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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基于翻转课堂的《弱电解质的电离》教学设计
辽宁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116029 姜 雪 王 秋

弱电解质的电离是人教版教材中高中化学选

修模块 4《化学反应原理》中的第三章第一节。弱

电解质电离作为本章内容的第一节，不仅仅是本

章教学的重点，也是整个中学化学中基本理论之

一，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既与初中所学酸、
碱、盐及电解质、非电解质、离子反应相关知识紧

密联系，又是高中学习的水的电离、盐类水解及溶

解平衡的重要基础，所以学好本节内容就显得尤

为重要。
一、设计思路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实验) 中对于弱

电解质电离的学习要求是: 了解强、弱电解质在水

溶液中电离程度的差异，能判断常见的强电解质

和弱电解质，理解电离平衡概念，能描述弱电解质

在水溶液中的电离平衡，会书写常见弱电解质的

电离方程式。再次是依据化学反应原理这一模块

对于学生发展的要求，这一模块要求发展学生的

微粒观、定量观、动态观及化学平衡观。学生通过

初中及高一必修的学习，已经掌握了一些元素化

合物的知识，同时通过对选修 4 中的前两章的学

习，已经初步建立化学平衡概念，理解温度、浓度、
压强及催化剂等对于化学平衡的影响，能够运用

勒夏特列原理解释平衡移动，同时通过先前知识

的学习，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及

实验操作能力，对于理论研究的过程也有了一定

的了解。认知障碍主要是由于学生的微粒观还停

留在静态的、定性的层面上，不能较好地理解弱电

解质的电离平衡是动态的，同时学生对于化学平

衡移动原理的掌握还不够深入，从化学平衡迁移

到电离平衡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针对学生学习上的困难，笔者的教学设计将

教学的重难点放在了弱电解质电离平衡如何建立

上。笔者基于翻转课堂的理念，在视频录制时将

微观粒子放大化，模拟了动态的醋酸电离及阴阳

离子静电作用的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学生

从实质上理解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帮助学生建

立动态的电离平衡，而在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类

比化学平衡来更加深入地理解电离平衡的实质，

通过探究性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在积极的思考中理

解电离平衡的影响因素，并在师生共同交流解决

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这样的教

学设计可以将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方式转变

为学生自主学，师生在课堂上有了更加充分的交

流，使得教学的效率得到提高。
二、教学设计

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 1) 理解强电解质、弱电解质的概念并学会

区分。( 2 ) 描述弱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电离平

衡，能正确书写电离方程式。( 3 ) 理解一定条件

下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移动及其影响因素。
过程与方法:

通过对强弱电解质电离的实验探究、讨论及

类比等方法，培养科学探究意识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 1) 通过实验探究，体验科学探究的艰辛及丰富

多彩的化学世界，认识化学与生活丰富的联系。
( 2) 培养辩证地看待化学的意识。
2． 教学重点

弱电解质电离平衡

3． 教学难点

弱电解质电离平衡

4． 教学过程

教学根据翻转课堂思想，教学分为课前视频

制作与运用和课上教学两个部份。
( 1) 课前教学视频的制作

教师在课前通过视频软件制作相应的教学视

频帮助学生建立起新知识和已有知识的联系。针

对弱电解质的电离，在视频中呈现出两个问题。
一个是强、弱电解质的定义和区别，针对这个方面

教师可以提问强弱电解质的代表物质; 另一个是

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的微观实质，教师可以通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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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质的电离及离子共存来说明弱电解质的电离实

质，如醋酸是酸，属于电解质，在水溶液中发生电

离生成氢离子和醋酸离子，同时氢离子和醋酸根

又不可以大量共存，会结合生成醋酸分子。通过

视频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弱电解质和强电解质的

区别，并初步建立起的醋酸电离的动态平衡观念。
( 2) 课上教学过程

课堂的教学设计是在分组的基础上实施的。

将全班分成同质的小组，以利于活动的开展。课

堂教学的重点放在帮助学生建立电离平衡及弱电

解质电离平衡的影响因素上，针对教学重点，笔者

采取的教学方式主要有类比法，通过类比化学平

衡帮助学生建立电离平衡; 电离平衡的影响因素

则主要运用实验探究法，通过学生自己设计及动

手操作得出结论，具体教学设计如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教师再现视频中提出的问题: 强弱电解质的主要代表物质有哪些?
一小组进行汇报，其他小组进行
补充，如盐酸、硫酸、硝酸为强电
解质。

培养学生查阅资料的能力
及小组协作能力

教师针对学生汇报中的具体物质进行分类总结，得出:

强电解质为

强酸
强碱
绝大多数盐{
活泼金属氧化物

弱电解质为

弱酸
弱碱
氯化铝、氯化汞、醋酸铅{
水

学生认真听讲并记录
给出规律性的结论方便学
生记忆

教师引导学生根据视频中建立的醋酸的电离平衡，尝试写出醋酸的电
离方程式

小组讨论后分别派代表书写
CH3 幑幐COOH CH3COO － +H + 培养学生的微观意识

教师进行评价，强调可逆号的含义，指出弱酸是分步电离，弱碱是一步
电离。
教师引导学生通过书写的电离方程式及类比化学平衡的特征概括出
电离平衡的特征

小组讨论，并由一组进行汇报，
其他小组进行补充

通过类比等科学的方法得
出新知识

教师评价并总结得出电离平衡的特征即: 动: 动态平衡; 等: 电离速率
等于结合速率; 定: 分子和离子浓度保持不变; 变: 改变条件平衡破坏

学生结合视频中醋酸的电离平
衡进行理解

给出口诀方便记忆

教师再引导学生类比化学平衡图像，尝试画出电离平衡的图像。

小组讨论后派代表分别画出

通过图像更加深刻的理解
电离平衡

教师进行评价并讲解图像的含义，引导学生思考改变什么条件会破坏
电离平衡，可以类比改变化学平衡的条件。 小组讨论思考，回答温度、浓度。 运用类比思想

教师引导学生浓度可以包括分子的浓度和离子的浓度，同时类比化学
平衡猜测改变温度、分子浓度及离子浓度对于电离平衡有什么影响?

