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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背景下的“金属矿物及其冶炼”教学设计

作者：税烨

摘要：“双减”政策对教师教学设计提出更高要求，以素养立意任务驱动为目的，

开展“金属矿物及其冶炼”的大单元教学设计，从项目式学习视角，建构《探秘

炼“石”成金》一课全新教与学新思路，创新教师授课新模式和学生学习新途径。

打造“五线谱式”教学范式，确立课前、课中、课后三项目，探索化学教学中“五

育”并举新路径，培养学生跨学科实践活动能力，将课程思政与自然科学有机结

合，是初中化学课程与人文科学的融合。践行“教-学-评”一体化课改新理念，

有效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与问题解决的能力，同时又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和学生稽古振今的爱党爱国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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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明确，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主要任务和重大措施有：一是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

生过重作业负担。因此教师在设计课程内容时要考虑以下几方面，本

节课的课程容量、如何设计活动突破重难点，什么环节让学生进行深

度思考，从哪些方面实现五育并举。基于以上原因，设计了“金属矿

物及其冶炼”的项目式学习课程。

一、教学设计流程

本着素养立意，任务驱动，活动推进，五育并举的课改理念，本

研究将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整体规划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部分，结合

学校周末影院和社团活动开展项目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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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素养目标

结合教材和学情分析,围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本研究制定的本

节课的教学目标如下。

1.化学观念：通过阅读资料，知道铁矿石可以炼铁。形成大自然

中的物质可以通过一定条件实现物质转化的观念。

2.科学思维：通过对工业炼铁原理的探究，培养能基于实验事实

进行证据推理，形成质疑、批判能力和创新意识。

3.探究实践：通过提炼化学问题并通过实践解决问题，提高获取

和加工信息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证据推理和科学探究能力。

4.科学态度与责任：通过了解中国炼铁工艺的创新之路培养民族

自信。通过模拟炼铁培养学生严禁求学的科学态度。

三、学情教法研究

本节课内容属于鲁教版九年级下册/第九单元金属/第一节第二

课时的内容。主要通过实验探究炼铁的原理，在复习巩固氧化反应的

基础上形成拓展性知识：对还原反应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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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方面，学生已经学习了金属与氧气和酸的反应。但学生对

冶炼铁没有生活经验，未接触过还原反应，以及还原金属氧化物的相

关实验探究和尾气处理方法。在能力方面，学生也存在以下不足。处

理信息能力尚弱，运用对比、归纳的方法认识物质的能力较弱，综合

分析问题能力不足，情意能力不足等。

四、教学实施案例

（一）“五线谱式”教学范式

初中化学课程教学设计具有一般规律，根据新课程标准，可设计

为 5 条主线一以贯之，它们分别是任务线，知识线，活动线，能力线，

素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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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置作业预习

课前本研究利用周末影院让学生观看《典籍里的中国》之《天工

开物》，并且将天工开物中炼铁的部分片段设计成课前阅读资料，结

合教材内容，设计问题组，实现了化学与语文学科的有机融合。培养

学生利用跨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课

前阅读资料如下。

（三）活动元应用实录

活动元一：炼铁印记

课中以本研究制作的《天工开物》视频创设情景，引导学生朗诵

炼铁片段，展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新智慧，树立学生文化自信，

民族自信。接着学生积极展示他们的预习成果。学生提出的问题很多

且分散，本研究引导学生将自己的问题提炼成化学问题，从学生的实

际问题出发，确定本节课的主要学习任务。培养学生的化学学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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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炼问题的能力。

活动元二：炼铁传奇

接下来让学生带着问题观看炼铁厂视频，解决三个化学问题。1.

工业炼铁的设备是什么？2.实验室炼铁的原理及关键步骤是什么？3.

炼铁过程中的有害物质如何处理？培养学生提炼并加工信息的能力，

从古有天工开物到今人继往开来，培养学生稽古振今的社会责任。

本节课重点解决问题 2。由于教材演示实验操作比较复杂，安全

系数低，不利于学生亲历探究过程。因此我将实验改进成微型实验。

实验由小组合作完成，观察现象得出结论，并对出现的意外情况分析

原因。培养学生基于证据推理的科学探究能力和严谨求学的科学态度。

通过判断反应中的产物衍生出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证明产物中是否有

铁？不仅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培养

学生设计实验方案和构建相应模型的学科核心素养。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学生深入思考，大胆猜测，培养学生的勇于质疑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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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探究后总结炼铁的方法是热还原法，从得失氧的角度判断一

