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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从三种版本的新教材看“氯及其化合物”的
内容选择与编排特点

屈春芸

　 　 【摘　 要】以人教版、苏教版、鲁科版三种版本的化学必修 1 新教材为对象,从章节编排、教学内容的选择、
教学情境的选择、实验内容及方式的设计等方面对比和研究了“氯及其化合物”这一内容在三种版本教材中的

呈现方式与特点,提出教学建议:坚持整体设计理念,围绕重要物质构建转化关系;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在真实

应用中理解知识。
　 　 【关键词】氯及其化合物;新教材编排;内容选择

　 　 氯作为一种典型的非金属元素,其价态多样,不
同的价态下又各有多种物质且都与生产、生活关联

紧密,有效实施氯及其化合物的教学对学生深刻理

解化学原理,形成元素化合物学习的一般思路,感受

化学物质和反应在生产、生活中的价值有着重要的

意义。 笔者以人教版、苏教版、鲁科版三种版本的化

学新教材为研究对象,从章节编排、教学内容的选

择、教学情境的选择、实验内容及方式的设计等方面

详细对比和研究“氯及其化合物”这一内容在三种版

本的教材中的呈现方式与特点,希望对研究和利用

新教材资源提升学生元素化合物学习水平做出有意

义的探索。
一、从教材编排的角度分析价值定位

从章节编排角度来看,在人教版教材中,“氯及

其化合物”作为非金属元素的代表出现在第二章“海
水中的重要元素———钠和氯”。 本章之前学生已经

学习了物质分类、离子反应、氧化还原反应等基础知

识,之后将学习第三章“铁、金属材料”及第四章“物
质结构、元素周期律”。 这种编排顺序充分体现了人

教版教材对“氯及其化合物”的价值定位,即通过氯

及其化合物的学习,进一步提升学生从物质类别、离
子反应、氧化还原反应等化学理论视角认识物质的

意识和能力,并为后续其他元素化合物知识及元素

周期律的学习提供经验支撑。
苏教版教材的编排顺序与人教版大体相似,所

不同的是本节内容中穿插了对氧化还原反应认识的

进阶,教材以氯及其化合物相关方程式为例,让学生

在从化合价角度辨识氧化还原反应的基础上又进一

步从电子转移的角度认识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应
用和符号表达。

在鲁科版教材中,“氯及其化合物”的编排形式

与苏教版和人教版有较大的不同,其相关内容并没

有作为独立章节出现。 具体编排为:第一章“研究物

质性质的方法和程序”中,“氯气的性质”作为“研究

物质性质的程序”的案例出现,通过“认识物质的物

理性质→预测物质的化学性质→发现新问题,进一

步探究”向学生展示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氯气

及次氯酸的相关性质更像是这一认识程序形成的载

体。 “氯气的制备方法”又一次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

氧化还原反应原理及其应用的载体出现。 这一章节

还设计了“科学使用含氯消毒剂”微项目,让学生以

84 消毒液(有效成分次氯酸钠)为研究对象,体验预

测物质性质并运用氧化还原反应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的科学探究过程。
综上,氯作为典型的非金属元素,其常见的教学

价值主要体现在:为其他非金属元素的学习提供一

般思路或认知程序,或作为让学生深刻理解基本化

学原理,尤其是氧化还原概念进阶的载体。 三个版

本的教材在编排顺序上的相似与差异,体现了教材

编写者对氯及其化合物教学价值的理解与定位。
二、从知识内容的角度分析教学思路

梳理和对比“氯及其化合物”在不同版本教材中

的知识内容,也会发现其编排思路和侧重点上的异

同。 人教版以氯气为中心,在阐述氯气的性质、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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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三种教材中“氯及其化合物”的章节编排顺序

教材版本 在教材中的编排顺序

人教版

隶属于第二章“海水中的重要元素———钠和

氯”,“氯及其化合物”作为该章节第二单元

出现

苏教版

隶属于专题三“从海水中获得的化学物质”,
“氯气及氯的化合物”作为该专题第一单元

出现

鲁科版

“氯气的性质”编排在第一章“认识化学科

学”中的第 2 节“研究物质性质的方法和程

序”;“氯气的制备”编排在第二章“元素与物

质世界”第 3 节“氧化还原反应”中,本节后

编排微项目“科学使用含氯消毒剂”,涉及次

氯酸钠的性质与应用

和氯离子的检验过程中渗透重要含氯化合物的性

质。 苏教版同样以氯气为核心,通过其发现与制备、
性质及应用两大环节,体现了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

