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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烃、卤代烃单元复习教学之前，探查了学生对有机物的认识方式和基础知识的掌握

情况，进而将复习课的核心教学目标定位为 “建立基于化学键的有机物认识方式，促进学生有机

物认识方式的发展”。基于复习教学目标，设计了认识性任务、问题、活动及其具体的教学过程，
通过设计２种任务类型实现同课异构。通过教学实践，分析教学效果，探讨促进学生有机物认识方

式发展的有效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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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烃、卤代烃是学生在化学选修模块 “有机化学

基础”中首要学习的有机化合物，实现学生从对个

别有机物的学习上升到对类别有机物的学习。“有

机化学基础”模块的教学不仅让学生掌握具体有机

物的性质，更要促进学生有机物认识方式的发展，
提高学生认识有机物的能力［１］。什么样的任务类型

和教师行为能更好地促进学生有机物认识方式的发

展？以烃、卤代烃复习教学为载体进行了研究。

１　学生对有机物的认识方式和认识表现

依据已有研究，学生对有机物的认识方式分为

３种：基 于 典 型 代 表 物、基 于 官 能 团 和 基 于 化

学键［２］。
基于典型代表物的认识方式是指对于有机物性

质的认识仅停留在具体的某个有机物性质上，不能

类比迁移。学生在 “化学２”学习阶段时，大多数

具有的是基于典型代表物的有机物认识方式。如学

生表述自己对于有机物的认识水平是 “课上学什么

懂什么，学的那几个有机物会一点，没学的就不会

了”。这是基于典型代表物认识有机物的具体表现。
这种认识方式没有认识有机物的思路方法，不具有

迁移性，学生面对陌生有机物时，不能进行任何自

主分析和预测。
基于官能团认识有机物是学生面对陌生有机物

时，通过官能团进行类比、迁移来分析预测，其一

般思路为：首先关注某有机物具有哪些官能团，例

如是否有羟基、卤原子、双键等。其次，回忆这些

官能团能发生哪些反应，学生对官能团的认识一般

是通过学习具有这个官能团的一类物质的通性来实

现的，例如具有羟基，是醇类，具有醇的通性，其

典型的代表物是乙醇，能够发生取代、消去、氧化

等反应。最后，通过类比迁移，陌生有机物具有哪

些官能团，它 就 具 有 这 些 官 能 团 的 物 质 类 别 的 性

质。学生虽然知道官能团之间有相互影响，但是不

能预测如何影响。具有这种认识方式的学生，能够

对含有多官能团的陌生有机物进行大致预测，预测

的结果是各官能团性质的加和。如果让学生解释官

能团为什么能发生这些反应，则不能回答。如果给

学生含 陌 生 官 能 团 的 物 质，无 法 预 测 其 性 质。可

见，基于官能团认识有机物的性质不够实质，学生

的认识能力主要是识别和类比迁移，不能实质地解

释有机物性质，不能对含陌生官能团的有机物进行

自主分析。
基于化学键认识有机物是学生面对陌生有机物

时，具有从化学键分析结构到关联性质、有机反应

的多个自主分析的角度。其思路为：首先从微观角

度切入关 注 有 机 物 的 结 构，它 有 哪 些 类 型 的 化 学

键，即是否有不饱和键和极性键，有哪些极性键，
化学键之间是否有相互影响；其次，根据发生化学

反应实质是旧键的断裂和新键的生成，确定哪些键

可能断裂：不饱 和 键 中 有１根 或 者２根 键 容 易 断

裂，极性键容易断裂。化学键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导

致极性的变化，极性越强的键越容易断裂。通过分

析判断哪些键容易断裂，进而依据断键的位置、数

目预测能够发生的反应类型，再选择反应的试剂和

条件，预测反应产物。最后，综合所有断键的情况

和反应的试剂、条件预测这个有机物的性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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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识方式的学生能从基于化学键的类型分析出

