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微课的化学课堂教学

———以“酸和碱的中和反应”教学为例

安徽省阜阳市红旗中学 236037 王灵柱

福 州 大 学 化 学 学 院 350100 张 慧

微课是微型课程的简称，它是以微型教学视

频为主要载体，教师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 如重

点、难点、疑点、考点等) 或教学环节 ( 如学习活

动、主题、实验、任务等) 而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

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新型在线网络视频课程。
它具有“时间短、容量小、内容精”、“可反复观看

学习”、“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学习内容”等特点。
因此，越来越多的教师将微课技术应用到课堂教

学中，极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酸和碱的

中和反应”教学内容中涉及了“宏观探究”、“微观

分析”和“符号表征”的化学学科思维特点———
“三重表征”思维，是培养学生化学核心素养很好

的素材。笔者通过制作“中和反应发生的判断”
微课并应用到课堂教学，很好地提高了课堂教学

的效率，充分培养了学生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一、传统化学课堂教学分析

“酸和碱的中和反应”是在学习了“常见的酸

和碱”之后要学习的内容。本节内容的重点是酸

和碱的中和反应，难点是中和反应发生的判断和

微观实质。教材是通过向滴有酚酞的氢氧化钠溶

液中逐滴加入稀盐酸，根据溶液颜色变化来说明

酸与碱之间可以发生反应的探究活动来突破本节

教学的重难点。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演示教材

中的探究实验，学生分析实验现象并得出酸和碱

可以发生中和反应的结论。探究实验变成了演示

实验，学生虽然获得了中和反应的相关知识，但并

没有参与体验知识获得的过程，不能深入理解中

和反应的本质，自主、合作探究能力及发散思维能

力得不到发展。而有些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希望

更深入地学习该反应的原理和拓展知识，却苦于

无处寻求帮助。
另外，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也有教师在演示

教材探究实验后，设置采用不同方法探究中和反

应发生的活动，让学生体验探究过程，感受科学探

究的魅力。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很多时候无法完

成教学任务。
因此，可以利用微课将拓展的探究活动前置，

让学生利用空闲时间预习并试着解决相关的问

题。也可以作为课后的拓展延伸内容，加深对所

学知识的进一步理解和应用。
二、微课设计的思路

由于课堂教学时间、传统教学理念等的影响，

“酸和碱的中和反应”部分教学素材潜在的教育

教学价值并未被挖掘出来，因此，在传统课堂教学

中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能力和化学核心素养得不

到充分培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微课学习成

了解决这一类学习问题的有效方法。合理利用微

课能较好地体现出信息技术条件下学生进行自主

学习的一种理想状态，以满足不同学生个性化的

需求。
“中和反应发生的判断”微课中主要设置了

判断中和反应发生的多种方法和实验方案，能有

效启发学生思维，拓展教学深度，满足学有余力学

生课外学习的需求。
三、微课实录

中和反应发生的判断

中和反应是指酸与碱作用生成盐和水的反

应。然而当将盐酸逐滴加入到氢氧化钠溶液中

时，并未发现明显的实验现象。
【演示实验】将盐酸逐滴加入氢氧化钠溶液

中

问题 1 酸与碱之间能否发生反应?

问题 2 如何判断酸和碱之间发生反应了

呢? ( 以盐酸和氢氧化钠反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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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分析: 如果酸与碱发生了反应，则随着反

应的进行溶液中的酸和碱就会逐渐减少或消失，

因此可以通过反应物的减少或消失来判断反应的

发生。
问题 3 如何来判断反应物( 盐酸和氢氧化

钠) 的减少或消失呢?

思路分析: 若反应物减少或消失，溶液的酸碱

性就会发生变化，因此可以利用溶液酸碱性的变

化来判断中和反应的发生。
方法 1: 反应物的减少或消失。
【演示实验】方案 1: 如图 1 所示。

图 1

向盛有氢氧化钠溶液的烧杯中，滴加几滴酚

酞溶液，溶液变成红色。然后再向其中滴加盐酸，

边滴边振荡，当溶液由红色变为无色时说明溶液

碱性已消失，即氢氧化钠已反应完，从而证明盐酸

与氢氧化钠发生了反应。
同理，可以利用石蕊溶液来指示溶液酸性的

变化来判断反应的发生。
方案 2: 向滴有石蕊的盐酸中逐滴加入氢氧

化钠溶液。
分析: 随着氢氧化钠溶液的加入，若溶液颜色

由红色变为紫色或蓝色，说明盐酸已消失，即证明

盐酸与氢氧化钠发生了反应。
因为盐酸还可以与活泼金属、碳酸盐反应生

成气体，呈现明显的实验现象，因此可以利用这些

物质来判断盐酸的存在与否。基于此原理可以设

计以下实验方案。
方案 3: 向盛有盐酸的烧杯中加入足量的氢

氧化钠溶液，然后再加入锌粒。
分析: 若加入锌粒后无明显现象，说明盐酸已

与氢氧化钠发生反应。
方案 4: 向盛有盐酸的烧杯中加入足量的氢

氧化钠溶液，然后再加入碳酸钠。
分析: 如果加入碳酸钠无气泡冒出，则盐酸与

氢氧化钠发生了反应。

也可以利用氢氧化钠与硫酸铜溶液反应产生

蓝色沉淀来判断氢氧化钠的减少或消失。
方案 5: 向盛有氢氧化钠溶液的烧杯中加入

足量的盐酸，然后再加入硫酸铜溶液。
分析: 若加入硫酸铜溶液后无蓝色沉淀产生，

则证明盐酸与氢氧化钠发生了反应。
问题 4: 基于以上的设计思路，你还能设计出

哪些证明酸和碱可以发生反应的实验方案呢? 请

试着写出来吧!

