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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选修四第三章《水溶液

中的离子平衡》，涉及酸、碱溶液稀释、酸碱中和滴定pH变化

相关题型频率较高，也是近几年高考热点之一。若用常规解题

思路解决此类题型，学生难以理解且常常混淆不清，经过不断

探究与反思，发现用图像法可以将此类问题迎刃而解。现将几

种用图像法解决的常见题型汇总如下（以下题型中涉及条件均

为常温常压）。

题型一：相同浓度或相同pH的强酸、弱酸稀释到相同pH时

加水的体积多少比较。

理论依据：浓度相同的强酸、弱酸加水稀释时，pH值变化

大的为弱酸，变化小的为强酸；pH相同的强酸、弱酸加水稀释

时，pH值变化大的为强酸，变化小的为弱酸。

1）浓度均为0.1mol/L的盐酸和醋酸（体积相同），分别

加水m、n升进行稀释，使溶液的pH都变为4，比较m与n的大小？

查阅资料得知：0.1mol/L醋酸的pH=2.88；0.1mol/L盐酸

的pH=1。

两种酸溶液pH随水的体积变化图形为：

根据题意并结合理论依据，由图可知：相同体积、相同浓

度的强酸、弱酸加水稀释到相同pH值时，所需水的体积强酸大

于弱酸，即m>n。

2）pH值均为1的盐酸与醋酸，分别加水m、n升进行稀释，

使溶液的pH都变为4，则m与n的大小？

两种酸溶液pH随水的体积变化图形为：

根据题意并结合理论依据，由图可知：相同体积、相同pH

值得强酸、弱酸加水稀释到相同pH值时，所需水的体积弱酸大

于强酸，即n>m。

题型二：相同浓度或相同pH的强碱、弱碱稀释到相同PH时

加水的体积大小比较。

理论依据：浓度相同的强碱、弱碱加水稀释时，pH值变化

大的为弱碱，变化小的为强酸; pH相同的强碱、弱碱加水稀释

时，pH值变化大的为强碱，变化小的为弱碱。

1）浓度均为0.1mol/L的NaOH溶液和氨水（体积相同），

用图像法巧解溶液pH值变化的相关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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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加水m、n升进行稀释，使溶液的pH都变为9，比较m与n的

大小？

备课查阅资料得知：0.1mol/L的氨水pH =11.13；0.1mol/

LNaOH溶液的pH=13。

两种碱溶液pH随水的体积变化图形为：

根据题意并结合理论依据，由图可知：相同体积、相同浓

度的强碱、弱碱加水稀释到相同pH值时，所需水的体积强碱大

于弱碱，即m>n。

(2)pH值均为13的NaOH溶液和氨水，分别加水m、n升进行

稀释，使溶液的pH都变为9，则m与n的大小？

两种碱溶液pH随水的体积变化图形为：

根据题意并结合理论依据，由图可知：相同体积、相同PH

值的强碱、弱碱加水稀释到相同pH值时，所需水的体积弱碱大

于强碱，即n>m。

题型三: 强碱弱酸或强酸弱碱中和滴定时溶液pH值取值范

围与酸碱溶液体积之间的关系。

理论依据：强酸弱碱或强碱弱酸之间的中和滴定，一定要

分清滴定终点与中性点的区别。若恰好中和反应生成强酸弱碱

盐，溶液显酸性，pH<7；若恰好中和反应生成强碱弱酸盐，溶

液显碱性，pH>7；当然，中性点pH=7，但此时n(酸)≠n(碱)，

若起始浓度相等，则V(酸)≠V(碱)。

(1)用0.1mol/LNaOH溶液滴定20.00mL0.1mol/LCH
3
COOH溶

液，V(CH
3
COOH)与V(NaOH)的大小关系引起pH值取值范围如何

变化？

滴定时溶液pH随NaOH溶液的体积变化图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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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能力是一个人必备的一项基本能力，培养孩

子具有一定的计算能力是小学数学教学中一项重要任务。新课

标提出，学生要能正确、迅速、灵活、合理的计算。在实际的

教学中，学生计算的错误率却居高不下，如何提高学生的计算

能力，减少计算错误，是每个教师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  数学  计算能力  小学  思维训练

