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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活问题情境的化学核心素养的培养研究
———以铁及其化合物复习为例

耿亚萍＊

（溧阳市光华高级中学　 江苏溧阳　２１３３００）

摘要　以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铁及生活中的补铁妙招引入，设置生活问题情境学习铁及其化

合物的性质和它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运用价态－类别二维图完善铁及其化合物之间的转化关系，
在学习中渗透核心素养的培养。

关键词　化学核心素养　生活问题情境　铁及其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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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化学认知活动中发展起

来的并在解决与化学相关问题中表现出来的科学素

养，反映了学生从化学视角认识客观事物的方式与

结果的水平［１］。培养学生化学核心素养是高中化学

课程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高中化学教学效果的重

要标准。高中化学核心素养包括５个维度，分别是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证据

推理与模型认知、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科学态度

与社会责任，它们的关系如图１所示［２］。探索基于

核心素养的化学课堂教学，既是深化课程发展所面

临的新挑战，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要途

径。以苏教版 《化学１》专题３铁及其化合物的小

高考复习课为例，探索和实践高中化学核心素养的

教学新样态。

Ｆｉｇ．１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图１　化学核心素养要素结构

１　教学设计主线融入核心素养

１．１　创设真实化学问题的学习情境

情境教学的倡导者Ｂｒｏｗｎ提出：“知识只有在

它们产生及应用的情境中才能产生意义。知识绝不

能从它本身所处的环境中孤立出来，学习知识的最

好方法就是在情境中进行［３］。”基于核心素 养 的 教

学要求教师为学生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并以此为

主线，将整个教学内容融入其中。与自身相关的生

活化的问题是学生知识建构的最佳载体，在整个学

习过程中能激发、推动、维持、强化和调整学生的

认知活动、情感体验和实践活动，让学生的思维不

断走向深入。本节课以补铁妙方→铁的氧化物鉴别

→Ｆｅ２＋ 和Ｆｅ３＋ 的鉴别→Ｆｅ２＋ 和Ｆｅ３＋ 的转化→铁及

其化合物的应用为主线，将铁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转化和应用融入问题情境中，旨在培养学生由碎片

到整体的认知方法，发展学生的化学核心素养，深

刻理解化学、技术、环境、社会的关系，使学生在

面临与化学有关的问题时，能从化学的视角做出更

理智、更科学的判断。

１．２　以核心素养为主线，确定课时教学目标

２０１８年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 （必修科

目）说明 （即小高考考试说明）对铁及其化合物的

考试要求是：了解铁及其化合物的 主 要 物 理 性 质、
主要用途；了解铁分别与氧气、水、酸、盐等物质

的反应；了解铁的氧化物分别与酸的反应；了解氢

氧化铁受热分解；知道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铁及其

主要来源和摄入途径，以及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结合小高考考试说明和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

准 （实验）》［４］的 教 学 要 求 确 定 本 节 课 的 教 学 目 标，
见表１。

２　基于化学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

２．１　创设情境，导入课题，在情境中生成问题

［情境］ （展示图片见图２）———血红蛋白、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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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补铁剂。铁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缺铁容

易贫血，关于补铁民间有很多妙方：用铁锅烧菜补

铁；补铁剂不能和浓茶同服，而且要搭配维生素Ｃ使

用。你能用化学的视角解释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吗？
表１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时教学目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素养维度
宏观辨识与微观

探析

变化观念与平衡

思想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核心素

养发展

水平［２］

从分子、原子层

次 对 物 质 结 构、

性质、能量转变

等及其相互关系

的基本认识

对物质发生化学

变化的条件、方

向、限度和变化

规律等及其相互

关系的基本认识

基于事 实 进 行 分 析 推 理、

抽象概括、建构模型，运

用证据推理和模型化思想

解决相关化学问题

基于证据推理得出结论并做出解

释，对科学探究过程和结果进行

交流、评估、反思的能力。是指

能尊重事 实 和 证 据，独 立 思 考，

敢于质疑和批判

认识化 学 科 学 本 质 和 化 学

科 学 的 价 值，理 解 科 学、

技 术、社 会、环 境 的 关 系

并逐渐 形 成 对 化 学 科 学 的

态度和社会责任感

核心素

养课时

教学目

标

了解铁及其化合

物 的 物 理 性 质，

了解铁及其化合

物的化学性质

运用氧化还原的

观 点 分 析 Ｆｅ，

Ｆｅ２＋，Ｆｅ３＋ 的

相互转化

构建 “铁三角”转化关系

和价 态－物 质 类 别 二 维 转

化关系图，运用模型、关

系图解释化学问题

设 计 ３ 种 含 铁 粉 末 的 鉴 别，

Ｆｅ２＋，Ｆｅ３＋ 的 检 验 方 法 和 相 互

转 化，体 会 Ｆｅ３＋ 的 氧 化 性、

Ｆｅ２＋的还原性

了解铁 及 其 化 合 物 的 重 要

应用，知 道 铁 元 素 与 人 体

的关 系，感 受 化 学 在 生 活

中的 重 要 应 用，赞 同 化 学

使生活更美好的观点

Ｆｉｇ．２　 “Ｉｒｏｎ”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ｏｄｙ
图２　人体所需的 “铁”

