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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稀释对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影响的诠释
筲 师桂芳

经验交流

摘要：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是高中化学基本理论的重点内容，
也是高考的重要考点。 关于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的移动，中学教
材一带而过。 稀释对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影响更是其中的难点，
很多教师讲得轻描淡写模棱两可， 学生学得一头雾水模糊不清。
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对这部分内容加以诠释，并结合自主探究的
实际课堂教学，使学生所学知识更加系统化、综合化。同时也能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启学生的学习动力，让学生有所思考、有所
探索，从而促进学生开动脑筋，用智慧融合知识体系，获得自主探
究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效果，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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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平衡属于化学平衡中的一种，化学平衡所具有的特征电
离平衡同样也具有，即逆、动、等、定、变，逆———弱电解质的电离
是可逆的；动———与化学平衡一样，电离平衡也是动态平衡，即分
子电离成离子的速率(离子化速率)、离子结合成分子的速率(分子
化速率)均不为零；等———达到平衡时，离子化速率与分子化速率
相等；定———各微粒(如离子、分子)的浓度不再发生变化；变———
电离平衡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浓度、温度)建立的，如果条件改变
时，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也会发生移动。 化学平衡移动原理同样
也适用于电离平衡。 其中加水稀释是改变浓度的一种方式，稀释
对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的影响，既是电离平衡的重点，也是难点，
更是各级各类考试的重要知识点。 而教材中没有详细的解释，使
学生对稀释弱电解质溶液电离平衡的移动只限于记结论，而对于
其实质模糊不清。甚至有些教师也摸棱两可，只强调移动的方向，
而忽视了其内在原理，从而使学生的学习不深刻，制约了学生分
析能力和探究精神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主动学习和创新思维的
形成。针对这一现象，笔者让学生分组讨论探究，力争从不同角度
分析，通过反复讨论、交流、总结，达成共识。 在此，笔者把对这部
分内容的诠释与各位同仁分享。

一、从溶液体积变化解释
加水稀释，溶液体积增大，离子互相碰撞而结合成分子(分子

化)的机会减少，导致分子化速率减小，小于离子化速率，电离平
衡向离子化的方向移动，即向电离的方向移动，从而得出结论：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稀释促进弱电解质的电离。

二、从浓度变化解释
以醋酸的电离为例：CH3COOH CH3COO- +H+， 加水稀

释，c(CH3COOH)、c(CH3COO-)、c(H+)都减小； c(CH3COOH ) 减少，离
子化速率减小；c(CH3COO-)、c(H+)减小，分子化速率减少。 但离子
化速率只受 CH3COOH 一种微粒浓度影响， 而分子化速率受
CH3COO-、H+两种微粒浓度的影响， 导致分子化速率减的程度更
大，使分子化速率小于离子化速率，电离平衡向电离的方向移动。
从而得出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稀释促进弱电解质的
电离。

三、从平衡移动原理解释
平衡移动原理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影响平衡的

其中一个条件，平衡就向能够减弱这种改变的方向移动。 加水稀

释弱电解质溶液，使溶液中的单位体积内的粒子数减少，按照平
衡移动原理电离平衡就向粒子数增多的方向移动，而电离方向就
是粒子数增多的方向。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稀释促进
弱电解质的电离。

四、用类比法解释
合成氨反应：N2+3H2 2NH3， 当该反应在一定条件下达

到化学平衡时，减小压强，增大容器的体积，根据平衡移动原理，
该化学平衡向气体体积增大的方向移动，即向气体分子数增大的
方向移动。以醋酸为例：CH3COOH            CH3COO-+H+，加水稀释，
增大了溶液的体积，平衡也应该向粒子数增大的方向移动，即向
电离方向移动。 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加水稀释，促进
弱电离质的电离。

五、从水合离子的角度解释
我们知道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电离生成的阴、阳离子在水溶液

