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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电解质的电离》导学案 
——水溶液中的离子反应 

 

马俊瑞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兰州市第五十九中学兰炼二中   甘肃 兰州   730060） 

 

摘  要：本节课主要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学生活动为主，体现新课改中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课堂以

演示实验为基础，对实验现象采取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体会化学知识的建构过程，认识

知识的本质。整个教学设计力求既要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又要符合新课改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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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通过“小灯泡实验”和同浓度下盐酸、醋酸 pH 值的

测定，理解强、弱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电离程度的差异及原因。 

（2）在化学平衡概念的基础上理解电离平衡概念，自我

总结电离平衡的特征，画出电离平衡的 v-t 图像。 

（3）以 CH3COONa 对 CH3COOH 电离平衡影响的实验为

基础，学会运用电离平衡原理解释弱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电离

情况。 

（4）通过对强、弱电解质的认识，分析同浓度、同体积

的盐酸、醋酸分别与过量的 Mg 反应；同 pH 值、同体积的盐

酸、醋酸分别与过量的 Mg 反应的差异与原因。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强、弱电解质概念的学习，掌握学习概念性知

识的常用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 

（2）通过合作学习、活动与探究，学习科学探究的一般

方法，培养提出问题、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认识电离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二、重、难点 

【重点】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难点】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的影响因素 

物质    混合物 

        纯净物    单质 

                  化合物    电解质 

                            非电解质 

三、教学活动 

活动一：回忆温故 

请运用树状分类法对下列物质进行分类 

①NaCl 溶液 ②NaOH ③HCl ④Cu ⑤CH3COOH ⑥NH3 

⑦MgCl2 ⑧ 乙醇 ⑨CaO 

电解质为                        ，非电解质

为                   ， 两 者 都 不 是 的

为                        。 

活动二：实验探究 

实验一：分别取 0.1mol/L 的①HCl ②NaOH ③NaCl ④

CH3COOH ⑤NH3·H2O 各 30ml 于小烧杯中，用导电仪器测量

各溶液的导电性强弱。 

现象：                             

结论：                             

溶液导电能力强弱的影响因素：（1）       （2）         

实验二：取实验一中 HCl、CH3COOH 测其 pH 值，进而计

算其 CH+（已知：CH+ = 10-pH） 

结论：pH（HCl）=           CH+ =                 

pH（CH3COOH）=             CH+ =                 

在 水 溶 液 中 能          电 离 的 电 解 质

为               。 

在 水 溶 液 中 只 能          电 离 的 电 解 质

为               。 

 

 强电解质 弱电解质 

电离程度   

溶液中微粒类型   

常见物质   

电离方程式   

活动三：迁移应用 

实验三：取实验一中 HCl 、CH3COOH 溶液，向 HCl 中加

入 0.5gNaCl 固体，向 CH3COOH 中加入 0.5gCH3COONa 固体，

充分搅拌，溶解后，再测其 pH 值，观察数值的变化。 

现象：                                         

【问题 1】两次测量 pH 值，说明什么问题？ 

                                                   

【问题 2】将 100ml 蒸馏水与 1ml 冰醋酸混合，配成溶液，

请思考： 

（1）开始时分子电离成离子的速率（V 电离）、离子结合成

分子的速率（V 结合）如何变化？ 

（2）当 V 电离=V 结合时，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该状态

属于化学平衡状态的一种 

（3）请根据化学平衡的知识，用自己的语言描述电离平

衡的定义、特征，并画出 v-t 图像。 

【问题 3】25 0C 时，10ml、0.1mol/LCH3COOH 溶液中，加

入下列物质后，对 CH3COOH 的电离平衡有何影响？[弱电解质

的电离过程为吸热反应] 

改变条件 
平衡移

动方向
n（H+） C（H+） C（CH3COO-）

加少量

CH3COONa 固体

    

加少量冰醋酸     

加入 Mg 条     

微  热     

加一定量水稀释     

知识拓展： 

【思考 1】同浓度、同体积的盐酸、醋酸分别与过量的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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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起始时

