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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社会，孤立地学习知识已不足以满足解决实际问题和推动创新的需求。本研究聚焦于以“化学反应

速率”为例的跨学科教学策略，构建以葡萄酒酿制为主线的教学情境，通过问题导向引导学生探究化学

反应速率的影响因素，旨在提升学生的化学核心素养。研究结果显示，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化学

反应速率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这一教学策略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化学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增强了学习

深度和广度，还为跨学科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教育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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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learning knowledge in isolation is no longer enough to solve real problems and drive 
innovation.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methods, students are able to integrate knowledge and 
skills from different fields; At the same time, by adopting a problem-oriented learning styl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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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be able to actively discover and explore new knowledge, enhanc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learn-
ing, and develop integrated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This paper takes “making wine” as 
the main line and develops students’ chemistry core literacy through problem-oriented and inter-
disciplinary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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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智慧结晶凝聚成知识，被视为素养形成的基石。然而，在当今社会，仅仅孤立地学习知识已难以满

足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创新等综合素养的要求。为了培养多功能型人才，越来越需要强调知识的“整合

性”学习[1]。随着教育的发展，学生对知识综合应用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传统教学模式往往按学科划

分知识，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来解决；跨学科教学能帮助学生将不同学科

的知识和技能有机结合。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不再是单纯地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变成了

积极寻求知识的主体。结合问题链教学和跨学科教学模式，学生们不再仅仅面对单一学科的问题，而是

需要将多学科的知识综合起来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深度和广度、培养综合思

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够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  

2. 教学内容分析 

2.1. 课标分析与学科价值分析 

2.1.1. 课标分析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对模块 1 的主题 2“化学反应速率”的学业要求

和内容要求如下图(图 1)： 
 

 
Figure 1. Curriculum standard requirement 
图 1. 课标要求 

 
课标重视通过实验探究来学习化学反应速率，强调将化学反应速率的学习与生活实际和跨学科应用

相联系[2]；通过学习，学生应能认识到化学反应速率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建立跨

学科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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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学科价值分析 
“化学反应速率”是化学动力学的研究核心与基础概念；研究“化学反应速率”，有助于理解反应

的进程、优化化学反应条件、提高反应效率、解释和预测化学反应中的现象，对工业生产、实验室合成

具有重要意义。在高中阶段，“化学反应速率”是化学学科中的基础知识之一，掌握这一概念有助于学

生构建完整的化学知识体系，引导学生从定量的角度把握化学反应，从而更深入理解化学反应的进程，

理解化学反应的内在机理；深入理解化学变化，从动态和多维度的角度分析化学反应，从而发展学生化

学学科核心素养[3]。同时，“化学反应速率”概念不仅局限于化学学科内部，并与生物学、环境科学、

材料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相互融合，掌握这一知识有助于学生建立更广泛的知识体系，理解不同学科之

间的联系。 

2.2. 教材分析 

《化学反应速率》位于高中化学人教版(2019 版)选择性必修 1 第二章的第一节。在必修 2 中，学生

已从宏观层面和定性视角对化学反应速率有了基础认识。而选择性必修 1 则在此基础上，深入至微观层

面和定量角度，对相关原理进行阐释。该章节不仅深化了必修内容，还聚焦于化学反应速率的精确表达，

通过“基元反应”和“化学反应历程”来揭示化学反应的内在机制。此外，它还采用了“有效碰撞理论”

和“过渡态理论”来分析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多种因素。本节内容为后续学习化学平衡等知识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 

2.3. 学情分析 

2.3.1. 已有基础 
学生在必修 2 主题 3 的学习中，知道化学反应平均速率的表征方法，熟悉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多种

因素，能够采用控制变量法来探究化学反应过程，并能对化学实验及化工生产中反应条件的选取进行初

步的解释与分析。经过生物课程的学习，学生已经了解相关的葡萄酒酿造工艺、简单的微生物发酵过程等。 

2.3.2. 障碍点 
“基元反应”、“化学反应历程”、“有效碰撞理论”和“过渡态理论”等概念较为抽象，学生可能

难以直观理解。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众多且相互作用复杂，学生可能难以全面把握。 

