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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顺应当前高中教育改革的新方向，本论文以“二氧化硫的性质”为例进行教学设计，着力培养学生的化

学学科核心素养。笔者在分析学情的基础上设定教学目标，呈现化学课堂教学思路、教学流程以及设计

意图，最后，本人根据教学实践，从情境创设与教学效果两个方面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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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ine with the new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high school education reform, the teaching design of 
“the nature of sulfur dioxide”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train students’ core quality of chemistry.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learning situation, the teaching goal is set, the teaching idea, teach-
ing process and design intention of chemistry classroom teaching are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fi-
nally,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I reflect from two aspects of situation cre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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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认为核心素养是“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版》指出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则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化学学科育人的基本要求，全面

展现了化学课程学习对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价值[2]。那么在核心素养视角下对课程内容进行教学设计就

显得格外有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重视以“素养为本”的教学，倡导真实情境的创设，激发学生学

习化学的热情，因此本文以真实情境为线索对二氧化硫的性质进行设计，从而达到落实化学学科核心素

养的目的。 

2. 基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2.1. 教材分析 

二氧化硫的性质被安排在钠、铝、氯等元素化合物性质的后面，属于元素化合物知识范畴，在知识

内容上不仅承接了单质硫的性质，又进一步说明了非金属化合物的重要性质及在生活中的应用，此部分

在高中化学中式非常重要的知识。二氧化硫是一种特殊的氧化物，并具有诸多的性质，如氧化性、还原

性、酸性以及漂白性。通过对二氧化硫知识的学习，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氧化还原反应的认识，也为

后续所学到的“氮及其化合物”打下扎实的基础。 

2.2. 学情分析 

学生在前面的学习中已经知道了氯的相关知识、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以及元素周期律等知识，在教

学过程中要注意将硫与氯等非金属元素的性质进行比较，以便于将新知识纳入学生已掌握的知识系统中，

加强新知识的掌握。 

2.3. 教学目标 

(1) 根据实验探究，熟悉 SO2的化学性质，清楚 SO2的主要用途，形成研究物质性质的思路和方法，

达到落实核心素养的目的。 
(2) 通过 SO2与水反应的学习，初步建立可逆反应的概念。 
(3) 能够正确认识 SO2的利与弊，知道 SO2进入大气能形成酸雨危害环境，增强环境保护的意识。 

2.4. 教学重难点 

(1) 教学重点：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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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难点：二氧化硫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性质。 

2.5. 教学过程设计 

2.5.1. 探究二氧化硫的酸性，培养学生“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的素养 
[情境] 众所周知，酸雨的形成与二氧化硫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能源大国，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依

然以化石能源等为主，那么随着煤炭资源的大量使用，在燃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硫也在逐渐增多，而

二氧化硫在大气中通过氧化等一系列过程转变成硫酸进入降水中也就形成了酸雨。 
[教师] 我们根据上述的信息来模拟酸雨的形成。 
[演示实验] 请同学们根据以下实验来描述其现象。 
步骤 1：首先，拿起一个装满二氧化硫并且用橡胶塞封闭的试管，将其倒置在水里。然后在水面下

把橡胶塞取下来，观察并记录试管内部液体的上升情况。 
步骤 2：等待直到试管内的液面上升高度稳定，然后在水下封紧试管口，小心地取出试管，然后利

用 pH 试纸测量试管中的溶液的酸碱度。 
[学生] 试管内液面上升，用 pH 试纸测得溶液的 pH 小于 7。 
[教师] 根据实验现象，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学生] SO2易溶于水，使试管内气体压强减小，导致液面上升，同时生成了 H2SO3，使溶液显酸性。 
[讲解] H2SO3进一步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成硫酸，其反应方程式为 2H2SO3 + O2 = 2H2SO4，硫酸溶解

在雨水中，使雨水呈现酸性，这就是酸雨的形成过程。所以在生活中，应该控制工业排放，减少硫氧化

物等有害物质的排放，推广清洁能源的使用，使环境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教师] 接下来请同学们写出二氧化硫与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学生] SO2 + H2O   H2SO3 
[补充] 二氧化硫作为一种酸性氧化物，可以与水进行化学反应生成亚硫酸(H2SO3)。然而亚硫酸的稳

