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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电 解

一、教学背景与定位

教学起点分析：在必修1的《离子反应》：

一节中，学生已经了解了酸、碱、盐在水溶·

液中的电离，强电解质的电离方程式的书：

写，以及离子反应发生的条件。本节继续采!

用学生熟悉的醋酸做知识载体，研究弱电：

解质的电离平衡及影响条件。 ：

教学主要方式：实验探究，信息技术与·

学科整合。

二、教学资源与设备

仪器与药品：lmol／L的HCI 1mol／L的-

CH3COOH镁条

多媒体材料：多媒体(录像、投影、动画)：

三、教学实录

(一)提出问题

1．回顾旧知(约5分钟)

老师：同学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新t

内容“弱电解质的电离”，在必修l中我们：

学习过有关电解质的知识，知道电解质在：

水溶液中因电离能力的不同有强弱之分。·

请同学们思考哪类物质是强电解质?(引导：

为主，同学们作答)
‘

强电解质：强酸、强碱、大多数盐。

老师：再请同学们回忆化学键的构成：

和分类。并以具体实例来分析，从化学键的：

角度来看强电解质是如何电离的?与其结·

构有什么关系呢?

(--)讲授新知

1．强弱电解质结构的关系(大约8分钟·

左右)

(播放课件，HCI在水中电离过程)

老师：哪位同学把自己分析的结果公：

布给大家。

(一同学回答出了成键类型和在溶液：

中的电离方式)

老师：好，这位同学分析得很正确。我：

们由此可知具有离子键的离子化合物如强·

碱、金属氧化物、大多数的盐类，以及某些：

具有极性键的共价化合物如强酸都属于强：

电解质。请同学们根据这类物质的电离情·

况，书写出下列物质的电离方程式：

(让一名学生写到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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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分析

①NaCl ②H≤n

老师t好，同学们和黑板上的答案对照：

一下，自己写得是否一样正确呢?(同学们：

异口同声地说“是”)从同学们的回答中可：

以看出这一知识点同学们都掌握了。既然!

强电解质溶于水完全电离，溶液中不存在：

电解质分子，书写电离方程式用“=”表示。：

那么弱电解质的电离过程呢?下面我们以!

醋酸为例来分析，请认真观看课件。

(播放课件，弱酸醋酸溶于水时的电离：

过程。)

老师：请同学们思考醋酸是哪类化合：

物?溶于水前的存在形式是什么?溶于水后：

发生了什么变化?同学们可相互讨论。组织·

一下语言。(讨论非常激烈，1分钟后问，谁：

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一生说：醋酸是具有极性键的共价化·

合物，溶于水前以分子的形式存在，溶于水：

后，在水分子的作用下，只有部分电离为离：

子，还有未电离的电解质分子存在。是弱电-

解质。

老师：很好，也就是说某些具有极性键：

的共价化合物如：弱酸、弱碱和水是弱电解质。·

在这种弱电解质的水溶液中，既有CH3COOH：

分子，又有电离出的H+和CH3COO-,H+和：

CH，COO一又可重新结合成CH[3COOH分子，·

因此CH3COOH分子电离成离子的趋向和：

离子重新碰撞结合成CH3COOH分子的趋：

向并存，电离过程是可逆的，同可逆反应一：

样，最终也能达到平衡。

这一点同我们前面所学的“化学平衡”：

相似，那请同学们借助化学平衡建立的过：

程，来类推一下电离平衡建立的过程，最好：

用口q图像来表示，请先不要看课本。

2．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大约20分钟)：

(请一位同学到前面板演，并试着分析：

讲解。再给予这位同学鼓励和评价。)

(1)弱电饵质电离平衡的建立 ：

(a叫图像见课本P．1，同学们注意自我：

更正)

老师：通过分析我们知道：当弱电解质：

分子的电离速率=离子重新结合成分子的：

速率时，即达到电离平衡状态，此时溶液中

各微粒浓度保持不变。请同学们根据化学

平衡状态的概念，总结出电离平衡的概念

并用电离方程式表示醋酸的电离。

(借助刚才的描述，同学们不由得大声

说起来)

(2)电离平衡的定义

老师：很好，同学们的知识迁移能力都

很好，我们就应该将所需知识多联系，已达

到活学活用的目的，下面请认真看P．。概念

和电离方程式。

请依照这种写法，写出下列化合物的

电离方程式，并体会强、弱电解质的电离方

程式书写不同之处。

(一生到前面去写，对答案进行订正)

老师：由刚才的分析我们可感觉到，电

离平衡同化学平衡一样，与化学平衡具备

同样的特征。

(3)电离平衡状态的特征

(全体学生共同回答5个特征：“逆”

“等”定”‘动“变”)

老师：请一位同学来描述这5个字所

代表的意思。

(投影校对答案，指出与化学平衡状态

概念的差别——只对弱电解质的可逆电离

过程而言)

由这里面的“动”和“变”，可知电离平

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当影响电离平衡的外

界条件发生改变时，旧的电离平衡会被破

坏进而趋向于新的平衡，这一点同样遵循

“勒夏特列原理”。

四、巩固练习(约5分钟)

1．写出下列化合物的电离方程式：

0)NaCl ②H2S1)4‘

2．写出下列化合物的电离方程式：

(1)@NH3"H20 ②ncl0

(2)①NaHS03 ②Ba(0H)2

③Hr④m

⑤H20

五、板书(约2分钟)

