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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项目式教学是指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方式来解决

项目任务的一种学习方式，它以建构主义为指向，真

实情境为引导，具体项目为载体，学科素养为核心。

“项目式学习在实现学生学科知识、认识思路、学科观

念结构化方面具有独特价值。”[1]与常规教学相比，项

目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能够驱动学生的内在学习能

力，倡导生生、师生进行多维度的互动交流，共同做出

判断，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帮助学生获得核心知识，

指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进行自我评价，这有利于

对学生的过程技能和核心素养进行培养。

一个复杂的项目学习往往需要较长的学习时

间，按照传统的教学方式是很难完成的。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教师可以将项目问题解构成若干个小型的微

项目问题。微项目同样有情境、问题、活动、结果四大

要素，由于内容较为简单，教师可以让学生在 15~20

分钟内完成，在每节课上学生可以完成 2~3 个微项

目。这样既保证了课堂教学的高效性与灵活性，又实

现了教学方式由单一到多样的转变，教师在教学中可

以有效应用探究、启发、参与、合作等项目式教学。

近年来，高考试题的命题特点是：“呈现日常生

活、科技前沿和生产环保等真实情景，精心设计问题，

突出考查关键能力”，强调学生联系所学知识解决日

常生活和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在高考

复习中仍沿用过去的知识模块来复习，学生的复习效

率会很低，不能很好地应对新高考。因此，在高考复习

中，教师若能引入微项目教学法，一方面，可以让学生

在真实的情境中深入理解化学知识与概念原理；另一

方面，可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微项目教学法在“元素化合物性质”复

习中的应用——以“葡萄酒中的二氧化硫”为例

1.项目的引入与重构

在对“元素化合物性质”进行一轮复习时，微项

目教学法可以改变原有的罗列结构、物理性质、化学

性质、用途、制备等复习方式。教师应带领学生从真实

的情境出发，怀揣着解决问题的好奇心，运用学过的

化学知识来解决问题，使能力与素养得到提升。“葡萄

酒中的二氧化硫”项目设计源于生活，我们从葡萄酒

的配料中可以看到二氧化硫成分，各国对葡萄酒中的

二氧化硫含量都有严格要求，如我国要求每升不得超

过 250 mg。以此情境为基础，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从两

个层面来复习二氧化硫的性质：一是根据二氧化硫的

存在与用途来设计项目，让学生总结归纳二氧化硫的

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二是利用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来设计实验，让学生对二氧化硫进行分离、提纯、吸收

和含量测定。

2.任务的设计与解决

（1）项目一：葡萄酒中二氧化硫的作用。学生通

过新的学习载体，可以重新认识和巩固旧的知识，复

习二氧化硫的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借助二氧化硫的

特性——漂白性以及葡萄酒本身带有颜色的特点，引

起学生的认知冲突，启发学生设计对比实验，从而更

全面地理解二氧化硫的漂白性。该项目可以拆解成

三个任务目标，教师要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迁移和

应用。

任务 1：复习二氧化硫的物理性质。分析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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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氧化硫的存在状态，说明其物理性质。

任务 2：复习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根据葡萄酒

中二氧化硫的用途，说明二氧化硫具有哪些化学性质。

任务 3：二氧化硫的漂白性在葡萄酒中是否发挥

了作用。设计对比试验，说明二氧化硫的漂白性与哪

些因素有关。

（2）项目二：测定葡萄酒中二氧化硫的含量。学

生根据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来设计定量实验，检测二

氧化硫的含量，在此过程中结合二氧化硫的性质来复

习基本的化学实验操作，如分离与提纯、检验与除杂、

定量实验中的滴定法与沉淀法。在完成项目的过程

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让有一定能力并

感兴趣的学生设计实验方案，自行安排项目下的子

任务。

任务 1：葡萄酒中的杂质会影响二氧化硫的含量

检验，请大家设计实验，分离二氧化硫。复习“物质的

分离与提纯”基本原理与实验操作。利用二氧化硫

沸点较低的性质，将二氧化硫蒸馏、冷凝、液化、收

集后再进行含量测定。

任务 2：选择合适试剂，实现二氧化硫完全吸收。

根据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寻找碱性试剂，如氢氧化

钠、氢氧化钡等，实现氧气完全吸收；寻找强氧化性试

剂，如高锰酸钾过氧化氢等，实现二氧化硫完全吸收。

教师要引导学生根据后续实验要求对试剂进行合理

的选择。

任务 3：设计实验，准确测定二氧化硫含量。学生

自行讨论如何根据沉淀法或滴定法来选择合适的

试剂或指示剂，设计合理的实验操作，精准测定二

氧化硫含量。

3.学生的归纳与提升

在“元素化合物性质”复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

结合物质在生活中的存在形式与用途，开发微项目，

设计新的学习载体并提出问题。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能够复习知识、提升思维、总结方法。这就有效提

