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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是初中化学具体认识物质的组成、性质、变化及其变化规律的重要载体，

也是后续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其它物质组成的重要基础。本节课整合科学家探究水

组成的化学史，从物质 “合法”和“分法”两个角度认识水的组成，让学生体

会科学家的探究过程，并建构研究物质组成的一般思路和方法，同时建立“宏观

-微观-符号”三重表征思维，促进学生科学思维发展。 

关键词：水的组成；分法；合法 

 

一、问题的提出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1]
强调落实化学课程所要求的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的举措，在教学中要给学生创设真实问题情境，通过活动提升学生迁移应用、解决问题的

能力，把记忆性的“专家结论”转变成创新性的“专家思维”
[2]
。 

 《水的组成》是沪教版九年级上册教材第三单元“走进溶液的世界”的内容。在此之前，

学生已经学习了“氧气”，初步具备定性认识物质的性质、变化及用途的能力，但是对具体

物质的研究模型还是比较模糊。因此，以我们身边最熟悉的物质——水为载体，结合化学史

以“科学家的视角”去探究，进一步建构出研究物质组成的思路和方法。 

二、教学设计实施 

 【导入】水在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那人们对于水的认识经历了哪些过程？古希腊盛行

“燃素说”，认为水是一种元素，这种观点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 18世纪，不同科学家先后

展开了对水的组成的研究，水的真面目才逐步被揭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重走科学家之路，

看看科学家们分别是用什么方法去探究水的组成？ 

 环节一：“合法”认识“水的组成” 

 【化学史 1】18 世纪，科学家普利斯特里把“易燃空气”和空气混合后盛在干燥、洁净

的玻璃瓶中，用电火花点火，发出震耳的爆鸣声，玻璃瓶内壁出现液滴。不久后另一位科学

家卡文迪许用纯净氧气代替空气进行上述实验，确认得到的液滴是水，并确定两份体积的

“易燃空气”与 1 份体积的氧气恰好化合生成水。但由于当时“燃素说”的束缚，仍然认为



水是一种元素。 

 【演示实验】氢气在氧气中燃烧。 

 【教师】根据这个实验能推断出水的组成吗？你的依据是什么？ 

 【学生】通过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变，能推断出水是由氢元素和氧

元素组成的。 

 设计意图：结合相关科学家探究的化学史，引导学生体会到“合法”是研究物质组成的

一种重要方法，同时通过氢气的收集、验纯、氢气的燃烧等演示实验，学习氢气物理、化学

性质。 

 环节二：“分法”认识“水的组成” 

 【化学史 2】18 世纪，科学家拉瓦锡不仅重复了卡文迪许他们的实验，并做了一个相反

的实验：让水蒸气通过烧红的枪管，得到“易燃空气”，通过分析，他认为水不是一种元素，

是“易燃空气”和氧的化合物，打破了“燃素说”的束缚，由此水的组成被揭秘。 

 【化学史 3】1800 年，科学家尼克尔森和卡里斯特尔在常温下利用伏打电池对水通电，

制得氢气和氧气。 

 【学生实验】利用微型实验装置电解水。 

 【教师】与电源负极相连的容器内气体体积和与电源正极相连的容器内气体体积之比大

约是多少？如何验证两极产生的气体？ 

 【学生】体积比为 2:1。点燃与电源负极相连的气体，如果能燃烧，火焰上方干冷的烧

杯内壁出现了小液滴，则证明产生了氢气。用带火星的木条检验与电源正极相连的气体，如

果木条复燃，则证明产生了氧气。 

 【教师】由此能推断出水的元素组成吗？ 

 【学生】可推断出水是由氢、氧元素组成的，因为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变。 

 设计意图：从“分法”角度也能分析推断出水的元素组成，培养学生从多角度研究物质

组成的思路，为后面提炼归纳研究物质组成的一般方法作铺垫。 

 环节三：微观角度认识“水的组成” 

 【教师】上述实验推断出了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的，但能否进一步确定一个水分

子中氢原子和氧原子的个数？ 

 【化学史 4】1809 年，科学家盖·吕萨克用两体积氢气和一体积氧气反应，得到了两体

积水蒸气。1811 年，科学家阿伏伽德罗发现在同温同压下，相同体积的气体中含有相同数目

的分子。由此进一步可推得水的化学式为 H2O。 



 【展示】球棍模型模拟电解水和氢气燃烧的过程。 

 【教师】请同学们动手画一画这两个化学变化的微观示意图（如图 1）。 

 

图 1 氢气在氧气中燃烧生成水、水的电解微观示意图 

 设计意图：本环节融合化学史来引导学生从宏观到微观角度去分析水的组成，并通过球

棍模型、微观示意图的方式清晰呈现了氢分子、氧分子、水分子之间的相互转化，形成“宏

观—微观—符号”三重表征的转化能力。 

 环节四：提炼方法，归纳总结 

 【教师】你能从几位科学家的实验中总结出研究水的组成的方法，从而归纳出研究物质

组成的方法吗？ 

 【提炼思维模型】 

 

图 2 研究物质组成的思维模型 

 【学生总结】通过氢气燃烧和电解水都可以推断出水的组成，即用化合法和分解法正反

两个角度可以研究物质的组成。其中，化合法利用反应物的成分推断生成物的成分，分解法

利用生成物的成分推断反应物的成分。 

 设计意图：回顾科学家的探索之路，引导学生像科学家一样去思考、解决问题，结合实

验建立证据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及提炼研究物质组成的一般方法，为高中研究其它

复杂物质组成的学习打好基础。 

三、教学反思 

 2022 年版新课标强调要充分发挥化学课程的育人功能，化学史融入教学正能起到促进

作用。化学史不仅阐述了化学知识的发展历程，还展示了科学家的思维活动和研究方法，以

及他们具备的科学精神。因此，除了教材中呈现的事实性知识，教师还需要不断挖掘更多隐

含科学思维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上通过实验、比较、评价等活动，让学生体验科学家在解决

实际问题过程中的思维方法，使他们主动并有效地运用科学思维去解决陌生和复杂的情境问



题，帮助学生形成学科理解，这些由学科角度出发的理解和方法转化成为了科学思维，最终

真正转化为学生的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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