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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简易净水器 

——初中化学组项目化活动方案 

一、活动背景和意义 

自制简易净水器与化学课程内容的联系非常紧密。简易净水器能对水资源进行简单过

滤、净化处理。净水器的作用就是将过滤与其他除杂技术结合，目的是除去水中的泥沙、悬

浮物等不溶性杂质，除去重金属、有机物等有害物质，除去红虫、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杂质，

具备精度较高的过滤技术，净水器的使用可以改良水质问题。将净水器中的过滤、吸附等原

理与化学领域的相关内容进行对应，则可对应到“水的净化方法”、“物质的分离提纯方法”、

“过滤的原理及操作”、“吸附的原理及分类”等方面的主要内容，因为净水器中涉及到化学

反应的基本原理及实验操作，所以可以将其与化学课程内容相联系。 

对于初中学生而言，完成简易净水器的方案设计与制作属于一个中等水平的项目活动，

以“制作简易净水器”为主题的项目式学习活动所涉及到的化学知识主要体现在：九年级化

学上册第三单元第二节《水的净化》，将水净化的相关知识糅杂整合到“制作简易净水器”

的项目活动当中来，在此活动中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探索能力，发展学生

综合调用跨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方法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与意识。项目式学习活动要致力于现

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旨在用跨学科的知识完成项目或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活动内容要体现

跨学科思想及方法，活动的展开要以解决核心问题为基础，依照项目活动的设计思路和教学

目标进行实施，最终达到终极目标，本研究中的项目式学习以“制作简易净水器”为主题，

以感受真实净水器、科学认识净水器、学习水的净化方法，制作简易净水器等活动作为驱动

任务，按照项目学习活动的流程设计教学过程，开发设计以“制作简易净水器”为主题的项

目式学习活动，项目学习活动意在使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方法并

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提高学生的探究实践能力，以小组合作学习的方

式开展实施促进学生合作学习的意识及交流沟通能力的提高。 

二、活动目标 

1、认知目标 

知道水对动植物的生命活动、生态循环的重要作用；了解水的净化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

性及必要性；说出水的净化和除杂方法；解释净化过程中涉及的吸附、除氯、除氟、杀菌消

毒等化学反应原理。 

2、能力目标 

根据原有知识经验，对具体现象提出假设；能对具体的问题进行思考分析，提出可行的

解决方案；合作完成项目活动任务单并制作、分享海报。 

3、情意目标 

通过净水器的设计与制作，认识化学学科价值，感悟科学的力量，关注生产生活中的科

学知识，增强科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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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活动实施 

1、活动实施的基本模式 

“确定主题——问题导引（主题呈示）——活动计划（特别提醒）——活动实施（真实

呈示）——活动总结（感受收获）——活动评议（评评）——活动拓展”等环节。   

这活动的过程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灵活安排。这个模式的显著特点是，突出了项

目化学习活动是学生自主实践活动的性质，但也没有忽略教师在课程活动过程中的指导、参

与合作的作用。 

2、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 

1）研究方法指导。图片展示、播放视频、创设情境 

2）确定项目主题、呈现项目任务 

3）分组活动，分组时完全由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情况、发展方向来选择 

第二阶段： 

    1）多渠道搜集资料，实地考察。通过看广告，听解说、专题报告、讲座，查资料、典

籍、电脑网络，访问有关人员，形成初步的实践考察综合能力，学会查阅、搜集信息，整理

积累利用资料。在活动中，各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或质疑，或查询，或交流，或辩论，

把搜集到的资料随时放入预先准备好的“项目化学习活动资料袋”。 

2）组织讨论、引导拆解项目，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方案评价，合作交流、探究整合。 

3）提出探究型问题、监督指导、解答疑惑 

4）作品制作 

第三阶段： 

    1）进行交流汇报。 

    2）各组进行组织展示，提问质疑。 

    3）撰写研究、学习的心得。心得基本内容包括：⑴我们研究的对象；⑵我们研究的目

的和意义；⑶资料（文字、图片、实物、音像）来源；⑷分析研究；⑸我们观点。撰写之前，

应引导学生选择研究对象不宜过大，应从细小处着手，要把研究对象研究深，研究透，更重

要的是应重视研究过程。 

    第四阶段： 

评价任务完成情况、给予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