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然后根据元素原子守恒可知H 0前的计量数为2， 

最后再根据元素原子守恒检验电极反应式书写是否正 

确．最 终正 确 的电极 反 应 式为 ：H：+20H一一2e一 

= 2H20． 

当相应的电极反应式正确写出后，只要细心，这类 

题 目一般就不太会出错了． 

二、沙场练兵、感悟方法 

例 I (2011年大纲全国卷，l0)用石墨作 电极电 

解 CuSO 溶液．通电一段时同后，欲使 电解液恢复到起 

始状态，应向溶液中加入适量的( ) 

(A)CuS04 (B)H20 

(C)CuO (D)CuSO4·5H20 

解析 ：(1)关注 阳极．此题电极材料是石墨——惰 

性电极，故在阳极应为溶液中的阴离子放电．(2)根据 

放电顺序判断在阴、阳两极参与电极反应的离子．溶液 

中阳离子有：Cu 、H ，应为 Cu 参与放电．阴离子 

有：SO：。、OH ，应为OH一参与放电．(3)根据“三个守 

恒——得失电子守恒、电荷守恒、元素原子守恒”书写 

出两极正确的电极反应式．阴极反应式为：cu“ +2e一 

= Cu；阳极反应式为 ：40H一一4e一=2H 0+02 T或 

2H 0— 4e一=4H +0 T．继而利用得失电子守恒 

可以发现Cu和0元素按照原子个数比1：1脱离电解 

质溶液 。所以若要使电解液恢复到起始状态，则应加入 

CuO或 CuCO，．故正确答案选(c)． 

例 2 若上题中需加入 Cu(OH) 才能恢复到起始 

状态。可能吗? 

解析：当溶液中的 cu 放电完全后，电解质溶液 

● 范永华 

一  一 墼 翌堕! 

即变为 H SO 溶液．(1)关注阳极．此时 电极仍为石 

墨——惰性电极，故在阳极放电的仍应为溶液中的阴 

离子．(2)根据放 电顺序判断在阴、阳两极参与电极反 

应的离子．溶液中阳离子只有 H ，故此时阴极反应式 

为2H +2e一=H2 t．阴离子有：SO：一、OH一，仍应为 

OH一参与放电．此时阳极反应式仍为：40H一一4e一= 

2H20+02 t或2H20—4e一=4H +02 t．可以看出当 

溶液中的cu 放电完全后，相当于电解水．故Cu、0和 

H元素按照原子个数比1：2：2脱离反应体系，所以若要 

使电解液恢复到起始状态，则应加入 Cu(OH)：才行． 

三、总结与思考 

1．在目前江苏的高考模式下，化学的课时大量减 

少，学生课后复习化学的时间也极为有限．如果能够带 

领 、引导学生熟悉知识考查点，探寻相应的解题技巧， 

并能建立相应的较为固定的解题思维模型，将有利于 

学生快速、准确地解题，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多做有心人 ，对 

化学学科中的能够建模的知识点、方法进行及时的总 

结、归类 ，并传授给学生，让学生能通过练习融会贯通 ， 

提高解题能力． ’ 

总之，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减轻学生负担的今 

天，教师应该想学生所想、急学生所急，发挥自己的聪 

明才智，尽量多为学生学习化学创建一些切实可行的思 

维模式、解题模型，以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巩固学习成果． 

ill0 劫赡渤 弛 0 

探讨高中化学“溶液的pH计算”的教学模式 

关于溶液的 pH的计算及 比较是高考的热点和难 

点之一．那么如何才能在“溶液的pH计算”新授课中， 

让学生熟练的掌握 pH的定义并能灵活的进行有关溶 

液的 pH的计算呢?通过多年的教学经验的总结 ，笔者 

认为，可以采用讲练结合的方式，由易到难、层层推进 ， 

让学生自己通过练习，自主归纳总结 ，得出相关结论或 

者注意点．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有关pH计算的知 

识及注意事项，要比教师直接把注意事项灌输给学生 

记忆深刻、理解透彻． 

pH的计算 ，一般在新授课时，分三种类型，即单一 

溶液的pH计算、溶液的稀释、溶液的混合．在进行教学 

设计时，我们不妨按照这种顺序，选择合适的例题、练 

习，来逐步引导学生由易到难、由浅入深． 

一

、单一溶液的 pH计算 

1．酸溶液的 pH计算 

例1 (1)常温下，0．1 tool·L 的HC1溶液的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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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