除了通过反应物的减少或消失来判断反应的

发生外，还可以通过检验有新物质生成来判断反

应的发生。
方法 2: 新物质生成。
【演示实验】将盐酸逐滴滴加到红色的氢氧

化钠溶液中直至溶液红色刚好褪去，用胶头滴管

吸取反应后的溶液滴在洁净的玻璃片上，然后置

于酒精灯的火焰上微微加热，最后，洁净的玻璃片

上留下白色的固体物质。
问题: 5 玻璃片上出现的白色固体物质是氢

氧化钠还是生成的新物质呢? 判断的依据是什

么?

因为随着盐酸的加入溶液的红色褪去，说明

氢氧化钠已消失。所以，加热后残留的白色固体

即为生成的新物质( 氯化钠) 。
中和反应生成盐的同时还有水产生，因此还

可以通过将固体草酸与氢氧化钠固体混合来检验

水的生成。
【演示实验】将草酸固体与氢氧化钠固体混

合搅拌，很快变成糊状物，从而判断有水生成。
对于无明显现象的反应，可以借助手持技术

将隐性的反应显性化，从而判断反应的发生。
方法 3: 实验现象显性化。
【演示实验】将盐酸逐滴加入氢氧化钠溶液

中，用 pH 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测定溶液的 pH 和

温度变化情况如图 2。
从 pH 和温度曲线上可以看出，随着盐酸的

不断加入溶液的 pH 逐渐减小、温度逐渐升高，当

pH = 7 时，说明酸和碱恰好完全反应，溶液的温度

达到最高。随着过量盐酸的加入溶液的 pH 继续

减小( ＜ 7) ，温度有所降低。
结论: 酸与碱之间可以发生中和反应，生成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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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和水，且中和反应为放热反应。
符号: HCl + NaOH NaCl + H2O
问题 6 能否利用固体氢氧化钠和稀盐酸或

浓硫酸和稀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的放热现象来判断

中和反应的发生呢?

不能，因为固体的氢氧化钠和浓硫酸溶解于

水时均有明显的放热现象。
问题 7 根据手持技术对盐酸和氢氧化钠反

应数据的测定，思考中和反应的实质?

播放动画视频: 盐酸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的

微观过程

结论: 中和反应的微观实质:

H + + OH － H2O
本次微课主要讲述了判断化学反应发生的三

种方法，渗透“宏观—微观—符号—曲线”的化学

学科思维，方法比知识更重要，只有掌握科学的学

习方法才能使我们的学习事半功倍。
四、微课在“酸和碱的中和反应”教学中的作

用

1． 利用微课预习新知

由于学生在学习酸和碱的化学性质时以及处

理习题时均已知道酸和碱之间可以发生中和反

应，所以教材中设置的盐酸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

的探究活动对于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来说过于简

单，不能较好地引发他们的思维活动。因此，可以

让学生课前观看视频，这样既可以在课前了解和

中和反应相关的拓展知识，还可以将预习中的问

题或困惑带到课堂进行有针对性地交流研讨，这

样可以有效提高学习效率。
例如: 微课视频中涉及到酸、碱与盐反应的方

案设计，从知识呈现的顺序来看属于后续“生活

中常见的盐”的内容，所以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

难度。但这些反应或类似的反应在前面的学习中

都有所接触，只不过没有过多地讲解和归纳。因

此，通过课前的微课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知识迁移

和归纳总结的能力，有效促进学生思维能力进一

步地提升。
2． 利用微课复习拓展

对于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可以在课后学习微

课，根据自己对知识点掌握的情况来有选择性的

学习微课，可以就不明白之处反复学习、研究，从

而有效理解知识内容，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对于学有余力，希望能更深入学习的学生，课

后在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之上，可以

通过研究微课进一步学习拓展知识，拓宽视野，发

散思维。
例如: 微课中设计了多组判断中和反应的实

验方案，是对教材中探究活动有效地拓展和延伸。
从反应物的减少或消失、有新物质生成及反应的

现象等不同角度设计多种判断中和反应的方案，

既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又能充分拓展学生思维

的深度和广度。
3． 利用微课发展学生化学核心素养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是在分子

原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

的学科。本节微课在多角度判断中和反应发生的

设计思路中渗透“宏观切入—微观分析—符号表

达—曲线呈现”思想，在宏观实验的基础上进行

微观分析，可以帮助学生建立事物间本质的联系，

实现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通过盐

酸与氢氧化钠反应的探究活动和微观反应动画视

频的呈现有效增强了学生“宏观辨识与微观探

析”的意识，在多角度设计判断中和反应发生的

实验方案中培养学生“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的

素养，在分析中和反应发 生 的 实 证 中 培 养 学 生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的能力。
但因为固有教学模式的限制，微课“中和反

应发生的判断”仍停留在有需要的或感兴趣的学

生自主学习的阶段，还没走进教师的课堂。如何

将微课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更好地提高学生的

学习实效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地

探索和总结。
( 收稿日期: 2017 － 05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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