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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子反应及其发生条件”的知识分析及

其教学价值

离子反应是中学化学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

是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 1 ) 第二章“化学物质及

其变化”的内容，这一节共分成三个课时: 第一课

时讲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电离; 第二课时讲离子

反应及其发生条件; 第三课时讲离子反应的具体

应用。第二课时离子反应和离子方程式是重要的

化学用语，在中学阶段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知识

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贯穿于中学化学教材的

始终，是中学化学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在学

习本节课知识之前，学生已知复分解反应发生的

条件是生成沉淀、气体和水，通过第一课时的学习

知道单一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行为，在此基础上通

过第二课时的学习引导学生进一步从微观的角度认

识两种电解质混合以后在水溶液中的行为，探析复

分解反应的微观本质，通过宏观辨识和微观探析，进

一步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从知识的价值和功能分析，第一，发展了学生

对酸、碱、盐水溶液中物质的存在状态和它们之间

反应的再认识，建立了从微观角度看溶液中化学

反应的新视角，对溶液中化学反应的实质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 第二，离子反应是初中复分解反应的

深化和延续，又与电离平衡、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

衡等有着密切联系，对后续学习具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 第三，从初中化学反应分为化合反应、置换

反应、分解反应和复分解反应再到本节课还可分

为离子反应和非离子反应，丰富了对化学反应分

类的认识。
二、学生学习情况分析

在初中化学中，学生初步了解和认识了部分

酸、碱、盐，知道酸、碱、盐的水溶液能导电，并且知

道酸碱盐水溶液中有氢离子、氢氧根离子、金属离

子或铵根离子，对溶液中存在离子有了初步的认

识。在“离子反应”第一课时，学习了电解质与非

电解质，能区分哪些物质是电解质，已了解单一电

解质在水溶液中的行为，会书写简单的电离方程

式。对于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反应，学生的前

知识是复分解反应，知道复分解反应发生的条件

是生成沉淀、气体和水，这是对水溶液中复分解反

应的宏观认识，但是学生对单一电解质在水溶液

中的存在状态及行为还缺乏足够的理解和认识，

对水溶液中物质的认识还没有深入到微观这一层

面，对复分解反应的实质还缺乏微观角度的深层

理解，大部分学生习惯上从宏观的角度去描述一

个反应，还没有习惯从微粒的存在、微粒间的相互

作用和微粒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角度去描述化学反

应，欠缺研究微观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为此，在

“离子反应及其发生条件”的教学中，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促进学生认识角度的转变，从微观角度剖

析复分解反应的实质，从微粒的来源、微粒间的相

互作用、微粒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再到化学用语的

表达，通过宏观辨识和微观探析深刻理解复分解

反应的微观本质，最终实现学生从微观角度认识

化学反应的新思路和新视角，促进学生核心素养

的发展。
三、促进核心素养发展的教学设计

1． 教学整体思路

本单元的研究对象是水溶液体系，其中第一

课时研究单一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行为，第二课

时“离子反应及其发生条件”研究两种电解质混

合后在水溶液中的行为，从本体知识的特点而言，

本节课重点发展和促进学生的微粒观，通过宏观

辨识和微观探析，深刻理解水溶液中物质反应的

实质，建立研究水溶液中物质反应的思维模型。
此外，通过实验探究，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和严谨

求实、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因此，确定微粒观的

构建和发展为本节课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主

要目标，围绕“电解质在水中能电离出自由移动

的离子，复分解反应的实质是离子反应，离子反应

发生的条件，离子反应可用离子方程式表示 ”四

个环节展开教学( 见表 1 )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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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化学实验为支持，通过一系列核心问题和学

生活动将教学活动串联起来，基于学生核心素养

的发展设置启发性问题，从而实现学生对复分解

反应的深层次理解。
表 1

教学进程 核心问题 学生活动

电解质在水中能电离出自由

移动的离子

1． 将导电笔插入到氢氧化钡和硫酸溶液

中导电笔为什么会发光? ———微粒的来

源

分析导电笔发光的原因

复分解反应的实质是离子反

应

2． 反应后离子数量发生了什么变化? 复

分解反应的实质是什么? ———微粒间的

相互作用

分析硫酸和氢氧化钡溶液反应后溶液中离子的变化情

况，揭示复分解反应的微观实质。

离子反应发生的条件
3． 如何减少溶液中离子的数量?