． 

(2)常温下，0．1 tool·L 的 CH3COOH的电离度 

为 1．34％ ，该溶液 的 pH= — —

． 

解析：(1)HC1是强电解质，完全电离． 

c(H )=C(HC1)=0．1 tool·L 则 pH=1 

(2)CH COOH是弱电解质，不完全电离． 

c(H )=c(CH3COOH)· =0．1×1．34％ =1．34 

X10一．pH =3一lg1．34—2．87． 

通过以上例题，学生获得直观结论：同浓度的酸的 

pH符合强酸 <弱酸． 

2．碱溶液的pH计算 

例 2 (1)常温下，0．1 mot·L 的 NaOH溶液的 

pH为
— —

． 

(2)常温下，0．1 mol·L 的氨 水的 电 离度为 

1．34％ ，该溶液的 pH= — — ． 

由于碱溶液中的c(H )受水的电离平衡的影响， 

因此 ，必须引导学生结合水的电离的有关知识，理解溶 

液中c(OH一)的大小对水的电离平衡的影响，并由此 

得出解题方法． 

解析：(1)c(OH一)=c(NaOH)=0．1 tool·L 

则 c(H )=Kw／c(OH一)=1×10 tool·L。。， 

pH ：13 

(2)c(’OII一)=c(NaOH)· ：0．1×1．34％ = 

1．34 X10～ mo1．L一 

则 C(H )=Kw／c(OH一)，pH=11+ lg1．34— 

11．13 

同理可得与酸溶液相似的两个结论 ： 

同浓度的碱，pH符合强碱 >弱碱 

同pH的碱，溶液浓度符合 c(强碱)<c(弱碱 ) 

另外 ，我们还应引导学生通过对例 1，例 2的对比， 

总结出酸、碱溶液在求pH时，步骤上的区别，使学生充 

分理解造成这 区别的本质原因在于溶液中水的电离 

平衡的移动． 

结论：酸溶液 ：先根据酸的浓度求出c(H )，再求 

出 pH． 

碱溶液：先根据碱的浓度求 出 c(OH一)，再根据 

K 求出c(H )，进一步求出 pH． 

二、溶液的稀释 

1．强酸(强碱)的稀释 

例 3 室温下，将 10 mL pH=5的盐酸稀释至 100 

mL后 ，溶液的 pH= — — ；稀释至 1000 mL后，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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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的 pH?稀释至 10000 mL后，溶液的 pH呢? 

解析：稀释前后，n(H )基本不变 

所以稀释至 100 mL(即稀释 l0倍)后 ， 

c(H )=(0．01 X 10 )／0．1=10～tool·L～，pH 

= 6． 

稀释至 1000 mL后，c(H )=(0．O1×10 )／1= 

10～ tool·L～．pH =7． 

但由于酸稀释后不可能变为中性、甚至碱性物质， 

只能无限接近中性，因此稀释至 100OraL或 1000OraL 

后，溶液 pH都约为7． 

练习：常温下将 10 mL pH=9的 NaOH溶液稀释 

至 100 mL后 ，溶液 pH为 — — ，稀释至 1000 mL 

时溶液的 pH呢?稀释至 10000 mL后溶液的pH呢? 

通过这道练习，不仅让学生巩固了碱溶液 pH的求 

法、学会了溶液稀释问题的计算，而且 ，可以通过有意 

识的引导学生对比强酸、强碱溶液稀释后 pH的变化 ， 

得出相应的规律：强酸每稀释 1O倍，pH增大 1；强碱每 

稀释 1O倍 ，pH减小 1；强酸或强碱无限稀释后，室温下 

pH接近7． 

2．弱酸(弱碱)的稀释 

例4 室温下，将体积都为 10 mL、pH都等于3的 

醋酸和盐酸，都加水稀释至 1000 mL，稀释后溶液的 

pH分别为口、b，则 口、b的关系为( ) 

