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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电解质的电离"创新教学设计与反思

张培成诸全头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211300)

摘要 “弱电解质的电离”教学设计主要由5个环节组成，重点是教学流程的创新设计，由

5个师生课堂活动构成，这样创新教学设计对实施课堂有效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弱电解质的电离教学设计实验探究 电离平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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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电离平衡概念，能描述

弱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电离平衡，会书写常见弱电

解质的电离方程式。依据“化学反应原理”模块的

功能定位，发展学生的“定量观”“微粒观”“动态

观”。教学设计的核心目标是：从定性的角度建立

学生对强电解质、弱电解质的概念和弱电解质的电

离平衡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本设计又对弱电解

质的电离的功能与价值，以及学生认识发展的障碍

点进行了分析，从而确定了教学设计的思路。

2教材分析及学习者分析

2．1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包括2大教学重心：一是强弱电解

质；二是弱电解质的电离。从教材的编写体系来

看，起到了很好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指它既

是对初中所学酸、碱、盐及化学l中电解质、非电

解质、电离等知识的深化，又是对前一章化学平衡

理论的延伸和扩展。启下是指为学生后续学习水的

电离、盐类水解、溶解平衡打下良好的基础。

2．2学生的认识发展分析

学生已经初步建立了化学平衡的观点，并已能

初步应用平衡移动原理来说明浓度、温度等外界条

件对化学平衡移动的影响，在方法上学生已初步掌

握了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思路，这无疑为本节的学习

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2．3学生认识障碍点分析

学生认识障碍点主要在于对“强电解质和弱电

解质”及“电离平衡”3个核心概念的理解上。由

于电离平衡本身较抽象，所讨论的都是学生看不

见、摸不着的微观分子、离子，这对学生学习造成

了一定的困难。

3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知道强电解质、弱电解质的概

念；能描述弱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电离平衡，能正

确书写电离方程式；能理解一定条件下弱电解质的

电离平衡移动。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强弱电解质相关实验的

探究和相关问题的解决，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的一般

方法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抽象思维等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活动2的实验探究，

使学生体验到科学探究的艰辛和喜悦，感受化学世

界的奇妙与和谐，使学生认识到化学是真实的、是

有用的、是美的。

4教学流程
4．1教学流程图

圈1教学流程圈

4．2教学过程

活动1回忆温故练习激疑

学生回忆：请运用树状分类法对物质进行分类。

学生练习：①NaCI溶液 ②Na0H

③H2 S04 ④Cu ⑤CH3 C00H ⑥NH3

⑦MgClz ⑧乙醇 ⑨CaO 是电解质

——是非电解质——两者都不是。
设计意图：①让学生懂得分类思想是学好化

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②使学生明白电解质和非电解质是将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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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在水溶液或在熔融状态下能否发生电离而分类

得到的结果。

③引导学生产生新的疑问：那么电解质还能

不能根据什么标准再分呢?

带着这样的困惑我们共同进入活动2。

活动2创设情景实验探究

创设情景：多媒体投影展示生活情景图片

●-，

学生思考：清洁厕所常用盐酸，为什么不用较

安全的醋酸々你知道吗?

学生回答：因为盐酸的去污能力比醋酸强。

设计意图：创设情景、激发兴趣、发现问题。

设问：根据你的经验．你认为醋酸和盐酸的电

离程度有无差异'请你设计实验验证你的猜想，请

你写出实验方案并与同学交流。

学生l：用pH试纸分别测量0．1 mol／L的盐

酸、醋酸的pH。(方案1)

学生2：分别试验等体积、等浓度的盐酸、醋

酸与等量镁条的反应。(方案2)

学生3：分别试验等体积、等浓度的盐酸、醋

酸与等量碳酸钠固体的反应。(方案3)

