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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图"在一元强弱酸碱比较中的应用

来江生

(四川省泸州高中，四川泸州 646000)

摘要：在《电离平衡》的教学过程中，一元强弱酸(碱)
的比较是一个难点．本文作者在教学中引入“冰山图”，不仅

表达了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状态及移动特点，而且通过学生

的内化．借图示的启发。这样既减轻了学生学习的负担，又加

深了其对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的理解，进而提高了教学效率。
关键词：冰山图 一元强弱酸碱比较 电离平衡 弱电

解质 应用

一、物质的量浓度相同。体积相同的情况

醋酸溶液

“，K面”

图示1

图示l的三点说明：

1．“水面”上的部分表示HCl或者CH，COOH在溶液中已电

离的部分，可表示c(H’)的大小。盐酸中HCl完全电离。因此，

“水面”下不存在HCl分子。醋酸溶液rPCH，C00H不完全电离，

“水面”下表示CH，COOH分子。

2．“冰山理论”认为．冰山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

“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而水下却有“八分之七”。在冰山运动

时，这水下的“八分之七”是冰山的基础。由此，结合298K，0．1

mol／LCH，COOH溶液的解离度(义称电离度，指平衡时已经电

离的醋酸的浓度与醋酸起始浓度之比)为1．34％知。在醋酸溶

液中，“水面”上的部分是微量的。此时，冰山漂浮在“水面”上，

达到平衡状态。

3．当外界条件改变(譬如用胶头滴管向盐酸和醋酸溶液

中分别逐滴加入一定量一定浓度的NaOH溶液时)．使冰山“水

面”上的部分(即c(H’)的大小)减少时，盐酸中的“冰山”持续

减少至消失。醋酸溶液中“冰山”下的部分会向上“移动”，即原

来未电离的CH，COOH分子会继续电离出H’，减弱这种改变，

达到新的平衡。

由此图，容易得到：。＼ 膨 一元强酸溶液 一元弱酸比较项目、、—＼ (如盐酸) (如醋酸溶液)

c(H+) 大 小

ptf 小 大

中和碱的能力 相同

与足量活泼金属反应时产牛H：的萤 相问

开始时与金属反应的速率 人 小

注：其中“中和碱的能力”和“与足量活泼金属反应时产生

H：的量”与“冰⋯”的“面积”有关。无论是一元强酸还是弱酸，

“冰山”的面穆{大小均表示该酸在溶液中反应完全是提供的H+

的物质的量。

二、pl-I桂l同，体积相同的情况

由此图2．容易得到：

醋酸溶液

图示2

＼＼ 酸 一元强酸溶液 一元弱酸

比较项Ej ～～——～ (如盐酸) (如醋酸溶液)

c(H+) 相同

c(酸) 小 大

中矛¨碱的能力 ／J, 人

与足量活泼金属反应时产牛H：的蟥 小 大

开始时‘j金属反应的速率 开始相同，后来弱酸大

注：一元强碱(女11NaOH溶液)与一元弱碱(如NH，·H，0)的

比较规律类似。

例1：用pH均为2的盐酸和醋酸溶液，分别中和等体积、等

物质的量浓度的氖氧化钠溶液，当氢氧化钠恰好被完全中和

时，消耗盐酸和醋酸溶液的体积分别为V。和V：，则V．和V：的关

系正确的是( )。

A．V．>V， B．V．<V， C．V．=V，D．V，≤V，

解析：此题用等DH的盐酸和醋酸溶液中和等物质的量的

OH一，实际上是在讨论等pH的盐酸和醋酸溶液中和碱的能力

大小。由图2Z'／I，此时醋酸溶液中和碱的能力强，因此所需体积

小．答案是A。

例2：室温下，下列溶液等体积混合后，所得溶液的pH一定
大于7的是( )。

A．0．1tool／1肭盐酸和0．1m01]L的氢氧化钠溶液
B．0．1mol／!．的盐酸和0．ImoVE的氢氧化钡溶液

C．pH=4的醋酸溶液和pH=10的氢氧化钠溶液

D．pH------=4的盐酸和pH=10的氨水

解析：A项情况町作图为：

盐酸 NaOH溶液

相互反应后恰好反应完生成NaCl，／f：水解呈中性，室温

下．pH等于7。
B项情况可作图为：

盐酸 Ba(OH)：溶液

相互反应后，OH一有剩余，室温下，pH一定大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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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演示实验应注意的问题

张双会

(无极县七汲镇中，河北无极052460)

摘要：化学课堂演示实验，具有较强的直观性与示范

性。能使学生了解正确使用仪器及试剂的方法和操作过程。因
此我们要加以重视，不同的演示实验注意的问题各有侧重。

关键词：化学演示实验注意 问题

演示实验，是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操作的演示实

验。演示实验能使学生具体地认识到物质的外表特征，物质在

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条件、现象和规律。它对学生形成化学

概念。推导原理的真实性，起到绝对的作用。教师通过演示实
验。还可以使学生模仿教师的规范操作方法，学习教师严肃

认真的工作态度，养成严谨良好的实验习惯。因此，无论如何

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做好演示实验，必须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一、课前要充分准备