定性较差，很容易分解，重新变回二氧化硫和水。因此像这种在同一条件下，既能向正反应方向进行，

同时又能向逆反应方向进行的反应，叫做可逆反应。 
[教师] 大家思考可逆反应有什么特征呢？ 
[学生] ① 双向性、② 双同性、③ 共存性。 
设计意图：以“酸雨的形成”作为教学情境引出新课，将学生将要学到的二氧化硫的性质与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二氧化硫的探究热情，引导学生关注人类所面临的与环境相关的

社会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利用化学实验模拟酸雨的形成，根据实验现象得出结论，

以此引出可逆反应的内涵，培养学生“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的素养。 

2.5.2. 探究二氧化硫的漂白性，培养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的素养 
[情境] 在市政水处理设施中，氯气常用于消毒并漂白水，并且还能杀死水中的大部分病毒和细菌，

保护我们免受水源污染的威胁。所以，我们都知道氯气具有漂白性，请同学们探究新制二氧化硫的水溶

液是否也具有漂白性，如果具有那它的原理是什么？请设计实验加以证明。 
[实验验证] 
步骤 1：用试管取 2 mL SO2的水溶液，向其中滴入 1~2 滴品红溶液，振荡，观察溶液的颜色变化。 
步骤 2：加热试管，注意通风，再观察溶液的颜色变化。 
[学生] 步骤 1 溶液褪色，步骤 2 溶液恢复原来的颜色。 
[追问] 根据实验现象推出实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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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步骤 1 是 SO2或亚硫酸溶液能使品红溶液褪色，步骤 2 是 SO2与品红结合生成的无色物质不

稳定，加热易分解而使溶液恢复原来的颜色。 
[总结] SO2 漂白性的原理是 SO2 能与某些有色物质反应生成不稳定的无色物质，这些无色物质容易

分解而使有色物质恢复原来的颜色。 
[教师] 利用 SO2的漂白性，有哪些应用？ 
[学生] 工业上常用 SO2来漂白纸浆、毛、丝等。 
[教师] 通过同学们的探究，我们发现 SO2水溶液与氯水均具有漂白性，如果将二者混合，所得溶液

的漂白效果是否会显著增强？ 
[学生] 漂白效果会减弱，其原因是 Cl2 + SO2 + 2H2O = H2SO4 + 2HCl 
[师生] 根据以往学过的知识，将氯水与二氧化硫的漂白性进行对比，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mparison of bleaching properties of chlorine water and sulfur dioxide 
图 1. 氯水和二氧化硫的漂白性对比图 

 
设计意图：以“新制氯水”作为情境导入，利用 SO2与氯水漂白性实验对比，加深学生对 SO2水溶

液漂白性的认知过程，让学生学会对比，区分异同点，同时利用两种具有漂白性的物质混合使用是否能

使漂白性增强来引发学生的思考，鼓励学生通过进行创新性的实验来理解物质的性质，并在探索的过程

中找到乐趣，从而培养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的素养。 

2.5.3. 探究二氧化硫的还原性，培养学生“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的素养 
[情境] 《化学鉴原补编》记载：凡藏酒之木烧硫于其内，则木质之孔所含能发酵之物即灭，藏以新

酒而不致再发酵[3]。可见，二氧化硫有助于阻止葡萄酒在陈化过程中的氧化反应。如果葡萄酒过度氧化，

可能会对颜色和味道造成改变。 
[教师] 为什么在酿制葡萄酒的过程中添加 SO2呢？在此过程中运用了 SO2的什么性质？ 
[学生] 二氧化硫是一种抗氧化剂，能防止葡萄酒中的一些成分被氧化，起到保质作用，并有助于保

持葡萄酒的天然果香味。在此过程中运用了 SO2的还原性。 
[教师] 接下来用实验来探究 SO2的还原性。 
[实验验证] 取 SO2水溶液 5 mL 于小试管中，滴加 BaCl2溶液，观察现象，再滴加 0.5 mL 3%的 H2O2