学生4：⋯⋯

设计意图：让学生学会猜想假设、设计方案。

分组实验：学生4人1组进行如图2所示的微

型实验。

Ⅲ2分组安瞻

友情提醒：l’每个穴中各加6滴溶液；2最

好使镁条浮在液面上反应。

设计意图：分组合作、微型实验。

实验结果：观察实验现象，并记录在表1。

设计意图：观察现象、收集证据。

寝1分组宴验记§—————-r—再=而1百]i齐面五i丽
涪般的pH 红颤色探pH约为1红颜色拽PH约为3

1堡墨垦堡塑璺墨垫竺皇壁墨墨堕旦塑l

数据处理：0．1 mol／I．HCI

c(H’)一0．1 mol／I。

0．1 mol／I。CH3COOH

f(H+)=O 001mol／L

现象分析：同浓度的盐酸和醋酸与镁条反应，

盐酸反应速率较快。

得出结论：等浓度的盐酸中c(}r)比醋酸中

c(H+)大．盐酸的电离程度大于醋酸的电离程度

总结交流：学生评价反思、总结归纳填写表2。

囊2

强自解质 弱电解质

电离程度

格椎中擞耙类女

常E物质

电离方程式I

设计意图：活动2设计主要让学生学会科学探

究的的8个过程即：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

计划、进行实验、收集证据、解释与结论、反思与

评价、表达与交流。

活动3问题探究迁移应用

分组实验：取2支试管，分别加人0 1 mol／1。

的盐酸(pH约为1)和0 1 moL／L的醋酸(pH约

为3)各3 ml。，再向盛有盐酸的试管内加入0．5 g

NaCI晶体，盛有醋酸的试管内加人0．5 g

CH3COONH晶体，充分振荡后，再测溶液的pH。

问题1：对比盐酸和醋酸前后2次pH测量的

大小．它能说明什么?

学生5：在醋酸溶液中一方面CH，COOH分

子会电离成CHsCOO一和H+，同时电离的

CHaC00一和H7也会结合为CH3C00H分子．即

CH3COOH；一CH3C()()一+H+。
学生6：醋酸的电离是可逆的，所以弱电解质

的电离是可逆的。

问题2：将100 mL蒸馏水和1 ml。冰醋酸混

合，请思考(1)开始时，v(电离)和”(结合)

怎样变化?(2)当w(电离)一F(结合)时，可

逆过程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3)请根据化学平

衡知识，用你自己的语言描述电离平衡及电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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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哪些特征?请画出口～￡图。

学生7：学生上黑板画可～￡关系图。

I

＼ {
、＼封电膏=秽结合

／
／t魄台

一．

学生8：(回答)电离平衡的含义和特征。

问题3：请用平衡移动原理分析：25"C时，

50 mL 0．10 mol／I。醋酸溶液中，若分别作如下改

变，对原电离平衡有何影响?请填写下表：

改变条件 平衡移动方向 ”(H) f(H+) f(CH3COO一)

加入少量的

醋酸钠固体

加入镁条

微热(设溶

质和溶剂不

挥发)

加入一定量

的水稀释

学生9：归纳总结影响电离平衡的因素：①加

入试剂：加入增大弱电解质电离出离子浓度的物

质，使电离平衡向逆方向移动；加入减小弱电解质

电离出离子浓度的物质，使电离平衡向电离方向移

动。②温度：电离过程是吸热过程，温度升高，平

衡向电离方向移动。③浓度：溶液稀释平衡向电离

方向移动。

设计意图：活动3主要围绕弱电解质的电离这

一学习中心，设计以上3个问题，通过运用对比

法、图像法等让学生来分析、解决问题，从而领会

弱电解质的电离是可逆的、电离平衡的概念、影响

电离平衡的因素3个核心知识。

活动4巩固深化迁移提升

问题设计：健康人的血液的pH范围为7．35

"--7．45，若在外界因素下，血液的pH突然低于7

或高于7．8，即只要改变0．35，就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血液中存在如下平衡：HzO+C02芦酷

H2C03 F±HCOf+H+，健康人的血液的pH保

持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医学上称之为血液酸碱平

衡。生物体内有许多类似于血液的酸碱平衡，如鸡

蛋清、牛奶等。

家庭实验

≯蟹食用r{醋I l少埘食J{{碱刺I少量食片{一醋I l少量食

鸡蛋清和紫笆菜水l l『1来水和紫苞橥水

请思考：

(1)蚊虫、蚂蚁等叮咬人时，常向人体血液中

注入一种含有蚁酸(甲酸)的液体。

①写出甲酸在溶液中的电离方程式。

②当人受到蚂蚁叮咬时，皮肤上经常起小疱，

这是因为人体血液中的酸碱平衡被破坏所致。若不

看医生治疗，过一段时间小疱也会自行痊愈——这

是由于血液中又恢复了原先的酸碱平衡。试用平衡

移动的原理解释上述事实。

(2)如果婴儿长时间啼哭不停，则会使婴儿体

内损失大量COz，血液的pH升高，导致碱中毒，

手足抽搐，试用平衡移动的原理解释上述事实。

学生：思考交流⋯⋯

设计意图：设计生活中2种常遇到的现象，让

学生用电离平衡的观点去分析解决真实的生活化学

问题，从而达到巩固应用、迁移提升的效果。

活动5总结升华课后实践

学生总结：学生归纳总结本课所学，谈自己的

心得体会。

学生10：①我学会强电解质、弱电解质的概

念和判断，弱电解质的电离方程式书写。

②我感悟了电离平衡的含义及影响电离平衡的

因素。

③我学会了通过实验进行的科学探究。

课后实践：布置2道课后学生研究性学习课题

(试剂和仪器任选)

