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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学实验引领复习课的创新尝试
———以“溶解现象”复习课的教学为例

李忠元 1 徐丹丹 2

（1铜山区教育局教研室 江苏 徐州 221116；2徐州科技中学 江苏 徐州 221008）

摘要：通过创设问题情境，以实验为载体，通过实验探究，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在问题解决中巩固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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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习课中突出实验的功能， 以实验为载体，通
过实验解决复习问题， 本身就是一种复习模式的创
新。譬如在设计“溶解现象”的章复习课时我们重点做
了以下考虑：首先是吃透课标、考纲对本章的基本要
求，设计出一条明晰的复习主线；其次是通过分析、处
理和整合本章教材内容，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网络
化；再次是选择以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为基本方法，
使整个复习过程充满启发性、思考性和探究性。
一、教学设计思路
基于以上认知，本教学设计从探究一杯未知液体

入手，以此为主线把溶液的知识都串起来。 以学生活
动为主体，以实验活动为基础，以问题探究为主线，以
问题解决为形式，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引导学生通过
对该杯液体的讨论与探究，让学生回忆溶液的相关性
质，在分析溶液性质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系统掌握溶
液相关知识。
二、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通过对本章各知识点进行梳理，形

成知识体系；加深对溶液的概念、特征、性质、组成、溶
质质量分数等概念的理解和掌握。
过程与方法：通过创设问题情景，学生主动进行

探究，提高分析、分类、归纳、综合等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实验探究训练，进一步激发

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培养科学探究的能力。
三、教学重、难点
能进行溶质质量分数的简单计算；能配制一定溶

质质量分数的溶液。
四、教学过程设计
1. 课堂引入要新颖
引入部分是这样设计的：在课前 2分钟开始播放

视频动画：溶解现象及自然界中部分结晶现象，意在

烘托气氛，激发学习兴趣。
[教学片段实录]
师：播放 2分钟视频：溶解现象及自然界中部分

结晶奇观。 在短片中你看到什么现象?
生：好奇观看视频，齐答：看到溶解现象和结晶现

象。
师：溶解和结晶都是与溶液有关的内容，这节课

我们来复习溶液。
2. 设计的问题要富有思考性
在课的开始问题是这样设计的；上课时教师首先

展示一杯液体，请学生观察并思考杯中液体是不是溶
液? 这样创设的问题情境既简单又很新鲜，不仅能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引发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
探究欲。 意在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不断探究。

[教学片段实录]
师：展示一杯液体，有人说杯中装的一定是溶液，

你认为呢?
生：学生积极思考并抢答。
师：如果是溶液应该具有什么特征?
生：均一性、稳定性（澄清、透明等）。
师：追问，如何验证此杯中液体是溶液?
生：测该液体的导电性、酸碱性、蒸发等。
师：演示实验：测杯中液体的导电性。
生：经验证杯中液体能导电，证明杯中确实是溶

液。
师：投影：总结溶液的特征及性质。
师：溶液组成成分是什么?
生：回答，引出溶液、溶质、溶剂概念。
3. 设计的问题要体现启发性
对于溶液的形成是这样设计的：把七种常见物质

溶于水，让学生观察并判断哪些物质溶于水可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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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杯无色溶液? 意在以此为线索启发、引导学生积极
思考总结。

[教学片段实录]
师：这个杯子中的无色溶液可能是下列哪些物质

溶于水形成的?
A.面粉 B.植物油 C.硝酸铵 D.蔗糖
E.氢氧化钠 F.食盐 G.高锰酸钾
生：思考、分析并回答，可能是硝酸铵、氢氧化钠、

氯化钠。
师：回答的很好，请说出你的理由。
师：在学生解释后，询问：在家里，盛菜的油碗是

怎样清洗干净的?
生：引导学生分析生活中的乳化现象。 （化学与生

活息息相关，化学有用）。
4. 设计的实验要体现创新点
对于物质溶解时常伴随吸热或放热现象，我们是

这样设计的， 根据物质溶解时热量的变化能使烧瓶内
外形成压强差这一原理， 巧妙利用烧瓶吞吐鹌鹑蛋实
验很形象地说明物质溶于水时，有的表现为吸热，有的
表现为放热，现象非常明显，趣味性很强，效果很好。

[教学片段实录]
师：展示硝酸铵、氢氧化钠、氯化钠三瓶白色粉

末，没有贴标签，你能设计实验把它们鉴别出来吗?
生：独立思考设计实验方案，经小组交流后回答。
师：评价学生回答的方案，并演示趣味实验：烧瓶

吞吐鹌鹑蛋。
（1）如下图所示，取 5药匙氢氧化钠固体，放在

100mL的小烧杯中，加 50mL的水，搅拌、溶解，将溶液
倾倒在图一所示烧瓶底部， 让学生仔细观察实验现
象。看烧瓶瓶颈中的鹌鹑蛋如何变化。（实验时，要慢，
要准；要介绍实验装置，要让学生仔细观察）。

