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科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３１（２）：１５１～１５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３１，Ｎｏ．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５

网络优先数字出版时间：２０１５-０５-２５
网络优先数字出版地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４５．１０７５．Ｎ．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１６５８．００８．ｈｔｍ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２-１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２-２５
作者简介：张 艳（１９７５-），女，中学一级教师，主要从事高中化

学基础教育研究。

*南宁市高中突破发展专项立项课题 （ＧＺＴＰ２０１４Ｃ００４）

资助。

化学史与探究教学的融合模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张 艳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二十六中学，广西南宁 ５３００２２）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Ｎｏ．２６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Ｇｕａｎｇｘｉ Ｚｈｕａ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Ｎａｎｎ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

５３００２２，Ｃｈｉｎａ）

摘要：阐述化学史与探究教学融合的可行性及模式，并结合氯气的教学实践具体说明该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

和获得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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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当前国内高中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在高
考机制下，高中教学多数以追求升学率为目标，以教
师为中心，过于强调接受式学习，忽略了学生知识的
建构过程以及学生科学思想、态度、学习方法的培
养。要改变满堂灌的状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学
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改变是关键。我国的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明确指出：要提倡以探究学习为主的多种学
习方式，学生通过真正的体验科学探究活动来积极
主动地获得知识，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１］。学习方式的转变是新

课程改革的核心，探究学习是新课程改革的突破口，
因此探究学习是新课程中的重头戏。

  化学史是古今中外的化学家千百年来辛勤劳动
的智慧结晶，是人类对生产应用以及物质的组成、结
构、性质的重要反映。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以培养
能力为主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化学史教育是实现这
一目标的重要切入点；应用化学史进行探究性教学，
让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培养其化学的思维方法，
特别是情感、态度、价值观。所以，在高中化学教学
中进行化学史的教育，是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一种
有效途径，也是化学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的知识不是简
单地通过教师的传授而获得，而是在某些特定的学
习环境下，依赖于学习者与周围群体（教师和同伴）
的分析、讨论、反驳、交流、合作等活动，以自己原有
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使用一定的辅助材料，通过自
主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假如这种构建学习的情
境与学习者的实际情况更贴近、更相符，那么这种意
义建构将更为有效。所以，教师把化学史料进行加



工处理，使之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引起学生的共
鸣或兴趣，就能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再利用现有的
条件，引导学生模仿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究，就可以达
到化学史教育与探究教学的有机融合。

１ 化学史与探究教学融合的可行性

１．１ 目的一致

  从化学发展史发现，科学原理、规律的发现，科
学理论、方法的建立需经过一代又一代化学家的努
力，耗费大量的时间方能达到。虽然学生的探究一
般是在课堂上花费较短时间对科学家已发现的科学

原理、规律和理论进行探究，但是其目的是理解科学
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是一个知识的再认识过程。由
此可知，两者的目的存在一致性。

１．２ 过程一致

  新课程改革提出，科学学习要以探究为核心，探
究既是科学学习的目标，又是科学学习的方式。科
学探究的一般过程是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
划、进行实验、解释和结论、反思与评价、表达与交
流［２］，而这些步骤正是基于科学家们的发现过程而
总结和提炼出来，而学生的实验探究是在教师的指
导下，按照科学探究的步骤进行，说明学生的探究性
学习过程和科学家的发现过程存在一致性。

１．３ 思维一致

  化学家思维活动的结晶是化学知识，从这些知
识中可以洞察出他们的思维过程，而这种成熟的思
维过程，正是学生的参照对像。虽然学生在主动建
构知识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通过教师指
导、调控，可以使其思维活动与化学家思维活动“同
步”；学生通过探究获得化学知识是实现学生思维结
构逐步向化学家思维结构的转化的一个过程［３］，说
明科学家的思维过程与探究教学中学生的思维过程

存在一致性。

２ 化学史与探究教学的融合模式

  将化学史融入探究教学是指教师根据学生已有
的认知水平，有选择地加工化学史料，将科学家发现
科学知识的背景和经过重现，引导学生设计研究方
案，利用现有的条件和方法对科学家之前的创新过
程进行探索，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知识发现的全过
程，并能直观的认识实验的现象和更深刻的理解科
学结论，充分认识前人的能力、思维轨迹、认识路线、
科学方法并感受科学探索的艰辛［４］。

  利用化学史创造教学情境，通过教师的引导进

行科学实验探究，可以把探究教学与化学史有机融
合在一起，其教学的基本模式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化学史与探究教学的融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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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１ 选择化学史料

  将化学史融入探究教学所选择的化学史料通常
是元素化合物的发现史、制备史和某些原理的发现
史等，例如，氯气的发现和制备，苯、钠、钾、溴，原电
池原理的发现等。一般的化学背景素材都会描述科
学家如何发现、研究、制备新物质（新原理）。由于科
学家进行科学探究的过程和学生探究化学知识的过

程相似，故所选择的史料首先要具有科学性，不能选
择野史，否则会误导学生；其次要具有思想性，即知
识和人文思想的结合，要让学生获得科学探究知识
和方法的同时，了解科学家应具备的思想、态度和精
神；再次要有适度性，即要符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已
有的知识水平，否则会加重学生的负担，适得其反；
最后要有一定的趣味性，要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５］。

