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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还原反应(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苏教版高考复习
江苏省宜兴中学 陆晔

一、课程标准、教材及考试说明分析

在《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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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到“正确认识科学、技

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能运用所学知识解释与化学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初步树立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思想”。“能根据具体情况设计解决化学问题的实验方案，并予以评价和优化”。

《2016 年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选修科目）说明》在“考试内容及要求”中也提

到“能综合运用所学化学知识和化学科学方法，对生产、生活和科学研究中与化学相关的

简单问题进行分析解释，作出合理的判断或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必考内容”中又涉及

“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了解氧化还原反应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氧化还原反应”是高中化学教学中的核心理论之一，它贯穿了整个高中化学教学过

程，是中学化学教学中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利用“氧化还原反应”对相关问题中信息的

分析、理解和应用也是提升学生素养的极好素材。随着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选

修科目）化学的命题思想由原来的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特别是应用能力立意方向的转变，

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选修科目）化学中实际应用型试题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

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中要能更好地将化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相联系，站在理论的高度来观察、

思考、分析并解决我们在生产、生活等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二、学情分析

氧化还原反应贯穿于高中化学教学过程的始末，高三学生站在已学习完全部高中化学

知识的高度上，对氧化还原反应规律及应用层面上的一种深层次的全面整理、归纳、提升。

四星级高中的高三学生不仅已经基本掌握了氧化还原反应的重要基本概念和反应规律，还

已经能够初步自主地观察实验现象、分析产物、书写化学反应方程式和离子反应方程式。

所以，教师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学习动机。通过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

的情境和提示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帮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提出适当的

问题引起学生的思考和讨论，在讨论中设法把问题步步引向深入，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

理解，启发诱导学生自己去发现规律。在教学设计中，尽量选取与生产、生活实际等密切

联系的问题或内容，以充分体验和践行化学知识源于生产、生活实际，又应用和服务于科

技生产、实际生活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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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掌握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

（2）了解氧化还原反应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应用。

（3）学会在实际背景下书写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方法。

过程与方法

（1）通过对实验的观察、记录、思考并加工以及对材料、图片的阅读分析和调用，学习搜

集、处理信息的方法。

（2）以实验创设复习情景，从实验的现象到本质，从理论到实际的应用，以实验总结复习

课堂。

（3）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在学习过程中处处以学生为出发点，处处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

生的学习体验和动手实践能力。

（4）体验以化学的视角观察生产、生活、社会中的化学现象和化学问题，并启发学生进一

步运用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和规律来思考和解决相关问题。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培养能尊重事实和证据，既能独立思考又能探究合作，进行分析推理，证实或证伪假

设，敢于质疑和批判的创新精神。

（2）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意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探究意识以及创新思维能力，逐步形

成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四、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运用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

难点：在实际背景下书写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

五、教学思维导图

以实验引领课题，经实验回顾旧知，用实验突破难点，妙实验总结课堂。

①基本概念 ①氧化性还原性强弱比较 ①应用于生活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②反应规律 ②电化学应用 ②应用于生产

③常见氧化剂还原剂 ③实际背景下氧化还原反应

④氧化性还原性强弱比较 方程式书写

知识回顾

氧化还原反应

核心知识 难点突破 能力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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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学习情境】我国著名化学家傅鹰教授毕生坚持：化

学是实验的科学，只有实验才是最高法庭。下面我们

一起来看个实验。

【环节一】知识回顾

【活动与探究 1】在 KI 溶液中加入几滴淀粉溶液，

后再加入少量 FeCl3溶液。观察现象，写出其中的离

子反应方程式。

【提问】属于什么反应？

【板书】氧化还原反应

【提问，板书开始】请你指出这个反应中的氧化剂（板

书）？还原剂（板书）

【追问】那 Fe2+ 和 I2分别在这个氧化还原反应中做

什么产物？

【板书】一、知识回顾

【讲解】在反应过程中，氧化剂得到电子，元素化合

价降低，生成还原产物。在反应过程中，还原剂失去

电子，元素化合价升高，生成氧化产物。

【提问】请你标出这个反应中的电子转移方向及数

目？

【过渡】所以，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

【提问】在这个反应中看你能直接看到电子转移吗？

你能否设计实验直观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

【交流与讨论】设计简单实验，如何“看到”氧化还

原反应的本质？

仔细观察实验的变

化并引起思考。

（板演）2Fe3++2I-=

2Fe2+ + I2

（交流回答）

（交流回答）

（板演）双线桥或

单线桥都可以。

（回答）电子的转

移

交流与讨论

以实验引领课

题，创设问题

情境，激发学

生 的 探 究 欲

望。为后面学

生的自主探究

的方法打下基

础 , 并提供实

验的知识支持

注重学生的基

础 知 识 的 掌

握，为后面环

节的提升打下

结实的基础。

尽量以强而有

力的观念为核

心，将其组织

成为相互关联

的资讯网络，

以便学生能以

统整的方式来

汲 取 这 些 内

容。

让学生能相互

氧化剂 还原剂 还原产物 氧化产物+ +

得 ne-

失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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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电流传感器