中都是以水合离子形式存在，在学习中，为了简便，我们通常仍用
普通离子代替水合离子。 所以醋酸的电离方程式可以写作
CH3COOH+H2O CH3COO-+H3O+，此时可以暂时把 H2O看作
化学平衡中一种普通的反应物，加水稀释，相当于增大反应物的
量，平衡向正反应方向移动，即向电离的方向移动，从而得出结
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加水稀释，促进弱电解质的电离。

六、从质量作用定律解释
以醋酸电离为例：CH3COOH             CH3COO-+H+， 在一定温

度下达到电离平衡， 根据质量作用定律 ，v (离子化 )=k1c
(CH3COOH)，v(分子化)=K2c(CH3COO-)c(H+)，且 v(离子化) = v(分子
化)［v(离子化) ———离子化速率，v(分子化)———分子化速率］。现加
水稀释使醋酸溶液体积变为原来的二倍， 瞬间 CH3COOH、
CH3COO-、H+的浓度均变为原来的一半， 则 V′(离子化)=1/2K1c
(CH3COOH)，V′(分子化)=1/4k2c(CH3COO-)c(H+)，V′(离子化)=2V′(分
子化)，即 v′(离子化)＞v′(分子化)，电离平衡就向电离的方向移动。
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加水稀释，促进弱电解质的电离。

七、从电离常数解释
一定温度下，CH3COOH CH3COO-+H+ 达到电离平衡

时，电离常数 K= c(CH3COO-)×c(H+)
c(CH3COOH) 是一个定值。 加水稀释一倍，

Qc= 1/2c(CH3COO-)×1/2c(H+)
1/2c(CH3COOH) =1/2 c(CH3COO-)×c(H+)

c(CH3COOH) =1/2K 温度

不变，电离常数不变，此时 Qc <K，说明平衡已被破坏，平衡移动
的结果应使 Qc=K，只有向 c(CH3COO-)、C(H+) 增大的方向，也就是
c(CH3COOH)减小的方向移动，才会使 Qc增大，使得 Qc=K。 所以，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加水稀释，促进弱电解质的电离。

八、从水分子的作用力变化解释
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电离，从根本上来解释，可以形象的看做

是水分子作用于溶解在水中的电解质，加水稀释弱电解质溶液，水
越多，作用力越大，越有利于弱电解质的电离。所以，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加水稀释，促进弱电解质的电离。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认真探究、钻研教材，可以(下转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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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6页)从不同角度多种方位去解释加水稀释对弱电离质
电离平衡的影响。这样一来，既加强了学生对知识理解的深刻性，
又夯实了知识的综合性，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意
识。 其实，作为教师，我们就得深钻教材，透过教材的表面挖掘其
实质和精髓，这才能从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法中脱离出来，成为
一名深受学生欢迎的能力型乃至艺术型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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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化学教师。 包头市名师， 包头市高中化学学科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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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竞赛优秀教练员，包头一中化学竞赛主教练，
包头一中化学教研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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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9页)
从这三个试题可以看出， 这样的作业带有明显的层次性，学

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基础进行灵活选择，从而巩固自己学习
的知识理论。当然，有些学生学生对于作业总是感觉做不好，做不
对，此时，教师就要根据作业情况进行及时的补充和调整，并根据
学生的情况进行矫正性强化练习。

3. 对作业的评价反馈阶段
这个阶段教师对教学情况有了一定的认识，根据学生的学习

情况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 围绕学生作业努力实施有效评价，建
立多元化的目标评级体系，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不同层次的发
展，教师根据学生提供的作业情况进行有效批改，批改评阅时在
做好批改记录的同时，突出作业层次性，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应
给予充分的鼓励，努力发现他们的闪光点，给予更多的激励性评
价和评语，并鼓励向高一层次努力，尤其是想我们学校的学生基
础较为薄弱，差生面较大，更需要努力从中选取优点，用欣赏的眼
光，树立赏识评价理念，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培养给他们的学习数
学的兴趣。 对于成度较好的学生就应在量上和难度上增加，帮助
他们获取更多的发展空间。而对于中等程度的学生就需要更多的
引导，一方面防止他们选择较为容易的试题、练习偷懒，另一方