２．２ 提取有效信息

  利用化学史料创设教学情境，使学生通过阅读
加工后的化学史料提取有效信息。有效信息主要指
与本节学习内容相关的实验方法、用品、思路以及科
学探索精神等。这些信息可为学生的研究活动提供
参照，为学生搭建一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平台，让学生站在科学家的视角看问题，激发他
们的探究欲望［６］。

２．３ 转化有效信息

  将化学史融入探究教学，强调把学生引入科学
探究史中去，穿越时光隧道，模拟当时的科学研究活
动的情境，引导学生把提取的有效信息转化成有用
的信息，即发现问题，提出科学猜想，制定研究方案，
进行研究活动。让学生在逼真的情境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获得真实的探究体验，总结研
究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２．４ 得出科学结论

  在漫长的化学发展史上，每一个科学结论、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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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获得，都是化学家们在大量的科学事实和严密的
推理论证基础上，通过获取和处理大量相关信息得
出的，而这些化学结论和定律，就是学生需要学习的
化学知识。让学生模仿科学家的探究活动，获得了
相关的实验现象、数据以及逻辑推理结果，并进行现
象、原因分析，处理信息，归纳结论，最后获得新的化
学知识。这一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整合、分析信息
能力、归纳结论的能力。

３ 教学案例

  以人教版必修 １“富集在海水中的元素———氯”
为例，尝试将氯气的发现史融入化学探究教学中。

３．１ 选择史料，创设情境

  在科学史话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选择、加工、改
编，得到史料：“１７７４ 年，瑞典化学家舍勒在研究中
发现：软锰矿（主要成分：ＭｎＯ２）和浓盐酸混合加热
时，会生成一种黄绿色的气体，虽然闻到它，会非常
地难受，可舍勒还是锲而不舍地对这种气体进行了

３０ 多年的研究。他发现：活蹦乱跳的青蛙进入氯气
瓶内就会死亡，火红的花朵遇到它就变白，它的水溶
液也有此神奇的功能，此外这种气体还能够在加热
的条件下与铜、铁等很多物质发生奇妙的化学反
应。”之所以选择氯气的发现史，因为它不但与授课
的内容紧密相连，而且能激发学生的探究的欲望和
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

３．２ 提取有效信息，激发探究欲望

  学生阅读完上述史料后能快速地提取到有效信
息：氯气的制备方法是用 ＭｎＯ２和浓盐酸混合加热；
氯气的性质有黄绿色、难闻、有毒性、有漂白性，能够
与铜、铁、氢气等很多物质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这
些信息同时刺激到学生探究欲望：想看看有颜色的
氯气如何被制取出来的；想闻一闻它；想研究氯气和
其他物质反应究竟有何奇妙变化。

３．３ 转化有效信息，进行学习

  创设教学情境“我也做一回舍勒”：根据提供的
实验用品进一步去模仿舍勒制取氯气并研究氯气的

性质。在实验过程中让学生通过观察实验，形成直
观的感性认识，然后通过讨论、质疑，发现了新的问
题（例如氯水有漂白性，干燥的氯气有吗）进一步通
过讨论、交流、设计实验方案、实验验证，从而获知氯
水的成份［７］。

  学生在此研究过程中和舍勒进行了一场隔空的
交流，正真体验知识的动态生成生过程，体会了科学
研究方法，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３．４ 归纳总结

  学生观察到了如下实验现象：ＭｎＯ２和浓盐酸

混合加热生成黄绿色气体；红热铜在氯气中剧烈燃
烧生成棕黄色的烟；红热铁在氯气中剧烈燃烧生成
棕褐色的烟；点燃的氢气在氯气中燃烧，有苍白色火
焰，产生白雾。根据实验现象引导学生分析原因，并
用化学方程式表示，再讨论并归纳氯气的化学性质：
具有强氧化性，和金属反应的规律是生成高价态的
金属氯化物。最后让学生发表“我做了一回舍勒”后
的感想和疑惑。

  学生亲身体验后，有了自身的感受，有的学生由
衷地发出感慨：做科学家不简单，要有丰富的知识储
备，要有坚定的毅力，锲而不舍、吃苦耐劳的精
神……；有的学生提出：舍勒的方法有点复杂，能否
发明一种比舍勒的更简单的方法来制备氯气？有的

学生提出新的问题：氯气的氧化性很强，它能否和还
原性的酸或盐反应？可见学生能在搭建的教学平台

上发现新的问题，提出质疑，甚至在课后能延续科学
探究，形成探究习惯。这发展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把氯气的发现史融入探究教学，使学生在课堂
上模仿舍勒探究氯气的制备和性质，再次演绎了舍
勒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体验了科学探究的过程
和乐趣，激发了学生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传统的
化学讲授法比较，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对知识形成过程的理解和记
忆，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方法和习惯，
发展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还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
值观起着深远的影响［８］。可以说，化学史与探究教
学融合的教学方式为新课程改革注入一股新的活

力，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突破传统教学的一种行
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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