【讲解】以此反应为例，设计成原电池，通过电流传

感器数值的变化来“看到”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

【实验】FeCl3溶液， KI 溶液，两根石墨电极，盐

桥。

【讲解】有电流产生，说明有电子发生了转移，我们

看到了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

【提问】既然构成了原电池，请你写出两个电极反应

【评价，小结】负极上 I-失去电子，被氧化，体现还

原性；正极上 Fe3+得到电子，被还原，体现氧化性。

所以，原电池就是氧化还原反应的典型应用之一。

【过渡】常见的氧化剂和还原剂还有？

【PPT】常见的氧化剂和还原剂

【小结和 ppt一起讲述】一般元素化合价能降低，该

物质做氧化剂；元素化合价能升高，该物质做还原剂。

【提问】当然虽然 Fe3+和 I2都作氧化剂，都具有氧

化性，但两者氧化性的强弱是不同的，那谁的强？为

什么？

I- 和 Fe2+都作还原剂，都具有还原性，但两者

还原性的强弱是不同的，那谁的强？为什么？

【板书】 氧化性：Fe3+> I2 还原性：I-> Fe2+

【小结】氧化性：氧化剂强于氧化产物

还原性：还原剂强于还原产物

【活动与探究】在原试管溶液中加入 H2SO3溶液，

观察现象并用化学反应方程式解释其原因。

【板书】二、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书写步骤

【PPT】小结书写步骤

离子反应

（1）写：写出氧化剂、还原剂、氧化产物、还

观察实验并思考

（板演）

思考规律

（交流）Fe3+ I-

（板演）I2 + H2SO3

+ H2O= H2SO4+ 2HI

（小结）书写步骤

交流实验探究

的成果，提出

进一步探究或

改进实验的设

想。

关注学生学习

体验，引出电

化学中的氧化

还原反应。

培养学生对观

察记录的实验

信息进行加工

并获得结论。

学生板演过程

中，及时发现

书写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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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物（注意在实际背景下的存在形式）

（2）电子得失守恒

（3）电荷守恒（关注环境的酸碱性+H+或

+OH-）

（4）原子守恒

化学反应

（1）写 （2）电子得失守恒 （3）原子守恒

问题，并加以

纠正。

通过这一环节让学生回忆并明确相关概念，能标定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转移方向和数目，

初步体会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规律——强弱规律、守恒规律。能对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进

行初步应用。同时也强化了实验教学，认识化学是一门实验学科。化学以实验为依托，实

验又为学生获取知识和形成能力提供重要内容及途径，帮助学生形成化学概念，理解和巩

固化学知识，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环节二】核心知识

（1）氧化性、还原性强弱比较

（2）电化学应用

（3）实际背景下的氧化还原化学反应方程式

的书写。

理解，回忆。
巩固本节课的

重点知识。

这是本节课的核心探究和核心内容的小结，也是这节课需要学生解决的问题，也为下一环

节难点突破的实施埋下伏笔。

【环节三】难点突破——实际背景下氧化还原反应方

程式的书写

【过渡】那么我们就通过生产、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氧

化还原反应实现难点的突破。先让我们走进生活：

【视频播放】奥运绿水。

【聚焦生活】众所周知，游泳池中的水通常为蓝色，

原因是因为消毒和保证水质我们加入了适量的胆矾

和氯系消毒剂。然而今年夏季里约奥运会跳水池中的

水却由蓝色变成绿色。里约奥组委的官方解释为：

“跳水池先是使用了氯系消毒剂（主要成分为

NaClO）对池水消毒，后来又往池水中加入了双氧水，

产生大量 O2，又加上周围高温高湿，促进了蓝藻、

绿藻等藻类大量快速地繁殖。”看完这则新闻后，有

人认为还可能是：“由于[Cu(H2O)4]2+（蓝色）+ 4Cl-

聚焦生活，聚

焦生产，将化

学知识与实际

问题相联系，

站在理论的高

度来观察、思

考、分析并解

决 我 们 在 生

产、生活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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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Cl4] 2-（绿色）+4H2O，所以形成了绿水。”