1 采用多种方式，激发计算兴趣
在教学中，应注意激发学生的计算兴趣，讲究训练形式，

使相对枯燥的数学学习变得生动，有趣起来，让学生学得兴味

盎然，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1 在游戏中培养兴趣

计算练习通过游戏、竞赛、抢答、开火车、听算、小组比

赛等形式来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挖掘学生的潜力，培养良好

的意志品质。通过多种形式的训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口算

水平，而且能提高学生的计算兴趣，寓教于乐。

1.2 用故事激发兴趣

如在教学简便运算前，首先给学生讲解数学家高斯创造性

地解答“1+2+3+……+99+100”这100个自然数之和的故事，为

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激发其学习数学的兴趣，学生不自

觉地产生了和数学家比一比的念头。中外数学家的典型事例，

以学生喜欢的小故事形式娓娓道来，既增添课堂气氛，吸引学

生注意力，也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爱好和兴趣。

1.3 用数学顺口溜辅助教学

如估算歌：要想快速验算，试着用用估算；先估估，后算

算，四舍五入是关键；“≈”符号来连接，简便快捷真叫棒。

2 讲清算理和法则，提高计算技能
我们知道，算理和法则是计算的依据，正确的运算必须

建立在透彻地理解算理的基础上，学生的头脑中算理清楚，法

则记得牢固，做四则计算题时，就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因

此必须处理好算理和算法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循“理”入

“法”，以“理”驭“法”，并通过智力活动，促进计算技能

的形成。

怎样提高小学生的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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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体验法

如在低年级讲授进位加法时，可让学生在摆一摆、画一

画、数一数的基础上体会凑十的过程，发现满十进一的现象，

学生会对“十进制”这一自然数的进位方法有很好的认识。在

计算中应用到满十进一的理论时才不会疑惑不解。

2.2 比较明理法

如三年级学习三位数乘两位数时，涉及到口算、估算、

竖式计算，对于这一知识的教学，我改变计算题以做题为

主的惯例，鼓励学生多动嘴说，说一说算理，说一说想的

过程，目的在于使学生的思维高度活跃，做到知其然亦知

其所以然。以125×11为例，先叫学生说说口算的思维过程

是：先算100×11=1100 、20×11=220、5×11=55，最后算

1100+220+55=1375；再说说估算的过程：将11估成10，然后计

算125×10=1250，也就是125×11≈1250即可；最后再说竖式

计算的思维过程：先算125×1=125  125×10=1250 ，最后算

125+1250=1375。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区别以上三种算法，就

会建立起清晰的表象。

2.3 知识转换法

如五年级教学异分母分数加减法时，先让学生充分领会

分母不同即分数单位不同，而分数单位不同，就不能直接相加

减，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再引导学生运用通分的知识，化异

分母分数为同分母分数，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已学过的同分母分

数相加减了。

3 加强基本训练，培养计算能力

3.1 重视口算训练，打牢计算基础

口算是学生必须熟练掌握的一项基本功，是数学学习中最

基本、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口算关系到以后能否顺利学习和掌

握多位数加减法、乘除法和小数、分数的四则计算等一系列内

容的学习。《数学课程标准》在第一、第二学段都强调要重视

口算。因此，小学计算教学要特别重视口算训练。

例如，10以内数的分解、20以内数的加减、九九表内乘除

法等要达到脱口说出正确答案，这对提高运算准确性很关键。

根据题意并结合理论依据，由图可知：V(NaOH)=20mL， 

n(酸)=n(碱)此时恰好完全中和，b点为中和点，恰好生成

强碱弱酸盐，溶液呈碱性，pH>7。V(NaOH)<20mL,有三种情

况：a～b之间，pH>7；a点为中

性点：pH=7；a点右边：pH<7；

V(NaOH)>20mL,pH>7。

（2）用0.1mol/L盐酸溶液

滴定20.00mL0.1mol/L氨水溶液，

V(HCl)与V(NH
3
·H

2
O)的大小关系

引起PH值取值范围如何变化？

滴定时溶液PH随盐酸溶液的体积变化图形为：

根据题意并结合理论依据，由图可知：V(HCl)=20mL， 

n(酸)=n(碱)此时恰好完全中和，b点为中和点，恰好生成强

酸弱碱盐，溶液呈酸性，pH<7；V(HCl)<20mL,有三种情况：

a～b之间，pH<7；a点为中性点：pH=7；a点右边，pH>7；

V(HCl)>20mL，pH>7。

以上题型主要考查酸碱溶液稀释、酸碱中和、盐类水解及

弱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电离平衡等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应用，知

识点多而杂，但借助曲线提供的信息，通过图像分析可以简单

且巧妙地将相关知识清晰地掌握，也不失准确与严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