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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电离"的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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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较了三种教材中“水的电离”的编排，根据教材地位和学生学情等，对“水的电离”的课堂教学进行了创造性的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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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分析

“水的电离”是化学平衡、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的应

用和补充，又是学习溶液的pH、盐类水解、离子浓度

等知识的基础(如图1)，三套教材均把“水的电离”作

为一个重点来编写(见表1)。

虽然在三种版本教材中，“水的电离”知识的编排

和呈现方式上有所区别，但都暗示着学好“水的电离”，

对理解水溶液中电解质的行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设计思想

通过生活常识和化学学习，学生面对他们“熟悉”

的水，兴趣稍显不浓，造成眼高手低的事实；学生已经

学习的化学平衡或弱电解质电离的相关知识，无疑对

理解水的电离平衡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不一定能

进行有效的迁移和应用；学生的前概念中还有“H+与

OH一不能共存”、“蒸馏水不导电”等错误认识；另外学

生的科学探究能力、获取和加工信息的能力有待进一

步培养和提高。

图1“水的电离”的知识关系 为使纯水可以电离的观点更具有实验基础，刨设

表1三种版本教材“水的电离”内容的编排比较

人教版 苏教版 鲁科版

章节 第三章溶液中的离子平衡 专题3溶液中的离子反应 第三章物质在水溶液中的行为
目录 第二节水的电离和溶液的酸碱性 第一单元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第一节水溶液

首先通过“精确的导电性实验”表明“纯水 先介绍了强、弱电解质及弱电解质电离的特点； 开篇直接通过“有人测量了经过很多次纯化处
中存在着极少量的H，0+和OH。’，指出水是 接着把水看成一种典型的弱电解质，从以下几 理所制得的水．发现它仍然具有导电性”．说明
一种极弱的电解质，并结合微观电离模型给 个方面进行阐述：①通过“精确的实验表明，水 纯水中存在H+和OH一；接着给出水的电离方

内容 出电离方程式；接着通过电离平衡常数推导 是一种弱电解质”，结合微观电离模型给出电 程式；然后通过电离平衡常数推导出K。，并定

编排 出K。，并定义水的离子积；最后通过不同温 离方程式；②通过电离平衡常数推导出瓦，并 义水的离子积；再通过水的电离是吸热过程，

度下的K。表《没有直接说明水的电离的热效 定义水的离子积，指出25℃时，K。为1．0×10“4； 说明K。随温度的变化规律f指出25"C时，K。为

应J，说明K。与温度有关．并指出室温下，K。： ③通过指出水的电离的热效应，阐述了K。随温 1．0×101。4 mol2 L-21，最后由K。数值很小说明
c(H+》·cIOH—k1，O×10“。 度变化的规窜。 水是极弱电解质。

生活中“自来水与纯净水的鉴别”实验探究情境，探究

纯净水的电导率，造成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用多媒体动画模拟水的电离过程减少理论的抽象

程度，加深对水的电离的理解；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引

导学生从电离平衡及其影响因素、焓变等知识，迁移学

习水的电离的相关知识，使知识合理衔接、自然生长；

改变信息的给予或呈现方式，进一步培养学生获取和

J2U T信息的能力。

3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知道水是弱电解质，掌握K的

意义，了解水的电离平衡及影响因素。

化学教学 2013年第1期

(2)过程与方法：通过鉴别自来水与纯净水的实

验，培养学生的实验设计和操作能力；通过探究水的

电离的特点，培养学生类比迁移的学习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测电导率的方法鉴

别自来水与纯净水的知识，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化学

的情感。

4教学重点和难点

(1)教学重点：水电离的特点、水的离子积、影响

水的电离平衡的因素

(2)教学难点：水的离子积

5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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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汁意图

环节

【投影】“水是生命之源”，展示自来水、农夫山泉(矿泉水J、娃哈哈f桶 聆听、观看 以身边常见的“水”
引入

装纯净水}。 激发学习兴趣

投影】新闻：不法商贩收购空瓶，用自来水代替纯净水 根据所学和提示信息，设计，交流、实践鉴别方案一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设疑】如果你是质监部门的检测人员．你如何检测某桶装纯净水是“灌 方案有：待测液分别滴加AgNO，试液看浑浊、分 训练学生设计实验和