———微粒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通过硫酸铜和氯化钡、盐酸和碳酸钠、氢氧化钠和硫酸

的反应，归纳离子反应发生的微观条件

离子反应可用离子方程式表

示

4． 如何用化学用语来表征离子之间的反

应? ———建立分析水溶液中反应的一般

思路

从微粒的来源、微粒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归纳离子方程式书写的一般方法，建立分析水溶液中

反应的一般思路。

2． 关键教学环节

环节一: 情景引入，回顾单一电解质在水溶液

中的行为

［演 示 实 验］ 将 导 电 笔 分 别 插 入 到

0． 01 mol·L －1 Ba ( OH) 2 和 0． 2 mol·L －1 H2 SO4

溶液中，然后再向 0． 01 mol·L －1 Ba( OH) 2溶液中

逐滴加入 0． 2 mol·L －1 H2 SO4 溶液，观察导电笔

亮度的变化情况。
［问题］导电笔为什么会发光? 将两种溶液

混合导电笔的亮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本环节的设计意图: 通过导电性实验，将微观

问题宏观化，借助溶液的导电性引导学生进一步

巩固单一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行为，关注电解质

溶液中微粒的来源和种类，使学生的认识角度从

物质到离子再到离子之间的相互反应，同时为本

节课离子反应做好铺垫。
环节二: 分析两种电解质混合后在水溶液中

的行为，探析复分解反应的微观实质

［播放动画］Ba( OH) 2和 H2SO4溶解形成溶液

以及两种电解质混合后在水溶液中的行为。
［问题］通过以上分析，你认为反应后离子数

量发生了什么变化? 复分解反应的实质是什么?

［总结］两种电解质混合以后发生复分解反

应，其实质就是离子间的反应，反应后溶液中离子

浓度减小，把这种有离子参加的反应就叫做离子

反应。并把化学反应分为离子反应和非离子反

应。
本环节的设计意图: 借助多媒体动画，从微观

角度分析电解质之间的反应是离子反应的客观存

在，体验物质的微粒性和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再

通过实验手段，借助宏观实验现象，让学生认识复

分 解 反 应 的 微 观 实 质。向 0． 01 mol · L －1

Ba( OH) 2溶液中逐滴加入 0． 2 mol·L －1 H2SO4 溶

液，产生了白色沉淀，导电笔逐渐变暗，说明离子

间发生了反应，浓度逐渐减小; 然后导电笔又渐渐

熄灭，证明氢氧化钡和硫酸恰好发生了反应，离子

浓度接近为零，随着氢氧化钡的逐渐加入，离子浓

度又逐渐增大，导电笔发亮。该环节从微观层面

分析了两种电解质混合后的行为，让学生感受到

复分解反应其实质就是离子之间的反应。通过氢

氧化钡和硫酸之间的反应也让学生意识到电解质

溶液中微粒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作用过程是通

过微粒的解离和再结合完成的，微粒间相互作用

的结果会导致微粒种类、数量和溶液性质的变化，

通过这样的分析，让学生的认识由宏观到微观，定

性到定量，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离子反应的实质，提

升了学生的思维深度。
环节三: 离子反应发生的条件

［问题］下列各组物质能否发生化学反应，若

能反应，请写出相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并判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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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类型。
( 1) CuSO4 + BaCl2 ( 2 ) HCl + Na2 CO3

( 3) HCl + NaOH
［学生实验］( 1) 向 2 mL 1 mol·L －1的氯化钡

溶液中加入少量 1 mol·L －1 的硫酸铜溶液，观察

现象;

( 2) 向 2 mL 1 mol·L －1盐酸溶液中加几滴石

蕊，再逐滴加入 1 mol·L －1 碳酸钠溶液，观察现

象;

( 3) 向滴有酚酞的 2 mL 1 mol·L －1氢氧化钠

溶液中逐滴加入 1 mol·L －1的盐酸，观察现象。
［问题］分析以上三个反应，从宏观和微观两

个角度你认为离子反应发生的条件是什么? 如何

减少溶液中离子的数量?

