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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探究和大胆实践中，他们悟出了：粗细不一样的铅 两冬碱中和滴定是中学化学学
笔芯(石墨)导电性不—样；长短不—样的铅笔芯(石墨) 日欠习中的一种重要的定量分r4，
导电性也不一样。学生在合作探究中既能区分导体和 析方法，它是指用已知物质的量浓L-●一

绝缘体，也对导体的一些性质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为讲 度的酸(或碱)来测定未知物质的量：口1
授“电阻”做好了铺垫。又如在研究凸透镜成像规律时， 浓度的碱(或酸)的方法。在中和滴定 ，l’U
若仅凭语言描述，学生很难理解诸如：u>2f时，成倒立 误差分析教学中，由于学生缺乏实 ：己落
缩小的实像；f<u<2f时，成倒立放大的实像等规律。即使 验操作经验，对多变的误差分析感 ，I，哪

强迫学生记住了，他们也感到单调、枯燥，甚至不肯相 到难以理解，为此，在教学中进行以 。丌!

信。在这节课中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他们在 下讨论，可使学生感到有据可依。≮—：：
小组探究中理解凸透镜成像的规律，按实验步骤认真， 一、中和滴定的计算原理 掣 1三暑
进行实验探究，仔细观察，在实践中感悟凸透镜成像的 酸能提供的H+(包括已电离和未 萎．!皇仝
规律，既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提升了学生的理 电离)的物质的量与碱能提供的OH一 卷。龙；
解能力。 (包括已电离和未电离)的物质的量 ，＼

三、培养实验小助手。引领课堂实验 相等，即： 。』l。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培养、挖掘有潜能 n(H+)=n(oH一) 士if-
的学生，让他们成为物理学科的带头人，教师实验教学 c(H+)×v(H+)=C(OH-)xV(o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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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小助手。在物理实验中，学生会遇到各种困难，有 所以有如下的关系式： ．h

时甚至不知所措，教师一人是无法应对各组中的问题 c(标)v(标)n(标)=c(待)v(待)n(待) ，J’

的，这时就可让d,助-T-@--臂之力，使实验在各小组中 c(待)：[c(标)v(标)n(标)]／Z，士
顺利进行。有时实验很有趣，大部分学生都想做，可是 [v(待)n(待)] 一u
部分学生出现凑热闹不负责的情况，此时就可让,J,J|3J 若酸碱中和滴定在一元酸和一

手发挥作用，带领其他学生去领会、去观察。充分发挥 元碱中进行，则：

小助手的作用，实验教学进行得快而顺利，学生激情 c(待)=c(标)v(标)／[v(待)]

高，教学效果好。 误差分析的依据是根据滴定应消耗标准液的体

四、让物理实验走出课堂。走向生活，走向自然 积v(标)和实际消耗标准液的体积v(标)，从而比较

物理与生活联系紧密，我们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发 待测液的实际物质的量浓度和待测液的测定物质的

现问题，并运用物理知识去解决问题。鼓励学生走出课 量浓度的大小。如测出v(标)大于实际v(标)，根据公

堂，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学习物理，让物理实验走向生 式c(待)=【c(标)V(标)】／[v(待)]得待测液的浓度偏

活，走向自然。一方面，鼓励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取材，进 高；反之，待测液的浓度偏低。

行多方位的实验探究。如用一张纸、一杯水，你能做出 二、酸碱中和滴定的误差来源

哪些实验，并说明所蕴含的物理知识。让学生通过自己 引起酸碱中和滴定误差的操作(以标准的NaOH溶

设计实验，实践探究，悟出物理知识，强化对知识的理 液滴定未知浓度的盐酸为例)有：

解和运用。另一方面，学生在生活中虽然经常接触到与 1．仪器洗涤不当。

物理有关的生活用品及自然现象，但缺乏观察与思考。 (1)碱式滴定管用蒸馏水洗净后未用NaOH溶液润

教师应鼓励学生去观察、体验，积慨思考，感悟其中所包 洗，使标准液变稀，故消耗标准液的体积一定变大，即

含的物理知识。如家庭用的电热壶、手钳子等所包含的 v(标)变大，导致c(待)的测定值偏高。

物理知识有哪些?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让学 (2)锥形瓶用蒸馏水洗净后，又用待测液润洗，则

生学会观察，及时j西过课外实践开阔视野，丰富知识。 瓶内待测液的量偏多，消耗v(标)偏大，导致c(待)的测

总之，在新的教育理念的渗透下，物理课堂教学要 定值偏高。

以实验为突破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兴 (3)量取待测盐酸的酸式滴定管用蒸馏水洗净后，

趣，重视基础知识的夯实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这样双管 未用待测的盐酸润洗，使待测液的浓度偏低，消耗的v