溶液振荡，静置片刻后滴加稀盐酸，观察实验现象。 
[学生] 滴加 BaCl2溶液无明显现象，再滴加 H2O2溶液产生白色沉淀，滴加稀盐酸后沉淀不消失。 
[教师] 结论是什么？用化学方程式说明。 
[学生] SO2 + H2O2 = H2SO4    H2SO4 + BaCl2 = BaSO4↓ + 2HC1 
[追问] 向 BaCl2 溶液中通 SO2 气体，没有沉淀产生；如果想要时沉淀产生，还可以采用哪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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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化学方程式解释。 
[学生] 向其中加入高锰酸钾、溴水、氢氧化钠。化学方程式为： 
(1) 5SO2 + 2KMnO4 + 2H2O == K2SO4 + 2MnSO4 + 2H2SO4 
(2) Br2 + SO2 + 2H2O == 2HBr + H2SO4 
(3) SO2 + 2NaOH == Na2SO4 + H2O 
设计意图：本环节以《化学鉴原补编》中的记载作为情境导入，讲述二氧化硫在葡萄酒中所发挥的

作用，并进行化学实验探究二氧化硫的还原性，在教师的充分引导下，学生可以从多个视角考虑若要二

氧化硫与氯化钡反应需向其中加入哪些物质，并分析其内涵，在师生的对话交流中，引导学生思考问题，

进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对二氧化硫性质的分析，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氧化还原知识的理解，

以此培养学生“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的素养。 

2.5.4. 探究二氧化硫的氧化性，培养学生“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的素养 
[情境] 克劳斯法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项干法脱硫技术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原理一般是将硫化氢作

为原料，投入到克劳斯燃烧炉中，使其不充分燃烧，产生化学物质二氧化硫，二氧化硫又与进气反应中

产生的硫化氢发生化学反应最终生成硫磺，并最终对所有的材料进行回收处理[4]。此法多用于化石能源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硫化氢气体中回收单质硫，使得炼厂废气对大气的污染问题得到解决。 
[教师] 克劳斯法的目的是什么？ 
[学生] 可以利用 SO2解决 H2S 对大气污染的问题。 
[教师] 接下来我们仿照克劳斯法进行实验，并描述实验现象。 
[实验验证] 将一瓶装有 H2S 气体的集气瓶和一瓶装有 SO2的集气瓶瓶口对接，两种气体充分混合，

放置观察。 
[学生] 瓶壁上有黄色固体生成。 
[提问] 黄色固体是什么？ 
[学生] 单质硫。 
[追问] 请同学们根据实验现象，写出对应的化学方程式。 
[学生] SO2 + 2H2S == 3S + 2H2O 
[教师] 在此反应中 SO2做氧化剂还是还原剂？ 
[学生] 氧化剂。SO2中 S 元素的化合价为+4，在反应中可以得电子变为 0 价表现出氧化性。 
设计意图：此环节以“克劳斯法”作为情境导入，引出二氧化硫的氧化性，并进行实验探究，认识

到二氧化硫与硫化氢的反应可以去除污染物，依据实验现象引导学生写出化学方程式，并分析得失电子

的情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环境中的实际问题，使学生认识到化学与社

会生活的联系，从而培养学生“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的素养。 

3. 教学反思 

教育是一个日积累月的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诊断并发展学生的核

心素养。从教学情境的创设来看，情境均包含知识和问题的真实事件，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利用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通过化学实验进行探究，最后得出结论，使学生在获得知识、

形成解决问题能力之余，也培育了学生核心素养的价值追求。从教学效果来看，二氧化硫的性质是一节

实验课，学生的反应都比较积极，也高度配合教师的指导，但是通过课堂检测发现，学生对于二氧化硫

化学性质的迁移应用还是不够理想，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应更加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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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化学教师应注重在核心素养指导下将教学情境、知识

内容、教学目标进行整体性设计，因为认知是发生在与环境、情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而所有知识都依

赖于个人的整合和判断，渗透了个人的情感与信念[5]。只有在学生的认知范围内讲解知识，学生才能获

得启发，并将知识进行迁移与应用。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辅助学生建立化学知识的网状结构，

深化对知识内涵的理解，以更深刻地把握科学的本质。这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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