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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设计思想与理论依据 

本教学设计首先依据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实验)》对弱电解质电离的学习要求：了解强、弱电 
解质在水溶液中电离程度的差异 ，能判断常见的强 
电解质和弱电解质，会书写常见弱电解质的电离方 
程式。 

二 、教材分 析 

本节教学是以人教版选修4《化学反应原理》为 
授课用教材，本节内容包括两大教学重心：一是强弱 
电解质；二是弱电解质的电离。 

三 、学生情 况分析 

学生对强、弱酸的方法 比较上以及电解质和非 
电解质概念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 ，所以本节课在学 
生已有基础之上要求学生设计判断强弱酸的实验方 
法，简单复习电解质和非电解质的概念，引出强、弱 
电解质的概念。 

四 教学策略 

实验、讨论、讲解等相结合，支持学生参与学习 
策略。 

五 、教学 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掌握强、弱电解质的概念。 
2．学会简单实验方案的设计与评价。 
过程与方法： 
1．从结构和组成上理解强 、弱电解质的概念和 

判断。 
2．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情感与价值： 
1．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科学探究的愿望。 
2．培养学生相互交流、彼此合作的意识。 
六、教学重点 

强 、弱电解质的概念和电离方程式的书写。 
七、教学难点 

强 、弱电解质的概念。 
八、教学过程 

【课堂引入】图片：生活中我们常用的洁厕灵的 
成分是盐酸。 

厨房中，我们食用的白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 
【问】两者一样吗?可以用醋酸将盐酸代替吗? 
【学生答】不可以。 
【问】为什么? 
【学生】同浓度的盐酸的酸性比醋酸强。 
【小组活动】有哪些方法可以证明同浓度的盐酸 

的酸性比醋酸强? 
【学生讨论，总结】1．与镁带反应，看剧烈程度。 
要求：相同质量，表面积相同，同时放入。 
2．与同浓度的碳酸钠溶液反应 ，看产生气泡的 

快慢。 
3用pH试纸测定pH的大小。 
4．根据强酸制弱酸的理论设计实验验证。 
5．看溶液的导电性。 
【教师】针对以上方法，请同学们利用老师已准 

备好的实验用品超市 ，检验这些方法的可行性。没有 
相应药品的，讨论其可行性。 

【学生实验】 
【学生小结】1．实验可行，盐酸与镁带的现象更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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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剧烈。 
2．与碳酸钠溶液的实验可以看到盐酸中产生气 

泡更快一些。 
3．同为0．1mol／L的溶液，盐酸的pH为1，而醋酸的 

DH为2～3。可以看出同浓度的盐酸酸性更强。 
4．(教师引导 )强酸制弱酸没有明显现象，但是 

pH在发生变化，可以通过测定pH的变化来判断。 
5．溶液的导电性可以根据小灯泡的通电实验观 

察。 
【教师演示实验】1．强酸制弱酸的pH的变化。 
2．／J、灯泡的导电性实验。 
【结论】同浓度的盐酸比醋酸的酸性强，即氢离 

子浓度不同。 
【教师】高一我们讲过，盐酸和醋酸同属于电解 

质。请大家回忆电解质的概念。 
【学生】电解质：在水溶液中或熔融状态下能够 

导电的化合物。 
非电解质：在水溶液中和熔融状态下都不能够 

导电的化合物。 
【教师】注意：电解质和非电解质首先都是针对 

化合物。其次，电解质必须是本身电离而导电。 
【问】同样是电解质，浓度也相同，为什么氢离子 

浓度不同? 
【答】电离程度不同。 
【引导】我们将电解质根据电离的强弱分为强电 

解质和弱电解质。 

【学生总结定义】1．强电解质：在水溶液里完全 
电离的电解质。 

在水溶液里全部以离子状态存在，不存在该电 
解质的分子。 

2．弱电解质：在水溶液里只有部分电离的电解质。 
水溶液里电解质分子和它电离生成的离子共存。 
九 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的学习中，采用了实验、讲述和演示等 

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在对电解质感性认识的基础 
上，进行了理性思考、实验探究、逻辑推理、科学抽 
象，形成了“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的概念 ；并通过对 
强 、弱电解质概念的分析和运用，练习电离方程式的 
书写。 

1．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主要以科学探究为主线贯 
穿于整个过程，充分体现化学学科的特点，让学生成 
为课堂的主体，以实验 、思考题 、生活情境等驱动学 
生的学习活动，使学生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主动积 
极地建立知识，体会知识形成的整个过程，体会化学 
的学科视角 、观念和方法。 
2．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体现了新课程 

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主的教学理念。 
纵观整个课堂，从教师的提问，师生的讨论分析 ，学 
生一直处于积极思考，动手操作探究的学习过程。学 
习兴趣浓厚，知识理解透彻 ，形成了积极和谐的课堂 
教学氛围。尤其是分组实验的设计 ，培养了学生的动 
手能力、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 、与人合作 

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使教学效率得以明显提 
高。改变以往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帮助学生形 
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 ，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整个 
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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