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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小专题教学，就是将相关相近的知识用

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作为主线，把零散的知识串

起来，把各个知识要素合成一个整体，使学生学习

每一类内容更有连贯性和系统性。促进学习技能

的迁移，有助于学生建立化学知识体系，避免知识

的碎片化。
以容器内压强的变化所涉及的专题实验为

例，探析小专题在初中化学学习中的具体应用。
一、一理多现，训练学生溯本求源的意识

初中化学中，同一原理作用下的不同的实验

中常会出现一些类似的现象，同时同一原理作用

下的类似实验也会出现不同的现象，如果不明白

这些实验的原理，则学生只会眼花缭乱，学的越多

越乱，到最后因为理不出头绪导致对化学失去信

心。但是如果从源头上让学生认识出现这些现象

的原理，并且学会举一反三，则学生会有种各个击

破，越战越勇的自信。
例如，初中化学课本上就有许多出现气泡的

实验，比如活泼金属与酸反应，碳酸盐或碳酸氢盐

与酸反应都会放出气泡; 过氧化氢与二氧化锰混

合，会产生气泡; 把固体氢氧化钠与水混合，导管

口会产生气泡; 检查装置气密性时，导管口会出现

气泡; 用排水法收集气体，当气体集满集气瓶时，

瓶口会冒出气泡。这些实验产生气泡是由于化学

反应产生了气体，或是气体受热膨胀，体积增大导

致容器内压强增大而产生气泡。知道了这一原

理，就可以将实验进行归类，找出哪些是由于产生

气体而导致气泡产生，哪些是由于气体受热膨胀

而产生气泡，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用这种方法解

释，这样主线就清晰了。
初中化学课本上可以用压强来解释的实验很

多，而创新实验中涉及压强的实例更多。总结后

发现: 活泼金属与酸反应、碳酸盐或碳酸氢盐与酸

反应都会放出气体，使密闭容器内压强增大; 氢氧

化钠固体、溶解放热，给密闭容器内的气体加热、
氧化钙与水反应，中和反应放热，都会使装置内压

强变大; 硝酸铵溶解吸热，会使密闭容器内压强减

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被氢氧化钠溶液等

吸收，易溶性气体遇水，都会使装置内压强减小;

没有气体消耗或产生，没有热量变化，或产生或消

耗的气体体积相等，那么装置内压强会不变。知

道了这个原理，就能轻松解释化学实验和生活生

产中遇到的一些现象。
二、一理多用，训练学生总结归纳的能力

明白了化学原理之后，如果将课本上应用此

原理的实验进行盘点，对比分析，那么学生对教材

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刻。例如，初中化学教材上多

次利用压强的原理设计实验，解决问题。现将教

材上涉及压强的具体实验进行盘点。
1．检查装置气密性;

2．用胶头滴管吸取或添加液体;

3．测定空气中氧气体积分数的实验;

4．排水法收集气体( 先撤导管还是先撤酒精灯) ;

5．用石灰石和稀盐酸探究质量守恒定律;

6．拉瓦锡的实验探究质量守恒定律;

7．燃烧引起的爆炸;

8．气体的溶解度;

9．探究物质溶解时溶液温度的变化;

10．膜法淡化海水;

11．探究氢氧化钠溶液变质的实验;

12．过滤;

13．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铁的实验;

14．探究铁生锈的趣味实验;

15 制取气体;

16．红磷燃烧去除氧气;

17．碳酸饮料中溶有较多二氧化碳，压强骤减

时气体因溶解度减小而喷出。
学生在学习特别是复习阶段，将这些现象进

行归类，使学生对由于压强的变化产生的各种实

验现象有清楚的认识。再分析此类问题时，可以

举一反三，顺利迁移。
三、一理多法，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根据容器内压强的变化，教材上出现了多个

实验，如果分析其中的一个实验，就可以发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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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一原理也可以设计多种不同的实验，从而达