演示实验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是教师备课的重要内容，需

要教师认真研究和准备。如果不重视课前演示实验的准备工

作，就会造成演示失败或实验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导致教师在

课堂上手忙脚乱“强行”让学生接受结论，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思想认识存在问题，
对实验教学不重视或持怀疑态度；有的是疏忽大意，以为实验

内容简单，以前做过或曾看见别人做过；还有的是怕麻烦。这

些都是演示实验教学的大忌。教师的演示实验，必须做到效果

可靠，万无一失，保证成功。

1．课前要预试。教师在备课时必须认真、细致，对每个演
示实验的目的、意义、操作关键、注意事项等，必须掌握。就是

比较简单或很熟悉的演示实验，也必须认真预试．以免由于条

件的改变或其它因素的变化而使演示实验失败。经过预试后
的专用仪器、试剂在准备时要按演示实验的顺序摆放。便于演

示时随时方便地取用。

2．要考虑备用品和重视引导观察的方法。，演示实验的用

品，特别是那些容易损坏的仪器和容易发生意外的实验装置，
教师在上课前必须准备双份，以便演示失败之后，即时进行更

换。教师在准备实验时，要考虑在演示过程中如何引导学生观

察．启发学生思维，最大限度地发挥演示实验的作用。

二、不同的演示实验注意的问题各有侧重
从演示实验的目的看，可以把演示实验分成传授新知识

的演示实验、验证或巩固所学知识的演示实验及指导性演示

实验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演示实验注意的问题各有侧重。
1．传授新知识的演示实验

这是以让学生获取新知识为目的而进行的演示实验，通

常是边讲边演示。从逻辑上看，这往往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的

学习过程。教师在演示时，可先讲述实验原理、条件，以及注意

事项；当学生观察到实验现象后，再通过谈话启发学生对所观

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引导其得出正确的结论。教师应注意以
下几点。

①在演示实验时，学生并未掌握有关实验的理论知识。在

没有理论的指导下．学生观察实验时往往会忽略掉最关键的

内容。因此。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注意实验的条件、环节

和实验的主要结果(亦即告诉学生观察什么、如何去观察)，使
学生能看懂实验．准确地观察到实验的现象和结果。这是这种

演示实验的感性阶段。

②在演示实验结束后，教师不要急于做出结论，应通过谈

话肩发学生自己去做结论，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其对
知识的消化理解，并加强对所学知识的巩固。例如。在前述有

关铵盐检验的实验中，当学生观察到“试纸变蓝，有刺激性氨

味”时，应启发学生思考产生此现象的原因。这是这种演示实
验的理性阶段。

③要注意把实验巾所得出的特殊(或个别)的结论推广到
一般(或同类的其它对象)中去，使学生类推地掌握带有规律

性的知识。例如。应把从演示“氯化铵和硫酸铵中铵离子的鉴

定”实验所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其它铵盐的鉴定中去．总结得出

“化学上检验铵盐的一般方法”，这是对这种实验的归纳。
④应要求学生用文字或图表把实验的结论记录下来．或

结合指导学生读书把教材中的有关内容做上记号或摘录下来

以巩固知识。
2．验证巩固所学知识的演示实验

这是以验证或巩固已学过的知识为目的而进行的演示实

验，通常是在讲授完新知识以后进行的实验。从逻辑上看。这

往往是一个由一般到特殊的学习过程。教师讲课时。应先通过

新旧知识的联系与对比，结合使用各种直观教具讲授新知识。
待学生初步掌握了这些知识后，再进行有关的演示实验以验

证和巩固所学过的知识。教师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在演示实验前，因学生对有关内容已有初步的印象。所

以教师在演示时。要引导学生运用已初步掌握的知识来观察
实验的过程及现象．同时应该强调操作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即

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观察。

②在演示实验过程中，要启发学生积极思考。例如在演示

实验室制取氧气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用排水法收集

氧气外，能否用排空气法收集?怎样用简单的方法证明收集到
的是氧气?

③演示实验结束后，教师要督促学生用学过的知识来解

释实验现象和结果。如在演示氢氧化钙溶液与指示剂作用时．

当学生观察到“滴有紫色石蕊试液的氢氧化钙溶液变成蓝色．
而滴有无色酚酞试液的氢氧化钙溶液变成红色”后，让其解释

该现象，指出该现象所证实的问题。这是一个由一般到特殊的

认识过程。

C项情况可作图为：

pH=4的醋酸溶液

相互反应后，CH，COOI-I过量，室温下，所得溶液雕JpHdx

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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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项的情况可作图为

pH=lO的氨水

相互反应后，氨水过量，窒温下，所得溶液的pH一定大于7。
因此．例2iE确答案是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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