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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学观念为统领设计教学活动
——对“弱电解质的电离”教学课例的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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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对“弱电解质的电离”教学课例的再研究，从教学活动设计的角度阐述了以化学

观念为统领设计教学整体框架，以实验为支撑体现概念的建构过程，通过系列问题引导学生在问

题分析解决过程中形成相应的认识思路与方法等内容，对如何实施化学观念教学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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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背景下，老师们越来越关注观念教

学[1~5]，但在实施观念教学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困

惑。如何实施观念教学?在教学实践层面上看，最

为关键的问题就是教师要立足整体，对学生知识形

成与观念建构等方面要有整体考虑[6]，要分析和挖

掘具体知识所蕴含的化学观念，并以化学观念为统

领来设计和组织相应的教学活动，让具体知识的学

习服务于学生化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为此，笔者

基于2次指导“弱电解质的电离”课例研究[7’8]的

经历，再次对“弱电解质的电离”教学进行反思，

从教学活动设计的角度就如何实施化学观念教学进

行一些探讨。

1挖掘具体知识所蕴含的化学观念，明确教学的

核心所在

观念教学需要以具体知识的教学为基础，在具

体知识的教学中要实施观念教学，首先需要分析和

挖掘具体知识所蕴含的化学观念与方法，明确教学

的核心所在，为教学指引方向。

从单元整体的角度看，人教版高中化学选修4

第三章“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是以溶液中离子反

应为核心，运用化学平衡有关知识，从微粒及微粒

间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研究水溶液中的电离平衡、水

解平衡和沉淀溶解平衡，发展学生对水溶液中物质

及其反应的认识；帮助学生逐步形成从微粒及微粒

问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水溶液中物质及其反应的思

路和方法(分析的基本思路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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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分析水溶液中物质及其变化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弱电解质的电离”是本章的第一节，也是本

章的关键内容，它与溶液的酸碱性、盐类的水解和

溶液中的离子反应有直接关系。从促进学生化学观

念发展的角度看，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包括：第一，

认识电解质因电离的不同有强弱之分，发展对化合

物及电解质分类的认识；第二，认识弱电解质在水

溶液中的电离特征，浓度等条件对电离平衡的影

响，深化对水溶液中电解质的存在形式和微粒间相

互作用的认识；第三，从微观、动态、平衡、定量

的角度认识水溶液中电解质的微粒存在形式、微粒

间的相互作用及微粒数量关系等，初步建立相应的

认识思路和方法。为此，可以确定“化学平衡观”、

“微粒观”作为统领“弱电解质的电离”教学的核

心观念。

基于上述分析，不仅明确了本节课的教学核心

所在，也引发了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即在具体知

识的教学中到底要让学生学习什么。笔者认为，从

促进学生化学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角度看，学生学习

的内容可分为3个层面：一是学习并掌握具体的知

识与技能，二是在具体知识的学习中形成和发展对

化学观念的认识，三是形成认识上述内容的基本思

路和方法。前者是短期目标，后2者是较远期目

标。只有这样，才能将学生化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显性的教学目标，才能在具体知识的教学中有

效实施观念教学。

2以化学观念为统领，让学生学习有内在逻辑的

知识内容

化学观念是超越具体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对学

习相关具体知识或解决具体问题起到关键作用，可

作为统领具体知识教学的向导。为此，在教学活动

设计方面，以化学观念为统领设计教学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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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具体知识的教学置于化学观念统领之下，让学生