高了教与学的效率。

三、微项目教学法在“实验”复习中的应

用——以“水中溶氧量的测定”和“净水剂的使

用”为例

1.项目的引入与重构

项目设计源于新闻热点——泉港碳 9事件。2018

年 11月，泉州一艘石化运输船发生泄漏，造成水体严

重污染，在水产品中筛查出有机芳香族化合物，泉港

区农林水局发布《关于暂缓起捕、销售、使用辖区肖厝

村海域水产品的紧急通知》。

教师可以基于新闻内容进行项目重构。项目重

构应根据授课主体以及教学内容来展开，结合情境来

设计问题，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教师所预设的方向上。

基于泉港碳 9事件而设计的项目，其研究内容可以是

有机物的性质、有机物的污染治理等，但这个内容与

本节课复习的化学实验不同，所以，教师可以选择水

质监测与水体污染治理。

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教师教学的需要，教师

可以将新闻素材拆解成若干个微项目，引导学生层层

深入地解决问题。在明线上，教师要根据解决问题的

基本策略来设计微项目。（1）提出问题：鱼类为什么会

大量死亡（情境）。（2）分析问题：水中溶氧量低（微项

目：水中溶氧量测定实验）。（3）解决问题：加入净水剂

高铁酸钾（微项目：高铁酸钾性质探究实验）。（4）延

伸问题：净水剂高铁酸钾的制备（微项目：高铁酸钾制

备实验）。在暗线上，教师设计的综合实验题应包括最

常见的三种类型，即定量实验、性质实验、制备实验。

在解决具体问题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归纳实验题的解

题思路，建立解题模型，鼓励学生将学到的方法应用

到相似问题的解答过程中。

2.任务的设计与解决。

微项目的子任务设计在知识上指向重点内容，

即氧化还原反应基本原理和实验操作及设计；在能力

上指向核心素养，即提高学生分析、解读情境的能力

和建构实验题解题模型的能力。

（1）项目一：水中溶氧量的定量测定。学生阅读

资料“什么是水中溶氧量”和“碘量法测定水中溶氧

量”，通过对四个任务的解答明确了实验目的、原理和

操作过程，对实验结果进行计算和误差分析。

任务 1：写出实验过程中相关反应的离子方程

式，明确实验原理。

任务 2：在操作过程中需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实

验的准确性？紧扣实验目的关注实验操作细节。

任务 3：计算实验结果。以淀粉溶液作为指示剂，

用 x mol·L-1Na2S2O3 溶 液 滴 定 100 ml 水 样 ，若 消 耗

Na2S2O3 溶液的体积为 y ml，则水样中溶解氧的含量为

多少？

任务 4：这样的测定结果是否准确？若水样中含

有大量悬浮物（虽然不参与反应，但具有吸附性），会

对测定结果有何影响？分析实验误差。

（2）项目二：高铁酸钾性质探究实验。学生先自

学“一种性能优良的净水剂——高铁酸钾”的内容，了

解高铁酸钾的基本性质，结合相关性质实验以及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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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原理的参考文献和图像来了解高铁酸钾的性质。

任务 1：探究在不同环境中高铁酸钾的稳定性。

设计思路：通过对照实验，pH 分别将高铁酸钾溶于

酸、碱和水中，观察其稳定性。

任务 2：通过参考文献和图像得出温度与 pH 对

高铁酸钾稳定性的影响。设计思路：借助参考文献和

图像判断高铁酸钾的稳定性。

任务 3：探究高铁酸钾的氧化性。设计思路：利用

不同还原剂与高铁酸钾反应的视频，探究高铁酸钾氧

化性的强弱。

任务 4：通过图像探究 pH 对高铁酸钾去除杂质

效果的影响。设计思路：引导学生利用前三个任务得

出的结论来解决问题，明确现实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复

杂性，不能只考虑单一性质，而要综合考量和权衡利

弊，做出合理安排，全面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3.学生的归纳与提升

“化学考试的实验题，总是在真实的化学探究实

验情境中考查学生的实验能力和实践能力”[2]。学生通

过对具体任务的解决，能够发展思维能力，归纳出不

同类型实验题的解答方法。

四、体会与反思

在高三紧张的复习中，教师应帮助学生提高学

习效率，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与思维能力，让他们游

刃有余地应对不断变化的高考。教师可以利用微项目

教学法，在学习情境中提出问题，让学生复习旧知识，

掌握新方法，提升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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