发对有机物性质进行自主、连续地推理预测；能够

对有机物性质进行实质地解释和说明论证，如卤代

烃、羟基为什么可以发生取代反应；对含陌生官能

团的有机物也具有自主分析的角度，具备自主认识

陌生有机物的能力。

２　烃、卤 代 烃 复 习 教 学 的 定 位———促 进 学

生有机物认识方式的发展

２．１　学生有机物认识方式现状

学生在 “化学２”接触有机化合物时，其认识

方式大多为基于典型代表物。在学习了 “有机化学

基础”模块中烃和卤代烃之后，通过问卷和访谈发

现，当让学生对陌生的多官能团有机物分析时，大

部分学生首先找其中含有的官能团，再看各官能团

分别能够发生什么反应，通过类比，得出这个多官

能团有机物的性质是各官能团性质的总和。显然，
大部分学生具备的是基于官能团的认识方式。

２．２　烃、卤代烃单元复习教学的功能定位

在烃、卤代烃单元复习教学的备课之初，一些

教师认为，学生关于烃和卤代烃的性质已经掌握得

较好，复习课的意义和价值缺失了，似乎只能 “把
知识点串一遍，针对有问题的习题进行分析讲解和

巩固练习”。事实上，对 有 机 物 的 学 习 不 仅 仅 是 具

体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对有机物的认识

能力不断提高，这种认识能力不可能只通过强化知

识记忆而获得，需要教师帮助学生建立更加实质的

分析角度和思路方法，也就是帮助学生建立更高层

级的认识方式。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学生目前的认识

方式为基于官能团，而更高的认识水平需要基于化

学键。
对于复习课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承上启下。

在对前面所学知识进行总结提升后还要为后面的学

习奠定基础。烃和卤代烃复习教学之后，学生将要

学习烃的含氧衍生物醇、酚、醛、羧酸和酯，这些

有机物的 性 质 更 加 丰 富，相 关 反 应 的 内 容 更 加 复

杂，如果学生的认识方式仍然停留在官能团水平，
那么学习的行为只能是被动接受和记忆，新物质的

学习对于学生来说仅是具体事实性知识的增加，对

有机物认识能力的提升作用较小。如果帮助学生建

立了基于化学键的认识方式，那么学生能够自主地

学习新的有机物，可以比较全面地预测可能发生的

反应和 具 体 产 物，并 用 化 学 用 语 进 行 表 征［３］。可

见，在此复习课上帮助学生建立基于化学键的认识

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为学生后期有机物的学习

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角度和思路。
复习课还要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单元学

习之后，考试评价通常不再是简单地考查某些已经

学过的有机物性质，往往会给一些陌生的信息，可

能是陌生的有机物，或者是陌生的有机反应，对于

这些问题，依据目前所学的知识，很少有学生具有

一定的分析角度和思路，但如果能建立基于化学键

的认识方式，那么无论是对陌生有机物的结构分析

还是结构与反应的相互关联推论都有可切入的分析

角度。可见，考试评价也需要学生建立基于化学键

的认识方式，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综合上述３个方面，烃、卤代烃单元复习教学

应该定位于帮助学生建立基于化学键的认识方式，
提升学生认识有机物的能力。

２．３　烃、卤代烃单元复习教 学 的 核 心 目 标———建

立基于化学键的有机物认识方式的思维模型

对有机物基于化学键的认识方式与表现是基于

康永明、王磊 （２０１３）提出的有机物化学性质认识

方式构成的理论模型，他们认为有机物化学性质的

认识由２个维度构成：结构维度和反应维度。对结

构的认识角度有结构简式、官能团和化学键［１］。显

然更加实质的是从化学键角度分析结构，对化学键

的认识角度为：键的饱和度、极性和化学键之间的

相互影响。对于反应维度，认识角度为：反 应 物、
反应试剂、条件、断键部位、反应现象、反应类型

和反应 产 物［２］。期 望 通 过 烃、卤 代 烃 单 元 复 习 教

学，让学生的认识方式得到发展，帮助学生建立结

构与反应这２大维度以及各维度下的认识角度。
要想让学生建立基于化学键的认识方式，达到

基于结构自主预测性质的水平，首先要强化学生在

认识性质时要从结构角度分析的意识，从基于官能

团看结构转变为基于化学键看结构。如图１所示为

基于化学键的有机物认识方式的思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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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化学键的有机物认识方式的思维模型

