂为主题，围绕挖掘高效安全的绿色净水剂为任务情境线索复习氧

化还原反应的核心知识点。

2．学习根据实验探究的现象和事实为证据进行推理形成结论的方法。以真实情境为背景创

设问题，构建氧化还原反应知识线索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从中形成 “平衡观念”、

“实验探究”、“证据推理”、“科学精神”、“社会责任”的核心素养线索。

3．通过一步步寻找生活中高效安全的净水剂来培养学生绿色化学的观念，激发他们用所学

化学知识来更好的服务人类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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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影响氧化还原反应的各种因素。

教学难点：培养学生应用氧化还原反应的相关知识在实实际生产生活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四、教学流程图

任务情境线索 知识线索 核心素养

五、教学过程

【视频】里约奥运会泳池池水变绿的新闻报导。

【提问】池水为什么会变绿？

【PPT】里约奥组委解释：误加入的消毒剂双氧水使前一天泳池中加入的含氯消毒剂失效，

助长藻类滋生。

【PPT】介绍含氯消毒剂

【提问】为何含氯消毒剂与双氧水混合后会失去消毒作用，两者发生了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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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两种消毒剂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

【提问】我们可以用生活中常见的 84消毒液和医用双氧水来模拟这一过程，请同学先预测

NaClO和 H2O2这两种强氧化剂在一起反应谁更胜一筹（谁做氧化剂，谁做还原剂）？证据

是什么？ NaCl + O2↑+ H2O （NaClO做氧化剂）

【学生】NaClO + H2O2— NaOH + Cl2↑+ H2O （NaClO做氧化剂）

NaClO3+ H2O （H2O2做氧化剂）

……

【学生分析】反应后失去消毒效果可排除产物中的 Cl2，用带火星木条检验产物中有无 O2

即可知道谁是氧化剂。

【演示实验】取 3 mL84消毒液于试管中，滴加同体积的医用双氧水（H2O2含量 3%），产生

大量气泡。用带火星木条检验气体，木条复燃。

【练习】学生上台板书次氯酸钠与过氧化氢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标出氧化（还原）剂、氧化

（还原）产物，用单线箭头标出电子得失方向和数目。

2e－

NaClO + H2O2＝NaCl +O2↑+ H2O

氧化剂还原剂还原产物氧化产物

【教师】两种常见强氧化剂相遇 PK，物质本性决定了 NaClO 更胜一筹，和它在一起 H2O2

只能做还原剂，从生成的产物来看，的确失去杀菌消毒效果，其中的氧气更为藻类滋长提供

环境，奥组委对于池水变绿的原因解释还是有科学依据的。

【设计意图】通过新闻报导引发学生对真实情景产生探究的欲望，用氧化还原反应的原理来

推理，用实验探究的事实为证据，来分析解释问题，了解了是物质本性决定了氧化还原反应

产物。练习书写反应方程式达到唤醒氧化还原反应相关概念的目的，。

【过渡】【PPT】像次氯酸盐这类含氯消毒剂是存在安全隐患的，与水体中的有机物结合反

应会生成有“三致”效应的氯代物，正在逐步被淘汰。

【引发思考】有没有更安全的净水剂呢？

【PPT】使用 ClO2对生活用水进行消毒，对人畜不会产生“三致”危害，这种安全高效的消毒

剂逐渐取代了 Cl2和次氯酸盐成为了水体消毒的主角。

现在水厂普遍使用 ClO2净水，生活中也有更便携的片剂方便我们在家庭使用。

【引发思考】ClO2这种安全高效的净水剂是不是真的绝对安全呢？

【PPT】用 ClO2处理过的饮用水存在 ClO －
2残留的问题，超标的 ClO －

2对人体不利。

【提问】请同学们思考一旦饮用水中 ClO －
2超标，我们有没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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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选择还原剂将 ClO －
2还原为无毒害的 Cl－？

【追问】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还原剂呢？（学生说出几种答案）提示选择要点：安全

【学生】安全可靠的还原剂 Fe2+。

【提问】Fe2+与 ClO －
2发生氧化还原反应，ClO －

2还原为无毒害的 Cl－，请同学们推测 Fe2+被

氧化成什么产物呢？写出离子方程式。

【学生】4Fe2++ClO－
2+4H+＝4Fe3++Cl－+2H2O

【追问】真的是 Fe3+吗？

【PPT】饮用水 pH范围 5.6～6.5，Fe3+沉淀 pH范围 2.7～3.7。

【学生】更正 4Fe2++ClO－
2 +10H2O＝4Fe(OH)3↓+Cl－+8H+

【追问】这方程式合理吗？证据是很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

【演示实验】①将 1颗(约 0.1g)二氧化氯消毒片剂放入盛有 400mL蒸馏水的烧杯中配制成二

氧化氯消毒液（黄绿色）。②取 100mL消毒液加入盛有 500mL自来水的大烧杯中，进行消

毒。③取 5mL饱和硫酸亚铁溶液加入消毒后的水中。

【引发思考】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红褐色沉淀。分散系的知识提示我们在浊液和溶液中间还