小组讨论，各组提出猜想: 温度
升高，电离程度变大。改变分子
浓度，电离程度变小。改变离子
浓度，电离程度变小。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教师引导各小组设计探究实验来验证各自的猜想。 小组讨论设计实验，分别派代表
进行表述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教师在黑板上总结各个小组的实验方案，并带领学生对各个实验方案
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最后可行的方案则由该设计小组实施，教师则是
提供实验所需的药品和仪器。
可能的实验设计如下:
方案一:①取一定量的一定浓度的醋酸溶液先利用 pH 试纸测量其
pH，然后对其进行加热，再测量加热后的 pH。②取两份一定量的相同
浓度的醋酸溶液，在其中一份中加入少量冰醋酸，再分别用 pH 试纸进
行测量，比较其 pH 大小。③取两份一定量的相同浓度的醋酸溶液，在
其中一份中加入少量醋酸钠，再分别用 pH 试纸测量其 pH 进行比较。

各小组分别进行实验，注意观察
现象，及时记录。实验结束后小
组汇报其观察到的现象及原因，
对比是否符合实验猜想。对于
不符合实验猜想的原因给出可
能的解释。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分
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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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在化学实验课中“多动行为”分析

华中师范大学化学教育研究所 430079 李婷婷 王后雄

实验课是初中化学课程实施的一个重要的教学

方法。化学实验课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观察能

力、操作能力和思辨能力。然而，在化学实验教学过

程中，往往会出现学生不听话的“多动行为”，给实验

教学带来不小的干扰。那么学生为什么会在化学实

验课上表现的如此多动呢? 教师又该如何对待学生

的这种行为呢?

一、学生化学实验课“多动行为”表现及特征

1． 学生化学实验课“多动行为”的表现

学生进入化学实验室这个新环境，对周围的新

鲜事物充满好奇，看到各式各样的化学实验仪器就

会不自觉地去摆弄，比如，实验台上的天平会引起他

们的注意，在没有熟悉天平使用方法的情况下随手

拿起实验台上的烧杯，玻璃棒等仪器放在任意一边

的托盘上便开始拨弄游码，就算超出了天平的量程

也没有发觉，这样很容易弄坏天平。他们会拧动

试验台旁边的水龙头看看有没有水，随 意 打 开 试

验台的抽屉翻动里面的器材，当看到有密封的很好

的试剂时会直接打开来闻，甚至会将几种试剂混

合。
大部分实验会让学以小组为单位来共同完

成，在新的环境中又有新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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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表现得异



( 教师指出 pH 试纸是粗略测量工具，不能测量出微小的 pH 变化，
应该改用精密的 pH 测量仪器，pH 计)
方案二:①取两份一定量的相同浓度的醋酸溶液，对其中一杯进行
加热，然后在两烧杯中分别加入碳酸钙，观察其放出气泡的速度。
②取两份一定量的相同浓度的醋酸溶液，在其中一份中加入少量
冰醋酸，再分别加入碳酸钙，观察气泡放出速率。③取两份一定量
的相同浓度的醋酸溶液，在其中一份中加入少量醋酸钠，再分别加
入碳酸钙，观察气泡放出速率。

教师评价学生解释的原因，并进行相应的解释。
对于两种方案中的实验 的解释: 加入冰醋酸的醋酸溶液虽然电离
程度减小了，但是加入的醋酸分子总数变多了，电离出来的氢离子
依然对于没加入冰醋酸的醋酸溶液。
最后教师肯定学生猜想的正确性。

学生根据教师的解释并结合醋
酸的电离方程式进行理解。

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及微
观分析能力。

教师给出几个联系生活实际的例子，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解
释。①如果婴儿长时间啼哭不停，则会使婴儿体内损失大量 CO2，
血液的 pH 升高，导致碱中毒，手足抽搐，试用平衡移动的原理解
释上述事实。②血液的 pH 范围在 7． 35 － 7． 45 之间，人的皮肤被
蚊虫叮咬后会瘙痒的原因是因为蚊虫往皮肤里注射了甲酸，往皮
肤上涂点稀氨水可以止痒，试解释原理。

小组讨论，并派代表回答。 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生
内化。

教师评价并总结。
①CO2 溶于水生成碳酸，碳酸是弱电解质发生电离，生成氢离子，
起到调节血液的 pH 的作用，若体内缺少 CO2，则体内 pH 会升高，
导致碱中毒。
②甲酸是弱电解质，在人体发生电离生成氢离子，破坏了血液的酸
碱度，导致瘙痒，涂稀氨水止痒是因为一水合氨是弱电解质，电离
生成氢氧根离子，中和了甲酸生成的氢离子，使血液 pH 恢复正
常。

学生认真听讲并理解。 通过实例来内化知识，让
学生感受化学的魅力。

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主要运用类比、科学探

究等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由于

课前视频中动画的展示，使得学生对于微观上的

化学有了更好的理解，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微粒

观、化学平衡观、动态观。课堂教学的过程穿插了

探究实验及化学的生活化，使得学生可以更好的

掌握新知识，类比化学平衡的方式帮助学生内化，

使得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 收稿日期: 2015 － 1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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