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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总体设计 

本节课节选自人教版必修一第四章第三节，授课对象是高一学生。基于目标

导向教学理论，从课标、教材、学情三个方面分析并明确本课时教学目标。根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学生原有知识经验为基础，结合“学情分析”引导学生主

动建构新的知识。 

 

 

 

 

 

 

 

 

 

 

本节课基于以素养为本的教学设计观。二氧化硫是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物

质，本节以“葡萄酒中加入了二氧化硫”的问题情境引起学生思考，以“通过二

氧化硫的作用探究其性质”为明线，“元素化合物性质研究和认知模型构建”为

暗线。通过问题引导，先让学生通过类比推理预测 SO2 的化学性质，再进行基于

猜想后的实验方案设计，进而通过实验探究探寻、收集实验证据，归纳总结知识

的模式分析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性质推测、实验验证两个环节的教学实施，形成

元素化合物研究的一般思路及构建化合物性质的认知模型。 

从课堂模式看，课堂采用“教师引导——学生建构”的模式。教师注重探究

前引导，关注教学目标达成情况的诊断与评价。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主体

作用，提高实验探究的效率，使学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逐步建立多角度、辩证地

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 

本节课实验对教材原有实验进行改进，均采用较封闭体系，药品用量微量，

尽可能减少 SO2 的扩散，充分体现创新和绿色化学理念。 

  



《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教学设计 

 4 / 23 
 

二、教学内容设计 

（一）课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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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分析 

 

（1）学科价值 

本节课内容节选自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一第四章《非金属及其化合物》第三

节《硫和氮的氧化物》。 

承前：在第三章《金属及其化合物》学习基础上，硫元素及其化合物是本章

节学习的第三种非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本节进一步介绍化合物的相关知识和研

究化合物性质的方法，并深化学习物质的分类、氧化还原反应原理等内容，要求

学生灵活运用已学理论知识解决问题。 

启后：本章学习是对高中化学必修阶段无机化合物知识体系的系统化整合，

有助于形成多角度研究元素性质的思路。同时为后续元素族概念的形成、元素周

期表的形成积累感性认识的材料[2]。 

 

 

 

本节内容的学习既有对新知识的认知，又有对已有知识、模型和方法的模仿

和迁移应用。因此它在教材知识结构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高中阶段元素化

合物知识体系中，学生元素观、分类观和模型观等观念构建的重要环节，也是知

识过渡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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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价值 

本节内容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SO2 在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同

时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也十分巨大，这种两面性是培养学生全面看待事物，正确认

识化学的良好素材[2]。多角度地看待二氧化硫性质及其用途，体现“关注人类面

临的与化学相关的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参与意识和决策能力”的课标

要求。 

 

 

（三）文献综述 

本节课设计时，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等文献网站中共查阅有关 SO2 的性

质文献 32 篇，其中 10 篇针对实验设计创新，12 篇指向核心素养培养，8 篇从

STSE 等视角进行设计。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本节内容特点决定其需要紧密联系社会生活进行教学，

学生已经具备理论知识和实验探究基础，应将探究设计定位于猜想假设后的证据

探寻[3]。 

 

三、学生情况分析 

（一）知识基础 

已有： 

①初中阶段已学习典型的酸性氧化物 CO2，了解酸性氧化物的通性，能够正

确书写相关反应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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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高中已学习非金属及其化合物、部分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学生已经

学习了人们认识和研究化学物质的分类法、实验探究法，掌握了氧化还原反应、

离子反应等理论。 

欠缺：不了解 SO2 的性质和用途，未能全面地看待 SO2 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知识结构化水平有待提高。 

对策： 

 

教学线索设计思路示意图 

运用情景贯穿策略。借助“葡萄酒中添加了二氧化硫是否安全”的问题情境，

探究学习 SO2 性质，运用所学全面分析实际问题。 

运用先行组织者策略，从已有知识出发构建新知识，注重知识内部逻辑关系，

提升知识结构化水平。 

 

（二）学科能力基础 

已有：已经完成了许多探究或验证实验，具备了基本的实验操作能力和推理

分析能力。有一定合作学习能力。 

欠缺：设计实验方案不够科学、严谨，欠缺用化学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策略： 

 

POE 策略示意图 

采用 POE 教学策略。通过“性质推测、实验观察、现象解释”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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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小组合作自主设计并进行实验方案，教师点评。运用此策略增强了学习活动

的指向性与目的性，有助于学生在原有的知识结构上进行自主建构，发展学生的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三）思维特点 