齐下，才能适应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标)偏小，导致c(待)的测定值偏低。

(作者单位：互助县丹麻镇中心学校) 正确洗法：

(责任编辑陈景东) 二管一洗——酸式滴定管和碱式滴定管先用水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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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水清洗多次，再用待装液润洗2至3次。

一瓶一洗一锥形瓶只用水和蒸馏水洗。
2．操作出现问题。

(1)碱式滴定管漏液，会增加标准液的实际用量，

致使c(待)的测定值偏高。

(2)滴定前碱式滴定管尖嘴部分有气泡，滴定过程

中气泡变小或消失，使测得的v(标)偏大，结果偏高。

(3)滴定过程中，振荡锥形瓶时，刁刘、，I二将溶液溅出，
这样待测液的总量减少，使消耗V(标)偏小，结果偏低。

(4)滴定过程中，标准液沾在锥形瓶内壁上，又未

用蒸馏水冲洗下去，使测得的V(标)偏大，结果偏高。

3．读数方法有误。

关于酸碱中和滴定实验，首先应明确：滴定管的零

刻度在上面；读数时视线要与凹液面的最低点保持水

平。若视线不准确(fin视或俯视)，就会导致误差的产

生。具体情?5己JE要分以下六种：①滴定前仰视，滴定后

平视；②滴定前平视，滴定后仰视；③滴定前俯视，滴定

后平视；④滴定前,ztz视，滴定后俯视；⑤滴定前仰视，滴

定后俯视；⑥滴定前俯视，滴定后仰视。

以①为例，滴定前仰视，读数为V。，滴定后平视，读

数为V：，则消耗标准液的体积为(V：一V，)，比正确读数V

要小，即v(标)偏小，结果偏低。第②至⑥种情况其结果
依次为偏高、偏高、偏低、偏低、偏高。

4-丰旨示剂选择欠爰。

例如，用强酸滴定弱碱时，若指示剂选用酚酞，由

于滴定终点溶液呈酸性，而酚酞pH变色范围为8．2至

10，选用酚酞造成酸的用量减少，从而导致c(待)的测

定值偏低。同样，用强碱滴定弱酸时，若指示剂选用甲

基橙，滴定终点溶液呈碱性，而甲基橙的pH变色范围

为3．1至4．4，从而导致碱的用量减少，使C(待)的测定值

偏低。

因此，一般选择指示剂要考虑三个因素：指示剂的

变色范围与终点pH吻合或接近；指示剂变色范围越窄

越好，所以酸碱中和滴定时，一般选用酚酞或甲基橙；

指示剂在滴定终点时颜色变化明显，容易观察判断。

综合考虑：强酸强碱相互滴定可选择酚酞或甲基

橙作指示剂，强酸弱碱相互滴定时，选择甲基橙作指示

剂，强碱弱酸相互滴定时，应选用酚酞作指示剂。

5．标准物含杂质产生误差。

用于配制标准液的固体应该是纯净物，但其中有

可能混有杂质，称量时又需按标准物固体质量来称取，

一般均会产生误差。分为两种情况：

(1)杂质与待测液不反应。如NaOH中含Nacl，所配

的NaOH溶液浓度变小，滴定盐酸时，Nacl不参与反应，

以点促面
抓好化学实验教学

口孙静

，I，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化学实验既

’I’U是化学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化学

教学的基础。化学实验中的现象新奇生动、引人入胜，

最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求知欲，提高学生学习

的主动陛和积极}生。因此，加强实验教学是提高化学教
学质量，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有效途径。

但在实际教学中，有些教师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对化学实验教学认识不足，不能很好地利用实验器材，

甚至有些实验走形式，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更有些教师

考前突击，将生动的实验搬到了黑板上，让学生背实

验，将省下的时间挪来做大量的习题，认为这样取得的

成绩一点不比做实验取得的成绩低。他们认识不到实

验教学对培养学生化学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观察、思

维、记忆、表达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制约和影响

了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及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从近几

年的高考试题来看，对实验能力的考查越来越重视，考

点也越来越细化，从以前的考实验操作转变为先自主
设计合理实验，然后进行验证得出结论。这就对学生的

实验操作能力和教师的课堂实验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

一是要注意恰当利用实验对课堂教学所起到的促

所需标准液的体积偏大，故测定结果偏高。

(2)若杂质与待测液反应，则应作具体分析，关键

是比较与等物质的量的待测物反应消耗的杂质质量和

标准物的质量。若消耗杂质的质量较大，则相当于削弱

了原标准液的中和能力，故与一定质量的待测物反应

时，消耗的标准液的体积变大，测定结果偏高。例如，用
含有Na：CO。的NaOH标准液滴定盐酸时，由于Na：CO，消

耗1molHcl需要质量为53克，NaoH消耗1molHCl需要

质量为40克，所以测定结果偏高。若NaoH标准液中含

有Na20杂质，所含杂质消耗1m01Hcl需要质量为3 1克，

测定结果偏低。

(作者单位：民和高级中学)

(责任编辑陈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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