①请设计实验证明升高温度，醋酸的电离平衡

向正向移动。

②设计实验证明醋酸溶液浓度越稀，电离程度

越大。

5教学反思

(1)本节澡没计主要以科学探究为主线贯穿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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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生活情景等驱动学生的学习活

动，例如：温故激疑、实验探究、迁移应用、课后实

践等多种学生活动，使学生在基于已有经验的基础上

积极主动地构建知识，体会知识的形成过程，体会化

学的学科视角、观念和方法。 f下转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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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能会把在化学课上学习的一切化学现象都

忘记，但是，无论如何，请你们不要忘记勒夏特

列原理。

“我非常崇拜法国科学家H．Le Chatelier，你

最崇拜哪位化学家?你了解他(她)吗?”学生L：

“我最崇拜门捷列夫，是他编制了历史上第一张元

素周期表。”学生M： “居里夫人是我的心中偶

像!”⋯⋯如果说科学家的发现和发明带来了瞬间

的美，外在的美，那么化学家的人生之美却是永恒

的：人生之美，源于不息的奋斗拼搏。

4化学。我们究竟应该真正教给学生什么

说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又说青海玉树大地

震，再说举国上下抗震救灾，最后又不得不说起

“三聚氰胺”、“山西疫苗事件”、“南京7．28大爆

炸”⋯⋯学生时而高谈阔论，时而神情凝重，时而

陷入沉思。“一个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液。”

温家宝总理一言振聋发聩。

爱因斯坦在谈到学校教育时曾转述别人的论

述：“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所学习的每一样

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化学，这样一

门极富美感、独具魅力的科学，我们究竟应该真正

教给学生什么?⋯⋯化学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致力于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化学教育是

科学教育，更是“真、善、美”的教育；化学教育

不仅要关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更要注重培

养学生美好的情感、求是的科学态度、明确的是非

观、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审美观、平衡的自然观

与和谐的世界观。

20世纪原子能的利用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为善可以济世，为恶可以

毁灭整个地球。据法新社2001年10月20日巴黎

电：“美国9·11事件后，一些生物学家开始担心

人类快速增长的基因知识也许不是福祉而是灾难之

源。”恐怖分子改变基因就可以造出比炭疽病更致

命的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为善为恶

关键在于人如何利用。如何实现人类与自然、科

学、技术、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们呼唤“基于全局长远观点的社会责任感”，

岂止是面对政治家、科学家?全人类——聪明如万

物之灵者，让我们共负其任!悠悠万事，惟此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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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节课在内容选择上体现了从生活走进化

学，又从化学走进生活的新课程理念。有意识地将

日常生活中的实例运用到教学中，充分体现生活处

处皆化学。从而较好地达成了三维目标。

(3)本课的设计另一独到之处是：放手让学生

发挥其创造性，一切靠学生自我判断或用实验验

证，让学生在真实中“跌跌撞撞”后获得成功。体

验“失败乃成功之母”，这正是科学探究的本质所

在。以实际行为落实了新课程的目标和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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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成为学

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加强学习内容与

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为学生终身学习所必备的基

础知识和技能打下良好的基础。

(4)本课设计在参考3套教材的基础上还进行

了一些创新。①实验探究改成学生分组微型实验，

利于节约实验成本、有利于环保等。②将实验中

1 mol／L的盐酸和醋酸分别改用0．1 mol／L的盐酸

和醋酸，主要考虑到大多数学校测pH还只能用广

泛pH试纸，它的测量范围只能是1～14的正整

数。③增加了使学生体验弱电解质的电离是可逆的

相关实验。

(5)困难与不足：本设计可能会出现一些动态

的、不确定的要素。如①预设与生成：在活动2中

学生的猜想、假设和设计方案，不一定会按照设计

中的预设而生成。②归纳与总结：学生在总结表达

电离平衡的含义、特征、影响电离平衡的因素时，

能否达到想要的答案。以上问题的动态出现，还需

要教师智慧地、准确地和到位地引导和点评。因此

需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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