已有：已形成了“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用途”的学科观念，建立了性质

-结构-作用的关系模型。初步了解探究元素化合物性质的一般方法。 

欠缺：从多角度进行元素化合物性质的自主假设预测后证据探寻存在困难。 

对策： 

 

元素化合物性质的认知模型示意图 

重视认识思路的结构化和显性化。从物质分类、化合价两个角度研究 SO2

的性质，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研究物质性质的一般思路，从而促进实现学生知识自

主迁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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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与评价目标 

（一）教学目标 

 

 

（二）评价目标 

 



《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教学设计 

 10 / 23 
 

五、教学与评价思路 

 
“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教学与评价思路示意图 

 

 

六、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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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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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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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学过程 

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环节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30s 

【导入】 

葡萄酒中含有二氧化硫喝起来还安

全吗？现场展示酒标上标注原料与

辅料包含二氧化硫。 

 

【提问】 

提起二氧化硫同学们会想到什么？ 

 

【回顾旧知】 

二氧化硫的物理性质。 

查看葡萄酒的

酒标。 

 

【思考】 

回忆对 SO2 的

初印象，并思

考葡萄酒中加

入 SO2 的作

用。 

1.通过贴近生活的公众号推

送，引出葡萄酒中加入 SO2。

以问题情境为明线贯穿整节

课。 

 

2.结合对二氧化硫物理性质

和作用影响的初认知，设置

认知冲突。 

【板书】 

二氧化硫在葡萄酒中具有增酸和还

原型杀菌剂的作用。 

 

【提问】 

根据二氧化硫作为食品添加剂在葡

萄酒中的作用，可以推理出其具有

什么性质？ 

【思考、回答】 

1.精心设计启发性问题，引导

学生思考，激发学习兴趣。 

 

2.培养学生收集证据并运用

已学习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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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二：性质推测，联系旧知（增酸作用） 

1.5 min 

【投影】 

 

【类比分析】 

结合 SO2 的作用线索，从物质分类

角度类比二氧化碳。 

 

【提出猜想】 

基于线索的物质性质猜想——二氧

化硫是酸性氧化物。 

基于已有知识

经验的物质性

质猜想。 

1.学生通过类比 CO2 猜想

SO2 的化学性质。该环节的意

图是诊断学情，诊断出学生

对物质性质的已有认识（认

识角度、认识思路）及其发

展水平，帮助学生形成元素

化合物性质研究的一般思

路。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

提升化学思维能力。 

 

2.引导学生基于证据对物质

性质提出可能的假设，并结

合旧知演绎推理加以论证。

形成“结构决定性质，性质

决定用途”的观念。 

环节三：演示实验，猜想验证 

2.5 min 

【实验设计】 

回顾酸性氧化物的通性，结合已学

习的知识设计实验。 

 

【实验演示】 

 

【现象分析】 

用化学语言解释实验现象。 

 

【结论归纳】 

二氧化硫具有酸性氧化物的通性。 

观察、记录实

验现象。 

用反应方程式

解 释 实 验 现

象。 

1.通过联系旧知，促进知识的

迁移，循序渐进地掌握物质

性质的相关知识，构建系统

的知识网络。 

 

2.改进实验在科学性的基础

上体现绿色化学理念，简化

实验装置，简化实验操作，

实现实验的微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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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四：性质推测，宏微结合（还原型杀菌剂） 

2.5 min 

【投影】 

 

【对比分析】 

两者组成相似，性质上存在差异，

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请同学们结合原子结构分析。） 

 

【提出猜想】 

二氧化硫具有还原性和氧化性。 

在学案上画出

S 原子、C 原

子的原子结构

示意图。 

 

 

提出猜想。 

宏观和微观结合分析与解决

实际问题。建立物质用途-结

构（组成）与性质关系模型，

培养“证据推理”素养。 

 

环节五：分组实验，实验验证 

5 min 

【实验设计】 

基于猜想，设计实验。 

 

 

【实验操作】 

小组合作学习，进行实验操作，记

录实验现象。 

 

【现象分析】 

用化学语言解释实验现象。 

 

【结论归纳】 

二氧化硫具有还原性和氧化性。 

【分组讨论】

根据提供的实

验 器 材 和 试

剂，设计并实

施实验方案。 

 

【分享】观察

实验现象，现

象推理得到结

论。 

还原性和氧化性验证实验

中，对学生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通过让学生自主经历“性

质猜想→方案设计→实验探

究”，进行“收集证据→分

析推理→得出结论”的科学

探究过程，培养了证据意识

和科学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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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六：回到情景，知识升华 

30 s 

【归纳总结】 

梳理、归纳课堂重难点。 

 