到熟练运用原理和训练学生发散性思维的目的。
例如，在初中化学基本操作中学习了最简单的

图 1

检查气密性的方法如图 1
所示: 将导管的一端放入水

中，手握试管外壁，若导管

口有气泡生成，则装置气密

性良好，若无气泡产生，松

开手后，导管中有一段水柱，此装置的气密性也较

好。根据使密闭容器内压强增大或减小会出现不同

实验现象的原理，得出以下检查气密性的方法。
1．从长颈漏斗往锥形瓶中注水至浸没漏斗末端，

用弹簧夹夹住胶皮管，再往长颈漏斗中注水，在漏斗

中形成一段稳定的水柱，说明装置气密性良好。
2．从长颈漏斗往锥形瓶中注水至浸没漏斗末

端，将导管一端放入水中，双手握住锥形瓶外壁，

若导管口有气泡冒出，则装置气密性良好。
3．从长颈漏斗往锥形瓶中注水至浸没漏斗末

端，在接口处抹肥皂，通过导管向锥形瓶中吹气，

如果接口处冒出气泡，则装置气密性不好。
4．用橡皮塞塞紧长颈漏斗口，用胶皮管夹住

胶皮管，把装套装置放入水中，如果有水进入瓶

中，则装置气密性不好。
5．从长颈漏斗往锥形瓶中注水至浸没漏斗末

端，从导管口向漏斗中吹气，如果漏斗中液面上

升，则装置气密性良好。
6．从长颈漏斗往锥形瓶中注水至浸没漏斗末

端，从导管口向外抽气气，如果漏斗口有气泡冒

出，则装置气密性良好。
7．从长颈漏斗口向锥形瓶中吹气，如果在导

管口处感觉到风，则装置气密性良好。
8．从长颈漏斗口向锥形瓶中注入热水至浸没

漏斗末端，用弹簧夹夹住胶皮管，待水凉了后，漏

斗下端管口有气泡冒出，则装置气密性良好。
这些方法实际上是检查气密性方法的一种变

式，只有学生真正理解了它的原理，才能派生出这

么多的方法。从通过压强的变化，而派生出的检

查装置气密性的方法来看，让学生弄通了原理，有

助于其发散性思维能力的提高。
四、一理多变，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你想到哪些问题可以用压强原理来解决? 分

别可以设计哪些实验来解决?

知道了同一原理在教材中的应用之后，学生

就可以依据此原理自主地去解决不同种类的问

题。比如探究氢氧化钠能否与二氧化碳反应，学

生就展开了想象，在充满二氧化碳的塑料瓶中注

入氢氧化钠溶液并振荡，它们发生反应，瓶中压强

减小，发现塑料瓶变瘪，说明他们发生了反应，如

何使变瘪的塑料瓶鼓起呢? 有学生想到了向该瓶

中继续注入稀盐酸，碳酸钠与盐酸反应产生气体，

瓶中压强增大，复又鼓起。有人提出疑问，二氧化

碳溶于水也会使塑料瓶变瘪，那就在装满二氧化

碳的两个相同的塑料瓶中分别注入氢氧化钠溶液

和水，观察变瘪的程度就可以判断其是否反应。
再如在盛有二氧化碳的集气瓶口塞一带导管的单

孔橡皮塞，导管上绑一气球，向瓶内注入氢氧化钠

溶液，如果气球在瓶外，且气球变小，或是气球在

瓶内且气球变大，都说明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钠发

生了反应，因为他们反应，瓶内压强才会减小，才会

导致气球大小的变化。再比如，有学生的设计是，在

广口瓶里盛满二氧化碳，在瓶口塞一个带导管的单

孔橡皮塞，导管连一 U 型管，U 型管内装有红墨水，

当向瓶内注入氢氧化钠溶液时，如果 U 型管左侧液

面上升，右侧液面下降，说明瓶内压强减小，说明二

氧化碳与氢氧化钠溶液发生了反应。将一个充满二

氧化碳的集气瓶倒扣在氢氧化钠溶液里，如果瓶内

液体上升，说明容器内压强减小，而这发生了反应。
测定空气中氧气的体积分数，将一根粗玻璃

管扣在氢氧化钠溶液中，将一只点燃的蜡烛放进

玻璃管并立即用橡皮塞塞紧玻璃管口，蜡烛熄灭

后，玻璃管内液体上升的体积，即为被消耗的氧气

的体积，当然由于氧气浓度低到一定程度时，蜡烛

就会熄灭，导致测量结果不是十分准确，但是这也

反应了学生对原理的熟练运用程度。
总之，这样的一种小专题式教学思路，会使学

生的课本变薄，薄的只剩几条原理，也会使其笔记

本变厚，厚到一个原理下的多种方法，多个实验，

解决多个问题，这样不但培养了学生善于对凌乱

的知识根据一条主线梳理的能力，也会训练学生

归纳、总结、拓展的能力，培养其发散性思维能力，

用一种思路解决不同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其在学

习中能够事半功倍。 ( 收稿日期: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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