学习有内在逻辑的知识内容，可以摆脱细枝末节的

问题，使具体的知识教学更为简单高效。

基于上述考虑，“弱电解质的电离”教学整体

框架(见图2)设计为：以“化学平衡观”为统领

构建教学内容主线，围绕“电解质有强弱之分——

弱电解质存在电离平衡——影响电离平衡的因素

——电离平衡的实际应用”几个方面展开教学，发

挥“化学平衡观”对弱电解质电离教学的指导作

用，同时以实验揭示微观本质为支持，从微观离子

角度(弱电解质在水中电离后的微粒存在形式、微

粒间的相互作用及作用的结果)来探究和理解“电

离平衡”，拓展对化学平衡理论的认识。

内容主线 引导阎躁 话动方式黼燃胡越l酸的酿性强弱?l II可题!生!．2』

陲墅嘲压壶一l皇塞壹笪垒歪回!J I问题2．卜2 3I

I哪些因素会对弱电解劂
I的电离平衡产生影响?J

认识器鼯

菊两孺两再添
的微粒种类与数量

羌注溶液中

微粒闻有相互作用二二[
认识到微粒问相互

作用是动态的

图2以化学观念为统领设计“弱电解质的电离”教学整体框架

在这样的教学框架中，将认识内容与认识思路

方法有机整合，力求在教学中使学生认识思路方法

的形成与知识学习协调同步，促进学生实现对“电

离平衡"的理解，发展学生对“化学平衡观”和

“微粒观”的认识。

3以实验提供直观支持，重视学生概念的建构

过程

学生化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以重要的概念

和典型的事实为基础，需要学生在教师引导下通过

对具体事实的观察与分析、思考和内化，逐步建立

起对重要概念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发挥实

验的重要作用。

由于“弱电解质的电离”知识理论性较强，微

观抽象，学生一般能接受弱电解质是部分电离的，

但是对于弱电解质电离出来的离子能结合成分子、

弱电解质在溶液中存在电离平衡的认识往往存在困

难。为了帮助学生形成对“水溶液中弱电解质存在

电离平衡”这个重点同时也是难点的学习，教学以

醋酸为例，以实验(见表1)为支撑分3步进行：

①弱电解质溶液中，存在弱电解质的分子和其电离

出的离子；②在一定条件下，弱电解质溶液中的弱

电解质分子能继续电离成离子；③弱电解质电离出

的离子能结合成分子。

表l促进学生对“溶液中弱电解质存在电离平衡”认识的实验设计

实验活动 知识的形成过程

[实验1](学生实验)等体积的

1 m01／L的盐酸和1 m01／L醋酸分
认识不同电解质在水中的

电离程度不同，电解质有
别与镁条反应；测这2种酸的

强、弱之分
pH。

[实验2](演示实验)同体积、同 认识在一定条件下，弱电

浓度的盐酸和醋酸同时与过量镁 解质分子能继续电离成离

反应，收集产生的气体。 子

[实验3](演示实验)用pH计分

别测定下述溶液的pH：①o．2

mol／I，盐酸；②o．2 mol／L盐酸与 认识氢离子和醋酸根离子

水等体积混合溶液；③O．2 mol／I． 能结合生成醋酸分子

盐酸与o．2 mol／L的醋酸钠溶液

等体积混合溶液。

综合上述，形成以下认识：

醋酸这种弱电解质的电离

是可逆的，存在电离平衡。

教学中，通过化学实验现象或数据的分析，用

问题引导学生分析其微观原因，由宏观现象的认识

到分析水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是怎样变化的，由此

认识到水溶液中物质微粒及微粒间的相互作用，让

学生确认在水溶液中弱电解质存在着电离平衡。

4通过系列问题激发引导。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认

识思路和方法

为了增进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课堂教学问

题的设计很关键。从微观粒子角度认识水溶液中弱

电解质的电离平衡，初步形成相应的认识思路和方

法是学生需要发展的观念性认识(微粒观)，它是

学生后续学习相关内容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学生

学习的难点之一。为此，问题系列的设计不仅要关

注学习内容本身，而且要关注学生认识思路与方法

的感悟、关注学生化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弱电解质的电离”这节课的系列问题设计见

表2。这些问题包括：一是引导问题，是围绕本节

课的核心内容而设计的，指引某个教学环节的认知

对象和学习目标的问题，若干系列化的环节引导问

题构成了课堂教学的框架问题序列；二是内容问题

或方法问题，是教学环节引导问题的子问题，直接

指向具体的认识内容和认识方法，或者是以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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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为基础的延伸和拓展。若干系列化的内容问题或

方法问题构成了对某个教学环节内容的启发引导。

这些由概括到具体的问题系列(知识内容一引导问

题一内容或方法问题)，就构成了学生认知框架问

题序列。
●

表2 “弱电解质的电离”教学的主要问题设计

引导性问题 活动 内容或方法问题

问题1．1 相同条件下，盐酸

问题1如何比较盐
和醋酸分别与镁条反应，反应

酸和醋酸的酸性强 实验l
速率为什么不同?