面，又要积极鼓励，做好指导，他们对于有一定难度的试题会显得有
些困难，但教师需要做好鼓励和指导，帮助他们向更高层次迈进。

总之，高中数学实行分层次作业设计，是践行新课改精神的
重要体现，是全面发展学生的需要，尤其是针对有些学校的学习
基础较为薄弱的现状，通过实施分层次作业设计，能够兼顾每一
个层次的学生，帮助他们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引导学生合理
选择作业，既能让他们通过适合自己的作业练习来更好地巩固知
识，提高能力，又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建立对数学学习的
兴趣，向着更高的学习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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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面的进步及问题，评估学生化学学习与发展的水平。所以，成
长记录的基本成分是学生作品，学生是成长记录袋的主人，他们
要参与到作品选择、自我评价和反思，以及同伴评价等活动之中。

学生的自主参与是决定成长记录袋成功与否的关键，但这并
不意味着学生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成长记录袋的内容，而应当是
在教师提供的指导框架内进行。 成长记录袋创建初期，教师要把
“为什么建”、“有什么用”、“怎样建”、“给谁看”等问题清楚地告诉
学生，既要让学生明确成长记录袋的共性要求，又不要限制学生
的个性创造力。 化学学习成长记录袋中收集的内容一般包括：化
学学习过程中的有代表性的作业、试卷，印象深刻的问题解决过
程记录，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独特的解题方法，阶段学习计划、学习
反思，化学知识树，参加化学竞赛的准考证、获奖证书，最喜欢的
自制实验仪器(实物、照片及制作说明)，最佳探究实验活动记录
(问题的提出、收集的有关资料、探究实验的方案和过程、实验报
告、探究反思)，最满意的综合实践活动(方案记录及报告、活动过程记
录、照片、音像制品、收获及感悟)，自己及他人评价的结论等等。

要真正发挥学生成长记录袋在综合素质评价中的作用，必须
调动学生、教师、同学与家长的积极性，由于他们的角色不同、视
角不同，在学生成长记录袋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学
生既是成长记录袋评价的对象，又是评价的主体，学生的自主参
与是决定记录袋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反思，
是成长记录的一个重要特色，在自我评价和反思的过程中，学生
依据标准和要求评价自己的作品，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从而发
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形成追求进步的愿望和信心，明确改进的
目标与途径。 教师在记录袋的建设与使用中应扮演好指导者、参

与者、评价者、欣赏者的角色，教师要经常查阅学生的成长记录
袋，从中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对学生获得的
进步和发展，应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对学生学习上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要及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 家长在记录袋的创建
和使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家长既可通过记录袋
反馈的信息，随时掌握学生成长状况，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又要
在明确责任和义务的前提下，及时检查、督促帮助孩子搞好成长
记录袋的建设。 同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作品的评价上，通过评
价，不仅能从他人作品中吸收好的东西，还可以提高自身鉴赏能
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交流可以让学生学会与人合作或合理
竞争，正确看待他人的进步与不足；从被评价者角度看，同学的评
价是促进自我反思、成长的另一种资源，因为同学之间交流的时
间最多，他们看待作品质量的角度与教师、家长不同，从同学的角
度往往会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评价学生成长记录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成长记录袋
本身的评价，二是用成长记录袋评价学生。 对成长记录袋不适宜
做总体评价，因为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很难确定统一的整体
评价标准；对记录袋本身的评价应重在展示与互动，学期学习结
束前，可以以班为单位做一次成长记录袋的展示评比，由教师或
学生组成的评比小组对每个学生的记录袋写出评语，并评出班级
优秀记录袋，评出最佳设计奖、最佳选择作品奖、实验创新奖、最
佳反思奖等等。在用成长记录袋评价学生时，要用好多方资源，进
行多方评价，如：教师寄语、爸爸妈妈的期望、同学对我说等等，让
学生了解多方的评价意见。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苏陈中学 2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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