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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水的电离和溶液的酸碱性》课例赏析

◆刘建民

(山东省泗水县第二中学)

【摘要】高中化学市级优质课《水的电离和溶液的酸碱性》评选活动10月中旬在邹城进行了2天，活动中我们听
了6节课，这6节课各有特色，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是经验与智慧的对撞。 整体来说，这些课有

共同的优点，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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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使用方面源于教材但不拘泥于教材

创造性地开发使用教材，课程内容源于教材但不拘

泥于教材。 根据所学知识内容的特点和学习方法，将

教材内容重新整合，同时结合高中化学学科的特点，将

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应用到课堂学习中，并反过来，用化

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引导学生将化学学习放眼生

活，用生活的眼光看待化学。 例如，探究水是极弱电

解质，设计实验串联白炽灯和电流计电解纯水，灯泡不

亮，但电流计指针发生偏转，证明有微弱电流通过。

再用动画模拟整个过程，直观形象再现，有助于理解记

忆，农夫山泉酸碱性的分析等。 上述事例都来自于生

活实际，开发性的使用教材，让学生带着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进入学习状态，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结束

本节课的学习。 探究水的电离将教材内容和动画模拟

整合在一起，直观形象，轻而易举突破难点。

二、教学设计详略得当，重点、难点突出

教学设计详略得当，水的电离及影响水的电离平衡

的因素通过多种教学手段详细讲解，PH 值计算略讲。
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以及自身素

质，选择适合学生特点的学习方法有针对性地教学，发

挥学生的长处，弥补学生的不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树立学生的信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课堂设

计围绕本节课的重难点——水的电离和影响水的电离平

衡的因素展开教与学，在处理影响水的电离平衡的因素

时，通过图表的形式，把繁杂的琐碎知识点如温度、

酸、碱对水电离出的氢离子、氢氧根离子和溶液中氢离

子、氢氧根离子浓度的影响融入表格，引导学生从理论

的高度分析、归纳总结规律。 引导学生学会学习方

法，知道怎样利用规律解决问题，将所学知识升华。

三、学生课堂主动学习，积极参与，培养学习素养

课堂教学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开始，用所学知识解

决生活中的问题结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参

与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成就感。 教学中指导学

生动手做实验，随着一个个实验现象的出现，增强学生

的感性认识，让学生感到学有所依，并且体会获得知识

的快乐。 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教给学生学习、研究的方

法，让他们知道怎样学习；另一方面通过迁移应用、举

一反三，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知识规律的总结与归

纳，进而达成学习目标。 在教学设计上，采取问题引

领式教学，分散难点，有效的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

例如，老师在处理25℃下0.01mol/L的 HCl时，不仅
引领学生分析溶液中的c(H＋ )、c(OH－ )，还引领学生
分析溶液中的H＋、OH－分别来源于什么？ c水 (H＋ )、
c水 (OH－ )分别为多少？ 并得出0.01＋1×10－12≈0.01,
轻松突破了难点，同时用25℃下0.01mol/L的 NaOH
作变式训练，让学生体会相同温度下同浓度的 HCl和
NaOH对H2O电离的抑制程度相同。 通过问题探讨，

发展学生的想象力，体验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从而使

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四、课堂气氛融洽，活动精彩纷呈，教学效果良好

通过实验实践，知识的内化、能力的培养、情感的

形成，都需要学生亲身的体验实践与主动参与。 不仅

让学生轻松掌握了知识，同时训练学生基本实验操作能

力、观察能力、和准确描述实验现象得出结论的能力，

促使学生养成及时归纳整理知识的学习习惯，最后再进

行学习方法总结提升，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和实践

能力。

听课所得，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化学课堂教学进行实验探究，把微观粒子运动通过
电流计指针的偏转宏观呈现出来。（2）分组实验操作，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让学生动起来，真正

成为了课堂的主人，教师成为辅助者和引导者，体现了

新课标所倡导的“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目标。（3）
教学手段多样化，尤其是现代教育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

度融合。

我们缺的不是智慧，不是经验，而是视野。 各位

老师的教学实际性和启发性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这种实

事求是又不缺乏创新的态度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

的基本要求。 今后，我一定将学到的东西融入到教学

实践中去，提高自己的教育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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