在学生初步建立了从结构分析预测有机物性质

的思路时，达到了此模型展示的前２个水平，即基

于化学键的结构分析和基于结构对性质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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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将结构分析与反应维度的各角度建立关联。
此时，学生会从结构到性质进行顺向推理，在此基

础上，还要帮助学生建立从其他各角度切入分析的

思路，如从反应类型分析，知道发生取代反应，就

可以推出反应物的结构特点必须是具有极性键，它

的试剂条件可能为氢氧化钠的水溶液；加成反应的

反应物结构必须是具有不饱和键，它的试剂条件可

能为溴的四氯化碳溶液；如从反应试剂和条件角度

分析，知道反应的条件是氢氧化钠的醇溶液，可以

推出反应类型为消去反应。当学生能从各角度进行

推论的时候，就达到了模型展示的最高水平，即形

成基于化学键对有机物的整体认识，可从多角度进

行分析，实现认识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
通过上述分析，确定烃和卤代烃复习课的核心

目标为：以烃、卤代烃的知识复习为载体，帮助学

生建立基于化学键的有机物认识方式的思维模型。
此思维模型的３个水平将是复习课要逐步实现的３
个目标。

３　促进 学 生 有 机 物 认 识 方 式 发 展 的 烃、卤

代烃复习教学设计及其实施效果

３．１　烃、卤代烃复习教学设计及其实施过程

依据核心目标，复习教学经历如图２所示的４
个主要环节。环 节１：探 查 学 生 原 有 的 认 识 方 式，
激活学生 的 知 识 基 础，对 已 有 的 知 识 进 行 梳 理 总

结，实现对知识的复习。环节２：基于化学键进行

结构分析。需要学生突破原有认识方式，必须要让

学生认识到从官能团角度分析的不足，促使学生愿

意接受新的分析角度，形成从键的饱和度、极性等

角度分析有机物结构。环节３：基于结构进行有机

物性质分析。很 多 学 生 都 知 道 “结 构 决 定 性 质”，
但究竟如何决定，很少有学生能够回答。通过前一

个环节，从化学键角度分析结构能够解释有机物为

什么能发生反应，在这一环节，将基于化学键的结

构分析与 反 应 维 度 的 各 角 度 关 联，通 过 键 的 饱 和

度、极性分析，判断断键方式，预测反应类型，依

据反应 类 型 选 择 相 应 的 试 剂、条 件，得 出 反 应 产

物。此时，学生应该初步形成对有机物基于化学键

的认识方式。环节４：从多个角度分析，形成对有

机物的整体认识。通过前面的学习，大部分学生是

从结构分析顺向推测反应的各角度，但在一些问题

情境中，可能只给出反应维度的一些角度，引导学

生从其他角度切入进行分析，如给出的条件是氢氧

化钠的醇溶液，可以判断发生的反应类型是消去反

应，发生消去反应的物质断键部位有２处，分别是

相邻的２个碳上的极性键，那么反应物的结构特点

一定是具有极性键，生成物的结构特点是具有不饱

和键。经历这４个环节，学生可以从认识模型中的

任何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对有机物的认识能力有整

体提升，进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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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促进学生有机物认识方式发展的烃、