·

问题1．2为什么相同浓度的
弱?

盐酸和醋酸溶液中c(H十)不

同?

问题2．1 醋酸中的H+浓度

小，为什么也能持续产生氢气?
问题2醋酸与盐酸

实验2 问题2。2怎样解释混合后pH
电离的主要区别是

实验3 的变化和差异?
什么?

问题2．3 醋酸溶解于水中，

溶液中微粒浓度如何变化?

问题3根据化学平

衡知识，你认为哪 问题3．1 结合实验2和实验

些因素会对弱电解 讨论1 3，请分析醋酸电离平衡移动，

质的电离平衡产生 并解释平衡移动的原因。

影响?

问题4如何比较硼
问题4．1 请设计实验方案。

酸、碳酸和醋酸的
讨论2 并进行实验验证。

实验4 问题4．2查看3种酸的电离常
相对强弱?

数，你有什么发现?

问题系列是实现教学目标的程序，也是教师引

导学生思维的策略。在教学中，不仅要利用问题调

动学生参与学习过程，激发和引导学生通过问题的

思考去理解所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系列问

题的启发和引导，让学生经历科学理性思维活动，

在问题分析和解决的过程中去反复认识、体验和感

悟分析水溶液中物质及其变化的思路和方法，从而

为理解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奠定知识和方法基础。

下面以“弱电解质存在电离平衡”教学活动片

段为例加以说明。如前所述，学生学习“水溶液中

弱电解质存在电离平衡”分3步进行：通过实验

1、实验2，在相关问题的驱动下，学生逐步认识

到不同电解质(盐酸、醋酸)在水中的电离程度不

同，电解质有强、弱之分；在一定条件下，弱电解

质分子(醋酸)能继续电离成离子。为了帮助学生

进一步认识氢离子和醋酸根离子能结合生成醋酸分

子，设计实验3，通过实验数据的分析，发现盐酸

与醋酸钠溶液混合后，氢离子浓度的变化不是简单

的“稀释”变化，其减小的幅度大于用水稀释的幅

度，由此教师进一步提出问题“怎样解释混合后

pH的变化和差异”。通过这个问题，引导学生从

微观角度进行分析，从分析溶液中电解质的微粒存

在形式进一步关注该溶液中微粒问的相互作用，从

而说明氢离子和醋酸根离子能结合成醋酸分子(分

析思路如图3所示)。

引导问题 活动设计 内容问题

宏 恃盐酸相比，卜
[实验3】用pH计分别测定下

霎盼冽
述溶液的州：④o．2 mol／L盐 一怎样蟹释混合后pH
酸；②o．2 1l-bl，L盐酸与水簿

}的变化和差异?

体积混合溶液；③0．2∞1几

实 盐酸与o．2∞l／L的醋酸铺溶
液等体积混台溶液。

‘
V

f
删3co。Na溶液中主要微粒：口{3c00一、Na+

微
关注

田 溶液 H刚提供的微粒：c1‘，H+

原

基

图3基于宏观事买的微观分析思路示例

类似上述的分析思路要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通过对认识思路和方法的反复运用和体会，从微粒

的视角分析和解释弱电解质溶于水的宏观变化，认

识和理解弱电解质存在电离平衡的微观过程，把握

宏观现象与微粒及其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帮助学

生逐步形成看待水溶液中物质及其变化的新视角。

总之，以化学观念为统领设计教学活动，要重

视运用化学实验提供丰富的感性认识，围绕重要概

念的理解和应用设计驱动问题，引导学生经历知识

的形成、运用和反思过程，在相关内容的教学中不

断发展对化学观念的认识，从而帮助学生逐渐实现

对化学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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