请结合以上信息，写出生成 Cl-的离子反应方程

式。

【过渡】那工业生产中的情况呢？

【聚焦生产】工业上有这样一个工艺流程：

【提问】分析流程，提出问题，写出相关的方程式

（投影学生作品）

ClO- + H2O2 = Cl- +

O2 + H2O

（板演）

面所遇到的一

些实际问题。

引导学生分析

探究和解答，

提 高 信 息 素

养。

本环节是前两个环节内容的继续、 延伸和拓展，也使得学生在前两环节中学到的书写氧化

还原反应方程式的原理和思想方法等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和运用。通过生产、生活中无处不

在的氧化还原反应的一系列问题来引导学生学习搜集、处理信息的方法，旨在培养学生的

信息素养，并在探究和解决问题的实践中逐步提高学生综合处理的能力。

【环节四】能力展示

【交流与讨论】原试管中溶液褪色后又恢复到蓝色，

解释原因（用离子方程式表示）。

【总结】今天我们主要总结了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

念，理解了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应用了实际背景下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希望大家能认真总结，

以不变应万变，争取难点的突破。

（交流讨论并书写

在学案上）

I-被 O2氧化（板演

离子反应方程式）

注重学生的合

作能力、探究

能力、创新能

力的培养。揭

示氧化还原反

应 的 基 本 规

律。所有问题

都非常贴近实

际，教 学中始

终注意将有关

理论知识与实

际问题紧密联

系，促使学生

空气 NaOH 溶液



7

【作业布置】请大家结合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规律以

及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自编一道题目，题型

不限。

对氧化还原反

应的相关认识

得到进一步升

华。

改变课后作业

形式，让学生

达到“授人以

渔”的目的。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疑问，不断通过基于实验现象进行分析推理，证实或证

伪假设，揭示了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规律。解释实验现象与结论之间的关系，确定形成科

学结论所需要的证据和寻找证据的途径。课堂通过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过程将对学生主

动学习、独立学习、探讨学习和研究学习的习惯的养成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

课后作业形式的变化，更加展示了学生的能力以及化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板书设计

氧化还原反应

一、知识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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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性：Fe3+> I2 还原性：I-> Fe2+

二、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书写步骤

七、教学设计反思

高三复习课旨在通过“回顾旧知”，帮助学生强化已学过的知识，并达到知新、悟出

新意、加深理解、融会贯通、系统地掌握所学知识的目的。氧化还原反应的学习，贯穿了

高中的必修和选修的各个阶段。学生在学习了氧化还原反应后，通常只是机械地背诵下基

本概念和基本规律，往往不能将基础知识与实际生产、生活中的问题联系，不会熟练利用

基础知识书写实际背景下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特别是不会正确利用实际情况来分析环境

的酸碱性等）。同时，高三的复习课往往也只是教师对照考试说明罗列知识要点或是学生

氧化剂 还原剂 还原产物 氧化产物+ +

得 ne-

失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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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后自己阅读基础知识，接下来就是不断利用题海战术枯燥地训练、训练、再训练，直

至到达教师下达的目标。

如何改变课堂模式实现高效复习是摆在所有高三教师面前的老大难问题。元认知理论

认为学生的元认知就是个体对自己认知的认知,对自己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自我评价、自

我调节和监控。因此,在复习过程中,必须以关注学生为根本,处处以学生的认知为出发点，

处处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充分运用元认知的有关知识,发挥主观能动性,充满激情地投

入复习,不断提升思考力,享受学习之美。

本节课是氧化还原反应复习的第一课时。为了得到高效课堂，让学生真正地吸收，不

死读书，也为了接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我在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对高一高二知识的“炒冷

饭”，而是对氧化还原反应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精心重新整合和组织教学，有机地和考试

说明联系起来，并以创设实验问题情境为出发点，以实验复习旧知，以实验组织应用，以

实验开始又以实验结束，搭建学习的台阶，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培养科学方法为主线，

也始终把构建知识网络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首位。让学生从实验中回忆、搜集、获取并融

合、加工，提高对信息的利用率，达到快速高效地书写实际背景下的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

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

但是，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实际信息中发现和寻找与书写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相关的物

质及反应环境的信息，并顺利完成有关反应方程式的书写，绝不是一两节课就能解决的问

题。既然是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在第二课时、第三课时以及后续复习过程中仍是值得我们

关注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