【反思建模】 

反思基于物质分类、化合价的视角

分析预测并设计实验验证二氧化硫

的化学性质的思路。借助 S 元素价

类二维关系模型，显化研究思路。 

回顾本节课学

习内容。 

1.通过知识点梳理，掌握二氧

化硫化学性质重点知识，发

展化学元素观和分类观。对

本章节难点清晰认知。 

 

2.通过借助模型的工具作用，

建构出元素化合物化学性质

的认知模型，形成研究物质

性质的一般方法。 

25 s 

【回到情景】 

请学生运用化学语言讨论解决实际

生活问题。 

 

 

 

二氧化硫的性质决定它作为食品添

加剂在葡萄酒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

用。过度摄入二氧化硫确实会对人

体造成伤害，但是我们不能脱离计

量谈毒性，购买生产符合标准的葡

萄酒适量饮用是不会对身体造成伤

害的。 

结合所学分析

实际问题。 

紧密结合生活实际，让学生

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科学的

价值。科学探究中体现严谨

求实的科学态度；赞赏 SO2

对生产生活的贡献，不回避

其对环境、健康带来的负面

影响，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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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 

【课后作业】 

①查阅资料，了解 SO2的特性。 

②结合 SO2 的性质和用途，制作

SO2 的名片。 

搜索资料了解

SO2 在生产中

的应用和对生

态 环 境 的 影

响。 

1、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化

学，以及学科知识对生活生

产的指导作用，体现学科知

识的社会价值功能。 

 

2、引导学生对 SO2 价类二维

模型向三维方向（特性）进

一步构建，为下节学习 SO2

的特性（漂白性）的学习打

下基础。。 

 

十、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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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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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学反思 

1. 内容结构化。“认识思路”和“核心观念”的结构化、外显化设计，逐步

提升学生的化学知识结构化水平，发展化学核心素养。 

2. 紧密结合生活实际。设计基于积极正面的生活情境问题解决任务，教学

情境中设置认知冲突，帮助学生辩证看待 SO2的功与过，培养学生全面认识事物

的辩证观。 

3. 改进课本实验。实验设计均采用较封闭体系，药品用量微量，尽量减少

SO2 的扩散，有利于培养学生绿色化学观念。 

 

十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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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有酚酞的

NaOH 溶液 

附件 1：课堂导学案 

《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导学案 

一、 学习目标 

1．掌握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 

2．推测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并用实验验证。 

3．辩证地评价二氧化硫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二、 课前准备 

1. 二氧化硫的物理性质：   色    毒    气味的气体，密度比空气     ，     液化，       

溶于水。二氧化硫是化石燃料燃烧的产物之一，是形成        的主要物质。 

2. 同种元素处于最高价态时只具有     性；处于最低价态时只具有     性；处于中

间价态时                    。 

标出下列物质中硫元素的化合价，并推测其氧化性、还原性： 

H2S   S   SO2    Na2SO3   SO3    H2SO4 

三、 课堂导学 

 性质推测Ⅰ 

增酸作用：降低葡萄酒的 pH 值，使葡萄本身的有机酸、颜色和酚类物质更易溶出。 

 SO2 CO2 

物质分类 ______氧化物 ______氧化物 

【推测Ⅰ】：SO2 是             氧化物，具有                      。 

 

 实验验证Ⅰ 

 
验证①：将 SO2 气体

通入紫色石蕊试液。 

 

验证②：将 SO2 气体通入滴

有酚酞的 NaOH 溶液。 

 

实验现象   

现象解释   

【结论Ⅰ】SO2 具有                                        。 

 

【随堂练习】书写反应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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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SO2 

与 CaO 反应   

与澄清石灰水反应   

 性质推测Ⅱ 

还原型杀菌作用：消耗食品中的氧，使好氧性微生物缺氧致死。阻碍微生物酶的

活性，从而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S．O2 C．O2 

化合价   

原子结构示意图   

 ______价态 ______价态 

【推测Ⅱ】SO2 既有        又有            。 

 实验验证Ⅱ 

实验试剂： 

①Na2S 溶液 

②酸性 KMnO4 溶液 

③NaOH 溶液 

 

④酚酞指示剂 

⑤Na2SO3 固体 

⑥70%浓硫酸 

实验方案：（小组讨论设计实验方案） 

 

 

 

实验现象 
① 

② 

现象解释 
① 

② 

【结论Ⅱ】SO2                                         。 

四、 课后作业 

1. 查阅资料，了解 SO2 的特性。 



《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教学设计 

 22 / 23 
 

2. 结合 SO2 的性质和用途，制作 SO2 的名片，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 SO2 对生活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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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课本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