(A)n=b (B)0<b 

(C)0>6 (D)无法确 定 

解析：由强酸稀释的结论可知，盐酸稀释后 pH： 

5．若醋酸也为强酸，则稀释后的 pH也为 5，但醋酸是 

弱酸，不完全电离，在原溶液中存在较多的醋酸分子 ， 

在稀释过程中也要电离，故加水稀释 100倍时，其 pH 

应小于 5，因此 b>n．答案：(B)． 

通过本题 ，引导学生对 比相同 pH的强酸 、弱酸稀 

释相同倍数后，溶液pH的变化，并引导学生思考如果 

碱 ，情况又如何?学生 自然又可以得出弱酸(碱)稀释 

的规律：弱酸(碱)稀释时，电离程度增大，pH值增大 

(或减小)比强酸(碱)缓慢． 

三、溶液的混合 

溶液的混合有强酸与强酸的混合，强碱与强碱的 

混合，强酸与强碱的混合． 

例 5 求常温下，等体积的0．1 tool·L 的盐酸与 

0．06 tool·L 的 Ba(OH)2溶液混和后的 pH． 

解析：由于酸、碱溶液在求 pH步骤上的区别，导致 

酸碱混合后，应先判断混合后溶液的酸碱性，然后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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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方法进行计算． 

酸碱中和反应的实质是 H +OH一=H：0，设盐酸 

的体积为 1 L， 

贝0 n(H )=0．1 tool，n(OH一)=0．06×2 

= 0．12 tool 

可知 OH一过量，因此混合后的溶液中 c(OH一)= 

(0．12 tool一0．1 mo1)／(1 L+1 L)=O．0l tool·L‘ ，则 

pH=12． 

通过以上题目的练习，可以引导学生再次强化酸 、 

碱溶液 pH的求法： 

强酸的混合：c(H )混= 旦 } 
= pH 

●康俊利 

》 ．— —  

强碱的混合： 

c(OH )混= c(OH一)lVI+C(OH一)2 
十 

pH 

c(H )= 三 v_ jpH强酸、强碱的混合：先判断 cL un， 

混合后溶液的酸碱性，再进行相应计算． 

总之，作为pH计算的新授课，应该分解难点，以练 

为主，引导学生由易到难，层层深入 ，逐步归纳总结 出 

pH计算中的有关规律、注意事项，同时，也让学生通过 

这些计算，体验成功的快乐，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0 嘲 睡潮晒嗡 ： 

重视化学实验 ，构建和谐化学课 堂 

摘要：化学实验的教学功能就是指化学实验在教 

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实验既是教学手段，又是化学学 

习的重要内容．实验教学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 

助他们形成化学概念，巩固化学知识，获得化学实验技 

能、培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训练科学方 

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实验能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 

实验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亲其师而信其 

道．本文从多方面具体分析了化学实验的教学功能以 

及在构建和谐化学课堂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 ：化学实验；功能；和谐课堂 

一

、实验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中，课本要求的必做实验对学生掌握知识具 

有重要意义，此外，加强学生选做实验的容量及演示实 

验也很关键．通过实验引入概念 ，得出规律，检验假设， 

发展思维，激发学生探究知识的兴趣和能力．例如，在 

做钠与水反应的演示实验时，钠好像被一股神奇的力 

量控制在水中，迅速地旋转直至消失，学生这时就会不 

由自主地被实验现象所吸引，从而引发浓烈的好奇心， 

迫切地想知道这其中的奥妙．利用这个兴趣点，教师引 

导学生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及时总结出钠的密 

度小、熔点低、银白色、具有美丽金属光泽 、化学性质非 

常活泼等性质，并让学生根据这些性质来探讨该如何 

保存钠． 

二、实验可以转变学生的化学学习方式 

所谓学习方式是指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时所经常 

采用的较为稳定的学习策略，学习方式具有多样性，学 

习方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任何一种学习方式都有其 

长处与优势，同时也存在劣势和不足．针对目前基础教 

育教学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 

状，化学课程倡导“以科学探究为主的多样化的学习方 

式”，要求实现从“读化学”、“听化学”到“探究化学”的 

转变，这有利于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而促进综合素 

质的提高． 

三、实验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实验是化学的基础 ，是学生掌握化学知识重要途 

径 ，通过认真观察实验现象，积极思维后得出的结论， 

既培养了学生的思维，有时学到的知识不易忘记．所以 

加强实验教学活动而达到同时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是教学成败的关键之处 ，也是师生双边活动中的重要 

环节．例如，教师在讲钠和水反应时，首先向学生提出 

思考题并注意仔细观察：①把钠投入水中以后，钠沉在 

水底，还是浮在水面上；②钠还是块状吗；③钠和水反 

应时钠块是静止还是运动；④滴有酚酞溶液的水的颜 

色是否有变化等问题以引起学生的注意 ，同时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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