3. 教学思路 

本论文的教学流程及教学思路如下图 2。 

4. 教学目标 

1) 能理解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掌握化学反应速率的表示方式，了解测定化学反应速率的简单方法。 
2) 通过观看真实私人酿制葡萄酒的过程，了解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包括催化剂、温度和浓度等。 
3) 通过实验探究，解释催化剂、温度和浓度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实质，知道化学反应是有历程的，

掌握葡萄酒酿制过程中涉及的化学原理；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验精神。 
4) 通过葡萄酒的储存方式、设计葡萄酒工业发酵罐等，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认识到化学

在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中的应用，激发对化学学科的兴趣与热情。 

5. 教学过程 

环节一：给出化学反应方程式，评价化学反应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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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eaching programme 
图 2. 教学思路 

 
【教师】生活处处存在化学，化学反应不仅存在化学中，自然界、生活里、生物中、工厂中都会出现

化学反应[5]。 
【教师活动】给出化学反应方程式：C6H12O6→2C2H5OH +2CO2↑ ∆H < 0 
问题 1：这个化学反应有什么价值？ 
【学生活动】葡萄糖可以在酶的作用下得到酒精，通过该反应，我们知道可以用葡萄来酿制葡萄酒。 
环节二：认识化学反应速率 
【多媒体】播放有关“酿制葡萄酒”的历史 
【教师】葡萄酒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其发展经历了多个重要阶段。中国最早关于葡萄的

文字记载出现在《诗经》中，表明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已经采集并食用野生葡萄；汉汉武帝时代见证了

葡萄酒向中原地区传播的关键时刻。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欧亚品种的葡萄被引进内陆，同时伴随而来的

还有酿酒师傅，这一事件象征着中国首次采纳西方酿造技术生产葡萄酒。唐代时，葡萄酒文化达到鼎盛，

许多著名诗人如李白、王翰等都有咏葡萄酒的诗句。而葡萄酒的酿制中包含着巨大的化学知识，今天我

们就来学习葡萄酒酿制中的化学原理。(融入历史学科内容，使学生从文化视角理解化学反应的应用) 
问题 2：什么是化学反应速率？我们如何表示化学反应速率？ 
【教师讲解】在化学反应中，一般用单位时间内反应物浓度的减小或生成物浓度的增加来表示化学

反应速率，即 v = Δc/Δt。 
【学生活动】理解掌握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 
环节三：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 
【多媒体播放真实私人酿制葡萄酒的视频】 
加入人工酵母菌——催化剂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 
问题 3：在酿制葡萄酒的过程中，通常会加入人工酵母菌，为什么这样做？ 
【教师】介绍酵母菌在发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生物学中微生物学的重要内容，酵母菌也是一

种重要的生物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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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探究 1】准备甲、乙两根试管，两个试管中加入相同浓度、相同体积的 H2O2溶液，再往乙试

管中加入 MnO2。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观察实验现象】甲试管无明显气泡，乙试管出现明显的气泡。 
【得出结论】一定条件下，催化剂可以改变化学反应速率，一般情况下，使用催化剂大多数可以加

快化学反应速率。 
控温发酵——温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 
问题 4：温度会影响化学反应速率吗？温度是如何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 
【实验探究 2】在三个烧杯中分别加入相同体积(例如 100 毫升)的蒸馏水。将其中一个烧杯中的水加

热至沸点(约 100℃)，另一个烧杯中的水冷却至冰点(约 0℃)，第三个烧杯保持室温(约 20℃~25℃)向每个

烧杯中同时加入相同量的维生素 C 粉(例如三片或适量粉末)。使用秒表记录从加入维生素 C 粉到产生明

显气泡的时间。比较不同温度下维生素 C 溶解产生气泡所需的时间，分析温度变化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实验现象】随着温度的升高，维生素 C 溶解产生气泡的速度显著加快 
【得出结论】一定条件下，升高温度，化学反应速率增大；降低温度，化学反应速率减小。 
问题 5：为什么酿制葡萄酒要控温发酵？根据实验结论不是温度越高越好吗？为什么酿制葡萄酒的

