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硫酸铜溶液呈酸性"为突破口的“盐类水解"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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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盐类水解”主题教学中，笔者尝试以硫酸铜溶液呈酸性的理论分析进行案例教学，引导学生独立判断并自主形成

概念，促进学生理解盐类水解的本质，形成“微粒观”、“平衡观”等化学观念，学会从化学的视角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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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类水解”是高中化学的教学热点，有关

“盐类水解”的展示课层出不穷，讨论文章也颇

多，甚至出现了从现象到结论的口诀背诵的教学局

面。面对如此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化学观念出

发，对“盐类水解”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进行重

新审视。

1改变“水解理论”课堂教学的原因

1．1一般教学思路的局限性

按照上科版教材对本教学内容的编排以及教

学参考资料上的教学建议，课堂教学一般由三个

环节构成：(1)实验测定三种盐溶液的pH，以此

引发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盐溶液均呈中性；(2)实

验测定一系列盐溶液的酸碱性，探究盐溶液呈酸

碱性的规律(即与盐类组成的关系)；(3)理论推

导盐溶液呈酸碱性的原因。课堂教学可以采用小

组学习的方式，由学生通过自主实验来探究水解

规律，教学的基本方法属于归纳法：通过一系列物

质的pH测定寻求物质组成的相似点，归纳总结溶

液酸碱性与盐类组成的联系。这样的教学思路是

流畅而传统的，教学逻辑是严密但少有挑战的。

1．2最优化教学理论的启示

前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曾就学生发展的“实

际可能性”作出深入阐述：实际的学习可能性是指

人的生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潜力，以及间接起作

用的外部条件的总和。他提醒广大教师应充分考

虑学生的实际情况，防止自己的教学把他们的可能

性限制在某一水平已教师应当依靠学生已有的实

际学习可能性，不断扩大这些可能性，把它们提到

更高的水平【1】。因此，笔者对教学对象进行深入分

析，认为学生在将近一个学年的化学学习中已经积

累了相当的理论化学学习经验，其认知水平已经达

到—定高度，笔者决定在“盐类水解”授课时确定

新的教学策略，以期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科学认知

水平和理论学习能力，培养并巩固“平衡观”、“微

粒观”等化学观念。

2 “盐类水解”理论教学过程

2．1第一环节：课题,11--

见表1。

2．2第二环节：“问责”离子

见表2。

2．3第三环节：追问本质

见表3。

2．4第四环节：举一反三

见表4。

实验教学辅助理论学习依然是“盐类水解”

学习主题的重要教学方式，选取典型物质作为研

究案例、强调水解本质的探究、重视学生对学科

观念的自我构建可以有效突破该教学内容的重难

表1课堂教学第一环节

序号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现象或结果 设计说明

实验演示向50mL蒸馏水中加入1药匙 水中加入食盐前后 符合学生的认知基础：食盐的物质组成中没
1 观察并预测。

食盐，测定溶液的pH变化。 pH没有变化。 有H+或OH一。

实验演示向50mL蒸馏水中加入1药匙 溶液的pH变小， 物质组成中同样没有H+或OH一的物质改变
2 观察并预测。

硫酸铜晶体，测定溶液的pH变化。 呈现酸性。 了水的pH，给学生带来认知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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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课堂教学第二环节

序号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现象或结果 设计说明

提出问题：硫酸铜 猜测并自证。 学生分成两派。①cu2+支持派 电解质理论学习中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

晶体组成中的哪个 无确凿论据； 认识不清，需要在合适的场合引导学生把

离子引起了水的酸 ②soi一支持派言之凿凿：sol一 这种认知上的误差表述出来并给予纠正，
3

性变化? 来自H：SO。，H2SO。是一种强 以达到对一个理论的精准的理解。

组织学生相互质疑 否定了sol一支持派相 酸；sO：一结合水里的H+就成了 科学的学习过程就是错误不断得到纠正

和辩驳。 关论据。 H，s0。显酸性等。 的过程。

任务布置：设计实 讨论方案并施行：利用 ①CuCl2溶液pH<7，而Na2S04 充分利用已有的实验结论并展开思辨，有

验验证猜测。 氯化钠溶液呈中性的结 溶液pH=7； 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系统性以及养成严
4

论，测定氯化铜溶液或 ②硫酸铜溶解后导致水溶液呈 谨的科学思维。同时，并不太难的实验探

者硫酸钠溶液的pH。 酸性是由Cu2+引起的。 究有助于激发学生尝试科学研究的兴趣。

表3课堂教学第三环节

序号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现象或结果 设计说明

提出问题： 小组学习，相互质疑。 依次得出结论： 在学生的认知基础中，Cu(OH)：的沉

Cu2+是如何 ①cu2+没有带来H+，但是可以带走OH一； 淀身份有利于其从平衡移动的角度

引起水溶液 ②cu2+结合水电离产生的OH一变成 理解cu2+微粒对水电离平衡的影
5 的pH变化 Cu(OH)：沉淀，使得水的电离平衡被破坏； 响；而实验中未见显著Cu(OH)：浑

的? ③Cu(OH)，溶解度很小但不一定表现为沉 浊现象以及溶液呈酸性和蓝色，这

淀现象； 些事实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水解的离

④Cu(OH}，是一种弱电解质，很难电离。 子方程式书写规则。

组织发言： 语言描述上述现象和讨 ①形成概念：盐类水解的定义； 引导学生从微粒的角度看待平衡的

总结看到的 论：CuSO。中的Cu2+结合 ②符号书写：盐类水解的离子方程式表达。 移动、用辩证的观点对待物质的宏

现象和讨 水电离产生的OH一，生成 观表现，为理解盐类水解的科学本
6 论的结果。 一种弱电解质Cu(OH)，， 质奠定良好的认知基础，同时，对强

使得水的电离平衡被破坏 弱电解质、电离平衡、勒沙特列原理

并正向移动，【H+】增加而 等起到十分重要的巩固作用，化学

fOH-]减小，溶液呈酸性。 观念之间前后呼应、一气呵成。

表4课堂教学第四环节

序号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现象或结果 设计说明

布置任务：理论推测六种盐 小组讨论教师布 推测并验证： 概念从初步形成到深刻理解需要学生进

溶液的酸碱性、确定引起溶 置的问题并完成 ①NaHC03和K2C03、NaAc 行不断的强化和自我肯定，学习的成就感

液酸碱性变化的离子以及用 实验和实验报 三种溶液呈碱性； 将激励他们进行较为复杂的科学探究活
7

离子方程式描述原因，最后 告。 ②KNO，溶液呈中性； 动，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较好的开发。
实验检验自己的结论。 ③NH。C1和A12(s04】3溶液呈

酸性。

布置任务：推测上述实验中 讨论不同酸碱性 呈现双水解的结果：既有沉 尽管课程标准并未对双水解作出相关学

NaHCO，和A12(SOJ，溶液相 表现的盐溶液混 淀又有泡沫现象。 习水平的要求，但是这两种物质对应溶液
8 混合的现象； 合后的现象以及 混合后的复杂现象可以加深学生对盐类

实验演示：饱和的上述两溶 原因； 水解本质的理解，高难度教学可以激发学
液相混合。 观察实验。 生最大程度发展其学习的实际可能性。

点。

在笔者看来，“盐类水解”是学生理解世界纷

繁复杂变化的一个载体，是他们发展独立思考、

独立判断能力的一个过程体验。如果一个人掌握

了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

作，他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

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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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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