卤代烃单元复习教学的主要环节

基于复习教学目标，通过设计２种任务类型实

现同课异构，２种教学设计都要促进学生有机物认

识方式的发展，都实现上述４个教学环节的功能，

但每个环 节 下 的 具 体 任 务 不 同。Ａ班 的 任 务 类 型

是对熟悉有机物的再认识，Ｂ班的任务类型是对陌

生有机物进行分析。期望通过教学实践，探究哪种

任务类型更能促进学生认识方式的发展。通过对２
个班教师教学行为的观察比较，总结出更能促进学

生认识方式转变的有效教学策略。在教学实施前对

２个班学生的测查结果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

差异不显著，说明复习教学前２个班学生对有机物

的认识水平基本一致。表１所示为２个班教学过程

中主要驱动问题与教学活动的对比。

３．２　烃、卤代烃复习教学实施的效果分析

教学实施 后，通 过 调 查 问 卷 和 学 生、教 师 访

谈，测查 了 教 学 效 果。在 基 于 化 学 键 分 析 结 构 方

面，主要考查了键的饱和度、极性与相互影响这３
个角度。对有机物性质的分析主要考查了学生将断

键部位分析与反应类型、试剂、条件和生成物进行

关联的情况。在整体多角度认识有机物方面主要考

查了从试 剂 条 件、反 应 类 型 推 测 有 机 物 的 结 构 特

点。测查结果显示Ａ、Ｂ班各自的前后测均有显著

差异，Ａ、Ｂ班后测之间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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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个班教学过程中主要驱动问题与教学活动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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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班 Ｂ班