温度通常在 20 摄氏度到 30 摄氏度左右？ 
【学生回答】温度影响催化剂的活性、数量。在生物课中，学习了酿酒酵母菌最适宜生长的温度是

25℃~30℃。所以酿制葡萄酒的温度通常在 25℃~30℃。 
加入蔗糖——浓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 
问题 5：浓度会影响化学反应速率吗？是如何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 
【实验探究 3】准备 3 个烧杯，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过氧化氢溶液(例如 3%、6%、9%)。向每个烧杯

中加入相同体积的碘化钾溶液和淀粉溶液。淀粉会在反应中与产生的碘反应，形成蓝色复合物。开始计

时。观察反应并记录时间，直到出现明显的蓝色变化。记录每种浓度下，从加入过氧化氢到出现蓝色的

时间。 
【观察实验现象】过氧化氢的浓度越高，出现蓝色的时间越快；反之，则越慢。 
【得出结论】一定条件下，增大反应物的浓度，化学反应速率增大；降低反应物的浓度，化学反应

速率减小。 
问题 5：在酿制葡萄酒的过程中，为什么加入冰糖？ 
【学生回答】冰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蔗糖可以转化为葡萄糖。增大葡萄糖的浓度，加快化学反应

速率。 
环节四：活化能——用碰撞理论解释 
问题 6：现在我们认识到浓度、催化剂、温度等因素影响化学反应速率，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影响化学

反应速率呢?它们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实质是什么？ 
【教师】简单碰撞理论认为：反应物分子发生反应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 反应物分子获得足够的能

量成为活化分子，其中获得的足够能量叫做活化能；2) 活化分子之间的碰撞要有合适的取向，即产生有

效碰撞。当单位时间内有效碰撞次数增多时，化学反应速率增大[6]。 
【教师讲解】 
(1) 催化剂——过渡态理论 
(2) 温度——有效碰撞理论 
(3) 浓度——有效碰撞理论 
环节五：葡萄酒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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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酿制的葡萄酒中，含有葡萄汁、空气以及杂菌。空气会氧化某些成分、杂菌繁殖，会影响发

酵。那么我们加入具有什么样性质的物质能够延长葡萄酒的保质期？ 
【学生回答】加入既能抗氧化、又能杀菌消毒的物质。 
问题 8：加入哪种物质比较合适？ 
【多媒体展示葡萄酒的成分图片】 
【教师】SO2 有毒性，但是在化学中有句话——谈毒性不谈剂量就是耍流氓(展示不同国家对葡萄酒

SO2 添加剂量的要求) 
【讨论】分析葡萄酒的营养成分和适量饮用的健康益处，以及不同的酿制方式对葡萄酒品质的影响

(引入健康和营养学的知识) 
环节六：课后作业——设计一个葡萄酒工业发酵罐 
通过设计葡萄酒工业发酵罐，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既是对化学知识的应用，也是对学生工

程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体现了化学与工程学科的跨学科联系。 

6. 教学反思 

实施问题导向下的跨学科教学策略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也发现了一些可以改进的

地方。 
首先，通过将“化学反应速率”与“酿制葡萄酒”的实际情境相结合，成功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参与度。学生不仅学习了化学知识，还了解了葡萄酒酿制的历史和生物学原理，这种跨学科的教学方

式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问题导向的教学策略促使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究。通过提出一系列与葡

萄酒酿制相关的问题，学生需要自己去寻找答案，这培养了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

时，小组讨论和实验探究等环节也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和实验技能。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挑战。例如，跨学科教学要求教师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教

学技能，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学生也需要适应这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学会从不同学科的

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教学策略，建议教师可以加强跨学科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

同时，也可以更多地引导学生去探索和发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培养他们的综合思维能力。 

7. 总结 

实施问题导向下的跨学科教学策略，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促进他们对知识的深入理

解和应用。通过将化学知识与葡萄酒酿制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到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

应用，从而更好地理解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跨学科的教学内容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

帮助学生构建了更广泛的知识体系，提升了综合素养；打破了传统按学科划分知识的界限，强调知识的

“整合性”学习。这一教学策略有助于培养多功能型人才，满足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的需求，推动教育

的持续发展和创新。未来需要继续优化跨学科教学策略，加强学科之间的融合与渗透，提升教学质量和

效果。将这一教学策略推广到其他学科和年级，为更多学生提供优质的跨学科教育体验，推动教育事业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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