一般过程:发现→获取→了解→应用。 而鲁科版则

是进一步明确地体现元素化合物知识的载体作用,
氯气的性质部分,由物理性质到化学性质的详细阐

述向学生展示了认识一个陌生物质的完整程序,即
由表及里、由简单验证到发现新问题的探索过程。
而“氯气的实验室制法”更多地侧重从氧化还原反应

的角度分析制备原理,微项目侧重让学生从氧化还

原反应的角度去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 另外,3 个

版本的教材中,人教版详细阐述了氯离子的检验,苏
教版在氯水性质的探究环节涉及氯离子检验,鲁科

版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三、从情境素材的角度分析教学呈现方式

从教学情境的角度分析,三个版本的教材都以

文字、图片、图表等多种形式呈现了丰富的情境素

材,这些素材穿插在氯及含氯化学物知识阐述的过

程中,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形成认识。 人教版情境素

材的选择“继往开来”,从化学史引入,并具有首创性

地将数字化实验引入教材中,让学生对化学的发展

充满期待。 苏教版“从来到去”情境素材较好地体现

了从海水中提取氯气以及含氯物质应用于生活的编

写思路;鲁科版的情境素材充分体现“有用”,以各种

含氯消毒液的应用为情境,充分展示了含氯物质对

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

　 　 表 2 三种教材中“氯及其化合物”的内容编排

教材版本 内容编排顺序 主要内容梳理

人教版
氯气的性质→实验室制

法→氯离子的检验

氯气的性质(与金属及非金属单质、与水、与碱的反应),其中穿插次氯酸的性质、漂白

液、漂白粉的获取与简单性质;氯气的实验室制法;氯离子的检验

苏教版
氯气的发现与制备→性

质及应用

氯气的实验室制法、工业制法;氯气的性质(物理性质,氯气与金属及非金属单质、与水、
与碱的反应),其中穿插氯水成分的探究、NaClO 漂白液、漂白粉的获取与使用

鲁科版
氯气的性质、氯气的制

取、科学使用含氯消毒剂

氯气的性质(物理性质,氯气与金属及非金属单质、与水、与碱的反应);氯气的实验室制

法;解读 84 消毒液产品说明书;探究消毒剂的使用问题

　 　 表 3 三种教材中“氯及其化合物”情境素材及呈现方式

教材版本 教学情境素材及呈现方式

人教版
氯气发现、命名的化学史(图文);几种含氯杀菌漂白剂消毒游泳池(图文);验证次氯酸分解的数字化实验(实验

图像);化学与职业:水质监测(图文)

苏教版
海水中的氯化物含量(图表);氯气发现的化学史(文字)
技术促进化学科学发展(文字);含氯消毒剂的使用(文字);新型灭菌消毒剂 ClO2(文字)

鲁科版
含氯化合物的漂白作用与消毒作用(图文);84 消毒液产品说明书(图片 + 探究实验方案);探究游泳池水变绿的

原因(图文 + 探究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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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三种教材中“氯及其化合物”的实验内容与呈现方式

教材版本 实验内容及呈现方式

人教版
氢气在氯气中燃烧(操作);氯气与干、湿布条、鲜花(操作);实验室制氯气(装置图),氯离子检验(操作);
验证次氯酸分解的数字化实验(图像)

苏教版

实验室制氯气(装置图);电解食盐水制氯气(装置、操作)
氯气与钠、铁、铜的反应(操作)
氯气与水的反应(操作);氯水成分探究,含氯气与干、湿布条,氯水与 pH 试纸、硝酸银溶液反应(操作)

鲁科版

氯气的颜色、气味、溶解性(操作及照片)
氯气与金属钠、铁、铜、氢气的反应(操作及照片)
氯气与干湿布条的反应(照片)
实验室制氯气(装置图)
84 消毒液的性质预测与验证(微项目)
含氯消毒剂与过氧化氢消毒剂的反应探究(微项目)