环节１：复习烃、卤代烃已有知识，探查学生原有认识方式

任务１：回忆各类烃、卤代烃的结构特点和对应的化学性质。

学生：填写学案，讨论过程中强调各物质不同的官能团

任务１：请预测对氯甲基苯乙烯可能具有的性质，并说出依据。

学生：讨论回答，从官能团角度预测解释

环节２：建立基于化学键分析结构的新角度

任务２：这些物质为什么具有这些性质？以甲苯为例，为什么会发

生取代、加成、氧化反应？

学生：个别学生从基团间的相互影响解释发生的反应。

［追问］：甲苯中有多少种不同的化学键？

学生：有２种碳碳键，４种碳氢键。

［追问］：从化学键分析甲苯为什么能发生这些反应？

学生：从化学键的不饱和性与极性大小解释反应。

［追问］：以后拿到有机物，应该如何分析它的结构？

学生：从化学键分析结构。

任务３：从化学键角度对已经学过的各类有机物代表物的性质进行

解释。

学生：分组讨论，各组从化学键角度对不同有机物进行独立分析。

解释卤代烃能发生消去反应时学生表述模糊。

［追问］：发生消去反应，为 什 么 不 断α碳 上 的 碳 氢 键 或 者 其 他 碳

氢键？

学生：这几种碳氢键极性大小不同。

［追问］：你能从化学键的角度进行解释吗？

学生：可能受到了碳氯键的影响。

教师：从化学键看结构有哪几个角度？

学生：极性、不饱和度、键之间的相互影响。

［总结］：基于化学键分析结构的角度

任务２：请进一步解释这个物质 为 什 么 具 有 这 些 性 质，如 为 什 么 碳

碳键可以发生加成？有氯原子为什么可以发生取代反应？

学生：个别学生回答碳碳双键。

教师：帮助学生分析为什么可以发生取代反应。

［追问］：苯环上４种碳氢键发生取代的难易程度一样吗？

学生：不一样。

教师：代替学生解释不一样的原因。

［总结］：从化学键分析有机物结构的角度

环节３：建立基于化学键分析有机物性质的思路方法

任务４：从化学键角度预测丙烯具有怎样的化学性质？

学生：大部分学生回答：加 成 反 应，具 有３种 碳 氢 极 性 键，极 性

程度不同，可以发生取代、氧化反应。

［总结］：将基于化学键 的 结 构 分 析 与 反 应 的 各 角 度 建 立 联 系，建

立基于化学键分析有机物性质的思维模型

任务３：请从结构分析的角度，预测此有机物还可能具有哪些性质？

学生：未能自主回答。

教师：直接告诉学生分析角度。

学生：个别学生回答：乙烯基上能发生取代反应。

教师：帮助学生系统分析。

任务４：从化学键角度预测此有机物能发生的反应类型？

学生：个别参与回答，加成反应和取代反应。

教师：帮助学生系统分析。

［总结］：断键方式与反应类型的关系

环节４：多角度分析有机物性质，形成对有机物基于化学键的整体认识

任务５：如果只有下列反应条件，你能推测出什么？

学生：大部分 学 生 参 与 回 答，从 试 剂 条 件 的 角 度 推 测 反 应 类 型，

从反应类型推测反应物的结构特点。

问题：从丙烯、一溴丙烷和 丙 醇 之 间 相 互 转 化 的 条 件 你 能 得 到 什

么结论？

任务５：预测此有机物①在 一 定 的 条 件 下 与 足 量 Ｈ２ 发 生 反 应 的 产

物；②是否与ＮａＯＨ醇溶液反应？③在高温高压催化剂条件下，发

生反应得到的高分子化合物？

学生：大部分学生参与 回 答：①加 成 反 应；②不 能 发 生 消 去 反 应；

③加聚反应。

［总结］：不 同 结 构 对 应 的 反 应 类 型，各 反 应 类 型 对 应 的 试 剂 和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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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班 Ｂ班