　　［问题１］铁锅的铁元素是如何进入人体的？

［问题链］学情前测———判断以 下 问 题 是 否 正

确。
（１）Ｆｅ可以与Ｃｌ２反应，生成ＦｅＣｌ２。
（２）Ｆｅ在Ｏ２中燃烧生成Ｆｅ２Ｏ３。
（３）Ｆｅ与 Ｈ２Ｏ不反应。

　　（４）Ｆｅ与浓Ｈ２ＳＯ４、浓ＨＮＯ３常温下不反应，
可用铁制槽罐车装运浓 Ｈ２ＳＯ４、浓 ＨＮＯ３。

［学生活动］学生回答，小 组 补 充、修 正，最

后小结，整理归纳铁单质的性质。

２．２　真实问题，合作交流，在探究中解决问题

［探究 任 务１］请 你 来 鉴 别———同 学 们 的 实 验

篮中有３小袋粉末，是铁、氧化铁、四氧 化 三 铁，
你能将它们鉴别出来并贴上标签吗？

［学生甲］观察法，红棕色的是氧化 铁，剩 下

的２种粉末用磁铁检验，能被磁铁吸引的是铁。
［学生乙］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四氧化三铁也

有铁磁性。应该加酸：冒气泡的是铁粉，无气泡的

是四氧化三铁。
［学生实验］分别用 小 药 匙 取 半 勺 固 体 于 试 管

中，加入２～３ｍＬ盐酸，观察现象。
［整理归纳］见表２。
［探究任务２］得到的Ｆｅ２＋ 与Ｆｅ３＋ 如何鉴别？

表２　铁及其氧化物与酸反应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ｘｉｄｅｓ　ｒｅ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ａｃｉｄｓ

被检测物 颜色 实验现象 离子方程式

铁 黑色 冒气泡，得到浅绿色溶液 Ｆｅ＋２Ｈ＋＝Ｆｅ２＋＋Ｈ２↑

氧化铁 红棕色 溶解，溶液变黄色 Ｆｅ２Ｏ３＋６Ｈ＋＝２Ｆｅ３＋＋３Ｈ２Ｏ

四氧化三铁 黑色 溶解，溶液变黄绿色 Ｆｅ３Ｏ４＋８Ｈ＋＝Ｆｅ２＋＋２Ｆｅ３＋＋４Ｈ２Ｏ

　　［提供试剂］ＫＳＣＮ溶 液、氯 水、双 氧 水、铁

粉、铜粉、ＫＩ溶液、淀粉溶液、维生素Ｃ粉末。
因为学生已经学过Ｆｅ２＋ 与Ｆｅ３＋ 的鉴别，此处

让学生用刚才实验得到的Ｆｅ２＋ 与Ｆｅ３＋ 进行自主实

验，实验结束将３种鉴别方法归纳在表３中。

［整理归纳］
［探究任务３］Ｆｅ３＋，Ｆｅ２＋ 之间的相互转化

（１）为何有部分同学在Ｆｅ２＋ 中滴加硫氰化钾溶

液会变红？血红还是粉红？与Ｆｅ３＋ 中滴加硫氰化钾

溶液的试管相比呢？有没有办法让它们变得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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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Ｆｅ２＋，Ｆｅ３＋的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ｅｓｔ　ｏｆ　Ｆｅ２＋ａｎｄ　Ｆｅ３＋