C(H+) 
V(起始) V 产生氢气的体积 

盐酸     

醋酸     

【思考 2】同 pH 值、同体积的盐酸、醋酸分别与过量的

Mg 反应。 

 
起 始 时

C(H+) 
V(起始) V 产生氢气的体积 

盐酸    

醋酸    

当堂检测： 

1、写出下列物质的电离方程式 

HClO                      H2CO3                    

Cu(OH)2                    NaHSO4                     

NaHCO3                     

2、在 CH3COOH  H＋＋CH3COO－的电离平衡中，

要使电离平衡右移且氢离子浓度增大，应采取的措施是（   ） 

A．加入 NaOH  B．加入盐酸  C．加水  D．升高温度 

3、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A、物质的溶解过程，实质上就是其电离过程 

B、二氧化硫的水溶液能导电，所以二氧化硫是电解质  

C、1 L、0.1 mol·L－1 的 H2SO4 溶液中含有 0.2 mol 的 H＋ 

D、1 L 、0.2 mol·L－1 的 H2S 溶液中含有 0.4 mol 的 H＋ 

4、已知 0.1 mol·L－1 的醋酸溶液中存在电离平衡： 

CH3COOH     CH3COO － ＋ H ＋ ， 要 使 溶 液 中 C(H

＋)/C(CH3COOH)的值增大，可以采取的措施是（    ） 

①加少量烧碱溶液 ②升高温度 ③加少量冰醋酸 ④加水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课堂小结：本节课我们通过对几个实验现象以及由实验现

象引发的问题进行探讨学习，体验了强电解质、弱电解质与弱

电解质的电离平衡概念的形成过程，了解了弱电解质电离平衡

的建立、特征、V—t 图像，掌握了外界条件对弱电解质电离平

衡的影响。 

设计思路：整个课堂教学分为以下几个教学环节：1、温

习回顾电解质、非电解质的分类，唤醒学生沉睡的思维细胞。

2、用导电计测量同浓度、同体积不同溶液的导电性强弱，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紧接着用该溶液进行“小灯泡”实验，进一

步证明溶液导电性的差异，引导学生从中分析原因，提出问题：

为什么同浓度、同体积的溶液导电性会有差异。如此设计既能

让学生感受化学实验的魅力，又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随后

的学习创建良好的课堂气氛。3、测量溶液的 pH 值，认识 pH

计的方便、快捷，解决问题：因溶液中自由移动离子浓度的大

小不同，所以导电性不同。同时又提出新的问题：为什么同浓

度、同体积的盐酸与醋酸中 C(H+)不同。很自然的引入本节课

的重点，不会让学生产生心理负担。4、由学生合作完成实验 3

的内容，解决实验 2 中的疑问，建立强、弱电解质的概念。如

此，既完成了新课标的要求，又可以避免学生产生厌学的心理

情绪，活跃课堂气氛，同时也为解决本节课的难点打下伏笔。

5、学生针对实验 3 的现象进行合作探究学习，解决难点：外

界条件对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的影响。鼓舞学生的信心。6、通

过知识拓展，拔高学生的水平、开拓思路。

                                                                                                                    

（上接第 276 页）比较严重。是由于学生只是重复老师的读音，

只听到了发音响亮的音，忽略了尾音。虽然老师会一直强调尾

音，但收效甚微。学了拼读法后，学生就对尾音敏感多了，漏

读或错读的现象有，但只要老师一提醒学生就会心领神会。因

此学生通过自己的发现，有了成果，他们就更愿意自己拼读了。 

4、轻松考试。 

现在的考卷中总会有这样两道题型：听音，选择字母或字

母组合填空；选择发音不同的一项。过去这样的测试是失分率

最高的题目，学生一遇到这样的题目总是无从下手，只能瞎蒙，

能蒙一个是一个。现在有了拼读法，学生就能准确的分辨出哪

些字母发什么音，或将听到的音再与所选项比较，做出正确的

答案。  

自然拼读法有效的改善了学生语音，提高了他们拼读英语的能

力，让他们感觉的英语学习其实不难，也增加了学英语的乐趣。

让学生可以看到一个单词，就能大概读出来；或者是想到一个

单词，就能按照规律拼写出来，即做到见其型，知其音、其型。

但如何能让它更溶入我们的教材，还需要我们老师的探索。

                                                                                                                     

（上接 277 页）诸多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数学的发展又反

过来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推动作用，包括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两大方面的影响。20 世纪以来的数学呈现出指数式的飞

速发展。随着经典数学的繁荣和统一，产生了许多新的应用数

学方法，特别是计算机的出现及其与数学的结合，使得数学在

研究领域、研究方式和应用范围等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

数学的空前发展以及对社会的突出作用都对义务教育阶段的

数学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直接的一个结论就是数学教育

要重视应用意识和应用能力的培养。不少数学家呼吁要“重视

数学应用，还数学以本来面貌”，数学是“生活的需要，是最

后制胜的法宝”。如从数学问题中选取的课题有：①多面体欧

拉定理的发现；②统计与概率在密码学等方面的应用；③编程

中的优化算法问题；④余弦定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⑤测量

某大厦的高度；⑥数学中的最优化问题；⑦线性规划；⑧斐波

那契数列研究（从兔子的繁殖等实 

 

际问题建立递推数列问题）；⑨函数           （a、b 为待定

常数）的性质研究（可利用几何画板结合研究）；⑩研究等和

数列与等积数列（其定义与等差、等比数列类似）的通项与性

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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