学生：大部分学生参与 回 答，同 一 反 应 物 条 件 不 同 产 物 不 同。加

强了对反应试剂、条件的认识。

［总结］：基于思维模 型，从 多 角 度 切 入 认 识 分 析，形 成 对 有 机 物

基于化学键的整体认识。

任务６：从化学键的角度分析对氯甲基苯乙烯的结构，预测它能发

生的反应类型，需要什么样的试剂与条件？产物是什么？

学生：多数学生主动参与回答，描述较全面、准确。

［总结］：基于化学键角度认识有机物的思路方法

任务６：对氯甲基苯乙烯在一定 的 条 件 下 可 以 转 变 为 以 下 物 质，请

对此化学反应从多个角度加以分析。

学生：个别学生参与回答，答案集中在发生的反应类型。

教师：帮助学生系统分析。

［总结］：基于化学键分析有机物性质的思路和方法

表２　教学前后测查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基于化学键分析结构

饱和度／

％
极性／％

相互

影响／％

基于结构

预测性质／％

多角度认识

有机物／％
得分

差异性检验 （Ｓｉｇ．）

Ａ、Ｂ班

前后测

Ａ、Ｂ班

前测

Ａ、Ｂ班

后测

Ａ班

Ｂ班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２６．７

１００

２７．３

７７．３

３．３３

９３．３

９．０９

７２．７

０．００

５３．３５

０．００

９．０９

０．００

４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６

０．００

２３．３

０．００

４．５４

０．３０

３．１０

０．３６

１．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７　 ０．０００

　　注：百分数为人次百分比；分数满分为５；Ａ班人数３０；Ｂ班人数２２。

　　由表２数据可知，２个班学生的后测表现均优

于前测，说明２个班的教学都促进了学生有机物认

识方式的发展；Ａ班学生在３方面的表现均优于Ｂ
班，说明Ａ班 的 教 学 更 好 地 促 进 了 学 生 有 机 物 认

识方式的发展。
从学生访谈中得到了同样的证据。在从化学键

角度分析有机物结构方面，２个班学生都认为这样

更加实质，理 解 更 加 透 彻。例 如 Ａ班 一 位 学 生 认

为：“今天认识到一个不同的 （角度），虽然是碳氢

键，但是也有好几种 不 同 的 （键），因 为 它 们 的 极

性不同。”Ａ班学生比Ｂ班学生说得更加明确、具

体，尤其能关 注 到 键 之 间 的 相 互 影 响，可 见 Ａ班

学生掌握得更好；在有机物性质分析方面，让学生

对丙醇的性质进行分析预测时，Ｂ班学生关注了羟

基和其他 类 型 的 键，预 测 极 性 键 断 裂 可 以 发 生 取

代、消去 反 应，羟 基 可 以 发 生 酯 化 反 应。Ａ 班 学

生自主说出它有３种极性键，这些极性键能发生不

同的 反 应，可 见Ｂ班 部 分 学 生 在 关 注 化 学 键 的 同

时仍习惯把官能团作为整体而忽略分析其中的化学

键，Ａ班学 生 表 现 优 于Ｂ班；在 多 角 度 分 析 有 机

物方面，Ｂ班没有学生说出这方面的收获，Ａ班有

一位学生在描述自己收获时说：“（可以）在完全不

知道反应物 的 情 况 下 判 断 一 个 物 质 能 发 生 什 么 反

应，就是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官能团，什么结构，失

去平常作为判断依据手段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方案

可以辅助我们去认识这个反应，它是怎样发生的。”

这说明仍然是 Ａ班 学 生 从 多 角 度 认 识 有 机 物 的 能

力优于Ｂ班学生。

结合数据分析与访谈情况可知，通过１课时的教

学，学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稳定、系统的基于化学键

认识有机物的思路方法。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

为：在这一节课的学习中，学生没有足够的训练来巩

固建立的思路方法；当从官能团角度能回答时，学生

习惯性选择不用新的认识方式。说明学生仍需要在后

续学习中巩固认识思路以达到灵活应用的水平。

４　促进学生有机物 认 识 方 式 发 展 的 复 习 教

学策略

依据教学效果的测查结果，结合对教 学 设 计、

教师行为的对比分析，总结得出促进学生认识方式

发展的有效教学策略为：任务类型与难度水平要符

合学生的发展水平，熟悉情境更能促进学生的认识

方式的转变；设置认识障碍，促进学生认识方式转

变；教师在思路外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让学生认识

方式外显，明确要求运用新的认识方式分析问题；

基于核心目标达成与学生现有认识之间进行引导性

的提问与追问。

４．１　任务类型与难度水平要符合学生的发展水平，

熟悉情境更能促进学生认识方式的转变

从教学效果 来 看，使 用 熟 悉 素 材 情 境 的 Ａ班

明显 优 于 使 用 陌 生 素 材 情 境 的Ｂ班，说 明 学 生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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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熟悉情境时，由于非常熟悉，更愿意从新的角