［总结］酸、碱、盐之间发生离子反应的条件:

微观角度: 离子数量减少。
宏观角度: 生成沉淀、气体和水。
本环节的设计意图: 通过宏观辨识和微观探

析，让学生从微粒间相互作用的角度理解离子反

应发生的条件，即离子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向着生

成沉淀、气体、水等离子浓度减小的方向移动

环节四: 用化学用语表征离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及其结果

［问题］根据复分解反应的实质，如何用化学

用语来表达 CuSO4和 BaCl2溶液之间的反应?

［学生活动］基于对反应( 1 ) 的分析，小组讨

论，汇报 交 流 如 何 用 化 学 用 语 来 表 达 CuSO4 和

BaCl2溶液之间的反应。
［教师引导］在师生互动中总结出书写离子

方程式的一般方法:

书写电离方程式( 微粒的来源) :

CuSO 4 Cu2 + + SO2 －
4

BaCl 2 Ba2 + + 2Cl －

找出参加反应的离子( 微粒间的相互作用) :

CuSO →4 SO2 －
4

BaCl →2 Ba2 +

书写离子方程式( 微粒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

Ba2 + + SO2 －4 BaSO4

检查离子方程式: 质量守恒、电荷守恒

［学生活动］根据以上书写规则，完成盐酸和

碳酸钠溶液、氢氧化钠和硫酸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问题］根据你对离子反应的理解，请你写出

氢氧化钾和硫酸的反应，并和氢氧化钠和盐酸反

应的离子方程式做对比，你能发现什么? 该离子

方程式能否表示氢氧化钡和硫酸的反应? 为什

么?

［总结］一个离子方程式不仅可以表示某一

个具体的化学反应; 还可以表示同一类型的离子

反应。离子方程式揭示了化学反应的本质。
本环节的设计意图: 通过归纳总结，从微粒的

来源和微粒间相互作用及其结果的角度梳理书写

离子方程式的一般方法和分析水溶液中离子反应

的一般思路，并借助离子反应来表示酸、碱、盐在

水溶液中的反应实质。氢氧化钾和硫酸反应的离

子方程式也可以用

H + + OH － H2O
表示，其设计意图是让学生进一步认识离子反应

的本质，一个离子反应不仅可以表示一个反应还

可以表示一类反应，让学生养成见到物质会想到

它在水溶液中的存在形式，见到离子会想到哪些

物质含有这些离子的思维习惯，进一步构建和发

展了学生的微粒观。该离子反应能否表示硫酸和

氢氧化钡的反应? 其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学生对离

子反应实质的理解，提升学生的思维深度。
环节五: 归纳小结

［问题］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对溶液中的复

分解反应有哪些新的认识? 你认为分析离子反应

的思路是什么?

本环节的设计意图: 通过学生的归纳总结，再

次强化了学生从微观角度对复分解反应的深层理

解，形成从微粒的来源、微粒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

果去分析溶液中离子反应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总之，化学核心素养是以培养具有化学思维

特征的德能兼备的人才为教学目标，通过课堂教

学发展和促进学生的核心素养是教学转型的关

键，以核心素养发展为本的课堂教学，更有助于学

生对知识的深层次理解，有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

展，当然要实现这一转型，必须要充分挖掘知识的

内涵，让具体的知识服务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重视化学实验提供的感性认识，引导学生经历知

识的形成、应用和反思，不断发展学生的核心素

养。 ( 收稿日期: 2018 － 08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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