方法 Ｆｅ２＋ Ｆｅ３＋

观察法 浅绿色 黄色

沉淀法

现象 白色沉淀变灰绿色，最终变红褐色 红褐色沉淀

方程式
Ｆｅ２＋＋２ＯＨ－＝Ｆｅ（ＯＨ）２↓

４Ｆｅ（ＯＨ）２＋Ｏ２＋２Ｈ２Ｏ＝４Ｆｅ（ＯＨ）３
Ｆｅ３＋＋３ＯＨ－＝Ｆｅ（ＯＨ）３↓

硫氰根法
现象 滴加硫氰化钾溶液不变色，再加氯水变血红色 变血红色 （灵敏）

方程式 ２Ｆｅ２＋＋Ｃｌ２＝２Ｆｅ３＋＋２Ｃｌ－　Ｆｅ３＋＋３ＳＣＮ－＝Ｆｅ（ＳＣＮ）３ Ｆｅ３＋＋３ＳＣＮ－＝Ｆｅ（ＳＣＮ）３

　　（２）刚才有做到Ｆｅ２＋ 中滴加硫氰化钾溶液不变

红的同学，请你们高举试管，观察一下试管底部。

Ｆｉｇ．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图４　铁及其化合物的重要应用

（３）教师展示 实 验 室 的 大 瓶 装 的 硫 酸 亚 铁 溶

液，浅绿色，摇晃一下变浑浊，说明实验室保存硫

酸亚铁要放铁粉。
（４）铁粉能将Ｆｅ３＋ 转 化 成Ｆｅ２＋，还 有 其 他 试

剂能将Ｆｅ３＋ 转化成Ｆｅ２＋ 吗？

２．３　观念建构，归纳整理，在思考中形成网络

［教师］请同学们根据本节内容完善物质类别－
价态二维图 （图３），在标注Ｆｅ，Ｆｅ２＋ 与Ｆｅ３＋ 的铁

三角转化关系时，在箭头上标上转化的物质。

Ｆｉｇ．３　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图３　铁及其化合物的价态－类别二维图

２．４　关注生活，辩证思考，在学习中培养责任

［图片展示］科技、生命等各个领域，了 解 铁

及其化合物的重要应用 （图４）。

［讲解］（１）电子工业中可用Ｆｅ３＋ 腐蚀铜板来

制作印刷电路板，实物展示教师自制的 “Ｆｅ”板。
（２）含 Ｆｅ２＋ 污 水 处 理：用 氧 化 剂 将 Ｆｅ２＋ 氧 化 为

Ｆｅ３＋，调ｐＨ使Ｆｅ３＋ 转 变 成Ｆｅ（ＯＨ）３ 析 出。 （３）
生活中常用的暖宝宝、脱氧剂都是由铁及其化合物

制得而成，雀巢脆谷乐中加入的少量还原铁粉既作

脱氧剂又可以补充少量铁元素。（４）人体缺铁最好

的补铁方法是食补，动物肝脏、动物血、蛋黄、木

耳、菠菜、豆浆等食物都富含铁元素。
［教师提问］回看补铁剂 使 用 说 明 书———服 用

补铁剂 时 搭 配 维 生 素 Ｃ同 服，不 能 和 浓 茶 同 饮。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能解释原因吗？

［学生］维 生 素 Ｃ可 以 将 部 分 被 氧 化 生 成 的

Ｆｅ３＋ 转化成Ｆｅ２＋。浓茶是不是会将Ｆｅ２＋ 氧化？

Ｆｉｇ．５　Ｔｅａ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ｒｏ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图５　茶叶水与补铁剂反应

［教师 边 讲 边 实 验］茶 叶 水 中 含 大 量 的 鞣 酸，
鞣酸与Ｆｅ２＋ 生 成 鞣 酸 亚 铁，它 的 性 质 不 稳 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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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６　Ｂｌｕｅ　ｂｌａｃｋ　ｉｎｋ　ａｎｄ　ｉｒｏｎ　ｔａｎｎａｔｅ

图６　蓝黑墨水与鞣酸铁

快被氧化成鞣酸铁的络合物而呈蓝黑色，从而使茶

水变成了 “墨水”。维生素Ｃ又称抗坏血酸，具有

还原性和酸性，可以将鞣酸铁中的Ｆｅ３＋ 变回Ｆｅ２＋，
蓝黑色又消失了，重新显现出茶水的颜色，继续滴

加ＫＳＣＮ溶液和 Ｈ２Ｏ２溶液变为血红色，可证明的

确生成了Ｆｅ２＋ （图５）。我们用的蓝黑墨水中就有

鞣酸铁 （图６）。现 在 同 学 们 终 于 明 白 补 铁 剂 的 正

确服用及其原理。可见，学好化学可以让我们的生

活更美好。

３　课后反思
（１）促 进 观 念 建 构 的 教 学。价 态－物 质 类 别 二

维图可以促使学生从类别、化合价角度分析及预测

物质的性质，解决相关问题，有利于学生建构元素

观、分类观、转化观等化学学科观念。

　　（２）关注教学中的预设与生成。可以针对学生

实验出现的异常现象进行质疑、交流讨论、实验验

证、总结归纳，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互助合

作能力。学生对Ｆｅ２＋ 极易被氧化有了深刻的体会，
也明白了生活生产中铁及其化合物使用时的注意事

项，实现了知识到能力的升华，促进核心素养的养

成。
（３）立足真实问题的教学，让化学回归本源。

将生活问题融入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在面临相关

化学问题时，能从化学的视角去分析思考、积极探

索、寻求方法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化学问题，体现了

化学对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促进人类发展的价值，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致谢：感谢在备课过 程 中 光 华 高 中 化 学 组 老 师 给 予 的

指导意见，在此感谢！

参　考　文　献

［１］　林崇德．２１世 纪 学 生 发 展 核 心 素 养 研 究．北 京：北 京 师 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　吴星．化学教学，２０１７ （５）：５－６
［３］　Ｂｒｏｗｎ　Ｊ　Ｓ，Ｃｏｌｌｉｎ　Ａ，Ｄｕｇｕｉｄ　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１９８９，１８（１）：３２－４２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 育 部．普 通 高 中 化 学 课 程 标 准 （实 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ｆ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ＧＥＮＧ　Ｙａ－Ｐｉｎｇ＊

（Ｌｉｙ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　Ｓｅ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Ｌｉｙａｎｇ　２１３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ｒｏｎ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ｃ　ｗａｙ　ｏｆ　ｉｒｏ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ｉｆｅ，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ｉ－
ｒ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ｌｉｆ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４·２０１９年第４０卷第７期　　　　　　　　　　化　学　教　育 （中英文）（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ｘｊｙ．ｏｒ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