度去认识原来没有关注到的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生

的认识发展。面对陌生情境时，学生会用惯有的认

识方式去认识，因为物质陌生，这是一个比较难的

任务，在此基础上想让学生建立新的认识方式难度

就更大了。由此可见，陌生素材情境对促进学生认

识方式发展并没有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反而是熟

悉有机物 的 再 认 识 更 能 促 进 学 生 的 认 识 发 展。另

外，分析Ａ教 师 的 任 务 设 计，可 以 看 到 依 次 为１
个回忆概括、２个分析解释、３个推论预测类型的

任务。而且３个推论预测的任务分别是预测简单物

质、从条件预测和对陌生物质的预测。整体来看这

些任务活动的难度水平层层递进，目的明确，学生

课堂表现较好。分析Ｂ教师的任务设计，开始是１
个对陌生有机物预测的任务，对学生来说，难度较

大。然后分别是１个分析解释、３个推论预测和１
个分析解释类型的任务，其中任务３的难度高于任

务４和５，学生表现不如Ａ班积极。通过这样的分

析对比可知，任务类型和难度水平的设计一定要符

合学生的发展水平，使用的任务类型不能为了追求

新奇而盲目使用陌生情境素材，任务难度要从易到

难，激发学生的认识水平不断发展。

４．２　设置认识障碍，促进学生认识方式转变

学生已经习惯基于官能团认识有机物，如何才

能让学生愿意从化学键的角度认识有机物？如果只

是教师不断强调，硬塞给学生新的认识角度，那么

学生可能并不认同或者也不能够真正掌握。这就需

要给学生一 些 从 官 能 团 的 角 度 思 考 不 能 完 成 的 任

务，即设置认识障碍，让学生认识到原来的认识方

式是有局限的，而从化学键的角度分析可以完成这

个任务。分析２位教师的教学设计，其中都有让学

生解释有机物或者官能团能发生反应的原因，学生

难以回 答 时，教 师 引 入 了 化 学 键 的 角 度。在 访 谈

中，几乎所有学生都说出了自己在这些任务中体会

到的从化学键角度认识有机物的优点。可见，设置

认识障碍是促进学生认识转变的重要策略。

４．３　教师在思路外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让学生认

识方式外显，明确要求运用新的认识 方 式 分

析问题

在访谈 学 习 收 获 时，Ａ班 学 生 认 为 整 节 课 目

标清晰，就是要从化学键的角度分析有机物。而Ｂ
班学生则没有自主明确说出这样的收获。当再问学

生，“老师的哪些活动或者行为让你有这些收获？”
学生大部分的回答是：“老师一节课不断地让我们

用这个角度去分析，在分组讨论回答问题的时候就

从化学键角度分析，然 后 就 比 较 清 楚 了”。根 据 访

谈结果，对２位教师的课堂行为进行分析，可以看

到Ａ教师从 探 查 学 生 原 有 认 识 之 后，后 续 的 活 动

设计都明确要求学生从化学键的角度进行分析，并

且在不同的活动任务中，通过板书、ＰＰＴ、口语不

断强化化学键的认识角度。Ｂ教师也有思路比较外

显的行为，但 程 度 不 如 Ａ教 师。通 过 进 一 步 对 比

分析可知，Ａ教 师 在 课 堂 中 更 加 强 调 让 学 生 思 路

外显，在 学 生 未 能 给 出 满 意 答 案 时，只 做 追 问 点

拨，引导学生自己从化学键的角度回答问题，如分

组讨论要求学生自己基于化学键的角度分析回答问

题，学生自 己 经 历 了 思 路 外 显 的 分 析 过 程。而Ｂ
班的教学过程，大部分的任务都是师生共同分析完

成的，学生并没有经历独自用化学键角度进行分析

的过程。可见，２个班学生思路外显的程度差异较

大，导致对新角度掌握水平的不同。

４．４　基于核心目标达成与学生现有认识之间进行

引导性提问与追问

在教学 过 程 中，学 生 的 回 答 往 往 不 够 全 面 准

确，如何能启发学生思考自己得出结论而不是教师

直接告诉学生结论？对比２班教师的教学行为，明

显可以看出 Ａ教 师 进 行 了 多 次 地 追 问，而 且 这 些

追问能够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这类问题大多是：学

生原来的认识没有关注到是对有机物进行实质认识

的必经思维路径中的环节。例如，学生看有机物能

够关注到化学键了，但是并不全面，而真正基于化

学键认 识 有 机 物 时 要 分 析 结 构 中 的 各 类 型 键，Ａ
教师追问了这样几个驱动问题：这个有机化合物有

几种化学键？这个有机物中这些碳氢键都一样吗？

这些问题的引导促使学生从化学键角度的分析现实

具体化。再如，让学生从化学键的角度［４－７］去分析

消去反应，学生很容易就会说是因为有极性，这个

回答显然不 够 全 面，Ａ教 师 就 追 问：到 底 断 了 哪

个碳氢键？学生说β碳氢键，教师追问：为什么不

是α碳氢键或其他碳氢键呢？通过这样的追问促使

学生能够自主答出化学键之间的相互影响会使键的

极性发生变化。如果没有这些有效追问，学生无法

进行深入地具体分析。一旦放弃让学生自己完成分

析，而是教师进行分析或者直接告诉答案，学生必

然不能真正建立基于化学键的分析角度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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