　 　 四、从课本实验入手分析实验的选择与设计

三个版本的教材在实验选择上都关注了基础实

验,如氯气与金属、非金属单质的反应等,但也存在

一定的不同。 人教新教材从实验角度上表现出对次

氯酸的关注,用比较多的实验内容研究了其漂白性

和稳定性,并独创性地引入了数字化实验的结果,让
学生进一步深入理解次氯酸见光分解的性质。 人教

版对氯离子的检验也体现出足够的关注,用完整的

实验过程表达氯离子的检验流程,体现出对基础实

验技能的关注。 苏教版侧重探究实验在教学中的应

用,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对氯水的成分与性质的探究

上。 鲁科版的教材以微项目研究的形式,以 84 消毒

液为重点研究对象,提供了图文资料,设计了实验流

程,更多地关注了运用化学知识去解决真实问题的

科学探究过程,其体现出来的预测→实证→观察→
结论与解释的科学研究思路对学生学科综合素养的

提升有重要意义。
五、教学建议

(一)选择内容,围绕重要物质构建转化关系

氯及其化合物知识点多,蕴含的化学原理多,不
可能在一节课的教学时间内涵盖所有的内容,因此

教学中要坚持整体设计理念,深入分析知识之间的

联系,根据教学目标进行大胆而合理的整合。 依据

课程标准,在必修阶段,学生能根据物质类别和元素

价态列举典型代表物的性质,围绕典型代表物质建

立各物质之间的转化关系即可。 关于这个要求,各
个版本的教材都给出了非常好的案例。 如苏教版、
人教版以氯气为代表,通过发现→获取→了解→应

用这一条认知线,串联起氯化物→氯气→次氯酸及

次氯酸盐的性质。 而鲁科版以 84 消毒液为研究对

象开展项目式学习,构建基于氧化还原概念以次氯

酸钠为中心的含氯物质转化关系。 在教学中,我们

要深入体会并践行这一整体设计的理念。
(二)创设情境,在真实应用中理解知识

元素化合物知识与生产生活联系紧密,可以选

择学生熟悉的事件、物质为情境要素展开教学。 如

“氯及其化合物”教学中可以参照鲁科版的微项目,
从疫情期间市民购买和使用 84 消毒液入手,以商品

84 消毒液、洁厕液等生活中常见含氯化合物为载体

展开教学。 通过 84 消毒液滴在 pH 试纸上的现象和

84 消毒液与洁厕液混合之后的反应现象让学生感受

NaClO 溶液的碱性,归纳氯气的物理性质,学习氯气

的检验;从氧化还原反应的角度思考氯气产生的原

因,考虑并实践氯气的尾气处理问题;从次氯酸钠及

次氯酸的性质的角度思考科学使用 84 消毒液的问

题。 情境始于真实问题,引领学生从化学的视角认

识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提升了学生应用化学知识

解决真实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让学生切身体会到化

学知识在真实的生产、生活中的价值。
(三)丰富实验活动,帮助学生形成认识

实验对化学教学的价值毋庸置疑,在教学中可

以充分利用几种版本的教材资源,设计层次丰富的

实验活动。 如可以设计演示实验,让学生观察并描

述钠、铁、铜、氢气在氯气中燃烧的实验现象,讨论产

生不同现象的原因,让学生直观感受化学反应的美

与独特;可以设计探究实验,让学生在探究氯水成分

的活动中深刻认识次氯酸的性质及氯离子的检验。
(下转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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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3

主

题

教学

环节
教师提问 学生活动 教师反馈

氧
化
还
原
反
应
价
态
率

环节三:
酸性高锰酸

钾和过氧化

氢反应

高锰酸钾中锰元素已经是 + 7 价了,你
们见过化合物中锰元素比 + 7 价还要高

的价态吗?

小组讨论,头脑风暴,发表预测结果的

看法

取 1 - 2g 高锰酸钾于试管中,加入 15mL
左右蒸馏水,滴加几滴稀硫酸,逐滴滴加

浓度为 5%的过氧化氢溶液。 振荡后观

察实验现象

小组讨论,修改自己预测的结果,完善

思维框架表,发表自己的看法

高锰酸钾褪色,有气泡产

生,带火星的木条伸到试管

口,木条复燃,说明确实有

氧气生成

请同学分析这个变化过程中高锰酸钾中

锰元素的化合价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作什么剂? 体现什么性质? 同样这里的

过氧化氢发生什么变化? 作什么剂? 体

现什么性质?

过氧化氢中氧元素的化合价

是 - 1 价,处在 0 和 - 2 之间

的中间价态。 因此它的化合

价可以升高也可以下降。 所

以在遇到不同的物质或者在

不同环境下可以表现出氧化

性也可以表现出还原性。 过

氧化氢在第一个反应充当氧

化剂,而到了第二个反应就变

成了还原剂

所以说,一种物质体现氧化性还是还原

性是绝对的吗?
思考,回答。

氧化剂和还原剂并不是绝

对的,不同的反应同一种物

质可能是氧化剂也可能是

还原剂,但是通过化合价我

们可以初步判断物质可能

具有氧化性还是还原性或

者两者都有

　 　 【作者简介】夏喜泉,黑龙江省实验中学(150001)。
　 　 【原文出处】《中学化学》(哈尔滨),2023. 11. 12 ~ 15

(上接第 34 页)
可以引导学生讨论实验室制备氯气所需的装置,让
学生探讨与设计气体的制备、除杂、收集、尾气处理

等一整套装置并在兴趣小组或化学社团活动中完成

自己的设想,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和基本实验能力;
教师还可以将数字化实验引入课堂,让微观不可见

的现象可视化,帮助学生形成认识。 如氯水久置过

程溶液的 pH、氯离子浓度、体系中氧气的浓度等随

时间变化就能很好地解释次氯酸见光分解的原理。
综上分析,在教学中,我们要立足课标,深入研

究教材,正确把握教学内容的价值定位,合理设计教

学内容的呈现方式,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学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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