装自来水”还是符合国标的纯净水? 别测pH、分别取样滴在玻璃上看水痕、分别取样 实验操作的能力，培

投影】自来水与纯净水相关信息： 测导电能力⋯⋯ 养他们自主、合作、

成分 pH
探究学习的学习方式

自来水CCI二消毒· H，0、H+、Cl’⋯⋯ 约6．5

设疑
纯净水{桶装饮用j H：O、微量杂质 6 5-8．5

与 f汀：报J请同学展示检验结果， 小组汇报结论大多数实验现象相近．不容易鉴别 强化学生交流表达能

探究 力

投影J新闻：“江苏抽查显示～些 涌装饮用纯净水不很‘纯净’，质监 聆听、记忆、思考 拓宽学生视野，增强
部门测得电导率超过标准规定的2 倍”、 学生热爱科学的情

电导牢／S·rm。1
感．引出纯水是能微

自来水(C1，消毒j 5．26×10。
弱电离的电解质

纯净水f桶装饮用1 ≤lO×10小

纯水r理论l 5．5×10—8

板书】一、水的电离 思考、书写、纠正、记录 减少水的电离的抽象

投影1水的电离动向及电离模型．据此写出电离方程式： 程度、规范使用化学

、心+留一移◇
用语

讲解】H20+H20—H30++OH’，简写为H 2(】 H++OH

讲解】水是一种很弱的电解质．室温下(25℃1水中川”=rt0H。1=10
7

思考、理解 说明水电离的微弱性

m01．I。～．

投影】不同温度下纯水中离子浓度表： 吸热过程．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r(H+l、c!OH一{都增 培养学生获取信息、

T／℃ 20 25 90 大，与其他弱电解质电离类似 处理数据等科学方

riH+1或c!OH一}／10～mol·一 0．825 l 6．16
法

设疑】分析水的电离是吸热过程还是放热过程?
探究 板书l I．水的电离 学生：吣“H删+}。cIO芦

复习平衡常数的表达
水的 H20。H++OH‘AH>0 式
电离 讲解】写出水的电离平衡常数的表达式。 聆听、思考、理解
的

投影i为什么一定温度下，纯水中rfH+f·Pcf)H—j是一个定值? 公式变形为：eIH+卜rff)H—f．K自自·川{20 J．一定温度 体验新知的形成过
特点

程，体会抓住主要矛下K自自为定值，且H：O电离很微弱，故dH 101可以

视为常数，Kq自·c(H!OI为一定值．即r{H+}·clOH 盾的思想

为定值

讲解】K。=clH+】．cIOH一，K。称为水的离子积常数，简称水的离子积 聆听、记忆 应用新知识处理数

板书J 2．水的离子积 计算出： 据

e cH+1·叫OH一】：K。 K。{20℃_-0 681X 10‘14

设疑1根据上表计算20℃、25℃和90℃时的疋}教师强凋25℃的 K。，25℃1=1 x10⋯

K。I． K。、90℃I=38x 10“

设疑】一定温度下的稀溶液中，上述公式成立吗? 稀溶液中r《H：0)仍可认为是常数，故温度一定． 培养学生类比、迁移

Km离不变，即e(H+1．clOH一忙K。对于稀溶液仍成立 的学习方法

小结】请同学们总结水的电离的特点： 共同小结： 总结慨括重点化学知

①水是一种弱电解质； 识

②水的电离是吸热过程；

③一定温度下，K。常数适用于纯水和稀溶液

投影】探究影响水的电离平衡的因素{其他条件不变I 认真思考、讨论并回答： 复习影响平衡移动的
因素，为学好盐类水

探究 改变条件 平衡移动方向 水电离出的rf H．1 K。
改变条件

平衡移动
水电离出的rⅢ+， K。 解等知识打下基础

影响 升温 方向

水的
通HCItg、 升温 右移 增大 增大

电离
通HCHg 左移 减小 不变

的因 加Na0H【引

素 加NH。C”s 加NaOHIs】 左移 减小 不变

板书】3．影响水的电离平衡的因素
加NH。Cl_sJ 右移 增大 不变

例1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例1考查、巩固所学
A．水是极弱的电解质，能电离生成相同物质的量的H+和OH 基本知识