有一种分散系，那就是胶体。怎么样证明它是胶体？

【继续实验】用激光笔照射大试管中的液体（有明显光亮的通路）。

【练习】氧化产物为 Fe(OH)3胶体。

学生更正 4Fe2++ClO－
2 +10H2O＝4Fe(OH)3（胶体）+Cl－+8H+。

【继续实验】取适量反应后的溶液于试管中，滴一滴 KSCN溶液，溶液出现血红色。

【引发思考】其实在这净化过的饮用水中 Fe3+也是存在的，只是量很少，主要以 Fe(OH)3胶

体的形式存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学生】 Fe3++3H2O Fe(OH)3（胶体）+ 3 H+

这是化学平衡，酸性环境，平衡逆向移动产物是 Fe3+，碱性环境平衡正向移动，产物是 Fe(OH)3

沉淀。

【继续实验】取适量反应后的溶液于试管中，滴加 6 mol·L―1的 NaOH 溶液，溶液出现红

褐色沉淀。

【学生】写出 4Fe2++ClO－
2 +8OH－+2H2O＝4Fe(OH)3↓+Cl－

【教师】在探究处理饮用水中残留 ClO －
2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氧化还原反应的产物是受环境

的酸碱性因素的影响的。



5

【设计意图】通过探究思考，融合分散系胶体性质和化学平衡的原理，用氧化还原反应的知

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用实验证据得出正确的产物，并体会平衡的观点在其中的应用。感受真

实的生活生产情境中的氧化还原反应会受到环境因素的而使氧化还原反应的产物发生变化。

【过渡】ClO2虽然是目前广泛使用高效安全的净水剂，可是使用过程中会有 ClO －
2残留的问

题，而且功能也比较单一，那么我们能否找到安全多效的绿色净水剂呢？

【PPT】高铁酸钾——多功能绿色净水剂

高铁酸钾（K2FeO4）是重要的绿色净水剂。在 0℃～5℃、强碱性溶液中较稳定，而在酸性

至弱碱性条件下，能与水反应：4K2FeO4+10H2O＝4Fe(OH)3+3O2↑+8KOH（净水原理）

【提问】观察净水原理方程式，思考为什么高铁酸钾是多功能的绿色净水剂？

【学生】多效性：K2FeO4中的铁元素为铁的最高价态+6价，具有超强氧化性，结合产物中

新生氧气可加强杀菌消毒的效果；K2FeO4与水反应生成的 Fe(OH)3有絮凝效果，可吸附水

中悬浮物质起到净水作用，具备双重功能。绿色（安全性）：铁元素对人体无害，且净水过

程中产生氧气，不产生任何危害人体的物质。

【提问】这样多功能绿色的净水剂是如何来制备的呢？

实验室制备高铁酸钾操作流程：①制备 KClO溶液；②制备 K2FeO4。

冰水浴

制备 KClO溶液过程中为什么要把装置 C要置于冰水浴中？

【学生】这一步要获得目标产物 KClO。根据提示信息：温度因素在这个氧化还原反应中很

关键，温度高了 ClO－会歧化为 Cl－和 ClO－
3。

【练习】学生书写低温下：2KOH+Cl2＝KCl+KClO+H2O

较高温度下：6KOH+3Cl2＝5KCl+KClO3+3H2O

【提问】第二步制备 K2FeO4，操作方法很有讲究，要将 Fe(NO3)3饱和溶液在搅拌下缓慢加

入 KClO饱和溶液中，为什么？

【引导】因为 K2FeO4在强碱性溶液中比较稳定，而在酸性至弱碱性条件下，能与水反应。

所以要维持反应在碱性环境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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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Fe(NO3)3饱和溶液水解呈酸性，而 KClO 饱和溶液水解呈碱性，为了产物 K2FeO4

能稳定存在于强碱性环境中，所以应在搅拌下将 Fe(NO3)3饱和溶液缓慢滴加到 KClO 饱和

溶液之中。

【练习】学生上台书写制备 K2FeO4的离子方程式：

2Fe3++ 10OH－+ 3ClO－＝2FeO2－4 +3Cl－+ 5H2O

【追问】如果没有注意 K2FeO4稳定存在的环境要求，根据电荷守恒是否还可写出另一离子

方程？

【学生】2Fe3+ + 3ClO－+ 5H2O＝2FeO2－4 +3Cl－+ 10H+

【教师】很显然在真实的情境中该方程式是不成立的。在高铁酸钾制备的实例中同学们可以

体会到温度、酸碱性等环境因素对氧化还原反应产物的影响。

【设计意图】通过高铁酸钾制备工艺体会反应温度、酸碱环境氧化还原反应产物的影响，生

产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这些因素来获得我们需要的产品。练习陌生情境氧化还原方程式