1．强弱电解质结构的关系

2．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1)电离平衡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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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离平衡定义

(3)电离平衡状态的特征

六、教学效果与课后反思评价

本节内容是建立在化学平衡的基础之

上的，较为简单和基础，所以应以学生的自

己学习、从旧知推理获得新知识为主，老师

主要起一个引导的作用。我本着把握教材、

教会学生学习、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的原则，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造

性，引导学生对知识活学活用，学会联系，

学会迁移。并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创建完整

的知识结构，系统学习知识的能力。本节课

充分落实了“三个转变，五个要让”，使学生

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学的主体。旧知识

与新知识的衔接和迁移设计的好。

不足：老师应该讲得再少点，可再让学

生多练点，老师多检查自学的情况即可。前

半节课气氛不太好，后面才开始活跃，新异

刺激应贯穿一节课始终，可进行思维形式

的转换。

作者单位：河北衡水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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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堂学生主体价值观的培养

小学语文教学是培养学生价值观、人

生观的重要阵地。通过语言和文字可以充

分地激发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也可

以使他们充满想象，引发思考。让语文课堂

教学有血有肉，丰富多彩，教师就要把握

语文特点，实施情感教育，培养学生主体价

值观。

一、利用教材本身来调动学生的情感

语文教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宽阔

的知识背景，这一独特的优势，是其他学科

所无法比拟的。如《再见了，亲人)一课，这

篇课文感情真挚强烈，要让学生反复朗读，

通过有感情地朗读不但能加深课文内容的

理解，还能是学生从中受到感染和教育。在

理解第二段课文时学生在理解小金花失去

妈妈的心情过程中，总倾向于小金花对敌

人的恨，而忽略了她失去妈妈的悲痛。因此

朗读这段课文时，要先让学生通过自由找

出最能表现刚强的词语“脚一跺～抽动两

下”，而又引导理解这些词语中流露出的情

感。通过分析，学生体会到小金花是把失去

妈妈的悲痛深埋在心底，更把满腔的仇恨

对准了敌人，化悲痛为力量，发誓要为妈妈

报仇。学生理解了课文。也就把握了朗读的

情感基调，进一步体会情感。

二、利用教师的情感来调动学生的情感

以情动情是教育的共同规律，教师的

情感对学生来说是导体，是火种。教师要善

于将自己对教材的感受及情感体验传导给

学生。如我在教《长城》一课时，先让学生说

出祖国大地上的名胜古迹，学生们兴致很

高。随即我热情洋溢地告诉他们，我亲眼看

到许许多多的外国朋友。成群结队不远万

◆焦振华

里来到我们的长城上。站在长城上，会想起

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丰富的美感

和民族自豪感充溢着我的心头，连我自己

也感觉到语调是那样激动，学生一下子被

吸引住了，带着对长城的向往进入课文情

境，积极主动地学习课文。

三、通过阅读提升人文素养

读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我们做

教师的要力求成为亲切而睿智的点化者、

组织者，让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读，起体

味，去感悟，在充足的时间里，以读激趣，以

读显形，以读启智，以读育人。如《再见了。

亲人>一课，我采用了“以读激情、语音传

情、以情悟文”的“知情合一”的教学方法。

并配合采用“导语拨动情思”范读诱发情

思”‘多读激发情思”等方法，激发学生强烈

的阅读兴趣和情感，使他们带着这份情感

进行品词品句，理解课文内容，收到良好的

学习效果。

学贵有疑，读而能问，这既是学生认识

的突进，也是学生思维的聚焦，进而推动阅

读不断向纵深发展。在自读的基础上，给学

生提供质疑的时间与空间，让他们充分思

考，这样，学生的小脑袋里就会产生诸多千

奇百怪的想法。也许他的想法是非常荒谬

可笑的，也许他的想法是肤浅幼稚的，但

是，提出来就是学会了思考，敢于提出来。

勇气可嘉。我班学生就特爱提问题，学《威

尼斯的小艇》时问“轻快～灵活”之间为什

么不用顿号而用逗号，学《燕子》时问写燕

子的外形为什么用“凑”字等等。问题提出

后，教师不要急于代答，应让学生去作答。

遇到有价值的问题还应组织学生讨论。

四、训练思维。拓展想象的空间

爱因斯坦说：“没有想象力的灵魂，就

像没有望远镜的天文台。”语文教师应当充

分挖掘语文教材蕴涵的创新教育因素，积

极引导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培养学生的创

造想象能力。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以抓住课文中的语言凝练处、空白处、省略

处，让学生对人物的言、行、心理、外貌或故

事的结局等展开想象。如《小珊迪》一文，小

珊迪为诚实与守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

死了，小利比的命运又如何呢?课文没有交

代，也无需交代。学生对此却十分关心。我

想作者留下空白也许就希望读者去大胆畅

想。还有如《小摄影师》一文，高尔基第二次

接待小男孩，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在教学

中，对于这样的空白处，教师应根据学生

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组织学生继续续写

故事。

总之，语文教师只要大胆实践、不断总

结、大胆创新，就可以让语文课充满活力。

把它变成学生乐学、好学的场所，让学生真

正在课堂上成为学习的主人，让语文课永

远充满生命的涌动!

作者单位：河北省永清县刘其营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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