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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标准、教材以及学情分析

课程标准中要求：能根据实验事实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电子的转移，举例说明

生产、生活中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氧化还原反应内容在三套教材中的组织主要有两种方

式，集中编排和分散编排。山东科技版和人教版采用集中编排，位于大量元素化合物知识

学习之前，位于第二章，为元素化合物知识的学习奠定理论基础。苏教版采用分散编排，

将氧化还原反应和氯、溴、碘性质穿插编排，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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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学生已经知道氧化还原反中几组概念：氧化剂与还原剂、氧化性与还原性、氧化

产物和还原产物，并能利用氧化还原反应研究物质的性质，例如：通过分析物质中所含元

素的化合价(高价、低价、中间价态)，预测物质具有氧化性或还原性，通过实验看该物质

能否与氧化剂或还原剂发生反应，从而验证它是否具有氧化性或还原性。

《氧化还原反应》在中学阶段的基础理论知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整个高中化

学教学重点之一，贯穿于中学化学教材的始终，同时也是日常生活、工农业生产和现代科

技中经常遇到的一类重要的化学反应，学生只有掌握好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才能在

元素化合物学习中理解反应的实质。

2. 教学目标

 让学生体会用化合价升降的观点和电子转移的观点分析氧化还原反应。

 基于“双线桥”法能辨析氧化还原反应中的氧化剂和还原剂、氧化产物和还原产物。

 培养学生氧化还原反应中的守恒思想的思维，通过复习及训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及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举例说明氧化还原反应在工农业生产、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认识并理解化学对提高

人类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3. 教学思维导图

以两条逻辑主线同时展开教学活动



 明线是氧化还原反应认识、表示、应用；

 暗线是围绕元素化合物—含卤素（氯、碘）元素的物质的知识展开。

4. 教学重难点突破

重难点：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明线 暗线

从电子的转移角度认识氧化还原反应（本质）

84消毒液和洁厕灵不能混合使用

氯气的实验室制法

从化合价的角度认识氧化还原反应（特征）

物质的氧化性、还原性的比较

新情境下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四步法）

氧化还原反应的应用

氯气的尾气处理

实验探究 KIO3和 Na2SO3的反应、

NaClO2生产的工艺流程

含氯化合物之间的相互转化、能量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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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方法：

阶梯式学习——通过课题设计的“由浅到深、由低到高、由现象到本质”课堂活动，

给学生搭建“认知过程的知识自我构建”之桥。

合作式学习——学生分小组进行合作学习，开展生生间、师生间教学活动。

探究性学习——用实验探究的方法来帮助理解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5. 教学过程

教 学

环 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视 频

引 入

【导入新课】 1、84消毒液和洁厕灵为

什么不能混合使用？

2、84 消毒液和洁厕灵混合使用发生了

什么化学反应？

聆听并思考：

NaClO+2HCl ＝ Cl2 ↑ +

H2O + NaCl

从生活中的

氧化还原反应

入手，引起学生

的学习的兴趣

和热情。

归 纳

总 结

一、认识氧化还原反应

【总结 1】

1.氧化还原反应是由元素化合价发生改

变的反应

2.氧化还原反应中元素化合价上升和下

降的总数守恒

分析该反应是氧化还原

反应，找出氧化剂、还原

剂

从反应的特征

认识氧化还原

反应。

问 题

解 决

实验室常用MnO２和浓盐酸制备少量的

氯气，请写出反应的离子方程式，并指

出电子转移的方向。

MnO2+ 2Cl
- + 4H+

Mn2+ + Cl2↑ + 2H2O

复习氯气的相

关知识，并进一

步分析氧化还

原反应

总 结

归 纳

【总结 2 】

1.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电子转移

2.氧化还原反应中得到电子总数与失去

电子总数守恒

用“双线桥”法分析该反应

是氧化还原反应，找出氧

化剂、还原剂

进一步认识氧

化还原反应，从

现象上升到本

质的认识。



问 题

解 决

指出下列反应中的氧化剂和还原剂，比

较氧化性的强弱

A. 10Cl- +2MnO4
-+ 16H+ = 2Mn2++

5Cl2↑+ 8H2O

B. Cl2+ 2Fe2+= 2Cl- + 2Fe3+

C. 2I-+ 2Fe3+ = I2+ 2Fe2+

氧化性：氧化剂 ＞ 氧化

产物

还原性：还原剂 ＞ 还原

产物

知道利用比较

氧化性、还原性

强弱，可以判断

一些氧化还原

反应能否发生，

问 题

解 决

K2FeO4是一种新型、高效水处理剂，一

种常用的生产方法是：在强碱性溶液

中，KClO 与 Fe(OH)3反应制得，请写

出制备 K2FeO4的离子方程式

4OH- +3ClO-

+2Fe(OH)3=3Cl
-+2FeO42-

+ 5 H2O

学生体会、总结

方 法

提 炼

二、表示氧化还原反应

【总结 3】 “四步法”:

1、找物质：氧化剂、还原剂、氧化产

物、还原产物

2、算得失：氧化还原中得失电子守恒

3、查介质：考虑溶液的酸碱性

4、定方程：质量守恒

小组交流与思考、

体会情境下方程式的书

写步骤。

学生自己归纳

实 验

探 究

KIO3和

Na2SO3

的反应

【实验步骤】

（1） 向试管中加入 1mL 酸性 KIO3溶

液，再滴加 1mL CCl4

（2）继续向上述试管中滴加 10 滴

Na2SO3溶液，振荡，观察实验现象。

（3）继续向上述试管中滴加 10 滴

Na2SO3溶液振荡，观察实验现象。

（4）继续向上述试管中滴加 10滴 KIO3

溶液振荡，观察实验现象。

3 个同学为一个小组，小

组同学动手完成 KIO3 和

Na2SO3的反应实验、观察

和记录实验现象、小组汇

报实验现象：

（1）分层

（2）下层出现紫色

（3）紫色消失

（4）下层又出现紫色

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总结归

纳实验现象的

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



书 写

KIO3和

Na2SO3

反应的

方程式

根据刚才的实验现象请同学上黑板

书写 KIO3和 Na2SO3反应的方程式：

(1）下层出现紫色：

2 IO3- +5 SO32- +2H+ = I2 +5 SO42- + H2O

(2)紫色消失

(3)下层又出现紫色

思考、分析、汇报结果：

（2）I2+ 5 SO32- + 2 H+ =

I- + 5 SO42-+ H2O

（3） IO3- + 5I- + 6 H+ =

3 I2+ 3 H2O

引导学生进一

步巩固方程式

的书写

知识迁

移，能

力提升

【问题解决】NaClO2是一种重要的杀菌消毒剂，也常用来漂白织物等，其一种生产

工艺如下：

（1）写出“反应”步骤中生成 ClO2的离子方程式 。

（2）“尾气吸收”是用 NaOH和 H2O2吸收“电解”过程排出的少量 ClO2，该反应中化学

方程式为 。

【设计意图】培养分析、归纳、知识迁移、发散思维的能力

氧化还

原反应

的应用

三、应用氧化还原反应

1.利用氧化还原反应实现物质

转化：

含氯物质之间的相互转化

倾听、观看图片、思考 氧化还原反应在

工农业生产、日常

生活中的应用

氧化还

原反应

的应用

2.利用氧化还原反应释放或贮

存能量：

化学能与热能、化学能与电能、

化学能与光能

倾听、观看图片、思考 认识并理解化学

对提高人类生活

质量、促进社会发

展的重要作用

归 纳 1.知识总结 （1）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反 知识升华、



总 结 氧化剂 + 还原剂 = 还原

产物 + 氧化产物

2.方法总结：

方程式书写的“四部法”

应中电子发生转移

（2）氧化还原反应遵循电子转

移、元素、电荷守恒

（3）氧化还原反应通过转化物

质、释放或贮存能量服务社会

培养归纳能力、

渗透学生的微观

本质、建模思想、

守恒思想

能力

提升

掌握了一定知识后，通过一定量

的练习进行巩固和提升。

思考，回答 巩固知识

6. 教学设计反思

本节课作为一节理论课，为了避免枯燥乏味，采用“问题解决法”，设计富有驱动性、

环环相扣的问题，让学生思考、讨论、归纳，并辅以多媒体教学手段展示学习内容过程，

并根据教材、教学对象分教学目标，采取以下的教学流程：情景导入→自主探究→交流讨论

→教师小结→反馈评价→总结提高。此外，教学过程中，借助化学实验，探究 KIO3和 Na2SO3

的氧化还原反应，，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动脑，分析、研究、找规律，不仅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获得知识，更能启迪学生思维、培养科学精神。在教学中做到“学生在教师指导下，

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和解决问题”，使学生在掌握知识内容的同

时，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生通过探究式学习，对比学习，对已学知识进行总结，

使学生更加容易掌握知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整个过程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在

探究课题的引导下自主的进行探究，教师在整个课堂所扮演的角色是整个学习过程的组织

者和引导者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