书写。

【总结】影响氧化还原反应产物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物质浓度对产物的影响，我们学过金

属铜和硝酸的反应，与浓硝酸反应，还原产物就是二氧化氮气体，与稀硝酸反应还原产物就

变为一氧化氮气体。但这些都是外界因素，真正决定氧化还原产物的因素还是物质的本性。

今天这节课我们在探讨有关净水剂的那些事儿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正确判断氧化还原反应

的产物，提高了书写情境方程式的能力。我希望同学们经过这节课的复习，能形成绿色化学

的观点，把安全环保作为永恒的主题来进行科学探究和实践。用我们所学的化学知识服务于

人类社会。

六、教学设计反思

“影响氧化还原反应的因素”以几种净水剂的制备和应用为任务情境线索，以氧化还

原反应为知识线索,用氧化还原的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并得出影响氧化还原反应的各种因素，

并同时提高根据真实情境书写陌生环境下氧化还原方程式的能力。使学生在习得相关的化学

知识、实验技能和探究方法的同时，形成“平衡观念”“实验探究”“证据推理”“科学精神”“社会

责任”等核心素养。

课堂设计

（1）以热点新闻为切入点

今年暑期的里约奥约会跳水池池水一夜变绿的热点新闻背后隐藏着的氧化还原反应为

切入点，充分激发起学生探索和思考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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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探索生活生产实例背后的化学知识为中心的教学

本堂课以寻找生活生产中更加高效、安全的净水剂为线索，用这些真实案例为背景创

设问题，用氧化还原反应的相关知识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采用了“问题探究”“实验验证”

式教学方法，教师不是提供现成的知识和结论，而是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真实情

境中，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提供的信息资料，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引导学

生归纳影响氧化还原反应产物的因素。培养了学生利用已学知识去探究未知问题的能力。

附件 1 板书计划

影响氧化还原反应产物的因素

相关反应 影响因素

1. 含氯消毒剂失效：

NaClO + H2O2＝NaCl + O2↑+ H2O 反应物本性（内因）

2. Fe2+处理超标的 ClO－
2：

4Fe2++ClO－
2+10H2O＝4 Fe(OH)3（胶体）+Cl－+8H+

3. K2FeO4的性能与制备： 酸碱环境

2KOH + Cl2＝KCl + KClO + H2O 温度 （外因）

2Fe3++ 10OH－ + 3ClO－
＝2FeO2－4 + 3Cl－ + 5H2O 物质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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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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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学案

与净水剂有关的氧化还原反应

例 1. 杀菌消毒剂——次氯酸钠和双氧水

写出上述两种溶液混合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标出氧化剂、还原剂、氧化产物、还原

产物，并用单线箭头标出电子转移方向和数目。

。

例 2. 高效安全净水剂——二氧化氯（ClO2）

用 ClO2处理过的饮用水（pH为 5.5～6.5）常含有一定量对人体不利的亚氯酸根离子

（ClO－
2），其含量应不超过 0.2mg·L‒1。若饮用水中 ClO －

2的含量超标，可向其中加入适量

的 将 ClO －
2还原成 Cl－，该反应的氧化产物是 。

离子方程式： 。

。

。

例 3. 多功能绿色净水剂——高铁酸钾（K2FeO4）

1. 高铁酸钾性能

高铁酸钾（K2FeO4）是重要的绿色净水剂。在 0℃～5℃、强碱性溶液中较稳定，在酸性

至弱碱性条件下，能与水反应（净水原理）：

4K2FeO4+ 10H2O＝4Fe(OH)3+ 3O2↑ + 8KOH

分析：多功能 。

安全（绿色）性能 。

2．高铁酸钾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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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制备 KClO溶液

冰水浴

（1） 在不改变 KOH溶液的浓度和体积的条件下，实验采用冰水浴的原因 。

写出制备 KClO溶液的化学方程式： 。

（2） 写出较高温度下 Cl2和 KOH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第二步：制备 K2FeO4

加液操作：将 Fe(NO3)3饱和溶液在搅拌下缓慢的加入 KClO饱和溶液中。

（1）为什么采用这样的加液次序？ 。

（2）写出制备 K2FeO4的离子方程式： 。

【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