巩固
B．稀溶液中，K。=r【H+)．c10H．任何条件下，K。都不变
c．无论什么条件下，中性溶液的c{H+I一定为l×10。tool／L

深化
D．H，O=一H++OH+是一吸热过程．故升高温度．K。增大 例2考查学生对水的
例21了1℃时．纯水中r|H’-=2X10一mol／L．则此时rIOH—J= =若保持温度_r1：不变，滴入盐酸使r，H+J=5×10一mol／L， 电离的特点及K。的
则此时溶液中r c(1H—l= ，由水电离产生的eiH“*= ，此时温度 ’填“高于”、“低于”或“等于”)251：二 应用

作业
璐J 及时巩同、应崩、强

布置 化

30 化学教学 2013年第1期
万方数据



·精品课例·尸————、

——————————————————————————————————————————一聚焦课堂)

手持技术环境下基于POE策略的电离平衡教学研究

任峰，李友银

(合肥市第一中学，安徽合肥23{}601)

摘要：在影响电离平衡的因素的探究教学过程中，采用}持技术与POE演示策略相结合，从定量角度直观揭示微观世界变化．化

解传统实验教学难以说清的电离平衡中的微观问题．充分地发挥手持技术的优势一

关键词：手持技术；POE策略：电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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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是高中化学选修四《化学反

应原理》中的一个重点内容。由于电离平衡的建立和移

动无法直接观察，因而学生对电离平衡的微观世界的

认识是模糊的：本课例运用POE演示策略．借助手持

技术实时、准确、直观以及定量等特点进行实验演示，

揭示电离平衡中微观粒子及其浓度的变化规律．探究

温度、浓度和同离子效应对醋酸电离平衡的影响，从而

帮助学生认识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的实质，学习从现象

到本质的思维方法，建构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概念及

电离平衡移动知识一

1 教学思路

1．1 手持技术与多媒体技术在本课例中的融合运

用

手持技术是利用传感器、数据采集器、计算机(含

软件)三者连接，对实验体系中某种(或某几种)物理

参数进行实时测量，从而用于研究化学本质问题的实

验装置：具体过程是传感器测量物理参数，由数据采

集器采集、处理并传给电脑，由专门软件自动绘图，可

直接投影至屏幕上：手持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整合，主

要用于完成用传统实验方法难以实施的定量实验以及

综合实践活动和研究型学习中，如酸碱滴定中pH变化、

二氧化碳灭火实验探究等÷

图1实验设备示意图

本节课开始前，将pH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数据

采集器、计算机以及投影五者相连(见图1，其中温度

传感器仅在做“温度对醋酸电离平衡影响”的实验时

使用)，将装有醋酸溶液的烧杯放置在带电加热的磁力

搅拌器上。通过手持技术实时测量溶液pH的变化以

表征溶液中H+浓度的变化，以及实时测量溶液温度变

化．从而研究弱电解质电离的影响因素。

对于学生而言，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的移动比较抽

象：传统的实验方法只能通过测定不连续的点(如不

同条件下溶液的pH或导电性)间接说明平衡发生了移

6反思

在研究本课设计时，笔者曾查阅近年各类文献，未

发现关于“水的电离”的教学设计或案例；对教师的调

研显示，多采用“纯水存在微弱电离一讲述K。一做题

训练一小结”模式，半节课即可完成教学任务，以上现

状也是笔者尝试新设计的动因：

本设计通过新增“自来水与纯净水的鉴别”实验

探究，丰富了课堂内容与形式，凸显化学的实验特征，

激发了学生求知欲．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

究学习的学习方式；本设计把通常由教师推导K。及其

与温度关系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将教师讲学生听变成

教师提出问题学生自主活动探究，改变了教师与学生在

课堂活动中的角色，充分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意识，使

化学教学 2013年第1期

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增长了能力，有效突出了重点、

突破了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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