氧化碳还原氧化铁反应中的氧化剂和还原剂，并补充另外两种常见的

还原剂——碳和氢气，指出一氧化碳和碳作还原剂都会产生大量的二

氧化碳，不利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因此国家正致力于研究以氢代

煤炼铁而减少碳排放。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课堂上立即让学生仿写

方程式，并及时评价。评价方式可以选择学生互评的方式。

活动元三：趁热“打铁”

遵循教学评一体化原则，本研究设计了与本堂课内容相关的课堂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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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对铁矿石的描述错误的是（ ▲ ）

A. .赤铁矿 红色

主要成分：FeO

B. 磁铁矿 黑色

主要成分：Fe3O4

C. 菱铁矿 黄白色

主要成分：FeCO3

D. 黄铁矿 黄色

主要成分：FeS2

2.下列关于冶炼金属的说法错误的是（ ▲ ）

A.冶炼金属的方法有很多，炼铁主要采用的是热还原法

B.工业冶炼铝采用的是电解法，的原理是 Al2O3 Al+O2↑

C.中国用于冶金的矿产资源丰富

D.冶炼金属的过程中的废物应尽量回收利用

3. 对 于 反 应 H2+CuO Cu+H2O ， 下 列 说 法 正 确 的 是

（ ▲ ）

A.该反应的还原剂是 CuO

B.该反应的还原剂是 H2

C.该反应中 H2 发生还原反应

D.反应中 Cu 发生还原反应

4.中国钢铁行业正在向低碳经济转型，某化学兴趣小组的同学，

对课本中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铁作了绿色化改进后制取单质铁（K1，K2

是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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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闭 K1，开启 K2，可以验证 CO 还原 Fe2O3 的产物。

①这是关于气体的实验，实验前必须对装置进行 ▲ 。

②CO 还原 Fe2O3 的化学方程式为 ▲ 。

③在 e 处点燃气体的目的是 ▲ 。

（2）关闭 K2，开启 K1，可以将 d 导管口出来的气体再从 a 通

入装置而循环使用。

①c 瓶的目的是除去水蒸气，应装 ▲ （填序号）；

A.澄清石灰水 B.水 C.石蕊溶液 D.浓硫酸

②该实验这样改进的主要优点是 ▲ 。

5.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提到：“凡铁一炉载土二千余斤，或

用硬木柴，或用煤炭，或用木炭······土化成铁之后，从炉腰孔流出。······数

人执持柳木棍排立墙上，先以污潮泥（主要成分碳酸钙）晒干，舂

筛细罗如面，一人疾手撒搅，众人柳棍疾搅，即时炒成熟铁。”

【查阅资料】碳酸钙能与铁水中的部分杂质发生反应。

回答问题：

（1）木炭和铁矿石反应时，发生氧化反应的是 ▲ ；

（2）加入污潮泥的作用是 ▲ ；

（3）众人柳棍疾搅与化学上的哪一操作类似 ▲ ，疾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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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

其中第 5 题是我根据天工开物炼铁片段改编而来。通过对照答案、

交流讨论、评价反思，体现学生主体，培养学生善于学习，善于倾听，

善于沟通的优秀品质。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以评育人。

活动元四 ：“回首”炼铁

接着学生将本堂课内容以学科思维导图的形式进行归纳总结，使

学习内容结构化，思维可视化。

最后，用视频展示中国钢铁制造业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发展状

况，以及中国位居世界顶级的钢铁技术，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社会

责任心。为祖国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四）创新作业设计

在双减背景下，对于课后作业，本研究摒弃了传统的作业设计方

法，将教材作业改编成课后实践活动，模拟炼铜。打破教材、课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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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局限，向学生生活领域延伸，培养学生实践探究的能力。

•点评•

（一）采用项目式学习。首先确定项目，在项目的动态学习过程

中，学生经历分析资料、提出问题、拆解任务、实践探究、小组研讨、

成果展示等活动，可以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化学学科，

而且还能学到很多科学思维方法和实践方法，甚至能解决真实的社会

问题。

（二）采用问题衍生教学法。从学生的疑问需求开始设计问题组，

由疑生疑，用疑导疑。每个学生在原有的认知结构上，不断的生长出

新的知识增长点，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深刻性。

（三）实现学科融合。将语文学科文言文知识与教材内容结合，

解决相关问题，培养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实验改进微型化。改进后实验材料易得、操作简单、安全

环保、节约药品和时间、学生参与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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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计实践性作业。将学习内容从课堂内容延伸到课外，既

提升了学生学习兴趣，又积极响应国家双减政策。

（六）素养立意、五育并举。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培养了学生的

化学核心素养，并实现五育并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