师：通过实验现象，同学们获得什么结论呢?
生：观察实验，说出结论。
倾倒氢氧化钠溶液后，鹌鹑蛋会缓慢上升，并从

瓶口“吐”出来，非常有趣。
师：让学生解释实验现象及原理。
（2）再取 5药匙硝酸铵固体，放在 100mL的小烧

杯中，加 50mL的水，搅拌、溶解，将溶液倾倒在图 2所
示烧瓶底部，让学生仔细观察实验现象。
师：通过实验现象，同学们获得什么结论呢?
生：倾倒硝酸铵溶液后，发现鹌鹑蛋慢慢上升并

进入烧瓶，被烧瓶“吞”进去。
师：让学生解释实验现象及原理。
师：投影总结，物质溶于水时，有的表现为吸热，

有的表现为放热。
5. 设计的问题要有递进性
关于溶液的配制是这样设计的： 若这杯溶液是

100g溶质质量分数为 15%的氯化钠溶液，让学生思考
如何来配制它呢?要把多少氯化钠溶于水才能得到这
杯溶液? 以此问题为线索启发、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溶
液的配制方法。

[教学片段实录]
师：假如这个杯子中装的是 100g15%的氯化钠溶

液，你知道怎样配制这样的溶液吗?
生：固体加水、浓液稀释、稀浓混合等，视学生的

回答来定。
师：你知道配制溶液的步骤吗?
生：思考、分析配制步骤。
师：同学们说的很好，我们先来动笔计算一下所

需氯化钠的质量和水的体积吧。
生：学生板演，计算数据。
师：在配制过程中要用到哪些仪器? 你能从所给

仪器中挑选出来吗?请一位学生上去挑选并给大家讲
解。
生：找出实验仪器并讲解。
师：如果想加快溶解你有什么建议吗?
生：思考回答。
师：请同学们分组配制该溶液。
生：动手实验。
6. 设计的问题要体现启发性
对于溶解度、溶解度曲线的相关概念及饱和溶液

与不饱和溶液的相互转化是这样设计的： 通过实验，
让学生明确固体不能在水中无限制溶解，从而得出饱
和溶液的概念及固体溶解度的概念，通过实验探究展
示杯中不饱和溶液与饱和溶液是如何转化的，引导学
生积极思考。

[教学片段实录]
师： 现在请你往杯子里加一药匙氯化钠， 搅拌，

（展示杯中溶液）你看到什么现象?
生：动手实验，观察到固体溶解了。

氢氧化钠
图 1

硝酸铵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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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固体可以继续溶解，说明是什么溶液?
生：不饱和溶液。
师：你知道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是怎样相互转

化的吗?
生：思考、回答（如果学生一开始说出了通用方

法，要再引导：还有哪些方法? ）
师：出示投影。 （一般方法）饱和溶液与不饱和溶

液相互转化。
师：如果不饱和溶液是石灰水，怎么变成饱和?
生：思考并回答。
师：可以看出来，温度这个因素是不确定的，我们

总结出适用的通用方法。
师：投影：根据特例总结饱和溶液与不饱和溶液

转化的通用方法。
师：过渡：我们知道物质在一定温度下、一定量的

水里是不能无限制溶解的，我们用溶解度来定量表示
物质的溶解性。
师：你还记得溶解度的概念吗? 请大家完成投影

上的内容。
师：投影：溶解度定义（强调四个因素，让学生

说）。
生：回答概念。 概念的理解（引导多种说法）。
师：不同温度下物质的溶解度是不同的，可用溶

解度曲线来更直观的表示物质溶解度的变化。
师：投影溶解度曲线。根据溶解度曲线，你能获得

哪些信息?
生：独立思考，回答问题。
师：总结，溶解度曲线的线、点。 （变化图形，M点

的理解， 根据图说出不饱和状态到饱和状态的转化，
再总结）
师：下面我们通过几个题目来看看溶解度曲线具

体的应用。
师：投影：习题。
生：完成练习并回答。
师：降温是结晶的一种方法，若想完全结晶应该

怎么办?
生：学生踊跃发言。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和感悟?
生：学生踊跃发言谈收获、谈感悟。
五、教学反思
本节课教学活动的设计突出了以学生实验探究

为先导，通过展示一杯液体，让学生通过探究这杯液

体的性质实验，来梳理溶液的相关知识，并形成知识
体系。 教师在复习导入、问题引领、方案设计、实验探
究、交流合作中起指导作用。 通过对杯中液体的实验
探究，培养了学生的兴趣，突出了教学重点，降低了复
习难度，提高了复习效果。这样的教学，学生的主体地
位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恰当，课堂气氛民主融洽。整
堂课学生思维活跃，参与积极，提出和解决问题自然
流畅，三维教学目标自然、动态生成，达到了预期的复
习效果。由此可见，把实验引入复习课，不啻为一种提
高复习效果的好方法! 当然，如果能把学生回答问题
的预设准备的更充分些，课堂效果可能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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